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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财经言论

“我们知道国有企业过去
是向来不讲分红的，因为对国
有企业来说，分红也不是分给
我，分红是分给国资委，你要是
分红分给国资委我有什么积极
性。而民营企业就不一样了，它
在国有企业里面入股，我当然
要分红。”

——— 著名法学家江平在谈
及混合所有制时表示，要让民
营企业来入股，必须要保障它
分红的权利。

“我们讲市场是资源配置
的决定性因素。那么什么让市
场资源能够有序高效定制呢？
我讲一句话，它就是大数据。”

——— 北京市律协企业法律
风险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陈晓
峰举了大数据产业情报平台的
例子，建议按照行业产业链，把
所有的相关宏观、中观、微观情
报放在云，让所有企业不需要
花很多钱，能够获得行业所需
要的各种各样的情报。

“你去看看中国现在能成
功的大企业，都有一个强势的
领导，都是大权独揽的，而且专
制的。我认为在中国现阶段要
搞好企业，你必须专制。一个卓
越的领导者，必须是一个‘开明
的独裁者’。”

——— 宗庆后从不避讳所谓
的专制思维，娃哈哈的重要公
司决定都是由其一个人拍板，
他也不相信咨询公司。

本报记者 张頔 整理

在这本书里，卡普塔将建
立个人品牌看成一种个人发展
的战略。借助营销学中的原理，
她向读者展示了打造个人品牌
的详细过程。对于希望更好地
设计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人来
说，《你就是品牌》是一本极为
难得的指南。

本书是一本鼓舞士气必不
可少的指南，它可以引导你领
悟你希望从生活中获得什么，
并且为实现那一梦想描绘出实
用的行动计划。

三一如果不国

际化，顶多是大一点

的个体户

“如果不国际化，三一顶多
是大一点的个体户而已。”

——— 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
根在推行国际化方面一直

是心气十足。三一集团
刚刚胜诉的美国风电
项目的交易额仅为600
万美元，而集团的年销

售额已经超过800亿，但
如果不撕去这个标签，美国

市场之路将蒙上阴影。

“马云准备做菜鸟平台，但
是发现他走歪了，到处建物流
基地建仓储。因为经不住诱惑，
地方政府太重视电子商务，给
他非常便宜的地，对物流公司
来讲没关系，地会升值赚大钱，
所以他走歪了。”

———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副
巡视员聂林海在“2014中国国
际电子商务大会”上这样评价
马云及菜鸟网。

产业链末端企业：

在外围看热闹

“一批企业会因此发财，也有一批企
业要倒闭。”一汽大众到家门口开分厂，
这是位于庞大汽车产业链末端的即墨小
企业主老王的第一反应。

老王是即墨经济开发区一家泡沫辅
料加工厂的老板，工厂紧挨着青岛汽车
产业新城。这个只有十来人的小厂专门
生产汽车驾驶室的方向盘泡沫材料和坐
垫。在即墨，像老王这样的初级加工厂大
概有几百家，它们是青岛千亿汽车产业
链上籍籍无名的一环。

老王所在的黄家山村，只有他一家
做泡沫辅料，但生意依然不好做。汽车产
业新城建成后，老王的产品要跟全国各
地的企业竞争，不论是价格上还是质量
上，都谈不上任何优势。

一汽大众要来青岛建分厂，老王心里
很明白，他的产品无论是制造工艺还是产
品质量，都达不到一汽大众要求。像驾驶
室泡沫材料对防火性要求非常高，这种高
分子类材料国内没有生产，必须进口；而
且生产这些产品需要从外国进口设备，同
类设备比国产的贵了10倍不止。

“但就算你有了进口材料和设备，最
终成为一汽大众的零部件供应商还是困
难异常。”鉴于自身实力，像老王这样的
厂子，只能在外围看看热闹。

不过老王周边的很多企业已经行动
起来了，比如使用进口设备和进口材料，
申请一些专利产品等。大家心里都明白，
在今年实体经济不太好做的情况下，争
夺一汽大众零部件订单会尤为激烈，一
些生产工艺低下的企业必然会在这一轮
洗牌中被淘汰。只有那些有技术、有合作
基础的大企业，才有可能成为一汽大众
的零部件供货商。

龙头企业开打订单争夺战

虽然已经是周末休息日，但青岛海
隆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位于即墨市青威路
上的总厂依然人声鼎沸。再过几天，这家
下辖六七家分厂的大型汽车零部件制造
企业就要搬到汽车产业新城了。

作为即墨市最大的装备制造和汽车
零部件加工企业，海隆机械现在每年给一
汽解放的产品供货量高达12亿元人民币，
同时还给二汽、重汽、华晨做配件。虽然一
汽大众华东生产基地预计2017年才能投
产，但海隆机械已然开始争取订单了。

“现在只是商谈阶段，但是依然要经
过严格招投标，层层筛选，争取最后获得
一汽大众的青睐。”说起未来的订单，公
司副总经理傅健很谨慎。

不过，一汽大众华东生产基地的6000
平米办公用地，目前已经定下来租用海隆
机械在龙泉汽车产业新城的几座大楼。这
些大楼由海隆以每平方米2000元的造价
进行装修，然后再租给一汽大众。

