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功成不必在我”凝聚山东共识

新零售将催生新实体经济

□杨海康

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多次提及消费，强调“增强
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推进消费升级，发展消费新业态
新模式”。这为时下如火如荼的
新零售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新零售业已成为消费提档升
级、激发新兴消费的催化剂。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已
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
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
动，其中，消费又发挥了主要拉
动作用。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17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
生 产 总 值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为
58 . 8%。其中，互联网对消费的

作用不容小视。网上商品零售
额54806亿元，增长28 . 0%，占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15 . 0%。近些年来，以“双11”为
标志的网上购物已深深嵌入城
乡居民的日常生活。

网上购物每年增长量依然
可观，但同比增幅已在下降。正
是在此背景下，2016年10月，马
云提出新零售概念，并与新制
造、新金融、新技术、新能源合
称“五新”。新零售的核心是“线
上+线下”，用大数据和互联网
重构“人、货、场”。这意味着重
构生态内所有合作伙伴的关
系，品牌商、零售商、渠道商、物
流商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互联
网平台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均不
同以往，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
带来了显著的效率提升。它正
在深刻改造遍布全国的超市、

百货商场和购物中心，使它们
与互联网电子平台相融合。

拜40年改革开放之赐，中
国具有全球最大规模的中等收
入群体，初步建立了统一的国
内大市场，而互联网平台使得
国内市场更加扁平。新零售可
谓应运而生，反过来，它又会带
来互联网经济特有的“正反馈”
网络效应。

新零售已演变为一场硝烟
弥漫的商战。国内另一互联网
巨头腾讯也加入进来，双方均
密集投资线下实体店，投资数
以百亿计。阿里投资银泰、苏宁
和高鑫，得意之作是连锁超市
盒马鲜生。腾讯则联手京东、永
辉超市迎战。线上线下融合是
一场深刻的商业变革，它不仅
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将改
变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方式。

C2M（顾客对工厂）渐成趋势和
潮流，海尔、美的等传统制造业
企业被阿里巴巴赋能。对于中
国宏观经济来说，新零售推动实
体经济全面升级。供给结构和需
求结构相适应、消费升级和有效
投资相促进、区域城乡发展相协
调，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持久
拉动作用，这样一幅美好的图景
正在实现，新零售是其中重要的
推动力量。新消费已成中国经
济新动能，假以时日，新零售将
催生新实体经济。

人们常说互联网经济具有
“赢者通吃”的特点，这在新零
售领域其实并不准确。线上并
未“吃掉”线下，而是“反哺”。乍
一看，在新零售中，传统零售企
业被迫“选边站”，但这何尝不
是浴火重生的机遇呢?互联网
平台作为一种基于外部供应商

和顾客之间的价值创造互动的
商业模式，则构成了网状结构，
让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互动，
由于处理信息能力极强而大大
提高了效率，使得规模经济效
应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

近来，“监管互联网平台”
成为国内外一个热点话题，不
少知名人士高调发声，对垄断
忧心忡忡。且不说互联网平台
是否构成垄断尚存争议，即便
垄断属实，本身也不是问题，滥
用市场支配力才是问题。互联
网平台天然具有的技术飞速迭
代特性，也令任何企业均不可
能恒久占优。在这个“东方风来
满眼春”的时节，我们应该对风
起云涌的新零售抱以热切期
待。（作者为财经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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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大家谈

搞智能制造不要敲锣
打鼓搞概念

十九大报告提出发展先进
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您
怎么理解这种深度融合？

谭旭光：新时代发展过程
中，从生产到制造、组织形式、消
费模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逼着
我们要用新的理念和方法，传统
制造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中国
提出了智能制造2025，欧洲提出
了工业4 . 0，所谓制造业升级就

是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的转
型，我的理解是三大要素集合：
自动化是前提，数字化是基础，
人机交互是结果。

