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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兵布阵】

一些富有远见、 敢于

探索的制造业主，已

经尝到了用机器人替

代工人的甜头

【环宇杂谈】

从创富和追求速富的

角度看， 无疑现今的

股市已经远远地将楼

市甩出几条街以外了

招人还是买机器人

周家兵

中国制造业需要转型

，

如何转

、

怎

么转

？

一直是制造业主们的心病

。

随着

中国人口红利的优势逐渐消失

，

国内

虚拟经济的快速蓬勃发展

，

加上现代

年轻人多是高学历以当白领为荣

，

传

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

面临着招工难

、

用工难

、

培养难

、

提升难

、

留人难等一

系列难题

。

解决这些难题的一个有效

思路

，

就是用机器人替代工人

。

一些富

有远见敢于探索的制造业主

，

已经尝

到了转换用人观念的甜头

。

笔者有一家塑胶制品生产客户

，

基

本上完成了注塑车间的机器人改造

。

注

塑车间属于高温车间

，

注塑机的三段温

度基本上在两三百度左右

。

车间安装空

调

，

可以让工人舒服一些

，

但和注塑机

运行中所产生的热量与空调制冷对冲

，

会大大消耗电量

。

每一次从注塑机安全

门里取出塑胶件时

，

如果员工违章操

作

，

可能会造成工伤事故

。

成本的增加

和员工的安全问题

，

困扰着这个行业

。

车间完成机器人改造后

，

机台设备的布

置改为

“

非

”

字形

，

空间利用更充分

。

将

之前由员工平行搬运的过程

，

全部改为

输送皮带移动

。

将上下搬运的过程改为

机械手摆放

。

机械手从注塑机内取出塑

胶件

，

放在检验台上

，

让提前设定好品

质标准条件的仪器进行检验

。

合格品放

在合格品胶框

，

不合格品放在待处理品

胶框

。

每层摆放有序

，

数量准确无误

。

按

设定好的数量装满一筐

，

由机器人摆上

流水线输送皮带

，

缓缓送出来

。

在车间

的一边是封闭的

“

机房

”

和

“

产品出货检

验室

”。

由员工对经过机器人检验的

“

不

合格

”

可疑品

，

进行重新品检

。

原本四十

多台注塑机的车间

，

如今摆放了五十多

台生产设备

。

原本六十多人的车间

，

如

今只有十来人

。 “

机房

”

里安装有超大显

示屏

，

每台机器运行状况一目了然

。

产

品合格率和机器

“

稼动率

”

及时显示在

大屏幕上

，

清清楚楚

。

机房里的工作人

员

，

根据产品的特性和品质标准

，

在键

盘上操作

，

输入

、

设定的要求和参数

，

然

后就是通过屏幕发现异常

，

处理异常

。

工作环境舒适度与效率大大提升

，

更重

要的是

，

在这里工作的员工找到了尊严

和成就感

：

他们不是注塑工

，

他们是注

塑机工程师和品质工程师

。

企业主对笔者算了一笔账

。

从用

工成本和管理成本来看

，

一年左右就

可以收回改造成本

。

机器手或机器人

的生产厂家很需要这样具有前瞻性

眼光的企业主

，

大量购买

、

使用他们

的产品

。

他们安排一位工程师驻厂提

供周全服务

。

发现在使用过程中的具

体问题

，

工程师会进行有效改善

。

对

于客户的新需求

，

具体而细心地做好

记录

，

及时反馈到他们公司技术部

门

，

为下一代机器人的优化提供精准

信息和重要参考

。

这种脚踏实地的做

法

，

既对中国制造型企业的转型提供

了很好的机遇

，

也给中国的机器人发

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

双赢的结果

，

将

会推动中国加快进军工业

4.0

的前进

步伐

。

这家制造业主在改造完注塑车间

后

，

对机器人引入车间的做法比较满

意

。

可对于进一步扩大改造范围

，

却忧

心忡忡

。

根源在于资金的问题

。

在目前

资金不是很充分的前提下

，

还是暂缓

其他车间的改造

，

以确保公司正常运

营的资金流

。

如果在这方面

，

有实实在

在的低息资金流入制造业

，

给予有力

支持

，

相信中国的制造业在这几年的

转型中

，

阵痛不会那么大

，

转型步伐将

会迈得更顺畅

。

（作者系深圳市东方华策公司总

经理）

物联网入口战争即将到来

无笔秀才

互联网诞生以来

，“

入口

”

