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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用 3030 年年时间时间使中国制使中国制

造业迈入全球造业迈入全球第一方阵第一方阵，，

这 是 实 施这 是 实 施 ““ 中 国 制 造中 国 制 造

20252025””的最终目的的最终目的。。为此为此

必须实现制造业的跨越式必须实现制造业的跨越式

发展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必必

须始终依靠创新驱动须始终依靠创新驱动，，推推

广智能制造广智能制造，，做大做大““互联互联

网网++””——

4 月 6 日，游客在河北顺平县伊祁山桃园赏花游

玩。近日，河北省保定市顺平县伊祁山景区数万亩

桃花竞相开放，吸引众多游客在清明小长假期间前

来赏花踏青，领略大好春光。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人 面 桃 花 相 映 红

2015 年一季度，A 股牛气收官。期间伴随着全国
两会政策利好，“一带一路”、国企改革等热点战略推进，
股指接连突破，开户数不断攀升，屡创新高。截至 3 月
最后一个交易周，两市新增股票开户数166.93万户，第
五周环比增长，逼近2007年5月创造的历史高位。

“经历过 2006 年至 2007 年大牛市的投资者，很
难忘记随之而来的美国次贷危机、经济增速下滑和产
能过剩最终传导股市的全程。在业内看来，股市由熊
转牛，首先需要投资人信心的提升，而人心的转变，
尤其来之不易。”卿云基金总经理杨振宁表示，经过去
年的改革铺垫，经济转型初现曙光，政策红利持续释
放，提升了投资者信心，奠定了此轮牛市走实的基础。

从宏观层面看，我国经济结构正在持续优化，经济
迎来新常态。“经济结构的调整向市场传达出一个信号，
GDP增长7%左右能够满足就业需求，这为提升经济效
率、促进产业转型腾挪出了更大空间。”杨振宁说。

从微观层面看，传统企业加速转型，借助国家重
大战略部署，积极布局“走出去”，化解过剩产能。
例如，中联重科就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立足
全球市场，开辟农业机械新兴市场等方式快速转型。
据企业负责人介绍，预期未来 3 年到 5 年内，其海外
市场收入将提升 30%至 40%。

“深化金融改革也是振兴股市的重要一环。一方
面，无风险利率持续下降，提高了投资者风险偏好；
另一方面，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也有利于引来更多活
水。”在上海博道投资公司董事长莫泰山看来，我国
居民的投资资产配置正在迎来全新的时代——从存
款、地产向金融资产转移。而沪港通开闸，QFII、
QDII 额度逐步放开，也标志着资本项可兑换开始有
了实质性进展。

当然，也要看到谨慎情绪以及融资融券等杠杆工
具加大了市场波动幅度。3 月以来，超过半数交易日
创业板股指振幅大于 2.5%。市场上每天波动幅度超
过 10%的股票在增多，涨停连跌停的现象也屡屡出
现。对此西南证券首席分析师张刚认为，本轮牛市的
特点是改革牛和慢牛，长期趋势看好，但短期估值过
高股票面临调整风险，“投资者尤其是新股民应当注
意理性投资。”

“ 中 国 制 造 2025” 路 线 图 呼 之 欲
出，其“点将”的 10 大领域不仅已成为
股市关注的热点，也令中国制造业跨越
式升级的方向更为清晰。

工信部部长苗圩表示，不管是改造
提升传统产业还是培育发展新兴产业，
不管是夯实工业基础还是与互联网深度
融合，其最终目的都是“要推动中国制
造向中高端领域发展，让中国 10 年内迈
入世界制造强国之列。”

智能制造

造什么 怎么造
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美国、德国等制造强国纷纷提出了制造
业升级的思路和规划。而在“中国制造
2025” 规 划 中 ，“ 智 能 制 造 是 主 攻 方
向，是解决我国制造业由大变强的根本
路径。”苗圩说。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董事长、党组书
记熊群力认为，智能制造包括生产装
备、生产线和生产组织的智能，是把新
一代信息技术贯穿于制造活动各个环
节。“首先要计算机化，然后要可联网，
两者缺一不可。”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
员会常务副主任周宏仁总结说。

目前，中国智能制造已具备一定基
础。经过“两化”融合试点示范等探索，我
国制造业信息化水平已快速提高，数字化
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已达 54%。机器人
应用也从汽车行业为主，走向电子信息
业、纺织业等多个工业行业。

“机器人是实现智能制造的重要终端
和载体，但机器人也要与云计算、大数
据、物联网等新技术结合，能感知能反
馈，才是真正的智能制造。”中国电子科
技集团元器件高级专家施进浩表示。

苗圩对此深有感触，他告诉记者，
有些数控系统和工业机器人，只是按人
设定的程序作业，并没有人工智能。所
以出现过有人在修理机器人的时候，因
为忘记关闭电源而被伤害。中国在高端
传感器、重大操作系统等方面还需进一
步提高智能化水平。

工信部日前通知，今年将启动超过
30 个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到 2017
年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赛迪顾问装备
产业研究中心分析师王镓垠表示，智能

