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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俄罗斯世界杯”开赛，众多标
有“Made in China”的产品闪耀于世
界杯赛场内外。其中，有不少都来自于

“东莞制造”：畅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大力神杯”纪念品、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款
定制版官方智能手机、世界杯定制球衣造
型钥匙扣……近日，记者来到东莞，探寻

“东莞制造”之所以赢得世界杯青睐的
秘密。

更自主——
“大力神杯”由“制造”变“创造”

走进东莞市伟光集团厂内，只见一个
个金灿灿的“大力神杯”纪念品整齐排列
于操作台上，工人们正实行擦色、上色等
工序。每个“大力神杯”的底座上都印着
伟光英文标识“Wagon”及英文“FIFA 世
界杯官方授权”字样。这些象征着足球界
最高荣誉的“大力神杯”从这里诞生后，将
送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球迷手中，满
足人们对足球的无限遐想和热爱。

“世界杯期间，全球除欧洲地区外的
市场能买到的‘大力神杯’都产自这里。”
伟光集团业务经理简凯平说，伟光与世界
杯的缘分是伴随着企业转型升级而逐渐
深厚的。

从 1994 年美国世界杯起，伟光集团
就开始为世界杯生产产品。只是那时，在
产品上绝不会出现“Wagon”标识，因为作
为代工厂，伟光集团是为人作“嫁衣”，为
一家获得FIFA（国际足联）授权的贸易商
代工生产世界杯产品。

2008 年，伟光开始组建自己的精英
设计团队，并引入世界最先进的金属制造
生产线，大幅提升开发设计、制造工艺和
营销能力。如今，伟光每月处理 6000 件
以上来自世界各地的设计稿件，产品最高
月产量可达 1800 万件，为全球众多知名
企业提供创意独特的礼品制作和营销
方案。

在与国际足联的长期合作和沟通中，
从材质选择、设计图稿到工艺流程，伟光
提供了越来越专业的建议。2010 年，伟
光终于正式获得国际足联授权，生产的世
界杯相关商品可以在中国和南非 2 个国
家销售。在 2014 年的世界杯授权中，伟

光获得了 21 个国家和地区的销售权。
2018 年，销售权范围扩大至 100 多个国
家和地区。

简凯平告诉记者，近几届世界杯“大
力神杯”的设计，都融入了伟光自己的创
意。以“大力神杯”的底座为例，上一款是
圆形，今年就加入了新元素。最终，每一
款设计都要通过国际足联的严格审核。

从最初的代工到设计、生产、销售一
条龙服务，伟光集团20多年的“世界杯之
旅”是众多东莞企业从“制造”向“创造”华
丽转身的缩影。正是他们让凝聚着中国
制造独特创意的产品走向世界，让世界重
新认识了“中国制造”。

更智能——
足球实现自动化生产

东莞是如何保持体育用品制造业主
导优势的？在探访了为重要国际比赛提
供用球的足球生产企业——硕科塑胶五
金制品有限公司后，记者找到了答案。

“一个竞赛型足球价格动辄几百、上
千元，显然不利于足球运动的普及。”硕科
公司负责人王冲说。他带领记者参观了
公司拥有的国内首条自动化足球生产
线。“这条原本需要 80 人的生产线，现在
只需 10 多人，每天可生产 1000 个足球，
彻底改变了足球只能手工制作的传统生
产模式，一个足球的成本由此下降了三分
之一。未来，中国孩子都能用上便宜又高
质量的足球。”王冲说，“一个足球由32块
球片组成，从球片切割到足球成形，需经
过 10 多道工序。现在，除了最后一道拼
球片环节，其他都由自动化生产线上的4
个模块化机器人工作站完成。”

机器人不仅替代了人工，还拥有人所
没有的“独门绝技”。王冲介绍，按照国际
足联的要求，竞赛型足球必须承受 3500
次高强度冲击测试。连续 3500 次冲击
后，如何让图案保持清晰？生产线用数码
打印技术代替了丝网印刷，并用自主研发
的特有涂层来保护足球上的图案，通过自
动化设备使涂层牢牢附着在球面上。另
一个“独门绝技”是生产线使用了球片打
码技术，为每一片球片赋予唯一的编码，
相当于给球片一个身份证，便于机器快速