的战争

就从未停止

，

从硬件到软件

，

从软件到

内容

，

甚至是商业模式

。

正因为很多人

领悟到

“

得入口者得天下

”

的道理

，

所

以

“

入口战争

”

的硝烟就从未停止

，

特

别是在大风吹来之时

，

除了把风口上

的猪吹起来了

，

也把财富吹向了守住

入口的人

。

从硬件和操作系统上讲

，

民用计

算机领域的用户入口基本被美国科技

巨头微软和苹果垄断

，

从上世纪

80

年

代开始

，

微软一直称霸整个计算机行

业

，

以操作系统俘获了全球大部分的

用户

，

既造就了世界首富

，

也造就了一

个伟大公司

。

而在移动互联网兴起的

时代

，

苹果以硬件结合系统的完美优

势

，

疯狂蚕食微软的用户

，

在手机操作

系统市场占有率上与谷歌

Android

系

统不相上下

，

2014

年一跃成为全球市

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

。

PC

时代的操

作系统入口战争几乎是一场没有对手

的战争

，

微软一人独孤求败多年

，

在移

动终端时代终于让出了头把交椅

。

值

得一提的是

，

移动互联网时代

，

不管是

从硬件还是操作系统

，

准入门槛似乎

都低了很多

，

所以战争的硝烟极为浓

烈

。

三星与苹果的硬件之争也是操作

系统的较量

，

安卓系统的开放引入了

更多角色参与混战

，

小米的免费模式

用得炉火纯青

，

实际就是为了争夺用

户入口

。

近几年移动互联网快速崛起

，

在

中国

，

移动用户的总量已经超过

PC

端

，

由此也带来了新的商业革命

。

其中

最为典型的要属新兴电子商务模式

O2O

，

即

Online To Offline

（

在线离

线

/

线上到线下

），

是传统电子商务与

线下消费的结合

。

入口的战争也就随

时而来

，

大到

BAT

三大巨头的线下战

略布局

，

小到用户手机上的应用工具

。

商家与用户之间互通的解决方案也成

了入口战争的重头戏

，

腾讯有微信商

家解决方案

，

Html5

跨平台方面有互

联在线的酷伙伴

。

滴滴打车与快的打

车的烧钱大战

，

58

同城与赶集的联

姻

，

实际都是

O2O

入口战争的结果

。

不出意外

，

接下来的又一个

“

大

风口

”

应该是物联网

，

物联网的概念

已经被提及多年

，

但一直没有为大众

所熟悉

。

近两年

，

移动互联网与智能

硬件的结合发展

，

慢慢地拉开了物联

网发展的序幕

。

物联网将是更大的一

场变革

，

马化腾提到的

“

连接一切

”

和

周鸿祎说的

“

万物互联

”

