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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点
一年一度的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近日盛大开幕。

这个凸显世界工业未来发展趋势的博览会将今年的主题

设定为“融合的工业”，德国人更是将其视为第四次工业

革命。今年年初，德国三大工业协会共同设立了一个名

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平台的办事处，集合经济、科学领域的

多名专家并联合工业企业为联邦政府建言献策。在汉诺

威工业博览会期间，该平台正式启动。

迅速发展的互联网和信息通讯技术被视作这次变革

的基础。目前，美国运用互联网技术在办公通讯和社交

网络领域确立了优势地位，而德国正准备将网络技术运

用于工业生产之中以期拔得头筹，以此来巩固德国老牌

工业大国的地位，并提升德国工业的发展水平。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不是已经到来姑且不论，互联网技

术与工业生产的融合趋势却已经明朗，发达国家已经展开

你争我抢之势。对此，我国应该早做准备，加快提升自主

创新能力，打好迎接新工业变革的“抢滩登陆战”。

一是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和作用，营造一流的工业

集成化创新环境。一方面，国家从政治利益、经济利益、

社会利益角度出发都应该积极参与全球工业市场游戏规

则的制定，并积极审视我国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面的不足，

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大力提倡自主制定游戏规则。另一

方面，政府应该善于与本国市场力量配合，鼓励市场力量

的发展，扶持本国研发力量的成长，保持国内市场垄断和

竞争的均衡发展。

二是提高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加快科技成果向生产

力转化的进程。一方面，加紧建设一批国家级工业技术研

发基地，打造一批国际一流的研发平台，吸引海外人才和

科技项目向我国转移，加快关键技术的攻关和推广应用，

形成国家研发创新体系。另一方面，加强重点企业技术研

发中心建设，鼓励国内企业建立内部研发机构，构建企业

研发创新体系。政府和企业要密切配合，形成两个体系之

间的良性互动，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先进生产力。

三是加强工业信息化进程，构建工业集成化的平

台。首先，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既包括信息网络、信

息处理设备和信息资源库等“硬性”设施，也包括信息技

术标准、政策法规、知识产权保护等“软性”设施。其次，

促进工业生产流程信息化，依托互联网和信息通讯技术

设计、管理和处置整个工业生产流程。第三，打造信息化

工业价值链，将工业制造的采购、销售、服务等上下游环

节纳入信息化管理中来。

四是重视专业化人才队伍的建设，为工业革新奠定

坚实的基础。迎接新工业革命、实现网络技术与工业

融合的关键在人才。一方面，应该尽快建设本土专业

人才培养机制，国家可以设立专项基金奖励高校、科研

单位和企业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并鼓励他们走出国

门与国外相关机构进行交流。另一方面，在吸引优秀

留学人才回国的同时，在我技术空白领域聘用一批外

籍专业人才，以国外先进技术和理念带动国内相关领

域的发展。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工业生产不能仅满足于劳

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只有将新技术与工

业生产密切结合，优化工艺流程，提高产品含金量，才能

在国际化工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迎接工业革命

新时代
□ 王志远

在采访 2013 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展的
过程中，记者看到的是，在蒸汽机、规模生
产和自动化之后，发达国家已经站在迎接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潮头。本届工业博览会
的主题“融合的工业”（Integrated In-
dustry），正试图对这种趋势进行定义和展
望：“借助信息技术对工业或产业流程进行
彻底的改造”。根据其构想，今后无论何种
行业，对其整个流程都有一个实时监控的
平台。它可以及时预防并发现流转环节的
不合理因素，及时进行调整并避免事故的
发生，从而提高生产和物流的效率，让生产
和物流更安全并节省资源。

趋势：

工业部件 智能优先

据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测算，融
合 后 的 产 业 可 以 提 高 30% 的 生 产 和 运
输效益。这就大大节省了资源和能源，
并 改 善 人 类 居 住 的 生 存 环 境 ，包 括 空
气、水和土壤等。在一些发达国家人们
常说，最好的环境保护是从生产的源头
做 起 。 由 于 源 头 上 没 有 浪 费 的 资 源 和
能源，或资源和能源能够得到充分的利
用，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也随之降低到
最小的程度。

这其中，基础的工作是零部件或元件
的智能化。德国展会公司董事会董事科克
勒在展会期间表示，“机械、设备、工件和元
器件今后将实时交换数据和信息，从而提
高生产和运输的效率，增加生产和运输的
安全性能并节省资源。”换言之，在生产和
流通过程中，不仅有如今的人机对话，今后
机器同机器的“对话”也是趋势。比如一台
发动机是由上千个部件组成，这上千个部
件之间要能够相互“对话”，这样发动机坏
了就知道坏在哪里，哪个部件出了问题，检