制造对技术水平和资金实力要求非常
高，而我国制造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需要通过试点慢慢推广智能制造。

“互联网+”

加什么 怎么加
“中国制造 2025”提出要顺应“互联

网＋”的发展趋势，以信息化与工业化深
度融合为主线，改造提升中国制造业。

“这不是把互联网与制造业简单相
加。”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主任
龚晓峰强调，而是要发挥“乘”法的效
果，让互联网新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
合，来优化制造业的生产方式、投资方
式、管理方式和商业模式等。周宏仁则
强调，“互联网+”要想加的行业必须要
数字化，要有基础信息系统，才能被

“加进来”。
目前，我国物联网部分关键技术

全球领先，移动互联网应用站在世界
前列，以 4G 为代表的移动通信技术正
重塑世界行业格局，新一代信息技术
的先发优势为智能制造打下了良好基
础，但两者的融合却远远不够。

对此，曙光公司总裁历军举例说，
德国一家企业接受哈雷摩托车的定制化
订单，在完成线上支付后，24 小时内
一辆价值 10 万美元的哈雷摩托就能配
送到用户家门口。而中国的摩托车企业
却几乎不能实现在线定制。“不是我们
做不到，而是信息化与制造业融合不
够。一旦结合起来，很快就能实现附加
值增加，大大提升竞争力。”历军说，
曙光公司日前宣布要构建覆盖全国的信
息化、大数据管理服务网络，完成了向

“云计算+大数据”的第三次转型，也
正 是 看 准 了 中 国 制 造 业 转 型 升 级 的
契机。

“中国互联网发展有着人口红利的优
势。”龚晓峰认为，与德国相比，中国制
造业基础虽弱，但互联网应用和创新却
更有优势，要利用中国市场多层次、规
模大的特点，加快互联网技术应用，改
造提升传统产业，振兴中国制造业。

工信部软件服务业司司长陈伟表
示，下一步的关键是要把“互联网+”
到工业领域，构建工业互联网。互联网
与制造业融合还有很大空间。

创新驱动

创什么 怎么创
业界公认，目前美国处于全球制造

业第一方阵，德国、日本处于第二方
阵，中英法韩处于第三方阵。“中国要用
10 年的时间进入第二方阵，并用 30 年
争取迈入第一方阵。”苗圩说。

内部水平参差不齐的中国制造业，
要追赶上同在升级的“德国工业 4.0”，
可谓是一个跨越式的发展。

“虽然中国有 220 多种工业品产量居
世界第一位，但其中来自三资企业占比
较高，真正自主创新的较少。”龚晓峰表
示，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一个重要原
因是，多年来更为关注终端产品，而忽
视了制造业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和产业
技术基础等基础领域的创新力和保障

力，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受制于人。
对此，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

毅中指出，要健全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制
造业创新体系，加快重大科技专项和行
业共性技术攻关，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
化，提升关键环节、重点领域和企业创
新能力。把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变成先
进制造基础工艺技术。

这也是“中国制造 2025”更加突出创
新驱动的原因。工信部副部长苏波表示，
规划始终把创新作为核心竞争力，要通过
创新缩短在高端领域与国际的差距。联
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认为，要让国际名牌
更好地“走进来”，推动中国制造企业“走
出去”，让中国制造企业对标国际名牌，从
而在质量、技术和服务上全面提升。

“加速积累是中国制造业跨越式发展
的唯一路径，最终仍是要落在提升质
量、打造品牌上。”龚晓峰说。

“中国制造 2025”的路线图日渐清晰——

瞄 准 中 高 端 潜 心 铸 品 牌
本报记者 黄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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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 准 中 高 端 潜 心 铸 品 牌
本报记者 黄 鑫

3 月 30 日凌晨 3 点，中国兵器北重
集团3.6万吨黑色金属垂直挤压机结束了
总额2亿元合同的挤压任务，转入热处理
及精加工工序。“大口径厚壁无缝钢管
制造技术”的重大突破，标志着我国在
耐高温高压厚壁和异型材料的制造领域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特种钢管分公司技术部部长杜红
强见证了这一技术和市场的成长。6
年前，当这台世界首套 3.6 万吨黑色金
属垂直挤压机挤出第一支管时，刚毕
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材料成型专业的杜
红强还只是备选操作者，而如今他已
是岗位的操作能手。

“从一天挤压 1 支，到现在每天挤
压 40 多支，增长的主要动力就是市场
认可。”杜红强告诉记者，“截至 2014
年底，北重集团生产的无缝钢管供货到
国内 30 个超临界电厂、70 余台机组的

四大管道。在电站四大管道国产化采购
中，占有率达到 70%以上。”

