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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眼看市】

中国经济与中国出

口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

阶段，在这种战略目标

的牵引下，只要学习德

国民众对“德国制造”的

忠诚情怀，学习德国人

对产品一丝不苟的苛刻

精神，学习德国企业持

续加强对技术与研发投

入的科学定力，学习“德

国制造”从不言弃的精

益管理，“中国制造”定

有与“德国制造”比肩攀

高之日。

【以论维新】

我们有文化，中华

文化上下五千年，可

以搬上荧幕的故事何

其多。

张锐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德国的制造

业 PMI（采购经理指数）从最高点的

60一路跌至目前的 40不到，距离头

上的 50荣枯线越来越远，尽管如此，

笔者始终认为制造业 PMI的连连下

挫并不等于德国制造的衰落，相反只

要一有机会德国制造便会再度腾

跃。果然，按照德国国家统计局发布

的最新数据，在5月份环比增长6.2%
的基础上，6月份德国工业订单再度

大增 7%，不仅扭转了所有经济学家

的下降预期，且创出三年来最大增

幅，而接下来人们无疑会看到德国制

造业PMI大幅逆转的事实。

理论上说，PMI仅仅是一种产值

变动指标，反映的是制造业的库存

以及新增订单变动情况，而制造业

代表的是一个行业的生产经营主

体、产品与要素的组成状况，包括企

业种类与结构、生产模式与销售渠

道、产品数量与质量、技术与开发能

力，劳动力数量与素质、成本与利润

等，相较于PMI容易受到外部变量而

出现频繁与急剧波动，制造业具有

相对稳定性，即便是 PMI 发生了变

化，制造业的构成要素可能并不会

发生大的变动，甚至我们可以将制

造业PMI看成是制造业的一个表温，

而真正决定制造业竞争力强弱的还

是其自身内核。

客观上判断，本轮德国制造业

PMI 的接连走低主要由外部变量所

引起。一方面，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放

缓抑制需求，德国制造业出口因此受

到挤压；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尤其是

输入型通货膨胀拉高了德国制造业

成本，极大侵蚀了德国制造业利润，

而更具杀伤力的是俄乌冲突直接大

幅抬升了德国制造业的能源成本以

及民众能源消费成本，后者又从消费

层面极大稀释制造业产品的内需能

量。不过，从最新德国工业订单看，

德国制造业经受住了多层面的沉重

压力，甚至可以说挺过了最艰难的日

子，不排除接下来进一步发动与调适

身体各项重要机能并再现昔日强大

竞争力的可能。

遍观全球，很少有国家能够像德

国那样保持着对工业制造业的敬畏

与忠诚。无论是备战，还是战后重

建，抑或是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德国

始终将制造业视作国家振兴的压舱

石。即便在许多国家通过货币放水

让本国金融地产莺歌燕舞并不断创

造出资本腾飞的神话，德国也依然坚

守制造业这一立国之本，对工业制造

业的崇拜可以说融入到了德国人的

血液中。也正是这样的钟爱与坚守，

才诞生了标着独特符号的德国“工匠

精神”，并创造出区区 8000万人口托

起2300多个全球知名品牌的奇迹，进

而有了德国 30%以上的出口商品的

壮观。

精神上的执着与挚爱锤炼了德

国制造业的厚实基础底座。德国有

350万家企业，其中不仅有宝马、奔驰

等超级巨人，更有占比90%以上的中

小型企业，它们一般由家族经营，是

清一色的“小而美”行业隐形冠军，大

都为持续专注于某个领域、某项产品

的“小公司”和“慢公司”，平均寿命超

过了90岁，在全世界有超过一半的制

造业细分行业占据着领导地位，同时

企业生产工艺与品牌塑造得到了很

好的代际传承，并且员工忠诚度高，

流动率低。根据公开的数据，全世界

目前有 3000多家左右的隐形企业冠

军，其中仅德国就超过了 1307家，居

世界第一，并俨然构成了德国制造业

的宽厚基石。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支撑超级

巨人与“隐形冠军”的根本则是德国

制造的强大技术脊柱。据欧洲专利

局统计，在研发领域，德国每年支出

总计超千亿欧元，专利数量成果仅次

于美国。在制造业领域，德国的技术

能力更是领先一筹，人均专利申请数

量是法国的2倍，英国的5倍，西班牙

的 18倍。还要特别强调地是，德国

“隐形冠军”的研发开支往往是普通

工业企业的两倍之多，每千名员工拥

有的专利权数是专利密集型大公司