识别及处理球片，组装成球。“球片的‘身
份证’用处很大。它不仅能实现每一个足
球的溯源，比如现在外面的狂风暴雨若对
足球的质量产生了影响，将来我们能轻松
找出同批次的足球；还能轻松实现柔性化
制造，比如给每个足球都分别印上不同的
头像，这是传统生产线无法实现的。”王
冲说。

王冲透露，这条东莞本土制造自动化
生产线的诞生，背后依托的是东莞松山湖
高新区国际机器人基地的一家高端工业
机器人企业——李群自动化技术有限公
司的强大研发实力。目前，硕科正与该公
司展开研发合作，希望在年底前打通足球
全自动化生产的“最后一公里”，即拼起32
个球片的最后环节。

记者了解到，已经有越来越多像硕科
这样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依托东莞数以
千计的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孵化平台等强
大的“创新引擎”，加速向“智造”转变，增
强了植根于国内的信心。东莞体育用品
制造产业已形成了一批强大的产业集
群。如东莞塘厦镇形成了完整的高尔夫
球用具制造业链条，加工世界知名的高尔
夫运动品牌，塘厦不仅成为中国高尔夫用
品的制造基地，更成为世界最大的高尔夫
球赛事举办地之一。

更“非凡”——
让“中国制造”惊艳世界舞台

世界杯让无数球迷魂牵梦绕，但不小
心忘记时间错过比赛怎么办？FIFA历史
上第一款主题定制版官方智能手机——

“vivo X21 FIFA 世界杯非凡版”智能
手机解除了看球的后顾之忧。由“2018
FIFA 世界杯”官方合作伙伴——东莞知
名手机企业维沃（vivo）移动通信有限公
司推出的该款手机，不仅有人工智能的赛
事跟踪功能，能一键设置比赛闹钟，还能
提供直播链接，实时更新比分……

“世界杯期间，它将作为国际足联总
部官员、国际足联俄罗斯组委会、国际足
联赛会志愿者等工作人员的官方赛会用
机，在世界杯舞台上展现‘中国智造’的实
力，并将以官方装备的身份收藏于瑞士苏
黎世国际足联总部，成为世界上第一款进

入国际足联总部的智能手机。”vivo 品牌
高级经理刘宇轩自豪地告诉记者。

去年5月31日，vivo与国际足联在北
京联合宣布，vivo将成为2018年和2022
年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在未来 6 年
内，将在产品和用户营销方面展开全方位
合作。国际足联秘书长法蒂玛·萨穆拉表
示：“如今，在球场内外，足球与技术之间
的联系日益密切。与vivo全球智能手机
品牌合作，可以说是一个重大契机。”

“vivo为什么要赞助世界杯？因为世
界杯本身就是一个非凡的、欢乐的时刻，
这与我们的品牌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我们
希望让全世界球迷和消费者感受到 vivo
追求非凡、热爱进取的品牌精神。”刘宇轩
说。他坦言，对于在全球 20 多个国家拥
有 2 亿用户的 vivo 来说，此次发售的 20
万台世界杯定制版手机预计在赛前就能
销售一空。通过此次合作，更能够扩大
vivo的品牌影响力。目前，vivo产品的回
购率已上升到42%，在全球行业内都是比
较高的。

在东莞，越来越多企业像vivo 一样，
让“东莞制造”的身影活跃在众多国际体
育盛会的舞台上。仅以奥运会为例，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上，东莞琪胜鞋业作
为中国体育代表团专用礼仪鞋指定生产
商为中国健儿生产了开幕式上的专用皮
鞋；而东莞易事特公司为鸟巢、水立方等
重要场所提供了 36 套“EPS 应急电源”；
2012 年伦敦奥运会，东莞鑫达玩具获授
权生产了250万件奥运特许商品；在2016
年里约奥运会上，东莞铭丰包装凭借先进
的绿色环保技术，连续第三次成为奥运纪
念币的包装供应商……

“东莞是制造名城，也是闻名世界的
‘体育之城’。目前，东莞有15万多家工
业企业，形成了涉及30多个行业和6万
多种产品的较为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在
体育方面，东莞成功举办了男篮世界
杯、高尔夫世界杯、羽毛球苏迪曼杯等
多项国际赛事。2014 年以来，我们将

‘活力东莞’作为城市升级方向，希望追
求非凡、追求卓越的体育精神能够融入
东莞制造业的血脉，将‘制造之城’‘体
育之城’的名片擦得更亮。”东莞市有关
部门负责人说。

