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的制造业
中制智库研究院院长新望博士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2019. 02. 22



新望

经济学博士。曾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民营经济研究所所长，
《中国改革》杂志主编，《经济观察报》研究院院长，现任中制智库研
究院院长。兼任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苏州大学苏南发展研究院、
南京大学长三角研究中心、西南财大商学院兼职研究员。

发表过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获得过第十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第七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所主持的一系列活动在财金界有广
泛影响。著有《苏南模式的终结》、《谁来担纲中国经济》、《村庄发
育、村庄工业的发生与发展》等。2000年前后因“苏南模式的终结”一
文引起全国性大讨论，并推动了全国乡镇企业改制。

主编《公司的力量》（大型纪录片、主笔之一）、《改革30年经济学文
选》（上下卷）、《中国经济学经典文选》（上下卷）、《四十年改变
中国：经济学大家谈改革开放（全两册）》、《改革40年经济学文选
（上下卷）》、《民生中国系列丛书》（17本）等。



一、发展阶段转换

• 高速发展转向中速发展。新兴国家的挤压式、追赶式、补课式发展，2015
年是一个窗口期。

• 速度型、规模型、粗放型向质量型、效益型、集约型转变。转变之难。

• 几个阶段：

1. 比较优势为主；

2. 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学习模仿）；

3. 学习模仿+自主创新；

4. 有自主创新能力，是国际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罗斯托、范·因，发展经济学

• 经济起飞，经济回落

• 长周期，主导产业，创新

• 2007年，长衰期的开始。阶段与周期的重叠。

• 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内需启动

• 中国的特殊性：城市化滞后与工业化

• 但是并不是齐步走



三、主要矛盾的变化

• 70年，40年

• 1956年八大明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
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
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 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的主要矛盾。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
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 2017年十九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四、高质量发展

• 2018政府工作报告

高速发展-高质量发展，6.5%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七条之首

• 制造强国

三面夹击

中等收入陷阱

• 质量强国

合格制造-优质制造

符合性-适用性-满意性-卓越性（体验）

• 德、日、美的经验



五、历史经验

•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

• 消费结构：非耐用品、耐用品、服务

• 非耐用品：先降后稳。奶类下降，蛋果蔬稳定，软饮料下降，酒类分化，
药品上升，旅游娱乐护理上升

• 耐用品：先升后稳。住房、汽车、家电、珠宝。中国的特殊性

• 服务：稳步上升。住宿既公益事业消费，医疗，汽车后服务，航空、电影、
体育、金融、教育

• 最后达到一个稳定状态，非耐用品、耐用品和服务消费大致是2:1:7的结构





六、新需求、新制造、新服务

• 供给是需求的函数

• 海淘近1万亿，8千万人。说明什么？

• 马桶盖

• 几乎所有产品都可以重新做一遍，重新思考、重新定义、重新设计、
重新制造。制造业的春天

• 消费场景细化，产品用量增减，用户意识变化，产品品质提升

• 吃：牛肉面、三只松鼠、外卖、“中食”





七、未来升级，升什么？

• 过剩与短缺并存。民生问题如何解决？

• 消费的年龄段特点

• 从传统消费到新兴消费

• 从物质消费到精神消费

• 从商品消费到服务消费

• 从线下消费到线上消费

• 从非信用消费到信用消费

• 从大众消费到小众消费

• 手机是消费升级的启蒙老师

• 大趋势十个字：互联、数字、智能、绿色、订制



八、企业面临的挑战

• 新的商业格局

• 本土品牌取代洋品牌，年轻品牌取代老品牌

• 品牌老化、团队老化、意识老化、手法老化

• 要么保持创业状态，要么被创业者干掉

• 转型是唯一出路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