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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付朝欢

几年前，国内一档财经节目抛

出这样一个辩题：“制造业和金融

业，哪个是立国之本？”当时，双方

激辩良久仍难分胜负。如今，答案

已经不言而喻。世界各国纷纷意

识到，制造业是经济良性循环的关

键，是技术创新的基础依托，是立

国之本、强国之本、富民之本。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制造

完成了脱胎换骨的转型升级，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80年，中

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仅为

1.5%；而2017年，这一份额已经

超过25%。中国更是连续9年保

持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地位，成为

全球制造业体系最为完整的国家。

近日，记者随“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

40年”采访团来到中国经济最具

活力的长三角地区，实地走访了

轮船、汽车、飞机制造企业，透过

改革开放40年历史的纵横经络，

感受中国先进制造业快速而蓬勃

的发展脉搏。

造船——从“望洋
兴叹”到“虎口夺食”

7月5日，在沪东中华造船厂

零号基地1号码头，一艘已经建

造完工、总舱容量为17.4万立方

米的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以

下简称LNG船）停靠在岸，等待

交付。

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

是什么概念？“按照1:600的压缩

比例，再气化后体积可达到1.07

亿立方米，足以满足一个中型城

市一个月的用气量。”沪东中华造

船厂LNG船总建造师何江华告

诉记者。

LNG船，是高端货轮中的代

表，一艘就价值数十亿元人民

币。由于高技术难度和高可靠性

要求，建造LNG船也是全球绝大

多数船厂望而却步的“超级工

程”。为服务国家能源战略，早在

1997年，沪东中华就投入巨资研

发LNG船。十年磨一剑。2008

年4月3日，我国首艘LNG船在

沪东中华成功交付。自此，沪东

中华成为全球13家之一、中国唯

一一家大型LNG船建造企业。

沪东中华不仅在LNG产业

链装备制造中占领行业制高点，

目前正在建造的22,000箱集装

箱船是从韩国船厂“虎口夺食”的

超大型船只建造订单。要知道，

在此之前，韩国三大造船企业始

终牢牢把持着全球超大型集装箱

订单的全部份额。

值得一提的是，沪东中华造

船厂的立身之本是军工生产，它

还是我国海军护卫舰与登陆舰的

“摇篮”，曾先后承担人民海军16

舰船首舰的研制任务，为人民海

军建造了900多艘各型舰船。亚

丁湾护航、也门撤侨等重大军事

行动中，也都可以看到沪东中华

舰船的身影。

屹立黄浦江畔九十载，沪东

中华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是中国

造船工业发展的浓缩史。上世

纪80年代，按照邓小平同志“中

国船舶要出口，要打开国际市

场”的指示，中国船舶工业在各

行业中率先走出国门。上世纪

90年代初，中国造船厂开始致

力建立现代造船模式，对于新旧

生产模式的转换，做出了许多研

究和实践。进入新世纪后，民营

造船异军突起，央企集团发展迅

速。到2011年，中国已成为世

界上第一造船大国，但经济寒冬

倒逼船企主动改革创新以适应

市场，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沪

东中华——全球唯一一家能同

时建造LNG船、双相不锈钢化

学品船和集滚船3种顶级民用

船舶的船厂。

目前，全世界的船约有40%

都是中国制造的，但从“造船大

国”向“造船强国”转变仍需要历

史耐心。“我们应该保持清醒，

LNG是一个产业链，单靠船厂很

难和韩国PK，现在核心设备、材

料还主要依靠进口，成本、供货期

不可控。这方面需要国家投入科

研经费，扶持一批配套企业，同时

也需要国内船东支持实船使用。”

何江华坦言。

造车——从“东拼
西凑”到“开放合作”

从1997年起步，立志要造老

百姓买得起的好车，到2007年发

布“宁波宣言”，正式从低价战略

转向“技术先进、品质可靠、服务

满意、全面领先”战略，到2010年

收购沃尔沃轿车，到2014年推出

精品车发展战略……浙江吉利控

股集团不断地自我迭代、转型升

级，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民营车企

的创新与进取。

位于杭州湾的吉利整车试制

中心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这

里可以同时进行12款不同车型

的柔性化共线生产，AGV自动转

运车有条不紊地沿着黄色磁条线

配送物料到相应的生产线。

“吉利精品3.0阶段的全部

车型，都在这里完成试制。”吉利

汽车研究院院长胡峥楠自豪地介

绍说，“几乎所有的整车性能实

验，都可以在室内完成，这大大加

快了新车的开发速度。”