形成一批体育用品制造产业集群——

“东莞制造”亮相世界杯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郑 杨

东莞体育用品制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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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硕科公司拥有国内首条自动化足球生产线，彻底改变了传统生产模式。 本报记者 郑 杨摄

位于古运河畔的浙江省德清县升华
临杭物流有限公司，因业务快速发展，一
直在寻找合适的仓储用地。不久前，通过
竞标，以总价1940.97万元摘得了公司附
近雷甸镇光辉村的一块仓储用地。

与以往土地出让不同的是，这块面积
66.9亩的土地，除了有地块基本情况和规
划指标要求外，新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强
度、年土地产出、年土地税收、环境标准等
标准要求。雷甸镇负责人表示，这种带

“标准”出让的土地，在湖州市仓储类土地
出让中还是首次。它明晰了工业仓储用
地的使用要求和标准，有利于改变长期以
来工业仓储用地利用低效、税收偏低等
问题。

据记者了解，所谓“标准地”，就是把
每一块建设用地的规划建设标准、能耗标
准、污染排放标准、产业导向标准、单位产
出标准等“明码标价”，带地一起出让。这
是浙江省从今年起开始实施的一项改革

新政，也是投资项目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创新之举。新政规定：全省各地都要
建立健全“标准地”制度，新增工业用地、
商业用地、旅游用地要带着能耗、环境、建
设、亩产等标准实行招拍挂，为企业投资
项目“最多跑一次”改革奠定基础。

作为率先试点的德清县，县委书记王
琴英认为，这项改革深化了“亩均论英雄”
的导向，除了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颠
覆供地模式、服务模式外，还颠覆了招商
模式，倒逼转型升级。不仅如此，“标准
地”中环境标准与能耗标准的建立，更是
践行“两山”重要理论的充分体现。

一直以来，工业企业投资项目用地行
政审批等环节耗时费力，为项目投资方所
诟病。去年 8 月份，在全国首批“农地入
市”改革中形成诸多有益经验的德清县，
在浙江省委、省政府的部署下，承担起全
省首个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试点，推
出了“标准地”制度实施，全力聚焦这项投

资项目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面对无先例可循的“标准地”制度，德

清县主要领导既“挂帅”又“出征”。在莫
干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2平方公里范
围内提前完成区域能评、环评的基础上，
选定地块、确定产业、明确标准，并完成了
能耗、环境、建设、亩产等指标的制定。

同时，在省发改委的指导下，德清加
快建立“标准地”企业承诺、信用评价+数
据应用的全过程监管机制，研究起草了

《德清县工业“标准地”奖惩办法（试行）》
《德清县“标准地”企业投资项目信用管理
办法（试行）》《德清县“标准地”企业投资
项目“严重失信”名单管理制度（试行）》等
配套政策，并于去年8月底推出了全省首
宗“标准地”。

“以前拿地，只要条件允许，总想多
拿，现在有了这个标准，就会考虑考虑
了。”拍到全省第一块“标准地”的浙江启
聚实业有限公司，投资 11 亿元建设了一

座科技创业园。负责人张柏林说，固定资
产投资强度≥340 万元/亩，土地产出≥
600万元/亩，土地税收≥21万元/亩，单位
工业增加值能耗≤0.5吨标煤/万元……面
对这些新的硬杠杠，投资就必须严格按照
标准，这样才能达到双赢。

德清县发改委负责人告诉记者，过
去企业主拿地更多的是考虑竣工投产后
产出多少收益，亩税收、环境能耗等考虑
得不多。现在，通过倒逼迫使企业拿地也
要“量入为出、适度消费”，同时也要推动
企业“提档升级”，增加亩均税收。

据介绍，到 5 月底，德清县累计成交
“标准地”11宗，面积1200多亩，范围已经
从最初的工业用地向商服、仓储用地扩
大，从省级以上高新区向县级工业园、镇
工业功能区延伸。企业投资项目开工前
办事平均少跑12个窗口，环评编制从40
天减为3天，仅环评、能评、水影响评价等
三项制度性交易成本合计降低95%。

浙江德清：“标准地”制度创造“亩均英雄”
本报记者 黄 平 通讯员 王力中

本报讯 记者武自然
报道：随着指挥官一声令
下，多架无人机腾空而起，
在天际划过一道道弧线，
飞向湛蓝的天空，俯冲、盘
旋、侦察……这是日前“尖
兵之翼——第九届中国无
人机大会暨展览会”上举
行的飞行展演，同时标志
着我国华北首个专业化无
人机飞行服务中心——天
津港保税区临港飞行服务
中心正式揭牌启动。

