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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有多远？
有人说遥不可及，有人说就隔着一层
窗户纸。

几经风雨砥砺，沈阳机床集团
董事长关锡友在他的梦想路上执著
前行，赤子之心未改，“当我们的研
发团队把这层窗户纸捅破，推出世
界首套具有网络智能的数控系统的
时候，面对最多的仍然是质疑声。
创新，缺资金、缺人才不假，最缺
的是创新自信。”

做还是不做

也难怪别人不信，攻占“数控系
统”这座山头曾让多少科研院所铩羽
而归！纵然出了成果，也或耽于陈列
展示，或因“神不似”而难抵市场较真。

2007 年，当关锡友找到当年同济
大学的校友朱志浩教授说出“拿下山
头”的想法，一直主攻运动控制技术研
究的朱志浩却连连摇头。虽然“拿出
中国自己的数控系统”也是他的梦想，
可现实却如关山阻隔。巨额资金哪里
来？人才哪里来？朱志浩觉得，运动
控制技术基础研究是一项浩大的系统
工程，单凭企业的个体行为哪里“拱得
动”，人家发达国家也是靠整合社会力
量一起“攻山头”。朱志浩把丑话说在
前，“你看我在学校里研究没什么压
力，出不了市场认可的成果还可以评
奖，评不了奖也不会被罚，可你不同，
你是国有企业负责人，不去栽树没人
说你，一旦大笔研发资金砸进去，可能
几年十几年都没动静，失败了怎么
办？责任谁承担？我不能坑你啊。”

两人沉默半晌。
还是关锡友先开腔，“不是做不

做的问题，不做，中国机床行业没有
核心技术就没有出路，我们是领军企
业，要有志于成为中国工业控制和自
动化领域的开路先锋，面对国家需要
应勇于担当！我牵头，有风险我买
单！”关锡友接着举了个例子，别看
机床行业日子还过得去，但数控系统
和关键部件等核心元素的缺失，使中
国机床业一直干着出苦力的事，没有

“中国心”的组装业态支撑不了多

久。几千家机床企业利润不如日本
法纳科 （专卖数控系统软件） 一
家，90%以上的技术附加值被国外
拿走，“谁能不心疼？怎能不改
变？中国人要有自信！”

朱志浩今天回忆那段对话，仍
然心潮澎湃。他说，那一刻他的心被
猛地一震，一股不服气的劲上来了。

创新与宽容

几十平方米的实验室条件差，
朱志浩以“陋室德馨”聊以自慰。
可上哪找人去？他几乎探访了国内
数控系统研究领域的每一角落。碰
壁的结果是，朱志浩从自己的学生
中拽来了 7 位同道中人，组建了沈
阳机床上海研究院的最初班底。

让一群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子
挑大梁，每年还要投入数亿元，这不
是烧包吗？沈阳机床集团总部这边
先炸开了锅，非议如浪涌来。关锡
友不为所动，他只说一句：鼓励创新
必备宽容之心，所有骂娘到我为止。

只有朱志浩知道，身后那堵墙挡
住了多大的压力和噪音，才有了这边
年轻创新团队一门心思攻关研发的环
境。他用两个字形容这份千里之外的
宝贵信任——宽容。

他把这两个字向深挖，找到了团
队创造力迸发的源泉。所有研发人员
以项目为聚合，人人具有平等发言
权，除了朱志浩的老师身份抹不掉，
没有上下级，没有条条框框，甚至也
极少开会。看似“无为”的管理却正
对“80 后”、“90 后”的脾气。伺服
项目部的夏斌自称“夜猫子”，白天
来得晚，可晚上越干越精神。“没办
法，我的灵感在安静的状态中来得最
多⋯⋯”夏斌当时挺为这个“缺点”
苦恼。记得他头一次按自己的算法成
功地驱动电机运转，深夜中的他忘情
地给朱老师打电话。没想到，朱老师
和团队所有人都返回单位，站在他的
身后，为他成功迈出的一小步鼓掌。

