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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这是我国组装一部苹果手
机获取的价值。2010 年亚洲开发银行调
查 发 现 ， 生 产 一 部 苹 果 手 机 所 需 的
178.96 美元成本中，超过 60 美元流向了
日本，30 美元流向了德国，23 美元流向
了韩国，中国所得仅 6.5美元。

80%——这是我国一些高端元器件
进口的比重。统计显示，我国所需的高
端芯片 80%以上依赖进口；高铁装备所
需的核心零部件和元器件 80%以上依赖
进口；我国 80%的机器人依赖进口；目
前 80%的高端数控机床仍依赖进口⋯⋯

两组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我国制造
业大而不强的现状。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实施“中国制造 2025”，加快从制
造业大国转向制造强国。中国制造到底
缺什么？“药方”又是什么？近日，中
国工程院“制造强国战略研究”咨询项
目一期总结暨二期启动会在北京召开。

《经济日报》 记者在会议期间，就一系
列问题采访了多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和
专家。

制造业面临三大矛盾

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

薄弱、共性技术缺位，资源浪

费、污染严重，是我国制造业

面临的突出问题

大而不强是我国制造业的真实写
照。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早在 2012 年，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为 23306.8 亿美元，
已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但我国制造
业增加值率仅为 21.5%，而工业发达国
家均大于 35%，美国、德国等甚至超过
40%；制造业增加值约占我国 GDP 的
32.6%，但其能源消费却占全国能耗的
58%。

“我国制造业还面临诸多矛盾，较为
突出的有三大问题：创新能力不强；核
心技术薄弱、共性技术缺位；资源浪
费、污染严重。”中国工程院院士柳百成
指出。以创新能力为例，据统计，我国
的创新能力指数及全球竞争力指数在世
界上仅位于 25名到 30名左右。

近年来，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兴起，制造业再次成为各国竞
争的焦点。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
化”和“制造业回归”战略，比如美国
制定“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英国抛出

“高价值制造”战略。与此同时，新兴经
济体的崛起也对我国制造业提出挑战。

在此背景下，2013 年 1 月中国工程
院即组织 50 名院士和 100 多名制造领域
的专家启动“制造强国战略研究”重大
咨询项目。同年底，作为阶段性成果，
中国工程院提交制定“中国制造 2025”
建议。“现在我们有条件也有能力将制造
业再推上一个新台阶。”中国工程院院士
朱高峰说。

并非德国“工业 4.0”

中国制造的任务要比德国

实现“工业 4.0”更加复杂、艰

巨，发展方式将是“并联式”

的发展过程

作为中国迈向制造业强国的第一个

十年规划，“中国制造 2025”被很多人
视为德国的“工业 4.0”。对于这一看
法，院士们并不赞同。“德国是工业强
国，‘中国制造 2025’确实借鉴了‘工
业 4.0’ 的 部 分 内 容 ， 但 不 是 它 的 翻
版，而是符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
一项关于中国制造业的总体战略规划。”
院士们反复强调。

“工业 4.0”，是德国 2013 年 4 月在
汉诺威通信和信息技术博览会上正式推
出的新工业战略计划，其目的是充分利
用信息通信技术和网络虚拟系统，使制
造业向智能化转型。

在柳百成看来，它并不适合中国
国情。朱高峰亦持相同看法，“两国的
制 造 业 基 础 不 同 。” 德 国 是 制 造 业 强
国，普遍处于从工业 3.0 向 4.0 过渡的
阶段；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但大而不
强，制造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有的
处 在 工 业 2.0 阶 段 ， 有 的 已 达 3.0 阶
段 ， 仅 有 极 少 数 接 近 4.0 水 平 ， 因 此

“ 中 国 制 造 2025” 不 能 简 单 地 理 解 为
“工业 4.0”。

与此同时，我国制造企业的类型更
加多样化，“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发展方
式必然是‘并联式’的发展过程，也就
是工业 2.0、3.0、4.0 齐头并进。”朱高
峰说。

此外，朱高峰认为，对德国制造
业 而 言 ， 技 术 和 产 品 质 量 已 不 成 问
题，但这正是我国制造业现阶段面临
的一大问题，需下功夫着力解决。有
关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每年直接质
量损失超过 2000 亿元，损害了国家信
誉和形象。

简而言之，“‘中国制造 2025’的
任 务 比 德 国 实 现 ‘ 工 业 4.0’ 更 加 复
杂、更加艰巨。”中国机械科学研究总院
原 副 院 长 屈 贤 明 说 。“ ‘ 中 国 制 造
2025’面向整个制造行业，它不是具体
规划，而是面向全行业的行动纲领，智
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是它的三个发展
方向。”朱高峰强调。