据了解，天津港保税
区临港飞行服务中心是目
前华北地区唯一提供“飞
行空域使用、计划报备申
请、资质检测认定”等专业
服务的无人机产业配套体
系，包含无人机产业最初
的设计、研发、制造等生产
技术领域，同时具备空域
使用、计划报备、数据研
究、操作员培训等功能，提
供 全 产 业 链 条 的 配 套
服务。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通
用航空分会总干事王霞表
示，该中心能够满足行业
监管及国家对无人机产业
安全规范发展要求，对促
进临港区域支柱产业升
级、加快区域无人机产业
发展、打造国家高端装备
制造基地新的内涵具有积
极推动作用。在《天津市
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
建 设 实 施 方 案（2017-
2020年）》中，明确提出要
将临港区域打造成天津通
航运营与服务中心、京津
冀通航飞机组装与维修基
地、国家通航产业综合示
范区。天津临港无人机飞
行服务中心将利用现有硬件设施，改造建设无人机飞
行监控中心、展览展示中心、少年无人机科普教育基
地，以及配套办公设施等，并由中斗科技提供软件及相
关监管服务。其中，无人机飞行监控中心将综合考虑
空管、公安、交通等相关部门的管控要求及通航用户实
际需要，建设针对无人机飞行的综合管控和信息服务
平台，逐步实现无人机飞行作业报批规范化和流程化，
促进无人机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目前，天津港保税区内的中国民航科技产业化基
地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民航科技产业化基地，已经
形成了无人机研发、生产制造、维护保养、飞行培训等
多项业务，实现生产、试飞“一站式”发展。截至2017
年年末，中国民航科技产业化基地已经先后诞生了
108个民航初创企业，培育孵化近30个无人机创业项
目，成功转化注册超过10家无人机创业企业。以腾云
智航、中孚航空、中天航空等为代表的无人机板块已成
为天津港保税区六大智能科技产业集群之一，并已经
构筑了完整的无人机服务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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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在全国率先推行汇算清缴电子退税，从纳税
人申请退税，到税务和国库部门审批，直至税款退库
入账，全流程都可在网上办理，全市汇缴退税企业纳
税人都将因此获益。

据统计，自 5 月 14 日电子退税业务正式上线，
至月末汇算清缴工作结束时，上海全市网上办税服务
厅共受理退税申请 4695 笔，现已退税款 2384.9 万
元，从网上申请到税款入账的平均时间比原先至少缩
短一半。

上海虹桥商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财务负责人茅雯静
成了全市第一位汇缴电子退税的受益者。“没想到如
此简单，连表格都不用自己填，退税金额等数据都是
系统自动生成的，我只需要核对确认，点几下鼠标就
完成了。申请发出后，仅过了一周左右，1万多元退
税款就打到公司账上，轻轻松松完成退税。”

“在电子退税模式下，税企端和税银端的所有环
节全面打通，电子数据代替了纸质资料，网上传输代
替了人工传递。纳税人不需要提交任何纸质资料，一
次都不用跑税务局了。”上海市税务局规划核算处处
长董理说，“为了最大程度方便纳税人，在流程设置
上，我们还特地采用了最简便的‘免填单’方式，即
系统直接生成企业预缴和多缴税额数据，纳税人只需
核对数据、点击确认即可。”

全流程网上办也使得退税的审批模式更加规范、
统一和高效。董理介绍，过去由于缺乏统一的工作平
台，全市各区域国库代理支库对资料的报送要求不尽
一致，各区税务部门的审批方式也存在差异。“现
在，全市税务、国库部门的工作标准、操作流程和办
理时限统一明晰，每个阶段无缝衔接，电子凭证的传
递实现全过程可视化，退税工作的效率更高、规范性
更强。”

对企业经营者来说，电子退税不仅减轻了办税的
人力物力负担，更意味着资金成本的减少。虹桥商业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卢志成感慨地说：“过去一笔退
税总得要1个月左右才能到账，现在退税款的在途时
间大大缩短，资金回笼走上了‘高速公路’，经营成
本也就降低了，这对我们小微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
积极的促进作用。”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纸质资料归零 退税时间减半

上海首推汇缴退税全流程网上办
本报记者 李治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