修起来就比较容易。部件之间“对话”的前
提是每个部件都配有一个芯片，用本届展
会的话说，就是装有一个“数字化的记忆”
或大脑。这个芯片或数字化的大脑对工件
或零部件的生命周期有“完整的记录”，因
此从它降生的那一刻起，人们就知道该如
何对它进行维修和保养。在一个复杂的机
器或设备里，智能零部件可以随时将它的
问题反映在监控器上，并提醒工程师或工
人，应当采取何种措施方能避免对整台机
器和设备造成伤害。

障碍：

网络安全 平台整合

尽管本届展会勾勒出未来工业发展的
美好愿景，但是这样一种态势不可能一蹴
而就，而是需要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这
其中，最重要的两点是平台整合与网络安
全。

记者从本届博览会了解到，除了“技术
和电子网络之外”，产业的融合或一体化还
要求“工业的各个部门进行跨企业和跨行
业之间的合作”。要缩短通信联络或交流
的渠道，从而“塑造更有效的合作”。因为
任何一个部门和行业，不可能通晓所有的
技术，即使是通晓所有的技术，也不可能在
所有的技术领域达到尖端水平。反映在这
次展会上，就是各个公司或厂家都形成了
自己的集成化或控制与操纵平台，但相互
之间的跨行业和跨企业的技术融合还有待
进一步发展。

网络安全同样是一个重要障碍。在展
会期间，博世公司的一位工程师告诉记
者，从理论上讲，只要数据传输没有问题，
连接全球的工厂并形成工业融合就没有
问题。但是，目前主要障碍在于网络的安
全，网络安全没有保障企业就不敢贸然去

推动工业融合进程。这位工程师表示，
“目前还没有人敢去尝试。”

中国企业：

正视差距 迎头赶上

今年来自中国的参展商 730 家，布展
面积 1.2 万平方米，参展规模为仅次于东
道国德国的第二大展团，展商数量和布展
面积超过去年担任工博会伙伴国时的水
平。德意志汉诺威展览公司发言人布罗
克·麦科马克认为，“中国 2012 年的参展非
常成功，所以现在更多的中国企业想与工
博会建立联系。”

记者在展会上也感受到中国企业在进
步。以前中国参展企业大都在犄角旮旯的
位置，现在很多公司已经开始在同一类展

厅和发达国家公司同台比武。如来自中国
湖南的远大集团，在展会期间发表了对于
未来城市建筑的发展趋势的见解，其展位
的醒目位置摆放着一座摩天大楼模型。这
座号称“天空城市”的大楼设计高度 838
米，总共 220 层，包括住房、学校、医院、酒
店等设施，涵盖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这
座高楼的另一个特殊之处在于其“搭积木”
式的建造方式。远大在展会的工作人员指
出，高楼可解决未来城市土地资源稀缺问
题，而模块化的建造方式也有助于提高效
率。

毋庸讳言，西方发达国家在迎接第四
次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已占据有利地位。
但也要看到，历次工业革命是个你追我赶
的过程，如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一
样，发展中国家虽然落后，但也很快迎头
赶上。

““融合融合””的工业的工业

吹响进军吹响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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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3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7日晚在德国汉诺威开幕。中国共有730家厂商参展，

展团规模仅次于东道主德国。今年展会以“融合的工业”（Integrated Industry）为主题，将通过

工业自动化、能源、数字工厂、工业绿色科技等11个分主题，诠释工业领域的“融合”前景。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包括中国在内
的金砖国家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意识与觉醒，欧美等发
达经济体感到了危机。他们要生存或保持
原有的福利，必然要在技术和科技上再次
拉开同后发国家的距离。正如本届展会主
办方所言，竞争促进文明与进步。

然而我们必须正视中国企业与国外的
差距。在本届展会上，记者的一个感受是许
多领先的技术依然被发达国家的企业垄
断。中国在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竞争中
要想迎头赶上，不仅需要赶超的勇气和气

魄，更需要整个社会观念与价值的更新。
如何缩短追赶的进程？在这方面记

者的感觉是，创新是最重要的因素。正像
展会的机械论坛所展示的那样，工业融合
的第一步首先是意图和想法，其次才是驱
动和自动化。没有思想的碰撞与火花，要
想进行发明几乎是不太可能的。我们与
发达国家在这个进程中的差距并非遥不
可及。只要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优势，加
大创新力度，充分发挥创新活力，在即将
到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上赶上发
达国家，大有希望。

