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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 制 造 竞 争 形 势 新 变 化
袜子和玩具，这类低附加值、劳动

密集型的产品，曾难入发达国家制造业

的“法眼”。然而最近召开的一个论坛

上，美国商务部相关负责人却试图说服

企业主，这些商品也可以在美国生产，

并且大有钱赚。

美国商务部的新举动，凸显了奥巴

马政府力促制造业回流的急切和广度，

也提醒我们全球制造业的竞争形势将更

复杂、更严峻。

一是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政策不断

加码。继“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美国

制造业复兴计划”之后，去年奥巴马政府

又提出“让美国成为新增就业和制造业磁

场”的新目标，今年还推出“学徒计划”，政

府掏出大把钞票专门为制造业培训技

工。眼下，选择回流美国的企业数量明显

增加，制造业开始出现积极发展势头。白

宫国家经济委员会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

认为，一段时期以来，美国制造业产出大

幅增长。同时，2010 年以来，制造业创造

了 64.6 万个就业岗位，为 1990 年以来的

最快增速。统计数据显示，美国 6 月份制

造业 PMI 终值上升至 57.3，创 4 年来最高

水平。

二是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不断

提高。随着机器人技术和工艺日臻成

熟，机器人的经济性大大提高，很多低

端制造所需的大量重复性劳动岗位正在

被智能机器人替代。目前，全球机器人

市场发展十分迅速，企业应用积极性高

涨，日本的工业机器人应用比例已高达

33%。有分析认为，美国鼓励袜子、玩

具等制造环节回流，不是简单的原样

“搬回”，而是要给它们插上“智能化”

的翅膀。机器人的大量采用，将大大降

低人工在制造业增加值中的权重，这对

依旧靠敲敲打打“闯天下”的制造业企

业来说，不是好消息。

三是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发展中经

济体对制造环节的吸引力增强。我国东

莞、佛山、深圳等城市是全球运动鞋、

玩具、自行车等的主要生产基地，但

“东莞来一场堵车，全世界都会断货”的

格局已有松动迹象。2000 年全球耐克鞋

有四成产自中国，越南不足一成半，但

目前越南已取代中国成为该品牌最大生

产国。

不止于此，能源等技术的突破，也

在对全球制造业产生影响。美国的“页

岩气”革命使得其天然气价格偏低，导

致以天然气为主要原料的化工制造业成

本优势大增。有机构调查显示，全球 25

个主要经济体中，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仍

排名第一，但美国已攀升至第二，其

“成本竞争力”正在逼近中国。

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是决定

产业竞争力的关键。面对竞争形势的新

变化，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中国制造的

市场规模、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在内的

综合竞争优势仍十分明显。特别是经过

多年发展，我国已形成了较完整的上下

游产业链体系，产业链集群效应带来了

从生产到销售各环节成本的下降，这一

优势不仅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具备，

相当多发达国家短期内也难以形成。近

期，国际市场需求一回暖，我国制造业

PMI 就出现反弹，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

此。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拼成本”或

“吃老本”都不是长久之计，加快转型升

级，用高新技术武装“中国制造”，在全

球制造业中塑造新优势，才是持久之

道。各地区、各部门出台的每一项政

策、开出的每一剂药方，都应着眼升

级，着眼能够形成长期有效的、对增强

发展后劲管用的制度安排，为推动中国

制造持续健康发展“垫底子”。未来的世

界能否还让中国制造占据龙头地位，关

键看我们今天的努力。

（本文执笔：马志刚）

夏日已至，各大游泳场馆纷纷迎来生意高峰。北京市卫生监督所启动了为期两个

月的暑期游泳场馆专项整治，要求游泳场馆必须设立专门的“红眼病检查岗”，确保

不发生红眼病等健康危害事故，不合格者会受处罚。但据调查，曾经在京城各大游泳

场馆通行的“健康证”逐渐消失，大多数场馆的工作人员只匆匆扫一眼进场的泳客，

基本谈不上“检查”。公共场所人群密集，需要严格执行有关规定，不能只图省事而

应付差事，影响市民的身体健康。 （时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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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国人心中，汽车不

