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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力工业互联网
中国制造迈向高端

中国如何超越？
我想讲讲工业互联网的故

事。互联网作为中国在全球的
优势产业，在中国产业升级的
关键时刻发力，带动中国从消
费互联网迈向工业互联网时
代，就能在全球制造业大迁徙
中完成惊险一跃——— 迈向产业
高端化，那么，中国制造将开启
另一个“黄金20年”。

这事关以制造业为支柱的
中国经济能否保持高增速，能
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更事关
国运兴衰。2018年，工业互联
网新赛道挤满制造业和互联
网巨头。富士康、海尔、美的、
三一重工、腾讯、阿里、华为、
浪潮、用友、中移动……国内
国外做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超
过150家。

贴着这个“标签”的工业巨
头GE，要成为全球十大软件公
司。GE的Predix平台，口号是

“提升1%效能”——— 航空燃料
节省1%，就是省了300亿美元；
发电效率提升 1%，就是省了
600亿美元燃料。1%的提升少
吗？这是GE穷尽各种管理和技
术手段后的创新，绝不是接上
电缆或者拧开水龙头就能用的
入门级技术。

阿里云ET工业大脑号称
“让工厂良品率提升1%”。按
201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计算，
中国制造总体将提升上万亿利
润空间。

海尔COSMOPlat号称“不
入库率69%”，产品从生产时就
知 道 用 户 是 谁 ，用 户 在
COSMOPlat订单，和设计师聊
想法，参与设计，随时监督生
产，产品下线后直接送到家。

美的云平台喊的是“单
个起订”。每年投入近1亿元，
建立家电行业规模最大人工
智能团队，花292亿买下工业
机器人全球前三库卡，2017
年又控股了掌控机器人核心
部件和软件系统的以色列高
创公司。连长安汽车、永辉超
市都成了美的客户，这回，美
的卖的不是家电，输出的是
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以前
机器人可都是日本和欧洲企
业碗里的菜。

全球40%的消费电子产品
由富士康造，富士康的BEA-
CON平台号称全球最大工业互
联网大数据平台一点不吹牛。不
过私底下，不管是富士康的
BEACON，还是三一重工根云平
台、徐工Xrea平台，背后都有腾
讯、阿里的影子。

能让阿里和腾讯抢着跟富
士康合作，你就知道在这场第
四次工业革命中，像富士康
这样的制造业巨头积累了多
大话语权！区区2美元的电脑
主板，富士康就拥有 8000项
专利，过去30年它积累了多少
洪荒之力！

AI之战是大国角力
已突破经济范畴

为何BAT和制造业巨头
狂奔向工业互联网？

听听阿里技术委员会主席

王坚怎么说———“没有互联网
的制造业没有未来，没有制造
业的互联网更没有未来。我相
信未来10年，互联网超过80%
计算资源和流量，来自制造业。
当制造业消耗掉的互联网流量
超过70%、80%，真正意义上的
下一代互联网，智能制造或者
工业4 . 0才会真正发生。”

富士康旗下手机玻璃面板
厂，产品从第一批到第100万
批，误差不超过1毫米，这是因
为导入了ABC管理网络体系
去切割面板。

一根0 . 1mm粗细的钢线，
不断摩擦硅锭，切出0 . 2mm厚
的光伏切片，车间湿度、温度
等上千个参数都会影响到生
产。阿里云ET工业大脑入驻
能源巨头协鑫的光伏切片车
间，“吃掉”所有数据，再深度学
习，分析出与良品率最相关的
6 0个关键参数，搭建参数曲
线，精益生产。

ET背后的“大脑”是飞天
系统，这是阿里云自主研发的
云计算操作系统，可将遍布全
球的百万级服务器连成一台超
级计算机，ET靠它才能指挥各
种类型的工业生产线。

中国设立人工智能四大平
台，BAT和科大讯飞引领创
新，AI与企业深度融合，一场
颠覆已在路上。这就是新时代
大国角力，早已突破了经济竞
争的范畴。

中国企业盯住中高端
拥有20年黄金时间

全球制造业正在新一轮大
迁徙中，劳动密集型的迁到了

东南亚，跨国公司想方设法将
高附加值制造业迁回美国和欧
洲，中国制造业龙头在全球买
买买——— 买下GEA、库卡、夏
普……中国能不能凭新一代制
造业取胜？

集成电路、5G、飞机发动
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这五大
新兴产业，是中国的短板，却
是发达国家的命脉产业。特
朗 普 的 智 囊 史 蒂 夫·班 农
说———“你听说过 2025计划
吗？其中3个产业——— 芯片及
硅片制造、机器人和人工智能，
将使中国在21世纪统治全球
的制造业。”

