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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7月6日摄）。 新华社 图

人物专访

“脱实向虚”并未波及基本面

对智能手机制造企业龙旗电
子（惠州）有限公司董事长葛振纲
而言，尽管发展势头较好，但外部
压力并没有减轻。对企业来说，赚
钱需要创新，可创新首先需要钱。

“融资的要求越来越高，成本
也在攀升， 做实业想干出点名堂
越来越难。”葛振纲说，和龙旗同
期成立的两家业内企业， 一家已
转入房地产，另一家则结业出售，
彻底脱离了实体领域， 只有我们
坚持了下来。

葛振纲的压力并非个案。记
者走访发现，筹钱、挣钱，是上半
年我国制造业面临的两大难题。

———融资难。 与近年来火热
的房地产市场、 部分金融领域投
资的高回报相对应的， 是民间投
资不旺。虚拟经济见效快，人们不
愿意花大把钱在实业上。 在去产
能、去杠杆的背景下，银行调整信
贷政策， 一些企业现金流的压力
陡增。

———收益难。一边是能源、劳
动力、 物流、 管理等综合成本上
升，一边是产品科技含量不高、附
加值低、低水平重复建设多，制造
业企业盈利能力较弱， 运营压力
加大。

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
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蓝
皮书（2017）》显示，我国工业与房
地产、 金融业等之间存在的收入
差距加大， 一些资金抽离实体部
门。据测算，目前工业行业平均利
润率在6%左右，银行业营业利润
率是工业行业的7倍。

“脱实向虚”趋势下，人们开
始担忧会由此引发多米诺骨牌效
应。

在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看
来，要充分认识到“脱实向虚”苗头
带来的警醒，看到“中国制造”在产
品质量、科技含量、清洁环保等方
面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差距以及转
型的急迫性。但他同时指出，也不
要夸大问题和风险，唱衰制造业。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实际增长6.9%。 制造业投资
增长5.5%，比1至5月份加快0.4个
百分点，增速回升。

辛国斌说，“脱实向虚” 并没
有波及基本面， 众多制造业企业

正在化成本压力为转型动力，沿
着高端化、信息化、智能化、绿色
化不断创新。

“中国制造”向前沿领域出击

记者调研发现，在环境倒逼
之下，企业创新意识和积极性明
显加强， 新技术新模式不断涌
现，逐步推动产业间、区域间推
陈出新。

在今年3月举行的一场国际
经销商大会上，美的集团空调事
业部广州智能工厂厂长汪小进
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向全球市场
展现了最新“智能工厂”———100
多台机器人、机械臂有条不紊地
完成铜管折弯、 安放压缩机、部
件组装等步骤。通过手机、平板
电脑，管理者可对生产全部环节
实时监督。

工信部规划司副司长李北
光说，将信息技术融入传统制造
业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金
钥匙”，目前已在服装、家电、装
备制造等多个领域大范围实践。

此外，“中国制造”也向前沿
领域出击：山东华星环保集团研
发出低密度高强度石油压裂支
撑剂，打破国外企业在石油开采
材料上的垄断；中国移动和中兴
通讯联合研发、部署的5G试验基
站实现了每秒2千兆以上的单终
端下行峰值速率；用国产CPU的
“神威·太湖之光”成为世界首台
运算速度超过每秒十亿亿次的
超级计算机……

创新因子流动汇聚，打破传
统发展格局，一批新产业集群正
在崛起。湖南株洲的“动力谷”、
武汉的“光谷”、 深圳的无人机
……积极吸纳、移植高端生产要
素和先进分享技术，区域间产业
承接更加平衡，制造业“新版图”
正浮出水面。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高
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分别增长13.1%和11.5%，占
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分别为12.2%
和32.2%。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

“从中长期看， 我国制造业
正处在‘爆发前夜’。虽然尚未实
现总体跃迁，转型升级的压力依
然很大，但向好趋势逐步明朗。”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装备工业研究所所长左世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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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历史低谷还是爆发前夜
经济“脱实向虚”并未波及基本面 “中国制造”增加“高端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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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止经济“脱实向
虚”？如何打造更为优化的营商
环境？如何让“中国制造”向“中
国智造”转型升级？日前，“新华
视点” 记者独家专访了格力电
器董事长董明珠。