就是对物联

网的比较精准的描述

。

行业领袖的观

点往往是趋势的风向标

，

这也预示着

一场新的战争又在发酵

。

物联网既然

是万物互联的集合体

，

也就意味着入

口的多样化

，

人与人的连接

，

人与车

的连接

，

人与家的连接

，

家与车的连

接等等

。

在车联网的范畴里

，

人与车

的连接可以是车载控制系统

，

也可以

是人与手机等移动终端的连接

，

然后

由终端再连接到汽车

，

车载系统和手

机汽车应用变成了车联网的入口

。

在

物联网的核心生态中

，

家庭是一个重

要的组成部分

，

而在家联网的范畴

里

，

什么又能成为物联网中的关键入

口呢

？

手机

、

电视

、

路由器都被开发

过

，

但是似乎离物联网的概念都还太

远

。

在智能家居的定义里

，

用手机控制

家里的冰箱

、

空调

、

门窗似乎也都不太

接地气

，

除了使用频率不高

，

安全也是

重要的原因

。

格力手机也许将成为格

力结合空调步入家联网的途径

，

极思

维智能扫地机器人的表现似乎已经看

到了物联网入口之争的烽烟

，

产品还

在京东众筹的预热阶段就接到众多订

单和资本的青睐

。

手机的

“

入口战争

”

已从硬件打到

了软件

，

软件打到了内容

，

内容打到了

流量

；

O2O

的

“

入口战争

”

已从赛道打

到了擂台

，

从功能打到了用户

；

物联网

的

“

入口战争

”

也正悄然兴起

，

不论入

口在哪里

？

谁又将成为这场战争的胜

利者

？

（作者系互联网投资人， 云筹

COO）

【缘木求鱼】

如果都像那个天下闻

名的“智叟” 那样理

智，在这个世界上，大

约就什么事也办不成

楼市遗传给股市的创富胎记

李宇嘉

这是个看脸的年代

，

曾几何时

，

房

地产

“

颜值

”

爆表

，

但如果与现在的股市

相比

，

不仅已成昨日黄花和没落的贵

族

，

而且在

“

颜值

”

上也远远不及股市

。

楼市最火的时候

，

房价

10

年翻了

10

倍

，

但如今的股市

，

有些股票几个月内

就能翻

10

倍

。

而且

，

要买套房子

，

光首

付就要几十万

，

甚至上百万

，

很多人连

楼市的门槛都跨不过去

。

从创富和追求

“

速富

”

的角度看

，

无疑现今的股市已经

远远地将楼市甩出几条街以外了

。

哪怕不炒股的人

，

通过媒体和熟

人口中

，

也听过资本市场的传奇

、

股市

造福的神话

，

最诱惑的就是身边某某

人在股市上赚了多少钱

，

轻松买了套

豪宅

，

实现了财务自由

，

现在正周游世

界和享受生活呢

！

毫无疑问

，

炒股似乎

比其他任何一份拿薪水的工作来钱都

快

。

赚钱的故事不断吸引着更多人进

入股市

。

据证监会公布的数据

，

今年

1

月

、

2

月

、

3

月

、

4

月

，

新增

A

股账户和

投资者数分别为

197.16

万户

、

97.13

万人

，

111.71

万户

、

54.50

万人

，

486.49

万户

、

241.27

万人和

1290.30

万户

、

497.53

万人

，

股民跑步入场的速度极

为惊人

。

想想人家守着电脑上的

K

线图

轻轻松松就能赚那么多钱

，

自己还起

早贪黑地赚那点辛苦的工资

，

买个房

子还要四处筹借首付款

、

每个月被

“

月

供

”

压得喘不过气来

。

因此

，

不能再把

股市创富神话当作类似明星八卦的饭

后谈资了

，

必须要抓住千载难逢的

“

创

富

”

机会

，

即便不能实现珠宝店的财富

自由

，

实现超市的财务自由也是不错

的结局啊

！

80

后靠楼市创富

、

90

后靠股市创

富

，

这是目前非常流行的一个观点

。

虽

然不甚严谨

，

但笔者认为还是有一定

道理的

。

在楼市火爆的那十几年

，

但凡

买了房的人

，

特别是买了几套房的人

，

现在不仅享受到了资产增值收益

，

而

且与那些没有买房的人在经济地位

上

，

或将永久性地拉开了差距

。

普通工薪阶层的人感受就更加明

显了

。

同样两个同事或街坊

，

一个人买

了房

，

而另外一个人没有买房

，

尽管前

一个借了银行的钱

，

甚至有的以超出

自己支付能力

“

咬牙

”

