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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中中国国国国制造制造制造制造””””从从从从乔乔乔乔布斯得到什布斯得到什布斯得到什布斯得到什么么么么警示警示警示警示

(2011-11-07)  编辑发布：中国船舶在线  

  【摘要】“中国设计”应提升中国制造的智力成本

  乔布斯斯人已去。北京的大街上正在到处贩卖《乔布斯传》，那些善于模

仿和跟风的商人抓住这位创意大师剩下的最后一点赚钱机会，绝不允许错过。  

  贩卖10元一本的盗版《乔布斯传》的小贩，可能永远不知道这个戴无边框

圆眼镜、留着络腮胡子、头发稀疏的外国人意味着什么。  

  一家保健品生产商则及时打出广告，“乔布斯这部车只跑了56年，真可

惜！”他们说，乔布斯走了，最应该反思的是，企业家服用什么滋补药保养身

体，才能慢一些“退出生命的跑道”。  

  对乔布斯的“纪念”已经变了味。这难道是沉沦在全球产业分工链条低端

“打工仔”位置的“中国制造”所应有的姿态？ 

  苹果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在资本全球化、产业分工国际化的今天，缅怀逝者的同时却无法回避这样

的问题：为什么在苹果公司创造的无与伦比的产业奇迹背后，在令消费者痴狂

的“i”系列产品生产链条末端，不知道是否有人在反思其利益分配与产业链条

高端的天壤之别。  

  苹果系列是“全球代工”的经典产品。乔布斯的公司只负责设计、技术监

控和市场销售，而所有的生产加工环节都以“委托生产”方式，外包给遍布世

界各地的下游制造商。“我们动脑，他们流汗；我们出思想，他们卖体力”。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以高技术专利和创意能力见长的跨国公司，都把廉价的

加工环节和生产基地像包袱一样甩给“打工国家”。1997年乔布斯“归来”之

后，苹果公司成为其中的佼佼者。  

  苹果手机（iPhone）的产业链价值分布最说明问题。据调查，从美国进口

一部在中国组装的iPhone手机是178.96美元（实际零售价格要在两倍以上），

其中闪存（24美元）和屏幕（35美元）是在日本生产的；信息处理器和相关零

部件（23美元）是韩国制造的；全球定位系统、微电脑、摄像机WIFI无线产品

等（30美元），是德国制造的；蓝牙、录音零件和3G技术产品（12美元）是美

国制造的。除此之外，材料费用、各种软件许可证和专利费用，合起来近48美

元。最后算下来，在中国组装环节的费用不过只有可怜的6.5美元！这意味着富

士康一类的公司以及成千上万的中国劳工，从那部时尚而尖端的手机里，只能

分享3.6%的价值，按零售价计算不足2%!  

  乔布斯逝世前，苹果公司市值一度攀升到3370亿美元，超越埃克森美孚石

油公司，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相当于微软、惠普、戴尔三大巨头的总

和。它今年还荣获全球最具价值品牌评比第一名。  

  但大量的调查和报道反映了下述事实：在苹果公司高利润的背后，一方面

是其代工企业工作条件过于严酷、压力巨大，直接损害了员工权益和心理健

康；另一方面是缺乏监督，导致代工厂家的废水、废物排放对环境造成难以弥

补的伤害。而这些“代价”，苹果的代工企业都以“利润太薄”来搪塞。  

  一位调查了深圳富士康和昆山几家苹果代工企业的记者感慨地说：“ipad

成为乔布斯的又一台超级赚钱机器。在苹果公司光鲜的表面背后，隐藏的却是

一条交织着劳动汗水与金钱暴利的利益链条。”的确，iPad、iPhone保持着50%

以上的利润，而中国本土的代工企业只能拿到约2%的微利，因此才有了“40万

左右大多出生于1990年以后的年轻中国工人，拿着以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为基准

计酬的底薪，在严格保密的生产线上消耗着他们一生中最美丽的青春”。  

  有点儿荒诞的是，中国这个处于“苹果产业链”最低端的国家，正在变成

苹果产品销售额成长最快的地区。乔布斯生前并不在意中国市场，他从未来过

中国，就像他可能从不在意那些将他“伟大的灵感”组装在一起变成绝妙产品

的底层劳工一样。而只是在今年第三季度，中国区市场就给苹果贡献了38亿美

元收入。  

  中国消费者对苹果的“狂热”非同凡响。去年北京大悦城一家苹果店开



业，正逢iPhone4上市，据店员称，第一天销售额即达到3.8亿人民币，“刷卡

机被刷爆，瘫痪了两小时”。这些“果粉”们，在大师仙逝的时候当然忘不了

纪念：乔布斯的创业故事成了传奇；他的言论和影像如同先知的神话般在网上

风传；而中国的IT产业精英则自称是“乔布斯的门徒”。  

  苹果公司的标志是一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据称这蕴含着乔布斯的商业哲

学任何完美的创造都有不完美的一面。可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在中国这

个苹果产业链的末端，这个最真切地体现了苹果“不完美”和“完美的代价”