攻 克 难 关 、 获 得 专 利 、 开 拓 市
场、锻炼队伍都令北重集团副总经理
雷丙旺高兴，但更令他振奋的是，掌
握这项世界金属加工领域的最前沿、
最高端技术，把以前干不成的事干成
了：有了 3.6 万吨黑色金属垂直挤压
机，企业比较优势出来了，北重集团成
了钢管领域第一品牌；有了 3.6 万吨黑
色金属垂直挤压机，中国能自己生产
大口径厚壁无缝钢管，迫使外国生产
的 P91、P92 钢管每吨降价 10 万元左
右，每年约为国家节省 40 亿元；有了
3.6 万吨黑色金属垂直挤压机，我国成
为 全 球 仅 有 的 2 个 掌 握 该 技 术 的 国
家，不仅能生产电力、石化等行业民
用厚壁管，还可生产航空航天、深海
工程等高端国防产品⋯⋯

世界首套 3.6 万吨黑色金属垂直挤压机——

“ 把 干 不 成 的 事 干 成 了 ”
本报记者 陈 力 通讯员 韩艳玲

新华社哈尔滨 4 月 6 日专电 （记者王君宝） 记
者从黑龙江机场集团获悉，近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哈尔
滨机场对 51 个国家和地区 72 小时内实行过境免签证
政策，哈尔滨成为继沈阳、大连之后，东北地区第 3
个开通 72小时过境免签的城市。

今后，来自指定 51 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只
要持有有效国际旅行证件和 72 小时内确定日期、
前往第三国 （地区） 的联程机票，就可免办中国
签 证 在 哈 尔 滨 市 行 政 区 域 范 围 内 自 由 活 动 72
小时。

目前，哈尔滨机场已经开通哈尔滨至俄罗斯、韩
国、日本、东南亚等地的国际航线。黑龙江机场集团
正在进一步开拓国际航线，洽谈高丽航空争取恢复哈
尔滨至平壤航线，同时洽谈匈奴航空争取开通哈尔滨
至乌兰巴托航线等，争取利用国际航线成为国内中转
的补充资源。

黑龙江机场集团市场营销部副经理哈玮表示，外
国游客通过 72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进入哈尔滨，必将
推动哈尔滨入境游发展，并通过餐饮、购物、住宿等
消费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哈尔滨机场 72 小时

过境免签政策获批
51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受益

哈尔滨机场 72 小时

过境免签政策获批
51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受益

近日，国家旅游局对外通报，44 家
A 级旅游景区被摘牌，1 家 5A 级旅游景
区被严重警告，9 家 5A 级旅游景区被警
告，其中不乏南京夫子庙秦淮河、华山
等著名景区。与以往旅游市场的整治相
比，这次力度之深、规模之广，颇引人
注目。游客和市场对此反应如何？有关
部门严肃执法的背后释放了哪些信号？

《经济日报》 记者对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沈阳植物园是此次被严重警告的景

区。该市旅游协会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由于有关部门对沈阳植物园投入
经费不足，景区管理粗放，在基础设施
建设和服务质量方面暴露了严重的问

题，游客反映较大。“这次植物园被严重
警告，在意料之中。”此次 44 家 A 级景
区被摘牌，问题也大多如此：软硬件建
设落后、价格虚高、经营不善等。

“A 级景区是旅游业的一块招牌，经
过了 10 多年，游客也逐渐接受了 A 级景
区的概念。因此，就更要保证景区质
量。”国家旅游局综合协调司司长张吉林
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从 A 级景区评
定工作开展以来，就不是一个只进不出

的机制，而是一个动态管理机制。
对于此次被摘牌的 44 家 A 级景区，

有游客表示：“早就该管了！”以被警告
的 A 级景区、离北京最近的白洋淀景区
为例，很多游客表示这一景区旅游体验
差，欺客现象严重。游客李斌告诉记
者，白洋淀景区除了本身门票外，景区
景点中“票中票”现象依然突出，而且
每张票都要 40元至 60元不等。

业内人士指出，对多家景区摘牌，

是国家旅游部门整顿旅游市场的大动
作。这将有利于国内景区逐渐实现标准
化服务，提高游客体验度和舒适度。旅
游服务质量社会监督员杨君认为，此次
摘牌传递着多重信号。一是旅游景区等
级或将更重视软件建设，风景优美不能
替代服务优质；二是等级能上能下、资
质可批可撤、动态考核将成行业管理新
常态；三是向景区和旅行社发出了“依
法兴旅”、“依法治旅”明确信号。

摘牌警告作用不可小视，但也有专
家建议，这项制度若要长期化，还需要
进一步完善。比如，现在很多游客出游
前都会参考其他网友的网络评价。以此
观之，不妨在旅游市场监督管理中引入
游客评价体系、扩大游客话语权。“有时
候，游客本身的评价比星级指数更权
威，也更有号召力。”杨君说。

A 级景区摘牌释放多重信号——

动态考核将成旅游管理新常态
本报记者 郑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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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摘牌和警告，传递出动态考核将成行业管理新常态、旅游景区

等级或将更重视软件建设、“依法兴旅”“依法治旅”理念更为凸显等清晰

信号。与此同时，该项制度若要长期化，还需引入游客评价体系

A 股开户数缘何屡创新高
本报记者 郭文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