买房

，

但二者此

后的经济地位

，

甚至社会地位

，

都发生

了或多或少的改变

。

买了房的人现在

或者换了套更大的

、

或者月供很轻松

；

没有买房的人现在或者买不起了

，

或

者在房价翻了几倍后才买

，

而且每天

起来都要为占工资绝大部分的月供而

焦虑

。

对于没有买房的人来说

，

他感觉

非常不公平

，

自己哪里也不比已经买

房的他差

，

为何就在

“

买房与否

”

这样

一个偶然的事件上拉开了差距呢

？

这

样的故事

，

在很多

80

后

、

90

后

，

甚至

部分

70

后的人身上上演过

。

当千载难

逢的大牛市来临时

，

很多人认为

，

因为

过于胆小

，

才错过了在楼市创富的机

会

，

才与那些并不比自己强到哪里去

的人在经济地位上

、

财务自由度上

，

拉

开了差距

。

因此

，

勤劳致富的游戏规则可能

变化了

，

抓住机会胜过勤奋

，

绝对不能

再错过这一波千载难逢的股市创富机

会了

。

已经买了房人

，

也希望借助这一

波大牛市真正实现财务自由

。

因此

，

无

论是此前楼市长牛

，

还是互联网的牛

气

，

或是当下火热的股市

，

有一点是共

同的

，

那就是

，

它们培育或强化了弥漫

于这个时代的一种心态

，

那就是创富

心态

，

甚至是追求

“

一夜速富

”

的心态

。

警示风险作用不大

，

因为

“

我要创富

、

我要速富

”，

你不能挡我

，

挡我就是挡

我财路

。

只要不犯法

，

追求创富的任何

方式都无可厚非

，

但整个社会如果被

类似于

“

中

500

万彩票

”

式的不劳而获

创富气氛所武装

，

这就极其危险了

。

大

众创业

、

万众创新

，

是一项伟大的国家

战略

。

但在民间

，

创业和创新的艰辛和

煎熬

、

高失败率

（

超过

80%

）

并没有被

深刻地认识和体会

，

反而造富的工具

却大街小巷都传开了

。

通过股市创富的人永远是少数

，

绝大多数投资者可能将成为

“

韭菜

”。

大多数股民属于初次创业

、

没有经历

过上一次股市大跌

。

牛短熊长是中国

股市的胎记

，

当股市进入漫漫熊途

，

糟

糕的不仅仅是损失了金钱

，

更是创业

的信心和方向

，

这对创业氛围的培育

来说百害无一利

。

（作者供职于深圳市房地产研究

中心）

【键走偏锋】

不出意外，接下来的

又一个“大风口” 应

该是物联网

让人拿捏不准的“理智”

木木

“

理智

”，

无疑是一个主观色彩相

当浓重的词儿

。

许多时候

，

辨识一种行

为是否理智

，

是一件难度不小的事情

，

不同的人

，

依了不同的立场

，

取了不同

的视角

，

甚至有可能仅仅是因为当时

心情的不同

，

就有可能得出差异极大

的判断

。

比如

，

有的奶农的牛奶卖不出去

后把牛奶倒进麦地里

。

在某些理智的

旁观者看来

，

这种行为无疑是相当地

不理智

；

也是

，

在

“

正常

”

的思维框架

下

，

大约是个人都会本能地质疑两句

，

与其这样白白地把牛奶倒掉

，

为什么

不送给需要的人喝掉呢

？

性子急的

，

难

免还要骂上两句

：

简直是暴殄天物

，

不

积阴德

！

不过

，

在

“

不积阴德

”

的奶农看来

，

如此

“

暴殄天物

”，

实在是一种虽无奈

却极理智的选择

。

原本就已经赔钱赔

得欲哭无泪

、

手足无措了

，

哪里还拿得

出钱来

，

每天把挤出来的大量牛奶运

到城里去搞

“

救济

”

