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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AD_E5_9B_BD_E5_c27_31340.htm 随着中国产品走向国

际市场，“中国制造”就成了社会关注最多的话题。为此目

前国际上有一种舆论认为，世界制造业正在向中国转移，进

入了“中国制造时代”。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在心安理得

戴上世界“制造基地”高帽的同时，中国制造业自身存在的

顽疾，正在黯淡其世界“制造基地”的光环。 一、核心技术

缺乏：无法排遣的痛 在繁华纷呈的“中国制造”表象背后，

缺乏核心技术成为国人心中无法排遣的痛。中国民族产业技

术水平低，缺乏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本来是不争的事实。

承接转移来的产业、设备、技术、市场基本上掌握在外资手

中，中国所提供的主要是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

空间。从总体上看，我国一些产业技术主要依靠进口，国民

经济和高技术产业所需装备已形成进口依赖。近年来，我国

设备投资的三分之二依赖进口，光纤制造装备的100%，集成

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工业设

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被进口产品占领

。事实上，中国正面临着怎样真正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而

不是生产加工中心的严峻挑战。 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的制造

业大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产业基础并不稳固。跨国公司的

本土化策略不过是为了扩大品牌影响，培育中国民众对企业

的亲近感，并缩短通关时间、降低运输费用，以及绕开各种

各样的进口壁垒。中国制造业实际上并未从跨国公司的这种

战略转移中得到多少实惠，尤其是在目前全球性生产能力过



剩、需求约束生产明显的形势下，庞大的制造能力和廉价的

劳动力根本就称不上优势。 二、无奈的成长怪圈 当年日本制

造业的成功，主要原因在于技术的引进伴随着重大的自主创

新。不在少数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却遵循一个无奈的成长定式

：通过一家外国公司引进新设备制造新产品，数月之内，无

数当地的制造商也开始仿制，价格随之下落，于是外国公司

开始寻找新市场，并逐渐向海外发展。而真正意义上的世界

“制造基地”应该既表现为占有世界工业品市场的相当份额

，也拥有相当多的创新产品，同时还要拥有一大批在世界同

类产业中的排头兵企业，这些企业以其具有竞争力的生产能

力、新产品开发能力、技术创新能力、经营管理水平、市场

份额的占有等，在工业品制造和交易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 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条上，我国的企业只摇荡在中低端。

中国外贸200强中企业出口值有74％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实现

的。并且从中国的经济体制、制造业素质和竞争能力来看，

这种情况短时间没有改善的可能。建造世界“制造基地”，

涉及到产权、所有制、技术进步、管理、劳动者素质提高等

问题，这项系统工程触角很多，关联性很强，因此中国制造

业还有很多路要走。衡量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上的地位，是用

制造业产值占世界的比重？还是用利润指标？或者用能反映

制造业先进水平的专利技术数量？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产品或

原材料占世界市场的比重？实际情况是，无论从哪个角度，

用何种指标，中国与世界“制造基地”的距离还都很明显。

“世界工厂”如果不是国人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就是国外

少数经济观察者的一己之见，还缺乏足够的根据。 20世纪，

美国制造业产值也占世界的二成以上。而中国第二产业产值



（含建筑业）目前只占世界份额的6.5％，还不到日本的三分

之一。更何况“中国制造”中外资的比重过大，增加了中国

制造业企业对外部资金的依赖。 三、国际地位不稳固，优势

难以持久 由于体制性约束，中国目前在制造业上的优势还难

以持久，甚至有弱化的趋势。中国吸引外资的优势有三：一

是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二是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三是广

阔的国内本土市场。中国经济稳定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提高

，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就会水涨船高，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势

必会随之被弱化。中国制造业如果要保持对外资的持久吸引

力，必须发展形成其他优势来弥补。 中国引人注目的低人力

成本和高生产率左右着全球制造业的投资决策。但是，中国

走向成功的同时，它最重要的制造业集中地区amp.#0

；&amp.#0；珠三角和长三角，劳动成本开始上涨了，这些地

区投资的低成本优势已有弱化信号。跨国公司在选择投资地

点时要对比成本、生产率、与供应商和最终市场的距离以及

几十种其它因素。在大部分对比中，中国制造业的排名都遥

遥领先，因为中国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数量庞大且不断

增长的熟练工人、充足的供应商、潜力巨大的最终市场。然

而，汇集所有这些因素成为理想制造基地的最佳场所逐渐在

中国“珍稀”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工资水平越来越高，

熟练工人、尤其是管理人员供不应求，受过训练的中国本土

经理人更难找了，留住他们的代价也更高了。据飞利浦公司

称，在过去4年中，它在中国的工资成本每年增长8%以上。

在通常的经济增长中，本币贬值会抵消一部分成本的增加，

东南亚国家就普遍存在本国货币对美元的比价贬值率大于工

资增长率的情况，从而使实际工资呈下降趋势。而人民币与



美元的固定比价，使工资的增长只能从利润中分割。 在制造

成本优势难以持久的情况下，我国制造业的整体交易成本在

逐年看涨。因为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制度上还

存在很大缺陷，政府监管中还存在很多计划经济的方式。有

些市场还没有建立，即使建立起来的，有的也很不规范，导

致经济活动的相关成本增加。 四、“价格联盟”难成气候 很

多企业都试图通过价格联盟来维持价格的稳定，但事实的发

展证明这是不可能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表明：价格

联盟最终只会导致企业丧失竞争优势。那么，还存在降低成

本的可能吗？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还有很大的空间和余地

来改善。因为为了扩张企业的市场销量，多数企业将销售战

线拉的很长，但并没有很好地控制这一过程，其结果就是生

产、销售以及管理成本的提高。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

方面，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企业人数的增加，给人力资源

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企业员工人数的扩张，给企业的招

募、考勤、培训、薪资以及绩效等方面的管理带来很大的不

便。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员工往往会陷入打卡、考勤、算工

资等琐碎却又不可避免的事务性的工作中去。而为了更好地

管理员工，企业又不得不增加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人数，循

环往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从而造成管理成本的增加。另

一方面，由于无限拉长的销售战线，生产、采购、物流等供

应链方面的管理成本也越来越难以控制，造成整个供应链过

程中销售成本提高，库存增加，运营费用增加，资金周转不

灵等不利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要应对来自各方面的不

断挑战，降低成本就成为中国企业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在

这个降低成本的过程中，企业信息化为此带来了契机。 五、



周边近邻跃跃欲试 目前，中国仍是国际投资者的理想选择，

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仍保持在相当的水平；但随着时间推移

，对劳动力的争夺就愈益强烈地推动成本上涨。上海目前的

人均收入比泰国、菲律宾和印尼要高，与马来西亚差不多。

尽管如此，跨国公司不会改变最近几年的模式而转移到东南

亚，但会促使它们保留在东南亚现有的业务，或是在进行新

的投资时考虑该地区，特别是如果东南亚国家能够按照计划

在未来几年内建立起自由贸易区，形成一个拥有5亿消费者的

统一市场。 新加坡是东南亚发展程度最高的中心，它正在不

遗余力地宣传其邻国的廉价劳动力，作为跨国公司投资中国

的另一种选择。一衣带水的印尼小岛成为以新加坡为总部或

研发中心的公司的廉价厂址。在中国制造成本上涨的情况下

，即使中国市场有吸引力，谨慎的公司也会把全部资金分散

，而东南亚提供了一个新的投资场所。 在今后若干年里，世

界关注的焦点仍将是中国，但东南亚各国尚未失去机会。显

然，这是悬在中国制造业企业头顶的一个变数。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