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明珠认为空谈误国，实干兴

邦，对制造业来说非常明确。现在

的企业家改变了过去逐利而行(企

业只为赚钱)的状况。中国制造业

很长时间是低质低价的代名词，经

过前几年的积淀，目前的中国制造

已经开始注重品质的发展，低质低

价的帽子逐步被摘掉了，将会在未来产生飞跃式的进步。同时，

她还认为这远远不够，在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企业家

应该再进一步认清楚自己的责任和社会担当。

宁南山：中国制造的
信心来自哪里

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

品质升级
满足用户新需求
雷军认为，中国制造惠及全球

消费者，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助推

力量，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大

国。但还要提升制造业“软实力”，

那就是要改善产品设计和用户体

验。中国制造应高度重视设计，以

创新设计引领制造业升级，以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

中国制造业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和发达制造业强国相比，中国目前欠缺的是高端制造能力。2015年，虽然中国

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26.7%，但是总体以中低端和部分高端为主，而美日德三国制

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30.5%，但主要集中在中高端。

集成电路和汽车是我国进口最多的两大工业品。在集成电路领域，2017年中

国自主设计芯片仅仅占到全球份额的7.78%。而在产业规模最大的汽车工业领域，

2017年中国自主品牌乘用车仅占全球份额的14%左右。事关国土基础设施建设的

工程机械领域，2017年中国九大工程机械公司全球份额占比仅为13.9%，尚不及美

国卡特彼勒一家。不管是7.78%、14%，还是13.9%，都显著低于26.7%。这说明我国

制造业增加值全球第一的规模，主要得益于中低端产品的拉动。

但我们依然要对中国制造的未来充满信心。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中国具有超大规模集中制造的能力。由于在大批量制造能力和全球最

大单一市场方面的优势，我国在高端制造领域，只要实现技术突破，就可以逐渐通

过大批量生产降低成本，完全可以复制中低端制造的全球市占率水平。

二是中国研发投入不断加大。2017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为17500亿元，

同比增长11.6%，远超日本、德国，仅次于美国。

三是中国制造已经从点开始，逐渐形成了产业链生态。以智能手机为例，2017

年中国智能手机全球份额超过了50%。同时客观上由于沟通、服务和合作关系方

面的优势，中国手机品牌的国产手机零部件厂家比例明显高于苹果、三星等国际品

牌，这也大大带动了国产智能手机供应链的崛起。并且由于中国品牌智能手机全

球份额的提升，全球市场进一步向中国集中，从而吸引更多产业链上游公司来中国

设厂。以最上游的集成电路为例，国际半导体协会（SEMI）的数据显示，2016 和

2017年新建的晶圆厂至少有19座，其中10座落脚中国。产业链生态的逐渐形成和

完善，将极大地增强中国冲击高端制造的能力。

最重要的是，实现中国制造高端化，需政府和企业协同。在两个领域，企业自

主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弱。一个是需要持续长时间高额资本投入，并且技术研发难

度极高的领域。另一个是市场规模小，而进入门槛高的领域。企业由于投入产出

比不划算，不会在此领域投入，且这些领域由于市场规模不大，很容易被人忽视。

但这些领域非常重要，一旦发生类似中兴的禁运事件，则可能导致整个产业链休

克。这些领域有如高端制造版图上的一个个盲点，需要政府和企业协同进行补盲，

才能让中国制造在高端领域更加强大。 财经评论人 宁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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