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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不足低端过剩 产品质量亟待提升

国产农机发力攻“软肋”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慧

“能用、爱坏、常修”是国产农机产品的通病，“高端不足低端过剩”更是我国农机行业面临的发

展瓶颈。当前，农机行业已经进入深度调整期，相对落后的农机质量和日益提高的需求间矛盾愈

加突出，企业应当保持定力,坚持科技创新，掌握核心技术，提升产品质量，逐步缩短我国农机工业

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解决“无机可用”“无好机用”的问题

开店扩张速度惊人 多元业态深受欢迎

实体书店重振旗鼓迎转机
本报记者 吴佳佳

□ 供给端，“最美书店”“网红书店”惊艳亮相，成为城市文化地

标；校园书店、社区书店、乡村书店异军突起

□ 政策端，全国已有28个省区市出台了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

实施意见和具体措施，一系列政策红包为实体书店发展提供动力

在经历了漫长的蛰伏与沉寂后，实体
书店发展终于迎来转机，逐渐走出低谷。

经济日报记者从近日在北京召开的
2019年中国书店大会获悉，2018年实体
书店大幅扩张，我国图书销售网点同比
增长 4.3%，图书销售总额同比预计继续
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实体书店规
模扩张惊人，各地新华书店集团、领先的
大型连锁书店、新兴独立书店大部分掀
起开店热潮；开店数量最高的大型连锁
书店，年度新增店铺数量达到 100 家以
上；多座城市宣布年度新增书店数百家
乃至上千家书店扶持计划。

“2018年实体书店亮点频现，发展质
量有效提升。”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理事
长艾立民指出，首先，2018年一批“最美

书店”“网红书店”惊艳亮相，这些书店场
景极具设计感，且内涵丰富、特色鲜明、风
格各异、古典与时尚之美交相辉映，成为
城市文化地标。其次，校园书店、社区书
店、乡村书店异军突起。这些书店定位准
确、服务周到、别致温馨，深受读者喜爱。
再次，品牌书店继续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
和影响力。最后，书店业态愈加多元，供
应链协同共享，智能化管理与服务加速推
动传统书店华丽转型。

百道网创始人、《中国图书商报》创
办人程三国说，以前业界担心的是实体
书店倒闭消失，但 2018 年实体书店的
扩展速度很惊人。民营连锁书店扩展
正在加速。截至 2018 年 10 月份，西西
弗书店已在全国近 60 座城市拥有 160

余家图书零售店，其中 85 家店是 2018
年新开设的；截至 2018 年 11 月，言几又
书店在全国 13 座城市开设了 53 家自营
实体书店；成立仅两年的樊登书店已拥
有 200余家书店，遍及全国 94座城市。

新华系书店也不甘示弱，纷纷在
2018 年加速开店。河南省新华书店“尚
书房”社区书店品牌自 2015 年创建，已
在河南省内建店 198家；河北新华的“小
桔灯”绘本馆已开设 150家；新华文轩旗
下品牌书店“轩客会”已在四川省内开店
12家，2018年 9月份至 11月份短短 3个
月间，开设了 4 家书店。加入开店潮的
不仅是传统发行业内的力量，网络新媒
体也加入了开设实体书店行列。2018
年，新媒体“一条”和“十点读书”都开设
了线下实体书店。“十点读书”相关负责
人表示，现在线上的获客成本普遍提高，
用户增长放缓，他们需要通过线下书店
找到新的流量入口。他们希望用户将线
下作为入口，然后回到线上实现复购，增
强用户黏性。

业内人士认为，实体书店的复兴与
政府的扶持政策直接相关。自 2016 年
11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
展的指导意见》以来，全国已有 28 个省
区市出台了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实施意

见和具体措施。比如，2018 年 7 月初北
京出台了《北京市关于扶持实体书店发
展的实施意见》，意见发布以来 151家实
体书店共获得5000万元专项资金扶持；
西安市 2017年出台《西安市书香之城建
设实施方案（2017—2021》，2018年下发