横向广大，谓之宽。朱志浩眼里的
创新是一场开放的、没围栏的狼奔豕
突。没有自由何来创新？刘广杰是位留

洋博士，特别喜欢团队里这种味道，
只琢磨事不琢磨人，有颠覆国际巨
头的“初生牛犊”精神。他说，恰是因
为从零开始，才不落窠臼不背包袱，
沈阳机床 i5 数控系统从孕育阶段
就有别于进口数控系统垄断造就的
狭隘封闭，以其开放性、共享性为未
来市场开拓打开了升级空间。

然而，数控系统底层技术像一
个深不可测的“黑匣子”，包含着
电子、计算机软件、伺服驱动等一
系列运动控制技术。尽管运动控制
理论及公式书本上都有，但一碰实
际就水土不服，现实哪有毫无误差
的精度啊？研发团队成员黄云鹰
说，不钻进去就不知道里面有多枯
燥，如天书般的源代码，如星空般的
浩繁运算。 （下转第七版 ）

i 5，中国制造 2025 的现实样本
——记沈阳机床世界首款智能机床数控系统研发团队

本报记者 孙潜彤

保持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是

政府工作报告对做好今年经济工作

提出的一项重大要求。当前，我们要

顶住经济下行压力，实现中高速增长

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双目标”，就必

须坚持稳进平衡，处理好“稳”与“进”

的关系，在全力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

运行的同时，积极促进经济转型升

级、行稳致远。

稳增长和调结构相辅相成。“稳”

的目的，是为了有一个基本底线，创

造一个有益于深化改革开放和经济

结构调整的宏观环境，让我们有足够

的余力和空间去“进”。在中国这样

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没有稳

定的经济增长，民生和社会支出无法

保障，经济发展动力就不足，调结构

也就没有条件。“进”的重点，是优化

经济结构。转方式、调结构是确保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没有积

极的调整、主动的升级，“稳”就会缺

少长期、持久的动力来源。在经济下

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我们不仅不能

放松或放弃调结构，反而要根据需要

和可能，加快进度。正如李克强总理

在答中外记者问时形象表述的，稳增

长和调结构就是围棋做活的“两只

眼”，做活了就可以谋大势。

调结构的时间不是无限的。尤

其是当前，我国发展面临“三期叠加”

矛盾，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劳动力等

要素成本上升，高投入、高消耗、偏重

数量扩张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越

往后，调结构的紧迫性越强、难度越

大、代价越高，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实现今年经济发展目标，必须做活这

“两只眼”，找到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

的平衡点，推动经济在稳定增长中优

化结构，加快实现在发展中升级、在

升级中发展。

推动经济在稳定增长中优化结

构，不仅要优化消费、投资、出口需求

结构，优化农业、工业、服务业产业结

构，还要摒弃“放到篮子里都是菜”的

陈旧理念，重点推动工业产业结构迈

向中高端。产业是实体经济的集合，

制造业是我们的优势产业。我国总

体上仍处于工业化中期，处于国际分

工和产业链的中低端。面对传统优

势减弱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迫切

要求把优化产业结构作为一大主攻

方向，加快实施“中国制造 2025”，坚

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

色发展，在“中国制造”的基础上培育

和发展“中国创造”，从制造大国迈向

制造强国。

推动经济在稳定增长中优化结

构，只能也必须依靠改革。从一定意义

上说，优化结构本身就是改革。我国经

济结构不合理问题，症结在于不合理

的体制机制导致的资源配置扭曲和僵

化。调整经济结构，要从实施结构改革

入手，改变不合理的体制机制，让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釜

底抽薪，真正收到成效。否则，再用老办

法，主要运用行政手段，结果只能是调

不动、调得慢、调不好，甚至出现反复，

这已经为实践所证明。当然，改革是要

触动利益的，但改革是为了人民的利

益，为了亿万人民都能过上好日子，没

有什么比这个利益更大的了。因此，必

须义无反顾。

稳 进 平 衡 优 化 经 济 结 构
—— 二 论 认 真 贯 彻 落 实 两 会 精 神

本报评论员

稳 进 平 衡 优 化 经 济 结 构
—— 二 论 认 真 贯 彻 落 实 两 会 精 神

本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 3 月 18 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3 月 18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明确 《政府工作报告》 的部门责任和分
工，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
务；部署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加快农业现
代化；确定改进口岸工作政策措施，促进扩
大开放和外贸稳定发展。