记 者 感 言

争当弄潮儿

在 今 年 的 汉 诺 威 工 业 博 览 会 上 ，
来 自 中 国 的 参 展 商 730 家 ，布 展 面 积
1.2 万 平 方 米 ，参 展 规 模 为 仅 次 于 东 道
国 德 国 的 第 二 大 展 团 ，展 商 数 量 和 布
展 面 积 超 过 去 年 担 任 工 博 会 伙 伴 国 时
的水平。

记者：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作为当今知

名的工业盛会，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有哪些

重要意义？

符禹：创始于 1947 年的汉诺威工业
博览会，作为世界最大和最具知名度的制

造业与加工技术业展览会是世界工业行
业发展的晴雨表。对于德国乃至整个世
界的供应商和买家来说，中国都是汉诺
威工业博览会所涵盖的每一个领域最重
要的市场之一。中国正在努力调整经济
结构，使国内各个地区的经济能够平衡
发展。而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所涉及的重
点技术与行业热点对中国工业和经济有
借鉴作用。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为众多出口型企业
提供了绝佳的舞台,每一年中国企业的积

极参 展 都 获 益 匪 浅 ：增 进 技 术 、提 升 品
牌、扩大市场、促进贸易。具体来说，出
国 参 展 对 于 每 一 个 中 国 企 业 都 会 带 来
不小的机遇。多年来，有很多中小型进
出 口 企 业 就 是 通 过 展 览 会 的 平 台 逐 步
成长起来，从最初的为海外公司做代工
到创立自己的品牌，从起初在海外市场
的默默无闻到在行业中崭露头角，从第
一 次 出 国 时 的 无 人 问 津 到 年 年 参 展 都
宾客临门。

记者：本届展会上，中国企业主要集

中在哪些行业？有哪些企业已经在国际

领域同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

符禹：本届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于 7 日
晚在德国汉诺威开幕。中国共有 730 家
厂商参展，展团规模仅次于德国。参展的
国内企业中不乏东华链条、大全集团、广
州白云集团、正泰集团、恒久机械等国内
领先品牌。这些都是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的忠实大展商，他们多年的参展经验表
明，这些企业已从技术展示更多地转向品
牌推广。这也与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其
他众多来自国际领先企业的参展目的不
谋而合。

与此同时，来自上海、北京、长江三角
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的展商比较集中的
参展领域包括工业零配件与分承包、动力
传动与控制、自动化和能源等领域。

记者：与往年相比，今年中国企业参

展有哪些新情况、新变化？伴随着中国企

业更多地走出去，更多的在国际舞台上亮

相，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主办方、参展

的嘉宾和观众对于中国企业持怎样的态

度？

符禹：中国企业参与汉诺威工业博
览会可追溯到上世纪 80 年代。最初，由
国 家 组 织 的 20 多 家 企 业 前 往 德 国 参
展，国内企业更多地是去学习。但今天，
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强劲的、飞速的，在短
短 30 年间快速缩短差距，并在工业各部
门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伴随着中国企业更多地走出去，更多
地在国际舞台上亮相，我们展会主办方、国
际同行和观众始终欢迎和期待与“中国制
造”同台比拼，互求共进，这也是汉诺威工
业博览会的目的之一。重视中国的发展，
邀请更多的中国企业参与，促进各国与中
国的贸易。同时，继 2012 年中国成为汉诺
威工业博览会的合作伙伴国之后，更多的
中国企业想与展会建立联系。这个趋势将
会更好地发展下去。

记者：作为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中负责

组织中国企业参展的公司成员，您认为中

国企业如何才能够更成功、更有效地参加

和利用好这种大型的国际展会？

符禹：我认为，首先需要有积极参与
的态度，挑选好的、专业的展会参加。其
次，需要在展前做好充分的准备，精心布
置的展台在国际展会上能够使目标群体
更容易地寻找到你。当然，通过各种新型
渠道的宣传推广也必不可少。展会只有
短短几天，展后的业务跟进也非常重要。
我们希望更多的企业了解汉诺威，了解汉
诺威的展览会。凭借我们专业优质的展
会服务，一定能够为企业在展会上获得更
大价值。

让更多中国企业闪亮国际舞台
——访汉诺威米兰展览会（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符禹

本报记者 刘 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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