《打造 15分钟阅读圈行动计划》，西安市
财政每年为实体书店建设提供 1000 万
元扶持资金，2018 年西安市新增实体书
店 840 余家，成为 2018 年“书店之都”。
此外，2018 年图书批发零售免征增值税
的政策进一步延续，也为实体书店赢得
了宝贵的发展期。

尽管实体书店展现出扩张态势，在
消费升级的大潮下实体书店仍需加快转
型升级。程三国认为，如果实体书店的
追求还停留在表面“颜值”上，不向读者
提供有意义的“价值”，未来实体书店很
可能还会遭遇危机。深圳友谊书城总经
理龚县流认为，实体书店创新变革已是
大势所趋。未来，书店不再是卖与买的
行为，消费者也不再是产品或服务的被
动接受者，而是主动的参与者，“体验性”
显得尤为重要。“当前无论是线上还是线
下书店都在加速转型升级，未来书店将
以数据为驱动力，将线上线下相结合，增
强读者的沉浸感和归属感。”龚县流说。

2015年以来，我国农机工业结束了
此前“黄金10年”的快速发展，进入转型
升级的深度调整期，由刚性需求拉动的
增量市场持续向以更新需求为主导的存
量市场转化。农机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现象突显，高端不足低端过剩、核心技
术缺失、产品质量亟待提升，“无机可用”
和“无好机用”问题突出……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
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推动
农机装备产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这将
推动我国农机产业由低水平向高水平
跨越。

发力科技创新

目前，我国农机机械化水平虽然已
经达到了 67%，小麦、水稻、玉米三大粮
食作物耕种收机械化水平超过 80%，但
农机化发展仍然存在诸多薄弱环节，比
如水稻种植机械化水平只有 40%，高效
植保、秸秆处理、产地烘干机械化水平不
高，马铃薯、棉花、油菜等经济作物的养
殖和农产品贮藏、保鲜及加工等方面机
械化生产程度较低。

“因此，要以科技创新引领行业高质
量发展，推动农机化在更高水平上实现
供需平衡。”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会长
陈志表示，当前我国农机企业多而散、规
模小，大部分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
和科研能力，处于低水平恶性竞争状态，
制约了农机工业发展。未来农机企业要
聚焦短板弱项，加快推进农机装备创新，
研发适合国情、农民需要、先进适用的各
类农机，既要发展适应多种形式适度规
模经营的大中型农机，也要发展适应小
农生产、丘陵山区作业的小型农机以及
适应特色作物生产、特产养殖需要的高
效专用农机；农机企业要加强与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对接，探索建立“企业+合作
社+基地”的农机产品研发、生产、推广
新模式，持续提升创新能力。

在科技创新方面，中国一拖、雷沃重
工、中联重机等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
力的农机企业集团始终坚持创新，在核
心技术方面取得一定突破。比如，拖拉
机从机械换挡开始向动力换挡、无级变
速发展，柴油机广泛采用电控高压共轨

技术，拖拉机自动化、远程控制、智能化
等技术开始大规模应用。

苏州久富农业机械有限公司也是技
术创新的典范，该公司始终立足于一体
化生产水稻插秧机等高品质农机产品，
瞄准了水稻种植机械化这个薄弱环节，
在创新研发方面不断取得突破，短短六
七年就发展成为行业翘楚。

推进产业协同

一台农机整机产品往往由成百上千
个零部件组成，目前国产农机技术升级受
困于核心零部件的研发和配套。如采棉
机的采棉头、打捆机的打结器，拖拉机、收
割机的液压无级变速器等核心零部件只
能从国外进口。要实现农机装备制造业
转型升级，农机主机企业必须与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深度对接，协同攻克基础材料、
基础工艺、电子信息等“卡脖子”问题，在
核心零部件研发上取得突破。