的五倍（31∶6），其研发活动的有效性

是大公司的5倍。据德国专利商标局

统计，专利申请量位居德国前50位的

企业中，“隐形冠军”一直都占三分之

一的比例，而且“隐形冠军”取得一项

专利的成本只有大公司的五分之

一。这些“隐形冠军”能够依靠创新

将本在国际市场上领先的国内大型

企业甩在后面，面对全球制造业领域

的竞争对手自然实力也不差。

对生产过程的精准化管理是德

国制造的又一大显著长项。德国人

偏执地认为，当生产环节的工人出现

错误，经过流水线的每个环节会逐级

放大，最终必然会影响产品品质。因

此，德国人提高品质的思路非常直

接，就是在生产环节动用一切可能的

手段把人的天然影响降到最低，把每

件事情都切割分解成机器（或者人像

机器一样动作）能简单执行的。借

此，德国每年发布上千条行业标准，

其中 80%以上为欧洲及世界各国采

用，德国由此也成为世界工业标准化

的发源地。在制造业领域，标准决定

着市场竞争力，左右着商业话语权，

“德国制造”长盛不衰并始终领先全

球，背后的重要依靠就是标准化屏

障，并且这种标准制造与引领能力至

今依然故我。

自我锤炼与积累的同时，德国

制造不忘开门躬身学艺。英法两国

工业革命完成时，德国工业化才开

始起步，德国不得不去学习英法两

国的技术，从模仿到引进再到创新，

“德国制造”硬是摘掉了山寨产品的

标签，进而利用艰难蛰伏锻造出的

独门绝技在全球大放异彩。如今，

全球工业的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

转型风起云涌，“德国制造”有点跟

不上节拍，比如对制造业的数字化

管理德国落后于美国，在 5G、人工智

能和物联网推进方面又掉在了中国

之后，但德国有着天然的忧患与警

醒意识，别的不论，仅拿德国政府推

出的《国家工业战略 2030》为例，其

中画龙点睛之处是要大力推进制造

业与虚拟数字的对接，同时建立跨

市场联合体与打造旗舰企业——德

国取美国与中国制造业之长的学习

痕迹格外清晰。

历史上“德国制造”记载着这

样一个真实的故事，1887年 8月，英

国议会通过侮辱性的商标法条款，

规定所有从德国进口的商品必须标

注“德国制造”字样，以此将价廉质

劣的德国货与优质的英国产品区分

开来，这也就是“德国制造”之称的

起源。135年后的今天,经过历史锤

炼的“德国制造”早已不再是假冒低

劣等复制品的标签,而是随着西门

子、奔驰、宝马、拜耳、汉高、阿迪达

斯等品牌成了享誉全球的高品质产

品代名词。当然，对于“德国制造”

来说，将山寨货的帽子从自己的头

上彻底摘去固然可爱，而更可贵地

是其能够将自己名下的产品做到极

致并且一直保持到今天。

如同“德国制造”仍在风靡全球

一样，“中国制造”也以自己的独特优

势朝着全球市场各个角落辐射与渗

透，只是外界目前对“中国制造”还颇

有微词，质疑之声也不绝于耳，但中

国经济与中国出口已经进入高质量

发展阶段，在这种战略目标的牵引

下，只要学习德国民众对“德国制造”

的忠诚情怀，学习德国人对产品一丝

不苟的苛刻精神，学习德国企业持续

加强对技术与研发投入的科学定力，

学习“德国制造”从不言弃的精益管

理，“中国制造”定有与“德国制造”比

肩攀高之日,并且只要有了持久的优

质量能沉淀，不仅可以做到厚积薄

发，更能抗住并最终安全度过任何一

次商业萧条周期。

不错，撑起“德国制造”恢弘江山

的是其本土璀璨如珠的“隐形冠军”，

它们贡献了德国国民生产总值高达

54%的份额，拉动了 62%左右的就

业，为德国捞到了多达68%的出口收

入。相比而言，中国也有众多的中小

微企业，无论是对经济增长还是民众

就业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必

须正视的是，目前国内中小微企业主

要集中在民营经济体内，其生存与成

长环境显然不如德国，自身规避外界

风险的能力也十分脆弱，而对于决策

者来说，为中小微企业所营造的发展

预期并不十分清晰，甚至态度上经常

摇摆。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并让

它们中间的优秀分子壮大为中国的

“隐形冠军”，需要决策者展示出足够

的包容胸怀，廓清与稳定中小微企业

的未来预期，并持续而充分地赋予它

们的政策给养。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
济学教授）

“抗打”的德国制造如何启示中国

唐维

这个夏天，可能很多人都或多或

少走进影院，看过一场或几场电影。

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 8月 3
日 21 时 43 分，2023 年暑期档 (6 月 1
日-8月31日)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