工业设计须高度重视
中国制造企业在工业设计

方面的投入几乎不到 1%。打造

中 国 制 造 升 级 版 ， 这 一 环 要

补上

由大变强，如何破题？中国工程院
“ 制 造 强 国 战 略 研 究 ” 项 目 开 出 “ 药
方”，我国制造业强国进程可分“三步
走 ”： 2025 年 ， 迈 入 制 造 强 国 行 列 ；
2035 年，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的中等
水平；2045 年，综合实力迈入世界制造
强国前列。

其 中 ，“ 第 一 步 ” 即 “ 中 国 制 造
2025”要达到的目标。屈贤明向记者透
露 ，“ 中 国 制 造 2025” 主 要 有 4 大 亮
点：一是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
业融合为主线；二是大力推进智能制
造；三是强化工业基础；四是在十大领
域重点突破。

值得注意的是，智能制造是“中国
制造 2025”的突破口和主攻方向。在屈
贤明看来，智能制造有 3 层含义——产
品的智能化，生产过程的智能化，以及
管理、服务的智能化。

除了智能制造，在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伯虎看来，实现“中国制造 2025”的
目标，还要学习德国工业制造的匠人精
神。匠人精神，指工匠对自己的产品精
雕细琢，精益求精的精神理念。他说，
近年来，很多制造业企业和工人缺乏对
细节的追求和把控，产品功能、质量、可
靠 性 、工 艺 水 平 等 与 发 达 国 家 差 距
明显。

李伯虎还强调，要高度重视工业
设计。“工业设计很早就已成为发达国
家制造业竞争的核心动力之一。在欧
美发达国家，工业设计的资金投入一
般可占到总产值的 5%到 15%，高的甚
至可占到 30%，而中国制造企业在工
业设计方面的投入几乎不到 1%。打造
中国制造升级版，这一环要补上。”李
伯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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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6 日，一名学生 （右） 在活动现场介绍科技

创新作品。当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展纪念世界

知识产权日暨大学生“奇思妙想”科技创新专利申

报展示活动。

新华社记者 孙 参摄

让 专 利 再 飞 一 会

经常刷微信朋友圈的人，总会遇到
几个“代购面膜”、“代购海外奢侈品”
的微商，刷屏商品信息令人不胜其烦。
近日，一则网络红人卖毒面膜的消息再
次将微商群体推到了风口浪尖。

据报道，这位名为周梦晗、只有 22
岁的网络红人，利用自身积累的 10 万微
博粉丝，大肆销售所谓美容面膜。随着
越来越多消费者反映问题面膜带来的不
良反应，周梦晗却突然消失了。不少消
费者投诉无门，痛苦不已。

在 调 查 中 ， 记 者 发 现 ， 从 微 商 购
买商品，遇到质量问题需维权时，常
常会遭遇举证难和索赔难。而部分消
费者的知难而退，也让不法微商更加

肆无忌惮。
那么，消费者就只能吃不良微商的

哑巴亏了吗？多位长期从事消费者权益
维护的专家向 《经济日报》 记者表示，
消费者完全可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途径之一，是向工商管理部门投诉
举报。工商总局消保局相关负责人在接
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通过微博、
朋友圈等销售的不合格商品，如果其经
营者已通过有关渠道注册，那么，消费者
就可以直接向经营者所在地或经营行为
发生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消费者权
益保护机构投诉举报。需要特别强调的
是，在对微商进行投诉举报时，消费者一

定要提供真实的交易对象资料和相应的
消费凭证，“消费者在交易时，一定要做
有心人。”

途径之二，是向交易发生平台投诉
索赔。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 44
条的规定，为微商提供移动互联渠道服
务的平台运营商应当承担网络平台提供
者的管理责任。今年 3 月出台的 《关于
完善消费环节经营者首问和赔偿先付制
度 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意见》
也明确提出，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
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导致合法权益受
损的，可以直接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
求赔偿。也就是说，当网络交易平台经
营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

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时，消费者
可以向平台要求先行赔偿。赔偿后，平
台依法向销售者追偿。

