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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毋庸置疑的制造大国，我国有

着很好的制造能力、有着高水平的设

计制造人才，但属于中国人的消费自

信，却没有与制造业发展成正比。此

外，国内供给的产品不是不够好，就

是不够便宜，导致社会供给与需求不匹

配、国人日益提升的消费需求无法得到

满足，因而才有了中国人在境外“买买

买”的节奏。

目前制造与消费之间矛盾突出的根

本原因，在于商业效率低下。比如，任

何一件商品走进零售店以后，其价格都

已经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做了若干倍的加

权。正是这样的零售效率和商业效率，

使中国的消费者在面对国货时失去了消

费的自信。

缺乏消费自信，其实就是消费者对

产品缺乏信心。对生产企业来说，必须

作出改变，才能破解这道题。具体来

说，能否从高品质、从用户体验的角度

出发，做出比洋货品质更高、性价比更

高的国货，改变大家的看法。这也是小

米倡导新国货和新零售的根本原因。于

是，小米以手机为突破口，给市场作出

了示范。

小米手机出世以来迅速改变了这个

行业。两三年前，许多公司都在学小

米；今天有些新公司崛起，相当一部分

原因也是小米带动了行业进步。回头看

看 2010 年时，几乎没有什么人主动购买

国产手机；然而今天，国产手机已经全

线崛起。小米倡导的新国货在手机行业

大获成功，相信未来也会在更多行业取

得成功。

前段时间，小米在生态链年度发

布 会 上 分 享 了 一 件 有 趣 的 事 情 。 即 ，

小米的电饭煲成功闯入日本市场，且

售价比国内还要高一些。与中国游客

两年前还在抢购日本高端电饭煲的新

闻相比，这再一次证明中国企业也能

用高品质、工匠精神，甚至更好的用

户体验，去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建立

属于我国自己的消费自信。小米的新

国货，就是用“真材实料”做出“感

动 人 心 ” 的 产 品 ， 就 是 精 益 求 精 的

“工匠精神”。

（作者系小米科技创始人、董事长
兼CEO）

新国货为中国带来消费自信
雷 军

有一项统计显示，英法德最受欢迎

的 15 个品牌大都来自本国。但若在我国

作这样的统计，结果中一定会有洋品牌。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种心理

归结为“崇洋媚外”，因为这种心理带着

历史的“胎记”。西方工业产品极大地丰

富了消费者的生活，也在其心中确立起

“洋货好”的心理定位。几年前，笔者到广

东格兰仕调研时，了解到市场份额已占

绝对优势的格兰仕微波炉最初也是引进

生产线，先完成别人的生产任务，然后制

造“格兰仕”产品。其实，我国很多产品

走的都是这样的路线。一方面，可以走

得相对快些；另一方面，也总让人觉得

“产品还是外国的好”。

消费心理是社会心理的一种直观反

映，出于买到好产品的强烈愿望，消费

者“崇拜洋货”。“我无人有”时，我们

买外国货；“我有人优”时，我们买外国

货，这都可以理解。但是今天，我国经

济总量已经处于世界前列，“中国制造”

惊艳世界，我们所处的消费环境已然发

生了变化，已经到了“人有我有、人优

我也优”的阶段，几乎在每个消费领

域，都不乏带着这 30 多年奋斗汗珠和顽

强精神走来的自主品牌，消费者还热衷

于买外国货，就值得深思了。

国货的振兴，归根结底需要提高我

国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但也不能忽视

社会心理建设。人们在消费行为上的

“媚外”倾向，某种意义上是文化不自信

的表现，我们的消费心理已经落后于中

国产品的发展脚步了。

文化自信是消费自信的基础，是社会

心理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消费者，我们

要站在今天发展的新高度上审视中国市

场，增强文化自信，让消费心理赶上“中国

制造”的发展，提高消费者的自信心。

（作者系《经济日报》记者）

消费自信源于文化自信
魏永刚

“重申报、轻管理”该休矣
陈发明

“互联网制造”让中国智造迈上新跑道
毕 舸

“互联网制造”是制造业

在消费升级浪潮和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共同推动下迈上的

一个新台阶。它将推进制造

业大步跑上“中国智造”的新

跑道，并带来从“大”到“小”的

供给变革、从“廉”到“优”的升

级扩容、从“下”到“上”的供应

链转型

近日，一款名为“享睡空间”的共享睡眠舱被投放在北京中关村大厦地下

二层，占地约10平方米，里面陈列了6个自助休息舱，其使用流程与“共享单

车”类似，经过扫描后开始计时收费。对于经常要熬夜的上班族来说，中午能

有个像样的午睡又不打扰到同事，无疑有助于恢复体力，高效投入到下半天的

工作中去。或许有人质疑共享睡眠舱不属于共享经济，更类似于分时酒店、钟

点房，但是这种更加经济的午休方式仍然值得探索，特别是要做好安全方面的

保障。 （时 锋）

睡 眠 也 共 享睡 眠 也 共 享 ？？

外卖上高铁 岂止是商机
韩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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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支教骗局”需高校引导