的地方，竟会有如此强烈的“乔布斯崇拜”？ 

  “中国制造”不能只做跟从者  

  如果除去为苹果提供配套的零部件生产商，苹果公司本质上其实是一家提

供娱乐服务的企业，“i”系列产品就像时尚产品和奢侈品一样，属于“大玩

物”。苹果的产业链价值效应，如果没有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和产业研发能力

做支撑，没有美元的全球化和强势的美国文化做后盾，是很难建立起来的。因

此，作为仍处于“打工仔”阶段的中国企业，即便目前不得不做“代工”而忍

受苹果公司苛刻的要求和压榨，却不能在精神上轻易被这个“玩物”俘获了灵

魂，进而束缚了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如果这样，“崇拜”就变成了枷锁，

“中国制造”永远都只能是亦步亦趋的跟从者。  

  “你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为别人而活。”这是乔布斯的名言。想想那些

在富士康封闭的工厂里加班加点的劳工们，再看看为买苹果产品排队等到天明

的消费狂热景象，这些人到底在为谁而活着？崇拜乔布斯的人们，其实是最不

能理解乔布斯精神的。  

  网友“武汉的小路”的一则微博引发了争议。他的观点与大多数人不同：

“乔布斯个人的成功是美国衰落的一个很好注脚。他的苹果市值超过洛克菲勒

留下的美孚，现金流超过美国政府，说明的不是产业升级和社会活力，而是美

国的衰败和消费主义深渊的无底。在占领华尔街的民意汹涌的今日，市值最大

公司的前CEO死去意味着什么？”  

  将乔布斯“推向神坛”的人们会觉得这种看法是“酸葡萄心理”。而中国

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小东认为，中国年轻人对乔布斯的“反思”或者某种

“反叛”有其合理性。  

  他认为，乔布斯作为一家企业的领袖，对工业设计的推崇和对全球化外包

产业的集成利用“是非常聪明的”，也非常成功，但如果把这种方式放大到一

个国家，则存在问题。毕竟，没有基础研发和科技创新，苹果崛起这种“锦上

添花”就无法实现。美国的产业如果完全建立在“苹果”模式上，让别人为它

打工，它只是贴牌，从长远看并不是国家之福。“产业空心化”肯定是国家衰

落的标志，“这个道理很简单：做基础开发的人少了、钱没了，今后拿什么东

西去实现你那聪明的创意？”  