135亿元，假设平均票价为 40元，则

观影人次超过3.3亿。

更令人欣喜的是，其中国产影片

票房占比超90%，进口大片票房不足

10%，且多部影片收获高分评价，实

现票房口碑双丰收。其中，《长安三

万里》成2023年内地动画电影票房冠

军，票房已超过16亿元。

中国的小朋友几乎人手一本《唐

诗三百首》，人人都知“熟读唐诗三百

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从小学到高中

的语文课本里，更是充斥着大量的唐

诗，要求熟读、翻译、理解、背诵、默

写、考试……恨不得将每一个字揉碎

了，囫囵吞下，有多少人能体会到它

的美？但《长安三万里》做到了，片中

提及唐诗 42首，用动画画面令《将进

酒》《静夜思》《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

陵》等名篇“活”了过来了，令观众感

受到中国文化的延续。

在影院里，笔者听到一个小孩惊

叹道：原来岑夫子、丹丘生长这样

呀！剧中一些经典名篇，更是让整个

影院化身为大型集体背诵现场。通

过影片，诗词不再只是静静地躺在书

本上，历史人物也从一个个抽象的名

字鲜活起来。那一刻，多少孩子的眼

睛亮了，多少大人记忆中的唐诗DNA
复活了。

这样的内容，与其说是电影，又

何尝不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课堂，在这

场长近 3个小时的课堂上，我们领略

了长安、扬州、蓟北、潼关、黄鹤楼、梁

园、三峡等地的自然风景和建筑景

观，观赏了黄鹤楼题诗、胡姬酒肆赏

舞、曲江池新科进士乘马采花等文化

活动，重温了市坊兴旺、科举入仕、藩

王佣兵、吐蕃进犯等史实……通过电

影，在大家心中埋下一颗种子，让更

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唐朝历史和

诗人产生兴趣。

可喜的是，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

越来越多被搬上大荧幕，如《西游记

之大圣归来》《大鱼海棠》《哪吒之魔

童降世》《姜子牙》《深海》《满江红》

等，以及最近正在热播的《封神》。面

向未来，我们期待着更多高票房、高

热度、高口碑的国产电影出现。

我们有文化，中华文化上下五

千年，可以搬上荧幕的故事何其

多。我们有市场，14 亿人中国人的

精神家园，需要这样优质的内容滋

养。我们有实力，泱泱大国，人才济

济，潜力巨大。

我们需要更强大的文化自信，一

代一代人听着西游记、水浒传等经典

名著长大，这些有着几百年传承的中

国 IP，并不逊色于米老鼠、白雪公主、

钢铁侠。我们需要更宽容的创作环

境，呵护电影产业发展，尊重规律、尊

重观众、尊重市场。我们需要更多有

使命感的电影人，为中国观众做好中

国故事，创造更多有创新力和创造力

的作品，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

扬培根铸魂。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个富矿，中

华民族拥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和丰富

多彩的社会生活，留下了很多脍炙

人口的传统故事、文学名著，唐诗宋

词元曲，都有如金子一般闪闪发光，

是艺术创作的富矿，有待电影人进

一步挖掘。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传统文化富矿有待电影人深挖

盘和林

近些年，的确有中国制造类企业

在向“一带一路”国家转移产能，当然

这些企业多集中在中低端产业领域，

中国企业产业迁移动机有两个：其

一，绕过关税，以东南亚为跳板进入

欧美消费市场。其二，国内劳动力等

生产要素价格偏高，后发国家人口红

利尚在，成本低。与此同时，中国制

造也在转型升级，汽车、轮船、飞机、

设备装备、生物医药、芯片等高端产

业崛起。随着中国制造转型升级顺

利推进，很多人片面地认为中国应该

放弃中低端产业，专心发展高端产

业。更有甚者喊出将“高端产业留给

中国，将中低端产业给“一带一路”国

家”的口号。

对此，我有不同看法，现阶段中

国依然不能放任中低端产业外流。

原因很简单，当前国内尚未实现充分

就业。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显示，中

国有20%的年轻人还没有找到工作，

中国人就业岗位本不富裕，而中低端

产业往往是劳动密集型，包含着大量

就业机会。