利用暑期参加爱心支教活动，到达后才发现主办方没
有相关资质，还开起收费性质的辅导班。近日，陕西数百
名大学生经历了这样一场闹剧。媒体调查发现，所谓的

“陕西爱心支教联盟”，其实是一家商业机构。
【短评】 应当说，这场爱心支教骗局并不高明，但

近百名大学生陷入骗局，由此折射出的问题值得深思。

社会实践是大学生修学分的“刚需”，上述商业机构利

用学生期待参加暑期实践的心理，绕过学校管理部门直

接向学生推广，才使骗术得手。这也给高校提了个醒，

高校应加强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引导与指导，为学生提

供多种形式的实践平台。同时，重视对学生社会实践的

保障与服务，维护学生在社会实践中的合法权益，尤其

要防止社会实践成为廉价乃至免费用工的幌子。

“游学”市场亟待加强监管

7月份以来，出境游学热再度兴起。近年来，海外
游学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尤其是一些低龄孩子也加入
其中。然而，有媒体调查发现，海外游学市场火热背后
存诸多隐忧。

【短评】 在游学市场监管方面，目前主要是工商和

旅游部门负责，教育部门很少介入，游学内容基本处于

无人监管的状态。而且，游学在国外，学生的监护权也

是个现实问题。所以说，针对海外游学的监管工作必须

跟上。首先，应尽快出台相应的规章制度，严禁主办单

位和承办单位以任何形式将参加活动的中小学生分包、

转包给未经审核的第三方机构；其次，应创新教育发展

模式，旅游管理部门可联合教育部门建立若干个国际、

国内“营地教育”接待示范基地，引导国内外游学规范

发展；最后，一定要做好对游学学生的安全教育，确保

安全完成游学旅程。

在国家有关部门严令下，大多数网贷平台已暂停面
向大学生的贷款服务，但也有一些平台顶风作案，从以
前直接贷现金给大学生，改头换面做起了电商购物、分
期还款的生意，有的还与其他网站合作，鼓励大学生

“先消费、后还款”。
【短评】 这些面向大学生的分期购物平台，实际上

只是“换了个马甲”的校园贷，虽然看上去都挺美，却

暗藏“杀机”，必须引起各方面的高度警惕。同时也说

明，针对网贷机构的校园贷，光喊“暂停”不行，还要

有责罚措施，避免某些机构在利益驱使下继续顶风作

案。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更有必要及时向大学生提

供定制化、规范化的金融服务，拓展校园市场需求，进

而“挤占”不良网贷机构的生存空间。

警 惕 校 园 贷“ 换 马 甲 ”

7 月 17 日起，铁路部门在全国 27 个

主要高铁客运站推出动车组列车互联网

订餐服务，为旅客提供更多品种、口味

的餐食服务。这是中国铁路首次将餐饮

服务业务向社会开放，也是铁路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赢得市场广泛

好评。

铁路餐饮服务方面的改革一直较为

落后，并未对外开放。以往，旅客在乘

坐列车时，要么自带泡面等方便食品，

要么就只能选择列车上的餐食。但列车

上的餐食品种少、味道单一，只能填饱

肚子，且铁路盒饭价格偏高，一直为人

诟病。

此番改革，正是瞄准了铁路餐饮这

一“痛点”，利用互联网已经成型的模

式，有的放矢，寻求多赢。

对旅客来说，选择更加丰富了。不

仅可以省却带饭的麻烦，摆脱盒饭、泡

面等单调的菜单，在旅途中吃上自己喜

欢的食物；还可以在沿途各站购买特色

食品，体验不一样的风味。同时，由于

引入了竞争，旅客可以享受到更好的质

量和更合理的价格。

对餐饮企业来说，获得了更大的市

场。2016 年，我国高铁运送旅客超过 14

亿人次，随着新线的建设完工，这个数

量还在以可观的速度增长。如今，这个

拥有庞大客流的市场向社会餐饮开放，

意味着餐饮业有望迎来又一个巨大的发

展空间。

对铁路部门来说，效果更为多元。

互联网时代，开发是大趋势，放开封闭

的餐饮服务领域，体现出铁路部门观念

的进步和提高服务的诚意。同时，向社

会餐饮企业开放铁路互联网订餐平台，

也是一次铁路服务互联网化、社会化、

市场化的试水，可以增强铁路的平台效

应，挖掘出更多的商机。

改革固然很好，铁路部门也不能一

放了之，必须加强落地管理。首先，要

严格准入标准，把好入口关，确保旅客

买到的食品质量不出问题；其次，要注

重多样化和便利化，让旅客可以随时方

便地买到称心的食品。在此基础上，更

要做好协调调度。高铁每个站停靠时间

较短，应通过各种技术安排和制度安

排，让旅客预订的餐食及时有序地送上

列车，既不能耽误列车运行，也要保证

旅客吃到热乎饭菜。

在 阿 里 巴 巴 “2017 天 下 网 商 大 会 ”