目前，我国农机装备行业已经建立
了整机企业与零部件企业衔接、大中小
企业配套较为健全的工业体系，但与农
机制造强国相比，“大企业大而全，小企
业小不专”的现象依然严重，产业链不健
全、欠协同依然是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
级的主要制约。

陈志认为，在农机工业转型升级过

程中，需从多方面推动全产业链协同。
要建立新型整机与零部件企业的共生平
等关系，遏制整机企业随意压价、欠款、
抵货等不诚信行为，鼓励大企业精干主
业、小企业做专做精，建立从产品研发设
计—生产制造—销售服务全环节上下游
企业同步参与、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
制，形成社会化协作、专业化生产的现代
农机装备产业体系。

“要树立先进制造装备与先进制造
工艺共重的理念，推动传统制造与现代
信息技术的深度共融。”陈志表示，目前
部 分 骨 干 企 业 开 始 应 用 ERP、MES、
PDM等信息化技术，但因数据不匹配标
准不一致，出现了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因此，农机行业应构建企业内部、企业
间、企业与用户间生产要素互联互通的
全产业链协同，实现降本增效，满足个性
化定制和精准营销需求。

加强质量建设

农机作业环境复杂、时效性强，对农
机装备的可靠性、稳定性要求高，但这恰
恰是国产农机的“软肋”。在用户眼中，
国产农机“能用、爱坏、常修”，拖拉机、联
合收割机等产品平均故障时间间隔不到
国际先进产品的三分之二，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的产品不到5%。

《意见》提出，要加强农机质量可靠
性建设。到2025年，农机装备品类基本
齐全，重点农机产品和关键零部件实现
协同发展，产品质量可靠性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产品和技术供给基本满足需要，
农机装备产业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质量是农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苏州久富农业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徐
正华说，久富农机一直坚持“质量是生
命、产品如人品”的质量理念。对于农
机产品的质量建设，徐正华建议要在以
下方面重点建设。首先，要加快精准农
业、智能农机、绿色农机等标准制定，构
建现代农机装备标准体系；其次，要建
立健全农机装备检验检测认证体系；再
次，要加强农机产品质量监管；最后，要
督促农机装备行业开展诚信自律行动
和质量提升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加大对质量违法和假冒品牌行为的打
击和惩处力度，开展增品种、提品质、创
品牌“三品”专项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知名品牌。

“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
发展迅速，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逐渐成为
潮流，关注工业品牌和服务成为必然。”
中国一拖董事长赵剡水表示，一拖公司
将加强质量可靠性建设，促进新一代信
息通讯技术在农机装备和农机作业上的
应用，引导智能农机装备加快发展，着力
推进“互联网+农机作业”。

“为了推动农机装备产业高质量发
展，农机试验鉴定系统也将坚持目标、问
题、需求导向，推动试验鉴定工作改革创
新，科学制定农机装备产品试验鉴定标
准大纲，补齐智能、绿色农机试验检测鉴
定认证能力短板。”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
试验鉴定总站副站长刘旭表示，积极开
展农机新产品试验鉴定和质量认证，强
化事中事后监管，推动农机企业提质提
标，为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农机化全
程全面优质高效发展提供有效的技术支
撑和管理服务保障。

本版编辑 王薇薇 李 景

从临摹到原创——

大芬油画走俏高端市场
本报记者 杨阳腾

2019年是深圳大芬油画村发展的第30个年头，以“开
放与融合”为主题的首届深圳大芬国际油画双年展自创办
至今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和肯定，参观者络绎不绝。

大芬管理办副主任、大芬美术馆副馆长梁剑表示，近年
来大芬油画村积极走出国门，不断对外输出高端油画。举
办双年展就是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合全球各地文化精
髓，提升大芬油画产业的影响力。在本届双年展上，有来自
5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多位画家作品一起亮相。