呢

？

但站在旁边儿

振振有词的

“

智者

”，

显然看不到奶农

的窘困

，

或没能力看到

，

或压根儿不想

看到

；

如果真从了这

“

金玉良言

”，

估计

奶农就亏得更惨

。

事物的复杂性就体现在这里

；

这

也决定了

，

面对任何事

，

恐怕都不能摆

出一副

“

真理在老子手里

”

的样子

，

教

训别人不理智

，

对奶农不能这样

，

对违

章在马路上

“

乱走

”

的行人

，

恐怕也需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中国人走在马路上

“

没规矩

”，

大

约世界闻名

，

由此诞生了一个说法

：

“

中国式过马路

”。

这实在是一种令人

头痛的不良习惯

———

司机头痛

，

管理

者也头痛

。

为了让行人改变这种自由

散漫的习惯

，

当年很有些狠角色吵吵

着

“

撞死白撞

”———

行人在违章乱走的

情况下被撞死

、

撞伤

，

机动车司机无需

担责

。

其实

，

这做法也很有些

“

国际惯

例

”

的味道

，

据说

，

在有些法禁规整的

国家

，

倒霉的行人不但拿不到赔偿

，

甚

至还要倒赔司机的损失呢

。

但在一些国家

“

撞死白撞

”

的做

法

，

显然在中国就很行不通

，

乱嚷嚷一

阵之后

，

也就灰飞烟灭

、

了了无痕了

。

这样的结局

，

大约就会让某些

“

理智

”

的人格外地郁闷

。

行人在公共道路上自由自在地或

“

扎堆闯红灯

”、

或干脆来个

“

单刀赴

会

”，

在执法者或者遵纪守法的司机

、

行人看来

，

这无疑是极不理智的行为

，

不但给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

财产安全

，

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

而且也极易引起

交通秩序混乱

，

增加交通成本

，

影响社

会运行效率

，

更是对法律法规

、

社会秩

序的一种公然否定

。

针对这种不太理智的行为

，

别管

是谁

，

即使是自诩为最理智的人儿吧

，

大约也没人会亲自守护在路边儿

，

拿

了大喇叭

，

一遍遍地嚷嚷

“

请大家理智

些

”！

为什么呢

？

一是没人会听

，

二是没

准儿自己反倒成了被围观的对象

。

有

点用的办法

，

其实也不外乎抓住一两

个典型

，

好好地批评教育一番

，

外加再

罚点儿钱款

。

但这事儿

，

似乎只能交通

警察管

，

而且即使管

，

也要依了规矩

来

；

交通协管员气急了

，

冲上前去

，

照

着硬闯红灯者的头上来一锤子

，

就绝

非理智的做法

，

最终一定落个害人害

己的下场

。

不过

，

面对这种群众性的无组织

、

无纪律行为

，

大约警察能起的作用很

有限

，

否则

，

也不会总是这副老样子

。

其实

，“

闯红灯

”

的人屡教不改

，

恐怕也

有一些客观原因

，

或是路口设置不合

理

，

或是红灯亮的时间过长

，

或是过街

桥太难走

。

因此

，

要真的想改了人们的这个

习惯

，

大约就得设计一个系统工程

，

非

多个方面一起下手不可

；

只靠交警和

协管员站在路边没完没了地劝别人理

智起来

，

甚而把自己的正事儿都忘了

，

似乎本身就是一种不太理智的行为

。

更何况

，

在这个世界上

，

事物往往还有

另一面

，

许多时候

，

因了所谓的不理智

而吃了亏

，

似乎也不见得是坏事

，

只要

有反省力

，

没准儿就能成为宝贵的财

富

。

如果都像那个天下闻名的

“

智叟

”

那样理智

，

在这个世界上

，

大约就什么

事也办不成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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