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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生产线，为什么造不出同样质量的产品？

重重汽汽工工人人讲讲述述““德德国国制制造造””

1887年，为保护英国市场，
英国议会修改《商标法》，规定
所有由德国提供给英国的物
品都必须标明“德国制造”，以
此将“德国制造”的劣质产品
与英国优质产品区分开来。这
就是“德国制造”的由来。

《德国啤酒纯净法》是1516

年巴伐利亚大公威廉四世颁
布的法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
消费者保护法，该法律只允许
啤酒中含有啤酒花、水和麦
芽，以此来保证质量，而且这
条法律至今仍有效。

很多德国人一辈子只做
一份工作，不喜欢跳槽，但能
把质量的稳定性和专业精度
做到非常高。很多德国的家族
企业并不像中国企业一样积
极追求上市，它们追求的是在
一个细分市场里为客户提供
最高质量的服务。

德国企业隐形冠军众多，
尤其是在B2B市场，把产品做
到世界顶级，更加依赖口碑营
销。所以德国企业市场覆盖程
度没有美、日企业那样广，特
别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B2C

市场，也没有太多像可口可乐
那么强势和有名的企业。

本报记者 马绍栋 实习生 马文文

关于德国制造

你所不知道的

本报记者 马绍栋

“生产装备和国际接轨，管理
模式和农业接轨”，记者在省内多
家制造企业采访时，听到企业家
这样抱怨。

设备靠钱就能买到，好解决，
而工人的素质问题、意识问题、能
力问题，是钱解决不了的。省内一
位多年从事工业制造的老工人曾
经告诉记者，国内装备水平可能
跟德国差几年，而工人的素质水
平，却可以差上百年。“举一个简
单的例子，一到吃饭时间，中国人
放下手里的活就走了；而德国人
会仔仔细细把手头的活干完再
去。”记者采访时也多次看到，许
多中国企业进口了德国设备，对
方派工人来安装调试，车间里闷
如蒸笼，两个德国年轻工人汗如
雨下，但却丝毫不影响干活的劲
头，仔细地检查每一条线路。

德国人拧好每一颗螺丝的
“专一”与“专注”，恰恰是国人要
学习的。

为何会有这种差距？本质上
讲，德国人血液里都流淌着质量，
流淌着标准，流淌着把产品做好
做精做到极致的基因，并成为可
以流传后世的文化。究其背后，则
是整个国家对实业、实体经济的
重视，对一线技能工人的尊重，以
及形成了制造这种尊重的良好环
境。

没错，在德国，许多一线工人
工资是办公室白领的 3-4倍，一
些专业岗位采取世袭制。作为一
个原材料缺乏的国家，德国通过
大规模、系统化的职业教育，创造
了质量型的人口红利。目前在德
国可以参加的职业培训多达350

种，培养出了庞大的高素质产业
工人队伍，这些技术人才在德
国人口中占有相当高比例，成
为德国制造享誉全球的强有力
支撑。

反观国内，工厂的生产一线
岗位成为多数年轻人鄙视的“脏
活累活”，不少大学毕业生宁愿坐
在办公室一个月拿2000块的工
资，也不愿做一线工人拿 4000-
5000元的工资。

同样，制造业利润回报率微
薄，让很多做实业的老板去做金
融、房地产，挣快钱。而职业教育
的短板更无法与德国相比，技能
教育与企业现实的严重脱节，让
高技能产业工人供应成为奢望。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制造”
创造的奇迹毋庸置疑，而争议也
从未间断，尤其是在当下装备水
平和国外先进国家差距基本不大
的情况下，人的素质差距正越来
越明显，全球化竞争下，设备升级
的背后更需要人的升级。

如何拥有一颗

一丝不苟的灵魂？

对于一些企业家来说，一提转型升级就是上设备，不惜重金在全球范围内搜寻最好的设备。可设备、生产线买来了，就就是做不出和国外同等质量的产品。
一直在产业链上游的“德国制造”，能做出你做不出的东西，能做好你做不好的东西，所以，你必须为德国制造支付高高价。“德国制造”凭借其专注、标准、精密，在

欧债危机肆虐的环境下保住了利润，端稳了饭碗。
中国制造和德国制造的根本差距是什么？劳动力便宜不是优势，这只是打工仔的优势。当传统德国制造面临越来越多来来自新兴国家的低价挑战时，德国将自己

定位为世界工厂的制造者。如果说中国及其他一些新兴国家是世界工厂，那么德国就是世界工厂专用设备的制造者。中中国制造转型要向德国人学习什么？在与德国
曼公司合作过程中，重卡龙头中国重汽员工从一周时间只学怎么拧螺丝这样的事情上又领悟到什么？

德国仓库里“收藏”

什么？

对理性的崇尚、对计划性的遵
守与对精确度的执著，造就了德国
制造的优良名声。

2009年，中国重汽开始与世界
著名卡车公司德国曼公司合作。重
汽人想不到的是，要站在这个巨人
肩上，最先却是从学习如何拧螺丝
开始的。

“他们非常重视对工人的培训，
每开发一个新车型，必须从最基本
工序，比如拧螺丝开始培训。”曾经到
曼公司参加培训的中国重汽济南商
用车有限公司总装部工人王梦缘
说，第一步先从技术模拟操作学起，

“一个三维空间模拟室，一台虚拟车，
工人拿着虚拟工具装零部件，一旦
装错了，系统马上报警。”