谈现状：
“劣币驱逐良币”得到遏制

记者： 你认为中国制造业
有哪些向好的趋势和苗头？

董明珠：“中国制造”首
先在品质控制上取得了巨大
突破 。有段时间“中国制造”
在世界上印象不佳， 是一些
不良企业粗制滥造、 偷工减
料造成的， 甚至样品跟成品
不一致，影响了形象。现在市
场中“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已
经得到了遏制，品牌意识、精
品意识已经开始渗透到企业
的骨髓里。 这是第一个好的
现象。

第二个好的现象是从跟
随走向引领。 我们做制造业
的， 这些年感受最深的是，做
跟随型企业是没有市场话语
权的， 只能拼成本拼价格，而
现在我们开始培育一个市场，
引领一个市场。从整个国家来
看，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走上
了同样的道路。

我记得有个调查，10年前
消费者最认可的中国制造产品
是玩具、 打火机、 衣服等小商
品，现在是家电、手机、航空航
天设备和高铁等。这说明什么，
“中国制造”在不断进步，不断
高端化。 这种变化是日积月累
的，却又是颠覆性的。

谈问题：
人才、诚信和技术是关键

记者：你认为“中国制造”
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董明珠：首先，我觉得是人
才培养。 企业在转型升级的过
程当中，技术创新非常重要，而
要想掌握核心技术， 最关键的
是人才。人才培养，不是单纯的
多付薪酬， 更需要营造一个人
才成长的环境。

第二个是企业家的诚信和
责任。过去我们是出口大国，但不
是出口强国，为什么？是因为大多
数企业贴牌生产，逐利而行。什么
叫企业家？不是你拥有一个企业
就是企业家，真正的企业家是有
情怀的，有社会责任感的，是能为
社会发展带来正能量的。

另外就是技术问题。 以前
中国没有电饭煲的时候， 我曾
经去国外买过， 因为它煮出来
的米饭真的好吃， 这让我们看
到了自己缺什么， 所以我们下
力气自己开发电饭煲。 对于国
外先进技术，我并不反对购买，
但是要坚持走自己的道路。

谈创新：
不应该为政府补贴去创新

记者：创新是近年来“中国
制造”提到最多的词之一，你如
何看待创新？

董明珠：我认为企业真正的
创新要以消费者为导向，产品要
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标准来设计
制造。

我们不应该为了政府补贴
创新而去创新， 而是要根据市

场、用户、服务对象的需求来做创
新。你拥有独有的技术，别人没有，
这就是你的创新。所以创新不是跟
随，而是突破，是对自我的挑战。

记者： 你怎么理解“互联
网＋”？你曾说过“马云离开我活
不了， 我离开了马云照样活”，为
什么这么说？

董明珠：随着信息科技的迅猛
发展，互联网对人们工作和生活的
影响越来越深。格力在坚持推动制
造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积极拥抱
互联网。我们制造的大数据、管理
行政系统大数据、技术研发大数据
都是依靠互联网实现的。但互联网
只是一种工具， 它离开我不行，我
离开它，无非是辛苦一些了。如果
没有产品做支撑，一切都会归零。

谈未来：
智造和融合是两个方向

记者：你觉得“中国制造”的
未来方向是什么？

董明珠：“中国制造” 有一个
重要方向———智造， 什么供应链
协同、 柔性化生产， 都包括在里
面， 这是我国制造业由大变强的
必由之路。

记者： 那么这个进程中什么
是最重要的？

董明珠： 我想，“中国制造”的
进步是需要有一些精神的。我们现
在有些企业缺乏追求完美的工匠
精神，甚至个别企业为了追求短期
利益，用技术造假、专利侵权等手
段欺骗消费者，这不仅影响到企业
自身，也使行业形象和发展前景受
损。“中国制造” 可能什么都不缺，
就缺“工匠精神”，只要一点一滴地
把每一个细节、环节做好，累积起
来就是大的飞跃。 ■据新华社

“中国制造”就缺“工匠精神”
格力董明珠：市场中“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得到遏制

今年上半年，经济下行
压力大，一些城市房价涨势
明显，不少制造业企业融资
难、负担重，有人担心中国
经济正在“脱实向虚”，制造
业正处于历史低谷。

与此同时， 在全国多
地，智能制造、共享经济等新技术新模式亮点频现，一些新的产业
集群悄然崛起，不少高精尖产品的研发成功，使“中国制造”增加
了“高端气质”。

如何判断“中国制造”的真实态势———正处于历史低谷还是
爆发前夜？2017年下半年乃至未来更长的时间，中国制造业何去
何从？“新华视点”记者日前分赴广东、山东、江苏等地采访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