上，马云提出了“互联网制造”（Made

In Internet） 的新概念，即在新零售时

代，各种类型的产业和企业，都可以通过

“互联制造”实现技术、运营、产品和服

务的全面赋能，触达全世界的消费者。

“互联网制造”将是制造业在消费升

级浪潮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共同推动下迈

上的一个新台阶。如果说，“Made In

CHINA”完成了中国制造走向全球化

的第一步，“Made In Internet”则将推

进制造业大步跑上“中国智造”的新跑

道，并带来三重维度的重大变革。

第一个维度，是从“大”到“小”的供给

变革。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延续着传统工

业时代的价值认知，也即追求大规模、大批

量、大投资的大众化制造与营销。但这已

经无法满足年轻一代和互联网时代的消费

升级诉求。为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多元

化需求，柔性生产、定制生产正成为趋势，

中小企业“船小好掉头”的优势开始显现。

尤其近年来凭借电商平台以及大数据、云

计算、AR 等技术平台支持，网络化制造让

中小企业在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增强创

造力上获得前所未有的新优势。

第二个维度，是从“廉”到“优”的

升级扩容。中国位列世界进出口贸易国家

的第一方阵，但出口货物大多数处于国际

产业链末端，这是我国出口贸易亟待摆脱

的困境。互联网实现了从把握消费者诉求

到企业相关数据挖掘分析，以及据此改造

供应链、资源分配优化等一系列创新，这

就能够让远在西北山村的老乡可以通过电

商平台向消费者全方位展示自家产品，也

能根据消费者的订单，迅速调整自家产品

结构，实现产、供、需一体化对接。广大

中小企业也完全可以通过“互联网制造”

实现信息化、智能化，更快、更好地生产

出符合全球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第三个维度，是从“下”到“上”的

供应链转型。“互联网制造”势必改变传

统“从上到下”的工业化供应链流程，推

动形成“从下到上”的技术驱动型组织结

构。在这方面，对农村经济带来的机遇尤

其巨大。近年来，以“农村淘宝”为代表

的电商下乡，推动了互联网在农村居民

使用的大众化，网络社会开始深度内嵌

于 农 业 生 产 和 农 民 生 活 ， 为 农 产 品 上

传、农业规模化生产、特色化产业打造

及农民创业提供了载体。“互联网制造”

对于农村经济的改变，首先表现在让大

批农民变成了创业者，并基于生产本地

化 的 原 则 ， 通 过 网 络 跨 越 过 多 中 间 环

节，最大程度降低交易费用，还让各类

新技术、新模式从城市平移到农村，推

动了农村经济的现代化。

从 “ 大 ” 到 “ 小 ”、 从 “ 内 ” 到

“外”、自“下”而“上”，“互联网制造”

必将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强大动能。

面对这一大趋势，任何犹豫都只会错过时

机，及早谋划和筹备，才能为传统制造业

在“互联制造”的大时代赢得更多转型升

级的新机遇。

在日前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可可西

里和“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

录》。对此，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在媒体刊文指出，

申遗成功，担子更重。

放眼国内，在其他一些领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重申报、轻管理”现象。不少地方热衷于申报重大

项目、重点平台，申报之时，发动各种力量，言之凿

凿，容不得丝毫迟缓；项目上马、平台获批后，却忘

了行之切切，往往项目建设缓慢推进，平台运营停滞

不前。

例如，西部某省在国家批复重点铁路项目时，沿线

各地都表现出积极踊跃的态度，以“助推地方经济发

展”为由，强烈要求铁路经过之地必须设站。等到项目

施工时，征地艰难、资金短缺、人力不足等各种问题层

出不穷，都成了制约项目推进的理由。最终闹出笑话：

属于国家投资建设的铁路线已经通车两三年，但地方负

责建设的车站配套设施还是一片工地。

“重申报、轻管理”，归根到底是因为扭曲的“政绩

观”在作祟。申报之急，是因为官一任往往三五年而

已，申报成功就可作为政绩列入成绩单；建设之缓，

往往是因为“新官不理旧账”，偏爱另起炉灶，申报

新项目、新平台。如此往复，不仅面临捧着“金饭碗

讨饭吃”的尴尬，还留下一堆历史账。

改变“重申报、轻管理”的想法，最核心的是改变

“喜新厌旧”的政绩观。心中有民，心中有业，才能务

实谋事，扎实干事；这样的政绩才能经得起群众拥护、

组织考核和历史检验。

铁路部门推出动车组列车互联网订餐服务，是铁路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瞄准了铁路餐饮的“痛点”，利用互联网

已经成型的模式，有的放矢，寻求多赢。改革固然很好，铁路部

门也不能一放了之，必须加强落地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