一开始她无法理解，可德国人
说，这是基本功，必须做。

“为什么要把螺丝拧紧？为什么
要涂专用防松胶？在国内，规定10个
流程，最终执行可能会简化，但在曼
公司都不允许。”中国重汽质量部副
部长王福文说，把活干好不仅仅满
足技术要求，在和德国人交流后，他
感觉操作者本身的理解更重要，“理
解透，就会把活干到位。”

中国重汽济南商用车有限公
司车身部主任崔明主要负责驾驶
室生产，参加过两次曼公司培训。

“德国人对质量要求高到什么
程度？比如要求偏差1mm，1 . 5mm
都不行。”有一次崔明到曼公司的
库房，公司十年甚至十几年前的样
件都保存着，每个上面记载了这个
样件当时实验的状态、误差、数据，
包括一些淘汰车型的样件。“每个
样件的变化都有封样。你到这个仓
库一看，就看到一个个车型产品出
来的过程，哪一步错了、出了什么
问题都一目了然。而在国内，用不
着的可能就扔了。”

2 . 5mm误差，我们

感觉没问题，德国人总

说“NO”
“德国制造”的成功，首先要得

益于严格、健全的质量认证和监督
体系。

提到质量控制，崔明感触最多
的就是，德国公司负责质量监控的
部门说得最多的就是“NO”，“全是

‘NO’。”
崔明说，重卡驾驶室有上百道

工序，底板是关键部件，是各个工
序的基础。之前，重汽做一个件大
概偏差2 . 5mm，这是几个部件焊接
成小总成后累积起来的。“我们也
知道，每个小部件会有点小偏差，
但只要不影响到总成的偏差就没
什么关系。”

“我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德方
质量控制人员说。

这些德国人来了五天，基本都
在检测，检测每一个相关件，最终把
偏差从2 .5mm减到1mm。“他们不怕
费工夫，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做。你可
能觉得这很死板，因为小偏差不会
影响最终结果。在我们的标准体系
里，这完全可以容忍。”崔明说，他们
就是告诉你要怎么做，小问题揪住
不放，总是说“NO、NO”。

这样的严苛，还表现在对产品
的质量抽查上。

比如一批冲压件生产出来后
要测量，德方会从100件里面抽10

件检测，可能之前做的五六批都合
格，但如果10件有一件不合格，国
内厂商再抽检一个合格的就过关
了，可德国人会按流程重新做起，
从第一遍开始，直到重新抽检10个
全部合格。

“我说，做了这么多你们肯定
有基础了，对方一听立刻打开橱
子，拿出一本很厚的文件夹。”崔明
一看，当时就呆住了，“这么厚的文
件夹，只是其中两个零部件的释放
文件。要知道，一个驾驶室光冲压
件就需要80种。”曼公司全部车型
光冲压件大概133种，还有其他件
的零部件，花费的工夫可想而知。

此外，国内公司对整车的外观
指标是不重视的，因为市场需求的
关键点是保证性能、运行状态等指
标，一些不太重要的指标，比如磕
碰划伤，油漆面均匀与否，往往都
被忽略过去了。但这些细节德国人
不会放过，“像车门划痕，因为装部
件要上下很多人，很多工序，整个
过程难免出现磨损。德国人觉得不
可思议，这样的情况在他们厂里根
本不会出现。”王梦缘说。

上面列举的检测手段并不是
行业通例，都是曼公司自己摸索出
来的。“质量控制体系必须要有自
己的一套办法，我们觉得德国人的
办法死板，但他们就是凭借这个，
做到了让全球尊敬的德国制造。”
崔明说。

“将来，我儿子也会

来公司跟我做一样的工

作”
职业技术教育是德国振兴的

基石，也是德国制造崛起的秘密武
器。

在曼公司培训期间，王梦缘看
到有一群孩子在曼公司接受培训。

“也就是二三年级小学生，他
们有专门的试制车间，在驾驶室平
台和底盘平台上。技术员会让每个
学生认识每一个零部件的作用，然
后教他们为什么要装这个件，公司
的理念是什么。”王梦缘看到，小孩
子先理论学习，到现场后动手操
作，每个人都很感兴趣，特别爱钻
研，积极问问题。

为保证公司有足够的熟练工
人，德国公司往往自己建学校培养
工人，一般学四年才能真正进入工
厂操作，而且直接进入一种特定零
部件的岗位上工作，非常细分，以
保证操作的专一性和专业性。“大
部分一线工人都出自本公司培训
学校，学校直接设在工厂里。很多
年轻人在里面，焊接的练焊接，加
工的练加工，只要学了就能用上。”
崔明也是学焊接出身的，看到这一
幕他很感慨。

更让王梦缘津津乐道的是德
国公司的生产环境。他们会放音
乐，喝咖啡，非常悠闲。装配调环节
用的设备很先进，噪音很小，而且
配套零部件物流水平高，工人可以
很轻松地找到任何一个标准件。

“在国内一些装配厂，像我们
隔这么近说话就听不见了。而德国
人对工作一点不感到压抑，一线工
人更不会有干脏活累活的感觉。”
王梦缘曾经问过曼公司一位质量
部工人，在一线工作会不会觉得辛
苦。结果对方说自己马上就要去休
假了，对工作非常享受。

“将来，我儿子也会来到公司，
跟我做一样的工作。”这个德国工
人对王梦缘说，言语间充满了自豪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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