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14 代号1-68

WWW.CE.CN

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近日，中国制造业重镇广东东莞市
出台了一份雄心勃勃的规划：到 2025
年，将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打造成
为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产业，产值超过
1200亿元！

这是“东莞制造”为找寻新优势迈出
的坚定一步。在许多人眼中，随着东莞
的人工成本快速增长，一批知名代工厂
关闭，东莞制造业的优势已丧失殆尽。
但在东莞人眼中，这正是“东莞制造”摆
脱固有标签，诸如“三来一补”、加工贸
易、劳动密集型产业等的绝好机会。“东
莞要顺应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新常态’，
逐步从简单的加工贸易向以新技术、新
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为特征的‘四新’经
济方向转变。”东莞市市长袁宝成说。

为此，今年东莞率先出台了对接“中
国制造 2025”的“东莞制造 2025”战略，
创新性地提出了实施智能制造、服务型
制造、创新制造、优质制造、集群制造、绿
色制造等“六大工程”系列举措，以期成
为“中国制造”的新样板。

“与以往不同，‘东莞制造 2025’更
强调智能化制造、个性化定制和差异化
竞争。”东莞市委政研室有关负责人介绍
说。《经济日报》记者深入走访发现，由政
府和企业携手，“东莞制造”正奋力实现
从机器换人到定制换批量、服务换生产
的“三换”。

用机器换人

五株科技是一家电路板制造企业，
为华为、中兴、酷派等公司供应 4G 智能
手机电路板。最近 3 年，五株投入了十
几亿元引进行业最新设备，替换掉了三
分之一的工人。

“不是我有先见之明，实在是不堪人
力成本重负。不想‘跑路’？机器换人是
最后的选择。”董事长蔡志浩感慨地说。

他算了一笔账：平均一个工人成本每月 5000元，一个岗位两个工人，一
年要花12万元；而花三四十万元买设备替换一个岗位，3年便可回本。

蔡志浩告诉记者，目前五株以每年 10%的速度减员，效率和品质
却大幅提升。如引进全自动钻针研磨机后，用工从 24 人减少到 4 人，
产量却从每天 7.2万支增加到 8.1万支，合格率也从 90%提高到 98%。

在东莞，像五株一样开展了机器换人的企业已达六成。对于传统制造
企业面临的困境，东莞市未雨绸缪，去年起就全面启动了“机器换人”计划，
目前已投入超过40亿元，减少用工约3.5万人。与此同时，东莞去年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提升了17%，产品成本平均下降12.5%。

在今年“东莞制造 2025”战略提出的 43 条举措中，“加速开启机器
换人时代”被写在了第一条。机器换人工、自动换机械、成套换单台、智
能换数字⋯⋯每一种“换”都意在实现企业增效提质。为加快机器换人
步伐，东莞还将大力推广融资租赁等新模式，帮助企业解决资金难题。

用定制换批量

在东莞市大朗镇，记者看到的是一派“后机器换人时代”的场
景。驱车驶过绵延数公里的银朗大道，路两旁鳞次栉比的数控织机大
招牌十分抢眼。龙中星电脑横机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齐介绍说，大
朗很早就推行机器换人，随着数控织机的饱和，龙中星近两年的利润
一直下滑，营业额在高峰期达 1.2 亿元，去年不到 4000 万元，客户
也从规模企业变为零碎加工户。

如何应对这种萧条？龙中星另辟蹊径。一方面，加紧研发面向定
制化生产的小微企业的织机产品，如针对创客和设计师这类快速响应
市场的客户，推出价格仅 10 万元的 3D 编织机；另一方面，加快转型成
为综合方案解决商。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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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 月 14 日讯 记者张忱

报道：中国人民银行今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6 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 133.3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8%，增速出现明显
回升，比上月末高 1.0 个百分点。这也
是 M2 增速在 4 月触及 10.1％的上半年
低点之后，连续第二个月出现回升。央
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数据出现了企
稳回升的态势。

社会融资规模出现环比回升。央行
数据显示，6 月社会融资规模为 1.86 万
亿元，明显高于 5 月份的 1.22 万亿元和
4 月份的 1.05 万亿元，仅次于 1 月份的
2.04 万亿元。2015 年上半年社会融资
规模增量为 8.81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
少 1.46 万亿元。6 月份，新增人民币贷
款也出现了明显回升，达到 1.28 万亿
元，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合计增加 6.56
万亿元。但表外融资持续前 5 个月的萎
缩态势。今年上半年，委托贷款增加
5324 亿元，同比少增 6475 亿元；信托
贷款增加 309 亿元，同比少增 4292 亿
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300 亿
元，同比少增 7576亿元。

从结构看，股票融资占比明显提
升。上半年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
贷 款 占 同 期 社 会 融 资 规 模 的 74.8% ，
同比提高 19.2 个百分点；对实体经济
发放的外币贷款占比 0.5%，同比降低
3.1 个 百 分 点 ； 委 托 贷 款 占 比 6.0% ，
同比降低 5.5 个百分点；信托贷款占比
0.4%，同比降低 4.1 个百分点；未贴
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占比 0.3%，同比降
低 7.4 个 百 分 点 ； 企 业 债 券 占 比
10.5%，同比降低 2.2 个百分点；非金
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比 4.8%，同比
提高 3.0 个百分点。

（相关报道见五版）

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明显回升
6月末 M2余额为 133.34万亿元，同比增长 11.8%

6月 27日上午，北京建工集团总
部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来自非
盟委员会访华团的成员们。北京建工
本不在他们的行程之内，但慕名而来
的非洲客人还是希望到北京建工来看
看，“看看这个给我们带去‘奇迹’
的企业”。