但过早提出智能制造、过快
追求智能制造是激进做法，搞智
能制造有两个前提条件，好的基
础管理和好的技术积累，否则一
切都是零。国内企业搞智能制造
2025，不要敲锣打鼓搞概念，应
该扎扎实实抓管理，达到一定基
础后再讨论互联网+，再通过互
联网+实现智能制造。

我们不能一边讲互联网概
念，一边忽视实体企业，特别是
具有代表性的制造企业。互联网
和实体企业互为条件，缺一不
可。现在有一些企业整天敲锣打
鼓讲虚拟经济、互联网经济，不
是不可以，但不能讲过了。

潍柴已基本完成新旧
动能转换

2017年，潍柴营收达到2200
亿，利润超百亿，达到历史巅峰
水平。潍柴如何转型升级，做好新
旧动能转换，发展新能源业务？

谭旭光：新旧动能转换，政

策是引导，企业是主体。潍柴在
新旧动能转换上已经走了10年，
已经基本完成或接近完成新旧
动能转换。这10年，潍柴从单一
的发动机公司转型成为发动机+
变速箱+车桥的黄金产业链；在
完成向整车转型过程中，又走出
国门推进国际并购。国际并购不
是单纯合并收入，提高数字进世
界500强，而是走出去购买核心
技术补潍柴短板。我们收购了凯
傲集团，又通过凯傲收购美国德
马泰克，潍柴由此成为全球最领
先智能物流集团。对于山东新旧
动能转换，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
提了3年、5年、10年的期限，这是
一个科学定位，不要想着一两年
内就能完成，企业转型至少5年
到10年。

中国制造需要培育出
一批世界一流企业

中国制造如何走向高质量
发展？

谭旭光：第一，一定要培育
一批有国际影响力、掌握国际最
先进技术的世界一流企业，没有
这个没法谈走向高端，走向世

界；第二，要围绕创新脚踏实地
地干，不要敲锣打鼓地干。第三，
政府上下要营造出良好的生态，
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企业家。

实现节能减排与新业
态、新能源互补

中国制造业是供给侧改革的
重点和难点。您认为中国制造业
在供给侧改革中遇到哪些困难？

谭旭光：供给侧改革要处理
好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关系。假如
相关法律法规跟不上，企业供给
的就是低档次、污染严重的产
品；如果国家法律法规能提前引
领，超前实施，这会倒逼企业在
供给上转型。

举个例子，非道路排放标准
升级要加快实施。如果确实还不
能全面实施，那就要鼓励有技术
创新能力、引领行业的企业先行
先试，政府对先行先试的企业给
予税收返还，不就实施了吗？为
什么不能办？

现在，大家只说新能源重
要，没人提做好节能减排。一台
柴油机1小时节油1克，那么1000
万台发动机一天能省多少油？当

前要立足于节能减排，实现节能
减排和未来新业态、新领域、新
能源互补。中国不可能不用石
油、煤炭，要考虑怎么调整好能
源结构来推动供给侧改革。

如果用煤取暖造成环境污
染，就把锅炉取消掉，取消后老
百姓取暖需求能满足吗？打破旧
的平衡，就要考虑新的平衡，怎
么实现新的平衡？我们不能把锅
炉都砸掉，等着去买天然气，为
什么不要求提高锅炉标准？

关键是在这个行业里
别人是否尊重你

潍柴的目标不但是世界500
强，而且是世界500强中受人尊
重的国际化企业，还有哪些方面
需要提高？

谭旭光：潍柴从数字上讲已
经是国际化强企了，但我们今年
肯定不申报。满足虚荣心的数据
没意义。重要的是，在全球这个
行业里别人是否尊重你，你的产
品是否达到世界一流。我说的国
际化强企标准是，世界500强中，
在这个行业里排前三名，否则不
要提世界500强。