“我们要的租金很低。”虽然傅健没

有点透，但这家龙头汽车配件企业已然
以这样的方式，迈开了争夺一汽大众订
单的第一步。

中德企业

绝不仅是制造发动机的差距

按照业界说法，汽车产业链可以带
动60多个相关产业发展，比如高端机械
制造、汽车零部件生产与制造、研发与设
计、整车生产与组装、橡胶制品、新材料
等。目前，被青岛市纳入这个汽车千亿产
业链大名单的，一共有136家企业。

在青岛汽车产业新城这个千亿版图
上，目前已引进总投资240亿元的65个重
点项目，初步形成了涵盖整车、改装车、
汽车零部件、发电装备以及物流等多个
方面的汽车产业链。今年7月，一汽商用
车基地项目将在青岛汽车产业新城投
产。这个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实现产值
600亿元，可带动发展配套企业150余家。
目前，已有40多家零配件厂专门为其提
供零部件配套服务。

凭借强大产业影响力，众多投资项
目正在这个千亿汽车城云集，比如总投
资2 . 5亿元的青岛瑞亨德精密管件有限

公司，主要生产精密无缝钢管、精密焊接
钢管、精密管件等，产品远销澳洲、北美、
南美和西欧。而总投资8000万元的青岛欣
盛达机械有限公司则主要从事钢桶翻新
设备生产、模具设计加工、车铣刨加工。

不过，在汽车零配件行业摸爬滚打
30多年的傅健看来，仅有这些还不够，这
样一个千亿级别产业链，需要更多本土

“隐形冠军”的崛起。
让傅健产生危机感的，是被他经常

拿来跟厂里工人说事的“德国制造”。
傅健说，德国大企业屈指可数，能够

支撑起这些“大家伙”竞争力的不是垄断
资源，而是为大企业做配套的、遍布德国
乡村的中小型企业。他们大多拥有独特
的技术专利，并在一个细分产品上精益
求精，无人能替代。比如专做门锁、铰链
和玻璃幕墙的多尔曼公司，年销售额7亿
欧元，工厂开到了上海和迪拜，其专利权
数量在德国能排在50强。据统计，类似的

“小巨人”公司在德国有1300多家。
在和德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傅健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他们不苟言笑，仔细
考量一切，善于计算谋划。“甚至有些死
脑筋，但是就是这种严谨，让他们的设计
理念和产品技术，要大大高于我们本地
企业。”在傅健看来，本地企业在生产时
缺乏严谨和专业精神，以至于成为本地
汽车零部件加工企业发展的瓶颈。

比如制造一个汽车零部件，按照国
内工厂的经验，大概或者基本能够确定
结果，制造工艺上选择一种就足够了。但
是德国人不同，只要有一丁点儿不确定
性，他们会拿出一套备选方案。所以在设
计方案时，德国人往往会设计三五种方
案，把一切可能出现的结果预先呈现出
来。“这还只是制造一种零配件。试想一
下，一辆汽车往往会用到上万个零配件，
以这样的作风制造出来的汽车会不好
吗？”傅健说。

作为青岛制造中土生土长的“隐形冠
军”，从2011年开始，海隆机械就已经开始
制造整车驾驶室，经过多年发展，海隆机
械已经拿到了特种车辆的几十项专利认
证权。除了发动机，海隆机械能够制造重
型卡车的一切零部件。但即便这样，海隆
机械也仅仅是做代工，没有自己的品牌。
傅健认为，专业化分工之后，能否致力于
研发，实现独有的技术创新获得专利权，
并且创立在业内叫得响的品牌，是衡量一
家企业制造能力和品牌竞争力强弱的关
键，这也是“青岛制造”提升的突破点。

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
地”。在青岛市社科院研究员隋映辉看来，
青岛要真正圆汽车梦，必须要有众多创新
能力强，能做到行业内“隐形冠军”的“小
巨人”企业做基础做配套，才能让这个汽
车千亿产业链更长更强更高端。面对一汽
大众进驻带来的机遇，众多本土企业要把
资源和精力投入到技术积淀和创新创造
中去，推动零部件高端化、模块化发展，提
高产品附加值、核心竞争力。

“有人称，现在引进一汽大众为时已
晚，因为轿车生产在国内已形成很大规模，
品牌竞争十分激烈。正因为这样，青岛才更
应该抓住机遇跨越式发展。”隋映辉说。

厂房未建订单争夺战已上演

千千亿亿汽汽车车城城
呼呼唤唤““隐隐形形冠冠军军””崛崛起起

创富荐书

《你就是品牌》

作者：

卡普塔

在海隆机械生产车间，为一汽解放配套的整车驾驶室，未来将出现在印度市场。 本报记者 姜宁 摄

上万人直接就业，上
亿元产品订单。作为全世
界数一数二的汽车制造
企业，大众集团寄希望于
砸钱扩产能夺取中国市
场，而青岛地方政府则寄
希望于一汽大众这样的
标杆企业的到来，从根本
上提升青岛汽车制造业
整体水平的上升。

就青岛产业发展来
说，汽车的产业链带动能
力、大型品牌对产业链整
合的实力以及企业巨头
自身释放的产能，都将对
青岛的经济发展带来巨
大影响。2013年，青岛汽
车零部件功能区产值185
亿元，青岛汽车产业新城
相关负责人透露，一旦一
汽大众华东新生产基地
落户，5年内产值将达到
5000亿元。

5000亿是个什么概
念？这几乎相当于把5个
海尔或7个海信放在了同
一园区。对于未来这个
5000亿大蛋糕，青岛当地
制造企业如何迎接这个
巨大的机遇与挑战？

本报记者 姜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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