除了就业岗位，我们还需要看到

另一个关键点，产业转移可能削弱中

国企业的潜在竞争优势。比如Temu
和Shein等电商近些年在海外风生水

起，但中国电商称雄海外的核心依仗

就是中国商品的高性价比。当然，要

强调“高性价”并不是廉价，同样价格

更好品质，同样品质更低价格才是性

价比。我们为中国电商海外攻城拔

寨的势头感到欣喜的同时，也要清醒

地意识到：如果没有高效率的中低端

产业，那么中国电商在海外的竞争优

势就将荡然无存。

综上所述，无论是就业角度，还

是中国企业以“高性价比”的内核角

度，中国都不应该放任中低端产业

外流。况且我们也要注意到，现在

的中低端产业，在未来不一定是中

低端产业，举个例子，当年芯片代工

制造是中低端产业，继而这些产业从

美国人手中流入韩国和中国台湾企

业的手中，具体看就是三星和台积

电。三星和台积电现在谁也不会将

其归入中低端产业。这说明产业的

定位是会改变的。

所以，我们不能放任中低端外

流，而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如何

阻止中低端产业外流。阻止中低

端产业外流的方法很多，但重点是

两方面：

其一在于降本增效。中低端产

业普遍缺乏技术壁垒，且对成本非常

敏感。劳动力、原材料、土地等生产

要素成本递增会给中低端产业巨大

压力。个位数利润率的企业一旦遭

遇10%以上的成本上涨，将迅速失去

竞争力，跌入恶性循环，所以留住中

低端企业的关键在于降本增效。

有些降本方式很容易想到，比如

降低税收，降低要素成本，诸如水费、

电费便宜一点，但这些往往是“刮

痧”，降本力度并不到位。所以更重

要的是整体上缔造低通胀、低利率的

经营环境，甚至低房价。这里反驳一

下部分经济学家推崇的“通胀万能”

观点，上世纪 70年代，美国曾出现过

滞胀情况，也就是提高通胀并没有提

高就业率，而 1987年，日本降低利率

导致楼市和股市泡沫，却同时导致日

本制造业空心化的问题。滞胀出现

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线的正确性，也让

人了解到通胀并不能无限提振经

济。这里的关键在于，找到阻碍经济

增长的核心因素，如果是成本导致产

业活不下去，那么就应该降低成本，

如果是产能过剩，则可以考虑提高通

胀。而现阶段我国很多中低端产业

外移的核心因素不是产能过剩，而是

成本过高。所以，留住中低端产业的

方法应该是降本增效。

其二在于转型升级。以服装业

为例，服装代工制造属于中低端产

业，但服装面料、服装品牌、服装设

计等是高端产业，所以中国服装业

应该向产业链的低端向高端转变，

去做服装面料研发，做设计，缔造服

装品牌。比如安踏和李宁就在走这

条路。而服装代工制造也可以通过

转型，向柔性智造和按需生产转

型。现在流行快时尚，小批量生产

某一款服装，既能减少库存积压，也

能人为制造稀缺、饥饿营销，甚至实

现预售后生产。而传统服装制造企

业对小批量定制响应缓慢。而制衣

工厂通过对制版、排产、配料、检验

等环节进行数智化改造，增强了制

衣工厂的定制响应能力。从某制衣

工厂了解到，制衣工厂从设计到量

产出库只需要两周，部分款式甚至

可以 48 小时内实现量产。通过转

型，中低端产业能够走出高端产业

的气质，所以我们要避免中低端产

业外流，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些产业

的未来形态是怎么样的。

历史上，美国和日本都曾放任中

低端产业链外流迁移，结果是制造业

空心化。二战后美国中低端产业流

向东亚，美国中部出现经济“锈带”，

贸易逆差居高不下。同样的，日本当

年敢于签《日美半导体协定》和《广场

协议》，也是日本认为自己已经完成

产业转型，不需要中低端产业，如今

日本半导体被中国台湾和韩国几乎

全部吃下，只留下一些半导体材料产

业，继而导致日本失去的 30年。故

而，对于中低端产业链迁移，中国不

能听之任之，而是要采取措施留住，

留住的根本手段有两条：短期是降本

增效，要多管齐下；长期是促进产业

转型升级，以市场竞争倒逼企业走技

术工艺改进提升的路线，做高企业的

技术壁垒，实现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
院研究员）

中国不能放任中低端产业外流

本报专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和而不同】

历史上，美国和日

本都曾放任中低端产业

链外流迁移，结果是制

造业空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