据介绍，大芬油画村的商业油画曾闻名海外，一度占据欧
美市场70％的份额。不过，过去的大芬出口油画以低附加
值、低成本复制临摹为主，如今的大芬，正以原创油画为核心
走向高端化、品牌化、国际化，形成了文化繁荣、产业融合的独
特优势。艺术家的原创作品品质越来越高，结合大芬优质的
产业链配套，形成了高附加值的高端市场，大芬油画也走过了
一个由单一到多元，由卖产品到卖体验的升级过程。

大芬美术产业协会会长周峰表示，此次双年展就是在
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帮助大芬连接国际走向高端市场，同时
也为引进人才搭建良好的平台。双年展搭建的平台不仅为
海内外艺术家提供了学习交流、思想碰撞的机会，而且实现
了资源对接和产业合作。

在双年展期间，中外艺术家走进甘坑客家小镇写生交

流。 本报记者 杨阳腾摄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
2018 年全国餐饮收入实现 42716
亿元，比上年增长 9.5%；限额以上
单位餐饮收入9236亿元，同比增长
6.4%。中国饭店协会会长韩明说，
这是我国餐饮收入首次超过4万亿
元，标志着我国餐饮业迈入以高质
量发展为主要方向的 4 万亿“新餐
饮时代”。数据还显示，2018 年全
国餐饮收入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的比重为11.2%，比上年提高0.4个
百分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餐饮消
费成为国内消费市场的重要力量。
韩 明 介 绍 ，餐 饮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9.5%，高于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 0.5个百分点。外卖、团餐、
婚庆喜宴等新业态新模式领跑餐饮
消费市场。

在餐饮消费中，零售化成为新
餐饮时代的重要特点。韩明介绍，
在互联网、物流冷链技术的推动下，
餐饮企业呈现出新零售属性，即“堂
食＋外卖＋外送＋流通食品”的特
点 显 著 。 中 国 饭 店 协 会 发 布 的

“2018中国美食百强榜”显示，零售
化对餐饮收入有着突出贡献。一批
餐饮企业加强名菜名点的工业化，
通过餐饮门店销售+零售，线上线下
结合，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榜单也反映出月饼、粽子等季节性
产品已经成为行业的重要组成。

当前，高体验式消费场景也成
为餐饮门店的一种新趋势。韩明介
绍，随着追求新奇性、互动性、体验
性的新生代消费群体成为消费主力，高体验式消费场景成
为餐饮门店的新趋势。通过门店视觉设计、菜品设计、器具
选用、互动设计等为消费者打造沉浸式场景，提高消费者体
验参与感的各种IP餐厅粉墨登场。此外，智能科技也在进
一步优化顾客的消费体验，马云的无人餐厅、京东的未来餐
厅、海底捞的智慧餐厅等相继营业，饿了么外卖机器人也投
入运行。融合体验、零售、跨界等元素的新餐饮尝试越来越
多，并越来越多元化。

动一动手指，几十分钟之后，美味即可到家。叫外卖，
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就餐新选择。人们在通过互联网享受便
利的过程中，大数据应用也成为餐饮业提质增效的重要手
段。韩明介绍，在餐饮业，除了为消费者精确画像精准营销
之外，大数据正在应用于餐厅定位、选址、经营决策、营销策
划、供应链、运营管理等领域。有的企业利用大数据做新店
选址、换季菜单；有的通过大数据打造信息化组织系统，实
现连锁体系高效运行；有的则借助口碑大数据精准营销，并
推出无人智慧销售；还有一些品牌基于数据分析精准获客。

此外，绿色餐饮成为餐饮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内容。我
国提出，打造“节约、环保、放心、健康”的绿色餐饮。到
2022年，培育5000家绿色餐厅，每万元营业收入（纳税额）
减少20%以上餐厨废弃物和能耗。

我国餐饮收入首次超过

4 万亿元大关，逐步迈入了

品质化、绿色化、智能化、融

合化的“新餐饮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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