仅是代步工具，更是“面子”

和身份地位的象征，普遍存在

着 贪 “ 大 ”、 求 “ 洋 ”、 厌

“小”的消费倾向。事实上，小

型车并不等于低品质。大力发

展小型车，不失为当前汽车产

业应对节能减排的务实之举

汽 车 消 费 不 应 贪“ 大 ”厌“ 小 ”
杨忠阳

福 布 斯 网 站 近 日 发 布 的 2014 年 度

“最环保车型”和“最不环保车型”榜单显

示，最环保车型多为新能源汽车或者小型

车，而最不环保车型则多为大车或者豪

车。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在全球电池

技术没有实质性突破，新能源汽车产业化

步伐缓慢的背景下，大力发展小型车，不

失为当前汽车产业应对节能减排的务实

之举。

然而，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是，在汽

车销量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小型车占国

产乘用车市场份额却在年年下滑。数据

显 示 ，2009 年 这 一 占 比 为 16.2% ，但 到

2013 年，已下降至 11.69%。问题的严重性

还在于，从近几年的数据看，这并不是一

个周期性的市场波动，似乎正在形成一个

不可逆转的趋势。

反观全球市场，购买和使用小型车早

已成为潮流。欧洲小型车销量占比高达

70%，在前十榜单上，大众 POLO、福特嘉

年华，更是占据着重要位置。

应该说，无论是在节能减排，抑或交

通治堵、解决“停车难”等方面，小型车都

有优势，但小型车为何在我国被如此“冷

落”呢？

首先是消费观念不成熟。当今，在

不少国人心中，汽车不仅是代步工具，

更是“面子”和身份地位的象征，普遍

存在着贪“大”、求“洋”、厌“小”的

消费倾向。而一些城市汽车限购、牌照

稀缺的客观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又强化

了人们的这种心理，更希望“一步到

位”，购买更高级别车型。

其次，部分车企对小型车的研发和生

产积极性不高。研发小型车的成本跟研

制大型车差不了多少，但其利润却要低很

多，如果小型车销量达不到一定规模，汽

车企业就将面临亏损的窘境。曾有一位

自主品牌车企负责人直言不讳地说，“做

小型车不赚钱，更多是赔本赚吆喝。”