吉利在智能网联、智能驾驶、

新能源等领域的探索，重新定义

了“新制造时代”。如若此时再回

看吉利造车的艰难起步，简直“一

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

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

汽车工业，长久以来一直带有浓

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上世纪80

年代，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才

走上了合资的道路。到1994年

《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发布后，合

资企业被重点扶持，而吉利、奇

瑞、华晨、悦达等自主品牌却被挡

在门外。

编者按 改革开放40 年来，我国制造业企业通

过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扩大国际交流合作，更深度融

入全球贸易体系，中国制造实现了提质增效和转型升

级，连续9年保持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地位。

为探寻中国制造企业在改革创新、合作共赢中的

故事，回望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制造走过的路，展望

中国如何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日前，本报

记者走进吉利、万向、中国商飞、沪东中华、南通中远

海运川崎等公司进行深度调查，采写了一组系列报道。

敬请读者关注。

海陆空立体突围 先进制造实力崛起
——从制造业转型升级看中国改革开放40年

改革时评

抓住真问题 练就真本领
□ 许 凌

前不久，笔者在宁夏走访得知，今年中央第八巡视组

将宁夏全区群众信访4045件急需解决的问题公布于众，自

治区上下震动很大。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决定，以解决群众

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为转变作风的重要“抓手”，全年开展

跟踪落实活动，从4月份开始，今后常态运行，每个月一统

计，每季度一公布，各级党委、政府“对号入座”，全体党员

干部“交足清单”。几个月运行下来，工作效果明显。宁夏

的这一做法，对其他地区转变作风有诸多借鉴意义。

首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需要拿出具体

行动。近年来，各地都把民生工作列入党委政府工作的重

要日程。但是，中央巡视组列出的“问题清单”中，老百姓

提出急需解决的困难问题很多。其中，有处理社区垃圾、

上下水等诸多小问题，也有拖欠农民工工资、社保资金不

到位等老问题，还有环境整治造成部分职工下岗等新问

题。为人民服务，首先要了解百姓所需所想所盼。以前一

些地方拍脑袋想出了一些“民生问题”，其实还不如百姓列

出的“问题清单”实在。可见，只有切实深入群众，踏踏实

实为民服务，才能获得百姓真真切切的好评。

其次，转变作风需有抓手和突破口。干部作风转变内

容涵盖许多方面，如做好简政放权、管控滥用职权、坚持求

真务实、管住大吃大喝等，每一项都很重要。于是，许多地

方就泛泛地抓，全面地管，结果到底干部作风转变了多少，

转没转，自己都说不清楚。转变干部工作作风，不妨就以

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为抓手，通过问责机制，落

实到具体部门和个人，使其各担其责、各尽其职。

再次，只有在实干为民中才能练就干部真本领。能否

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不仅是实打实的，更是硬碰硬

的。靠“表态”过不了关，凭“口号”交不了差。要在真抓实

干中逐渐改变干部身上官僚主义的坏毛病，诸如平时不努

力，急时“一刀切”、按下葫芦起了瓢、动不动就矛盾上交、

小矛盾拖成大矛盾等。只有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才能练就一身实干为民的真本领。

本报讯 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名单日前公

布，中国上榜企业达120家。招商局集团、雪松控股、青岛

海尔等13家企业首次上榜。经济分析人士指出，世界500

强新图谱上的中国企业的产业分布结构进一步优化，显示

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转换和高质量底色。

近年来，不断新入榜的企业标志着中国新动能红利逐

步释放。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18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

和装备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1.6%和9.2%，分

别快于规模以上工业4.9和2.5个百分点。

以华为、美的为代表的实业型企业，以正威国际、雪松

控股为代表的跨界融合新经济参与者和京东、阿里巴巴、

腾讯等互联网企业的不断壮大，勾勒出中国新经济的活力

和创新能力。

来自广州的民营企业——雪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327亿美元（约合2210亿元人民币）营收首次入榜，排名第

361位。作为现代智能供应链企业，雪松控股主动“走出

去”，进入国际大宗商品、化工供应链等领域，已成为全球

供应链领域的领军企业。

再如入榜美的集团，从家电起步、逐步转型装备制造

并进行全球研发生产布局。依托家电积累在智慧家居等

方面形成的优势，美的近年来牵手日本安川、并购德国机

器人库卡，逐步发展装备制造的同时也在打造工业互联网

软实力，在全球新兴产业赛道不断发力。

20多年前，中国企业开始入榜《财富》世界500强。从

国企到民企，从金融到技术，这一图谱也记录着中国经济

发展的动能转变。

以中国中化集团、中粮集团等为代表的规模效益型和

资源控制型的制造行业、能源行业的央企和国企引领了第

一波进入世界500强的潮流，以招商银行、万科等为代表的

资金密集型的民营企业则引领了第二波潮流。

近年来，中国产业突破了依靠成本和资源投入的传统

发展路径，在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上加大投入，新旧动能

转换成效凸显。坚持科技创新引领的互联网、先进制造业

等行业的企业接连入榜，在全球产业升级中贡献度越来越

高，引领了第三波潮流。

据新华社消息，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中国企业上

榜数量达120家，接近有126家上榜企业的第一位美国，远

超第三位日本的52家。 （孟盈如）

《财富》500强新榜单
凸显中国经济新动能

2017年5月5日，我国自行研制的大型客机C919飞机首架机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首飞成功。