当然，要尽可能减少不法经销行为
带来的伤害，消费者首先要有自我保护
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
俊海教授就提醒消费者要牢固树立谨慎
理性的消费意识，千万不要因为图便宜
而贸然选择通过社交化移动互联渠道推
销的产品或服务。如果发生交易行为，
一定要保全消费凭证。一旦因质量或价
格产生争议，消费者可以向网络平台、
工商部门和消保部门求助。如果是自然
人之间偶尔交易产生的纠纷，消费者也
可以通过协商或诉讼等民事纠纷途径
解决。

此外，国家工商总局消保局有关负
责人也表示，工商部门正在积极研究移
动互联渠道开展商业活动的特点，落实
经营者、移动互联渠道提供者的相关责
任，努力通过推动共治方式，规范包括
移动互联在内的网络交易环境，维护诚
信 市 场 秩 序 ， 营 造 安 全 放 心 的 消 费
环境。

遭遇微信朋友圈伪劣商品别吃哑巴亏——

对 不 法 微 商 投 诉 有 门
本报记者 佘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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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26 日从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中债登） 获悉，受国家发展改革委委托，中债
登将承担企业债券发行审核中的第三方技术评估工
作。今后，发改委将不再对企业债申报材料进行具体
审核，而是参考中债登出具的技术评估意见，作出是
否同意发债的决定。这意味着市场呼吁已久的注册制
已渐行渐近。

“首次引入的第三方评估将提升企业债发行节
奏、加快市场供给。”民生证券宏观分析师李奇霖
表示，当前企业债发行属于行政管控下的实质性审
核，不仅周期比较长，而且由行政部门为债券发行

“背书”，很难发挥市场体制机制作用。由专业公
司评估项目优劣，是为注册制“打前站”，可以使
行 政 部 门 主 要 精 力 从 繁 琐 的 事 前 审 批 转 向 事 后
监管。

据中债登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公司成立了专业
的工作组负责合规性审核、财务指标审核等具体评估
事务，人员也已接受相应培训并安排到位。评估部门
收到发改委委托的材料后，10 至 15 个工作日将给出
评估意见并提交发改委财金司，由其作出最终的行政
许可决定，并通过政务服务大厅向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下达批复。

尽管发挥社会力量、促进简政放权、提升了专业
性科学性等积极作用清晰可见，但市场显然还有更多
期待。某证券公司金融市场部专门负责债务融资的经
理告诉记者，当务之急是建立起相对稳定的评判标
准。目前企业债从地方预核到最后评审，审核人员对
申报材料要求都不统一，大大增加了沟通成本。

“我的一个地方融资平台客户光材料就提交了七
八次，从去年 9 月份至今都没能成功发行。”这位负
责人说，企业债发行要真正提高效率、加快速度，
必须建立明确标准，另外要大力缩短审批流程，进
一步简化手续。如果仍是由行政部门多次转交、层
层审批，评判标准仍然模棱两可，恐怕效果难以发
挥。

据了解，企业债是由中央政府部门所属机构、国
有独资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发行的债券，最大的特点
是与项目挂钩，目前地方投融资平台是发债主体之
一。据统计，2014 年我国企业债券发行规模 8462 亿
元，同比增长 35.5%，募集资金主要用于保障房和棚
户区改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环境治理、污水处
理、节能减排等重点难点领域。

文/新华社记者 姜 琳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26日专电）

为注册制“打前站”

企业债首次引入第三方评估

本报讯 记者韩霁报道：4月 26日是世界知识产
权日，由中国专利保护协会、中华商标协会、中国版
权协会联合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开展的“2014 年度
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调查”日前发布。结果显
示，2014 年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得分为
69.43分，较 2013年的 64.96分提高了 4.47分。

2014 年度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调查沿用了
以法律与政策保护、执法、管理与服务、宣传教育 4
项一级指标为框架、包含 12 项二级指标和 40 项三级
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

据介绍，从 4 个一级指标来看,调查结果态势与
往年相一致,对知识产权管理与服务、宣传教育工作
的评价相对较高,这两项一级指标得分有较大幅度增
长；法律与政策保护指标相对稳定；对执法工作的评
价虽然相对偏低,但其满意度得分第一次突破及格线,
较前两年有很大进步；同时,知识产权执法保护依然
是当前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社会各界对知识产权侵
权现象严重程度、侵权赔偿足额性等几个问题最为关
注且最不满意。

此外，2014 年度对全国符合分析要求的 27 个省
区市知识产权保护总体情况进行了分析，满意度均在
及格线以上。各省区市排名中，江西、山东、天津位
居前三，广东、浙江、云南居后三位。

27省知识产权保护满意度及格
侵权赔偿不足等问题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