此外，社会上对小型车品质存在一定

程度的偏见。由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

来，我国小型车市场产品更新速度慢，配

置低，再加上外观又不够大气，在不少人

眼中，小型车就成了档次低、技术落后的

代名词。这样的“误读”在一定程度上也

影响了消费者对小型车的购买。

事实上，小型车并不等于低品质。随

着技术的快速进步和竞争的日趋激烈，近

年来国际上不少车企纷纷加大对小型车

的研发和制造投入，一些小型车的品质和

配置并不差。比如，近期上市的上海大众

全新 POLO 不仅升级了发动机，而且增加

了触摸中控屏等诸多实用性配置。

国际经验表明，社会车型结构的形成

和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一系列

明确、持续和系统的激励政策的引导。法

国政府对大排量轿车课以重税，而对购买

小排量汽车进行补贴；意大利政府规定，

家用汽车所缴纳的通行税数额依照排量

的大小决定。在这样的政策引导下，小型

车在这些国家成为市场的“主流”。当前，

我国要想把小型车市场真正“做大”，需要

对小型车给予稳定持续、力度足够的政策

支持，在研发、生产、税收、使用环节、政府

采购等方面支持小型车，特别是高品质自

主品牌小型车的发展，使其不仅充当节能

减排的主力军，更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

长点。

最近一期（7 月 2 日至 7 月 8 日）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

数显示，环渤海地区 5500 大卡动力煤的每吨综合平均价

格报收 513 元，每吨均价比年初下降约 116 元，创下了这

一价格指数 2010年 10月发布以来的最低值纪录。

受困于煤炭市场供给结构性过剩问题突出，今年以

来的煤炭价格出现持续下探并不意外。7 月 4 日的中国

煤炭价格指数为 144.3 点，比年初下降 17.5 点，比历史最

高点 2008年 7月时下降 78.4点。

价格的持续下探，使煤炭行业效益明显下滑。今年

前 4 个月，煤炭行业主营业务利润率甚至低于全国工业

领域平均水平。不过，这样的苦日子远远没有结束。在

“黄金十年”一去不复返的背景下，煤炭价格低位徘徊将

成为煤炭行业发展的常态。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过去，煤炭行业出现“黄金十

年”，与我国经济在 21 世纪的头一个十年的快速发展密

切相关。目前，我国经济已经由长期以来的高速增长转

为中高速增长。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必然带来能源需求

特别是煤炭消费增长放缓；在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第二

季”，转型发展已经成为重要任务，我国将大力压缩高耗

能产业，淘汰落后产能，压减过剩产能，进一步优化产业

结构，煤炭消费需求将放缓；此外，随着国家和各地治理

雾霾的力度不断加大，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进一步明

确，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对煤炭消费需求形成抑制。

从能源行业发展趋势看，尽管煤炭在今后较长一段

时间内仍将是我国能源消费主体，其在一次能源消费中

的比重仍将保持在 60%左右，但随着我国能源结构的逐

步优化，特别是非化石能源的快速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

使煤炭消费需求增长放缓。

从供给的角度看，在煤炭发展的“黄金十年”后期，煤

炭产业在高利润的诱惑下，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目前，这

些新增产能正处于集中释放期，今年有一大批新矿井将

建成投产，且多是大型现代化矿井，生产能力大；同时如

果市场供需稍有好转，价格出现回调，一些处于停产半停

产的中小煤矿将迅速恢复生产。而且，受国际煤炭市场

供大于求和煤炭价格偏低以及一些电厂已经建立起比较

稳定的进口煤采购渠道等多种因素影响，我国煤炭进口

总量或将继续保持高位。

供需两端的现实处境，将进一步加剧当前我国煤炭

产业供给结构性过剩的困局。而随着煤炭需求增速放缓

与产能规模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煤炭市场价格很难

找到持续反弹的支撑点。考虑到国际煤炭市场价格和成

本因素，煤炭价格将在当前水平保持低位徘徊。

面对这种形势，煤炭企业应加强市场监测与分析，

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及下游行业发展变化，准确把握市场

走势，科学组织生产经营；深化企业内部改革，依靠科

技进步和管理创新，加快结构调整实现转型升级；注重

内部挖潜，努力降低成本费用；强化资金管理，加强货

款回收，防范企业风险；创新商业模式，加强与用户的

战略合作，细分市场，努力为用户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

和优质服务。

煤价低位徘徊将成常态
林火灿

近日，审计署对全国社保基金进行了审计，结果表

明，社保基金自营指数化投资的标的指数范围较窄，近

年投资收益欠佳。

这一问题引起社会上很大反响，不少人担心这一保

命钱是否安全。客观来看，社保基金自营亏损的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大了，对此需要理性看待，客观把握