“奇迹”，竟源于一场灾难。2012
年3月4日，位于刚果(布)首都布拉柴维
尔的一个弹药库发生爆炸。当时，爆炸
点周边已被夷为平地，但距爆炸点仅

50 米、由北京建工承建的群楼却屹立
未倒。它们形成了一道屏障，确保了楼
后学校及居民区2000多人的安全。

出色的“中国制造”，让北京建
工在当地广受赞誉，连刚果 （布） 总
统萨苏在现场视察时也竖起了大拇指
啧啧称赞：“看，这就是中国人的施
工质量！”

“质量一直是我们生存与发展的
根本。”北京建工集团副总经理、北
京建工国际建设工程公司董事长马铁
山 说 ， 从 最 初 被 经 援 项 目 “ 推 着
走”，到后来主动“出海”找市场，
再到如今向国际综合承包运营商主动
转型，北京建工正努力探索一条中国
建筑业“走出去”的新路径。

站高谋远，回归海外市场

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末，北京建工
集团就借国家援外项目走向了海外，
承建了斯里兰卡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
大厦等一批援外工程。

然而，1997 年国际金融风暴的
到来，彻底摧毁了北京建工集团的海
外布局。到了 2001 年，北京建工的
海外市场只剩下毛里求斯一个点还在
坚持。

变幻莫测的海外市场让北京建工
陷入了两难境地：继续“走出去”，意味
着可能更大的市场风险；维持现状，则
意味着对海外业务的放弃。

“北京的工程就足够我们干的了，
还有必要开展国际业务吗？”面对质疑
与争议，北京建工集团的管理层始终
保持着清醒的认识——虽然北京建工
在大规模奥运设施建设中不愁没活
干，但奥运会后怎么办？

“我们亲历了亚运会后建筑市场
低迷带来的阵痛，‘后亚运’的危机绝
不能在‘后奥运’重演，这就要求我们
必须未雨绸缪。”马铁山说，经过谨慎
研判，大家认为，“走出去”是规避“后
奥运”市场萎缩风险的有效途径，更是
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企业集团的战略
性需求。“当时领导班子达成了一个共
识：国际工程不但要做，还要做好、做
出品牌来！” （下转第二版）

北京建工：实力“出海”筑品牌
本报记者 顾 阳 杨学聪

上半年最后一月的金融数据让

人眼前一亮，M2、社融等数据超预

期，融资成本也有所降低，显现出融

资贵问题缓解、融资需求复苏的势

头。在目前依旧错综复杂的形势

中，唯有增加调控组合拳的准头，才

能延续来之不易的回暖势头。

当前数据的改善应当归因于货

币政策的调整。降准增加了银行体系

资金供给，降息则刺激了融资需求，并

引导融资成本下行。在央行连续降准

降息之后，我们看到了更低的企业融

资成本，更多的新增贷款和社会融资，

以及银行更强的放贷意愿。不过，目

前经济下行压力犹存，部分传统行业

仍在去产能阶段，新增长点尚未成燎

原之势，短期的金融数据改善仍有反

复可能，复苏的基础难言牢固。

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疏通货

币政策传导渠道。目前，流动性总体

充裕，银行间货币市场利率处于低位，

继续全面降息降准，边际上的效果可

能有限。如何才能让充裕的资金从银

行体系流出来，真正解实体经济之渴，

可行的办法是更加注重精准施策。比

如说，通过定向降准、抵押补充贷款等

方式，引导资金进入关键领域和薄弱

环节；在货币稳健的同时，更加强调

“宽信用”，增加更多的信贷投放。

要实现宽信用，不仅需要货币政

策，还需要财政政策的协同发力。在经

营风险较大，社会资本投资意愿不强的

背景下，唯有财政政策实质发力，通过

PPP模式，通过重点项目的示范作用，吸

引和带动社会资本提升投资需求，整个

社会的信用扩张才可以期待。

总之，调控的组合拳不仅要综合

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还需要切实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两相结合，精准

疏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

才能延续向好的势头，并把握好稳增

长和调结构的平衡。

组 合 拳 要 打 得 更 精 准
才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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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品牌培育没有捷径可走
培育农业品牌不能简单地贪

大、求快。农业品牌有自己成长
的逻辑，农业品牌培育也没有捷
径可走。政府部门的引导、支

持、扶持不是包办替代，农业品
牌培育只能以农业企业、农产品
行业协会、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
为主。 9 版

地方债获更强流动性
财政部、人民银行 7 月 14

日联合发文，将地方政府债券
纳入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和地方
国库现金管理质押品范围，这

意味着允许银行把自己持有的
地方政府债质押给央行以获得
流动性,有利于提高银行对地方
债的认购热情。 6 版

中国经济将有充足动力保增长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

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蒂日前对
《经济日报》记者表示，未来5
年到10年内，中国经济将有充
足的动力保持高速增长。在中国

过去的改革历程中，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作用不断提升。当前，
私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
长、就业提升和投资增量增加的
重要来源。 4 版

本报兰州 7 月 14 日电 记者李琛

奇报道：今天，主跨 120 米、重量分别为
1.2 万吨和 1.125 万吨的宝鸡至兰州客
运专线南河川渭河特大桥两段连续箱
梁，在陇海铁路正上方成功实现高空“转
体”。位于甘肃省天水市境内的南河川
渭河特大桥，全长 2263.8 米，是我国西
北铁路立交跨度最大、转体重量最重的
桥梁“转体”工程。

宝兰客专全长 402 公里，设计时速
250 公里，预计 2017 年建成后，宝鸡到
兰州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 6 个多小时缩
短到 2个小时。

图为宝兰客专南河川渭河特大桥两

段连续箱梁“转体”前的状态。

本报记者 李琛奇摄

西北铁路立交跨度最大的

连续箱梁高空“转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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