“只有顶天立地才是大企
业。”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曾
在一封内部邮件中表示，没有
自己的芯片，就没有自己定义
产品的资格。只能简单拼装元
件，生产千人一面的大路货。相
反，从苹果到三星，卓越的企业
都是自己设计芯片，从源头上
定义自己的产品。换言之，如果
没有自己的芯片，我们永远是
二流厂家。

今年两会期间，周厚健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只要中国制
造企业盯住了中高端，至少还
有20年黄金时间。但如果这些
企业走不到中高端的话，一点
儿生存的可能性都没有。”

中国工业软件
90%以上依靠进口

中国制造需要在精细专上
下苦功夫。

中国制造业体量占世界制
造业的20%，但中国工业软件
90%以上依靠进口。高端集成

电路设计图纸，人工画不出来，
必须要靠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

（CAE）。没有这种最先进的软
件，就不可能设计出最先进的
集成电路。如果国外只卖给中
国前二代、前三代的设计软件，
那么中国只能去设计前二代、
前三代的产品。

全球机械制造中最精密、
最昂贵的设备，是制造半导体
芯片用的高级光刻机，一台就
超过1亿欧元。它对芯片进行
光刻操作，定位精度 0 . 01微
米，相当于头发丝的十万分之
一。全球光刻机的核心技术，一
直以来都由荷兰、德国、日本把
持。他们占据了原创技术和核
心零部件研发生产的金字塔塔
尖。全球制造业大迁徙中，这些
国家始终是赢家。

富士康造的一款与英特
尔一款处理器相匹配的连接
器，只有指甲盖那么大那么
薄，上面集成了几十万个零
件。富士康模具精密到头发
丝的1/200，如此才能做出手
机摄像头的镜片。早在 2011
年富士康获美国专利量在全
球排第九，而华为直到 2014
年才进入50强榜单。

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说，中
国的工业互联网还在初级阶段，
工业领域的复杂程度远远大于
消费电子领域。三一重工9年花
了15个亿，才打造出根云平台，
接入高价值设备超过30万台。而
西门子数字化转型进行了10年，
才打造出集机械、电子、电气、工
艺、结构、材料、热能等于一体的
统一的软件平台。只有真正搞过
企业的人，才知道转型升级是何
等艰难曲折！

美国发动“贸易战”瞄准“中国制造2025”

全全球球产产业业链链迁迁徙徙的的一一场场白白刃刃战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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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到2025 年迈入
制造强国行列

到2035年达到世界制
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

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综合
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

葛本报观察

中美“贸易战”开打，特朗
普计划对中国加征关税的清
单，正是《中国制造2025》中十
大重点领域。

美国对中国的“精准打
击”，意味着他们已经意识到中
国制造一旦走向高端化，会直
接挑战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
家利益。这场必然要打起来的
贸易战，实际上是中国超越美
国路上的插曲。

外媒评价美国“鲁莽”行为

没没有有国国家家能能迫迫使使中中国国改改变变行行为为
《纽约时报》指出，特朗普

的民族主义贸易议程在很大程
度上，真正针对的只有一个国
家：中国。该报评论认为，美国
开始更加严肃地将中国作为一
个战略性对手来对待，并且重
塑将两国长期联结在一起的经
济关系。

《纽约时报》中文网刊发题
为《特朗普关税战会“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的长篇文章，指
出中国是全球供应链中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中国的产品及越来
越多的投资，对每个经济体都是
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有鉴于
此，人们的思路是，没有一个国
家有力量迫使中国改变行为。

《纽约时报》文章指出，特
朗普对钢铁和铝征收关税的决
定，使用了一个对美国国家安
全的所谓威胁为理由，这已经
让盟友们质疑他们与美国的友
谊是否可靠。考虑到美国已经
生产国内使用钢铁的大约三分

之二，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上
述理由很荒谬。他们说，特朗普
在推进关税的问题上，通过威
胁与盟友的持久关系，冒下了
让美国遭受真正的国家安全打
击的风险。

美国前财长、哈佛大学教
授萨默斯指出：“几千万美国人
对就业保障、对孩子未来机遇
越来越没有信心，这不是中国
的错，但他们却把中国的成功，
视为对美国构成了负面影响。”

萨默斯说，只要双方都能
把握大国关系的精髓，尊重彼
此的政治体系尊严和传统，在
共同关注的全球问题上合作，
中美两国必能携手打造更美好
的世界。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对
特朗普的举措，美国国会共和
党人、商界领袖以及美国的盟
友都表示了担心，认为可能引
发一场“全球贸易战”。许多商
界组织对新关税抱有戒心，而

国会一些共和党人认为：这些
关税是不必要且考虑不周的。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在
特朗普宣布最新关税措施之
后，美国在亚洲的盟友纷纷呼
吁保持克制，并表示希望能够
避免贸易战的发生。这其中甚
至包括日本，该国未得到美国
钢铝关税豁免。日本共同社认
为，贸易战将严重动摇二战后
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多边贸易
体制。 据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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