问题所在。

一方面，这几年全国社保基金投资收益事实上并不

差，2001 年至 2012 年全国社保基金的平均年投资收益

率达到 8.29%。另一方面，审计出来的全国社保基金投

资中确实有决策不当之处。从总体看，这些投资亏损全

部是自营业务亏损。总体盈利而自营业务亏损，无疑表

明，全国社保基金的盈利基本来源于委托投资项目。

从以上两方面可以看出，全国社保基金的安全性没

有太大风险。作为长期投资者，每年投资收益会有上下

波动，但平均每年实现 7%至 8%左右的投资收益可以有

保证。但是，盈利中自营业务亏损，而且自营业务占大

头，也客观说明这一块资产并没有得到增值、甚至没有

得到保值。

因此，全国社保基金所面临的，既有如何提高投资

水平的问题，更有加快结构性调整的问题。所谓调整投

资结构，就是减少自营比重，扩大委托投资比重。全国

社保基金的主要精力，应放在挑选优秀投资者上，而不

是自己从事具体投资。从趋势看，尽管这些年全国社保

基金自营比重有所下降，但比重仍然偏高。随着全国社

保基金规模的不断扩大，应在选择优秀投资者的基础上

进一步降低自营比重。总结和借鉴成熟的国际经验，这

既可以调动市场力量，形成投资者间竞争的格局，又可

以使全国社保基金会处于超然独立的监管状态，通过明

确而且合理的程序任命或者选出合格的受托人理事会或

者董事会，有效地监督各类资产管理人，建立有效的问

责制。

（原载于7月8日《深圳特区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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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武汉市举行电视问政“期中

考”，现场播放了大量暗访“回马枪”

短片。回访发现，该市部分区长去年作

出保护湖泊、山体的承诺，实际却落了

空。

电视问政这种形式刚刚出现时，被

问的官员都有一种初上考场的心态，都

担心“考试”不及格会影响前程，生怕

说错了一句话、答错了一道题，对每个

问题都字斟句酌，承诺解决时用心思

考，事后也会想方设法解决问题。但不

知从何时开始，有些官员的心态悄然发

生了变化，回答问题时往往虚晃一枪，

承诺解决时信誓旦旦，但往往是“过后

不思量”了。

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有些官

员缺少诚信意识，缺少执政为民的理

念，只想当时过关，没想真正解决问

题。另一方面，也说明电视问政重在

“问政”，轻在问责。事实上，如果只布

置不检查，只问政不问责，就很少有人

会认真去落实。因此，官员们被问询时

往往表态积极，但心中没把自己的承诺

当回事，问题自然依旧存在。可见，电

视问政不能“口惠而实不至”，必须建

立严格的督办跟踪机制。

对 惠 民 承 诺 不 兑 现 要 问 责
张剑虹

据报道，从本月起至明年底，广

东东莞市所有农村卫生站将逐步转型

为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机 构 、 门 诊 部 、 诊

所、卫生所，以提升医疗服务能力，

明确产权责任。去年以来，东莞就已开

展了相关试点。

近些年，大型综合医院不断扩张升

级，很多基层医院尤其是农村的卫生服

务却停滞不前。如果基层医院和农村卫

生站得不到升级，医疗资源两极分化就

难以缓解。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卫生

站的升级转型，确实有必要。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卫生站的

升级，只需在硬件、名称上动一动，便

能马到成功。农村卫生站的转型，不是

仅仅换块牌子、改个称谓，而是医疗服

务条件的改善与质量的提升。那么，限

于农村卫生站现有的条件，如何改善和

提升卫生服务水平，自然是绕不开的话

题。如，卫生服务最关键的要素是人

才，这也是农村卫生站当下面临的最主

要问题。但人才从何而来，不是有钱便

能够马上解决的。

此外，农村卫生站如何升级，也

需 建 立 在 弄 清 医 疗 服 务 需 求 的 基 础

上，而不应简单地一刀切，不论其覆

盖的人口多少，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

怎样，便统统升级。现实中，一些农

村的人口萎缩，医疗服务需求本身也

并不旺盛，原有的卫生站，未必就显

得过时。若不论三七二十一的转型升

级，倒是未必得当。而且，盲目转型

升级，投入各种硬件设备，还会形成

资源的浪费。

卫 生 站 升 级 并 非 只 是 换 牌 子
武 洁

欢迎读者就热点经济话题发表评论、漫画，

来稿请发至：mzjjgc@163.com

本版编辑 张 伟 杨开新

许许 滔滔作作

随着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政策不断加码，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力成本更

低廉的发展中经济体对制造环节的吸引力增强，全球制造业的竞争形势将更复杂、更严峻。加快转

型升级，用高新技术武装“中国制造”，在全球制造业中塑造新优势，才是持久之道。

本期“经济日报 中央电视台联席评论”话题——全球制造竞争形势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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