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尤须加速转型升级，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资料图片）

张安超 摄

□ 本报记者 岁正阳

“您好，我是xx快递公司的，

这里有您的一份到付xx元快递

麻烦您过来取一下。”以前，接到

这样的电话，会认为可能是买的

到付包裹到了。但现在，可要小

心了，这可能是骗子下的“圈套”。

“文件、饰品、香水……”“到

付快递”的商品应有尽有，然而现

今，竟有人打起了快递到付的“歪

脑筋”。“到付快递”诈骗这一新型

骗局不仅层出不穷，而且招数也

越来越“刁钻”，让人防不胜防。

空手套白狼
到付快递套路深

浙江瑞安的张先生是当地

一家食品机械厂负责人。近日，

他收到了一件“奇怪”的包裹。

“那天厂里的员工给我打电话，

说有个快件，要不要帮我签收，

签收需要66元钱。”因为近期并

未网购，有些疑惑的张先生回到

厂里，快递员向他出示了一份需

要到付66元的快件。打开货物

后，里面是一个U盘，然而张先生

验货后确认这是一个U盘模型后

拒签。值得注意的是，当天给张

先生送包裹的快递员也表示，一

下午送了不少这样的快件。

张先生分析，一个假U盘、快

递盒再加上快递费，成本大约6

元。收件人一旦付款66元签收，

寄件人就能“赚”60元。而且这

些快件的收件人，一般都需要同

事代收。“这明显是一个空手套

白狼的骗局，不法分子一次性寄

几百几千份这样的快件，只要有

人签收，就能赚到。”张先生说。

“诈骗分子利用大家网购的

习惯，让收件人到付签收，再通过

货到付款和实际货品的价格差，

赚到了钱。”一名网友表示，也许

收件人针对到付签收会有疑惑，

但因为价格也不贵，可能就稀里

糊涂地给钱签收了。而骗子就通

过货到付款和实际货品的价格

差，赚到了钱。虽然不多，但量足

够大的话，也是很可观的。

公安部门一位办案人员表

示，这类快递到付诈骗主要有两

种：一种是“假快递员”，直接欺

骗受害者的到付钱款；另一种则

是诈骗分子寄件，获取消费者个

人信息后，利用一些快递公司的

漏洞，寄送一些不值钱的商品让

快递公司代收货款。

据该办案人员表示，快递实

行实名制后，目前大多数的“到

付”快递诈骗案件是第一种。这

种新的诈骗方式已经引起了多

地警方的关注。

对此，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苏玉鸿表示，不法分子的手法并

不是很高明，骗子根本上就是虚

构一些事实，迫使民众去相信、

接纳它某一种服务而实现的，可

以把它理解为一种新型的骗局，

但其本质上还是一种诈骗手段。

多重原因
“到付”伎俩屡屡得逞

这不禁让人好奇，此种“到

付快递”骗局为何接二连三地有

人上当被骗？收件人为何也会

“稀里糊涂”地签收快递？

业内人士表示，不法分子通

过不正当途径，搜集、购买或者

是盗取用户个人的基本资料，他

们“准备充分”，对用户资料及快

递漏洞“了如指掌”，这是快递

“到付骗局”的第一步，也是最关

键一步。

同时，不法分子利用一些收

件人贪小便宜的心理，在收到

“到付快递”时，利益心驱使收件

人付款和签收快递。一位快递员

表示，只要收件人贪小便宜，往往

都会陷入“到付快递”的骗局。其

次，人们缺乏警惕意识。在收到

快递公司的电话时，对于快递信

息缺乏核实，虽然心里有疑惑，却

发现快递单上的信息又与本人相

符，基本都是半信半疑，再者就是

几十块钱的签收费数额较小，收

件人不会太在意，所以就“稀里糊

涂”地付款和签收。

随着我国快递业务发展迅猛，各类“到付”快递成诈骗新渠道。
专家呼吁，尽快建立快递业个人隐私保护机制

“ 快 递 到 付 ”尚 需 制 度 护 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