满足虚荣心的“500强”没意义

葛“新动能·新思想”访谈

中国制造向高质量发展，
要抓住哪个“牛鼻子”？大数据、
人工智能如何和实体经济结
合？如何对新旧动能转换做一
个科学定位？全国两会期间，齐
鲁晚报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重工党委
书记、董事长，潍柴集团董事长
谭旭光。

3月8日上午，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来到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参加审议。
总书记说，功成不必在我并不
是消极、怠政、不作为，而是要
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既要做
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
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
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既
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这段讲
话既是对代表们的殷切期待，
也是对山东发展的重要指导。

今年两会之前，山东刚做了
迅速全面展开新旧动能转换重
大工程的动员。在全省上下憋足
一口气、铆足一股劲、希望山东
重塑辉煌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
到山东团参加审议，充分体现了
总书记对山东人民的亲切关怀
和对山东工作的高度重视，也将
激励山东人民破除不合时宜的
思想观念，在统一思想中推动思
想的再解放、广解放、深解放。

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一直
非常关心、重视，2013年亲临山
东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2014
年、2015年先后两次作出重要
批示，这在山东发展史上具有
里程碑意义。山东能得到如此
重视，与山东在中国的“特殊”
位置有重要关系。山东自古以
来就以发达的农业、渔业、盐铁
工业和商业著称于世。在最近
四十年的改革发展历程中，勤
劳智慧的山东人更是抢抓机
遇，加快发展，使全省经济总量
连续跨上几个大台阶。现在，山
东既是经济大省，也是文化大
省，区位优势明显，在全国发展
大局中举足轻重。很多人都以
艳羡的口吻说山东就是中国的
缩影。当然，在山东既可以看到
成绩的“缩影”，也可以看到问
题的“缩影”。现在，山东既具有
南方省份领先发展的优势和基
础，也面临北方地区转型发展
的难题和困惑。产业结构偏重，

能耗总量和污染物排放总量偏
高，经济发展质效偏低，是山东
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其他省
份普遍存在的问题。

对山东的发展，习近平总
书记既有“走在前列”的根本要
求，也有凤凰涅槃的重要指示。
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落子
山东，就是中央交给山东的重
大任务，希望利用山东的典型
性和带动性，为全国的新旧动
能转换发挥重要作用。厚爱意
味着责任，支持意味着担当。在
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起点，山
东人有幸担起新旧动能转换开
路先锋的重任，将面临一场硬
仗，曾经在支援解放战争时用
小车推出胜利的山东人民又恰
恰是擅长打硬仗的。但是，新旧
动能转换不是一场速决战，而
是一场持久战，按照省里总的
要求，需要十年才能塑成优势。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破解
前期形成的难题，必然要经过

一个阵痛期。在这个时期内，一
些埋头实干的人可能会因为

“政绩不显”遭到某些非议，个
人会有一些“痛苦”与“不甘”

“委屈”。如何从“我的政绩”中
解放出来？省委书记刘家义在
春节之后的动员讲话中指出，
新旧动能转换做好了，就是我
们货真价实的“政绩”，历史将
会给予公正的评说。总书记在
山东团的讲话，再次深刻阐述
了正确的政绩观，必将推动山
东全省统一思想、鼓足干劲，把
事关山东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
工程抓到底，实现山东的创新
发展、持续发展、领先发展。

放下思想包袱的山东人，应
该在更高的站位上审视山东向
高质量发展进军的意义，坚持久
久为功，不急功近利，把新旧动
能转换干成经得起实践、历史、
人民检验的业绩，实现山东由大
到强的战略性转变，不负总书记
的厚望，不负历史的垂青。

总书记在山东团的讲
话，再次深刻阐述了正确
的政绩观。放下思想包袱
的山东人，应该在更高的
站位上审视山东向高质量
发展进军的意义，坚持久
久为功，不急功近利，把新
旧动能转换干成经得起实
践、历史、人民检验的业
绩，实现山东由大到强的
战略性转变。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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