会议指出，已经全国人大批准的《政府工
作报告》是政府对全国人民承诺的“责任
书”。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各部
门、各单位要按照《政府工作报告》部署，尽职
尽责、勤政有为。会议确定了今年政府工作
12 个方面 62 项重点任务和责任单位。会议
强调，一要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抓紧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加力增效措施，灵活有效
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帮助企业和基层破解难
题，稳定和扩大就业。跟踪分析经济运行新
情况，做好政策储备和应对预案，加大定向调
控力度，及时预调微调，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二要加快培育“双引擎”。把简政放权、财税
金融、投融资等改革推向纵深，更好激发市场
活力和潜力。推出减少审批、降低门槛、减
税降费等新举措，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清
障搭台。扩大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抓紧中
西部铁路、重大水利、棚户区和危房改造等
重点项目建设，围绕改善民生补短板，推动
装备走出去和国际产能合作，增添发展新动
能。三要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把各项工作
抓细抓实、一抓到底。加强督查、考核和问
责，确保兑现政府对人民的承诺。

会议认为，“三农”工作是政府工作重
中之重，必须保持抓农业劲头不松、投入不
减、深化改革步伐不停，着力转变发展方
式，走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确保国家粮食
安全，促进农民增收。会议通过 《全国农业
可持续发展规划》，确定：一是优化农业生产布局，严格保护耕地，稳
定粮食播种面积，采取深耕深松等方式提升耕地质量，到 2020 年建成
集中连片旱涝保收的 8 亿亩高标准农田。二是向体制改革要潜力，在稳
定家庭经营的基础上，推进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
和产出水平。 （下转第三版）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

《政府工作报告

》责任分工

确保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任务□ 部署推进农业可持续发

展，加快农业现代化

□ 确定改进口岸工作政策措

施，促进扩大开放和外贸稳定发展

本报北京 3 月 18 日讯 记者沈慧报道：国家海洋局今天在京发布
《2014 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经初步核算，2014 年全国海洋生
产总值 59936 亿元，比上年增长 7.7%，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 9.4%。

具体来看，2014 年我国海洋产业总体保持稳步增长。其中，海洋
渔业整体保持平稳增长态势，海水养殖产量稳步提高，远洋渔业快速发
展，全年实现增加值 4293 亿元，比上年增长 6.4%；海洋生物医药业保
持较快增长，实现增加值 25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海水利用业受
益于一系列产业政策影响，取得较快发展，较上年增长 12.2%；滨海旅
游继续保持快速发展态势，邮轮游艇等新兴旅游业态发展迅速；海洋油
气产量保持增长，海洋原油产量 4614 万吨，海洋天然气产量 131 亿立
方米；海洋交通运输业运行稳中偏缓。

去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近6万亿元
占GDP比重达9.4%

内页点睛

油价下跌考验能源战略定力
研判油价跳水是否会成为常态，对于今后制定能源战略至关重要，考

验着我国能源战略定力。要抓住难得的价格窗口期，在石油战略上坚持

稳中求进。稳，即继续提高石油战略储备能力；进，即推动能源生产和消

费革命。要以绿色低碳为方向，把能源技术及其关联产业培育成新增长

点，打通新能源发展快车道。 （详见九版）

（（详见五版详见五版））

图①图① 沈阳机床上海研究院研发团队带头人朱志浩正在沈阳机床上海研究院研发团队带头人朱志浩正在

介绍五轴联动数控机床技术如何实现突破介绍五轴联动数控机床技术如何实现突破。。

图②图② 沈阳机床集团董事长关锡友沈阳机床集团董事长关锡友（（右一右一））向德国专家介向德国专家介

绍世界首款智能机床的最新应用情况绍世界首款智能机床的最新应用情况。。

图③图③ 沈阳机床沈阳机床““ii55””数控系统研发团队向用户展示智能数控系统研发团队向用户展示智能

机床嫁接移动互联网机床嫁接移动互联网。。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孙潜彤孙潜彤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