  王小东称，有人将中国出不来乔布斯归结于中国的制度不够开放，中国的

教育扼杀了创造性，这也偏颇。中国之所以出不了乔布斯，最根本的“是因为

中国没有IBM”，基础研发差距大。  

  “在过去的很长时间中，中国的钢产量比美国少一到两个零。今天，中国

的粗钢产量已经是美国的8倍，只要假以时日，并且不被苹果的神话所忽悠，老

老实实走先炼钢发电，然后培养中国的IBM、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简

称），我们自会涌现出更多的乔布斯、盖茨。”他说。  

  中国船舶工业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宋晓军表示，中国的“80后”年

轻人是讲求实力、也懂得实际的一代人，他们可能会追求“苹果”的产品，却

不一定就完全是崇拜乔布斯。在他们看来，乔布斯的伟大在于，在一个“人人

为钱、钱奴役人”的社会里，提供了一个缓解焦虑、老少皆宜的玩具。  

  宋晓军认为，“苹果”的成功和乔布斯离世带给人很多反思，对中国年轻

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认为“中国不能当下一个美国”。在工业社会，财

富就是制造工业品，工业品是造出来的，不是“印纸币”或“炒地皮”忽悠出

来的。美国过去的工业相当于世界一半，还能带动许多国家工业恢复或发展。

这种富裕可以学习，也应该学习，但现在美国已经是一个“被金融资本绑架的

寄生国家”，这种富裕中国不能仿效也无法仿效。  

  当然，乔布斯创造的苹果公司，可能是美国产业中除了军工和金融之外，

凤毛麟角的还算有些技术含量的产品了，“主要是设计理念的精益求精”。 

  “中国设计”应提升中国制造的智力成本  

  技术能力是骨骼，制造能力是肌肉，设计就是给躯体注入灵魂，一个产品



或品牌，才有了永久的生命力。乔布斯的伟大，在于其对工业设计苛刻甚至极

端的追求。与苹果相比，“中国制造”真的到了需扭转发力方向的时候，应该

“给自己穿上行头了”。正如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理事长朱焘所言：中国制造从

拼数量、拼规模，到拼质量、拼价格，终于在世界市场上有了一席之地，“现

在老路走不下去了，要拼技术、拼设计了，这决定着中国经济的未来”！  

  乔布斯的故事应该让“中国制造”警醒。必须认识到，头脑的竞争正在取

代肢体和肌肉的竞争。当然，不能说“中国制造”从前争取“打工仔”的地位

是错的，那时候历史条件不一样，但到了今天，必须认识到企业赢得未来的方

法已不是简单地卖体力，而是靠灵感、创意和恰如其分的完美设计。从这个意

义上说，真正的竞争，不能仅仅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而要真正诉

诸于技术和创意的“创造性对抗”，这才是工业竞争推动文明进步的真实含

义。  

  有营销业人士把“苹果”产品同美国哈雷摩托车相比。买一辆性能还算不

错的摩托车，与“拥有一部哈雷”，这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仅仅是排气量、

款式、驾乘舒适度等，这些有形的比较吗？在哈雷制造公司内部，流传着这样

一个妙趣横生的说法：我们出售的不仅是一部机车，而是一种能力它能让身穿

黑色皮衣的43岁的会计师，驾驶着轰鸣的钢铁电驴穿越无数的边陲小镇，这甚

至让人感到恐惧！落实到哈雷销售人员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您购买的是一种

“反叛的生活方式”。  

  一家“摩托车制造商”已经变成了时尚和潮流的代名词，而中国这个世界

上最大的摩托车生产基地却只能在廉价、低端的位置徘徊。同样，乔布斯提供

的“苹果”系列产品，也达到了其他那些手机、电脑生产商完全不同的境界它

给现代年轻人提供了一种“另类的文化和生活体验”。  

  沿着如上思路，人们还会继续发问：喝一杯香浓的咖啡，与“到星巴克坐

一坐”，这之间又有什么本质差别？前者只与口味或嗅觉有关，而后者却成了

美国人的社交名词星巴克连锁咖啡店，是一个让你放松、发呆，或者会见好友

的去处，它甚至将自己打造成一个流行文化窗口，让音乐、书籍、电影之类的

文化产品与咖啡实现了完美的结合。  

  再看看那些进入全球最佳品牌排行榜的公司吧。体育用品制造商耐克，说

自己“不仅仅提供高性能的运动设备，而且承诺一种高品质的生活”；时尚服

装品牌阿玛尼称，“穿上阿玛尼，你便成了阿玛尼”，它意味着成功，休闲和

品位，而该品牌创始人阿玛尼，那个70岁的白发老头，还准备涉足汽车内饰和

特色餐饮业；英特尔公司只是提供一个看不见的芯片吗？不！它带来的是“由

技术所推动的最前沿的生活”。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被称为“新商业教父”的美国企业营销大师汤姆·彼

得斯说：“我们以前生活的世界，资产是指你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比如烟

囱、运输带、泥瓦墙等，但今天，我们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在这里，几乎所

有的价值都建立在无形事物之上，这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而是看不见的“经

济想象”。  

  日本人曾经以“质量就是一切”的精工制造扫荡全球。今天，“中国制

造”正在努力摆脱粗制滥造的形象，依靠低成本打造的市场基础向追求品质的

高端制造业前进。在我们身后，以“越南制造”为代表，东南亚的制造业已经

起锚了。也许还有更多的后来者，他们同样拥有数量庞大的渴望着挣取“加工

费”的低廉劳动力。能快速提供产品，还能快速提高产品质量，甚至提供品质

不断提升的服务，这些都已经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瑞典经济学家诺得斯多姆在《新型商业》中说：“在现在这个过剩的社会

里有一批相似的企业，他们的经营情况非常相似，他们雇用相似的员工，员工

又都拥有相似的教育背景，他们用相似的经营理念，生产着相似的产品，而这

些产品又有着惊人相似的价格定位以及相似的质量。”  

  雷同是个巨大的陷阱，对于“中国制造”来说，最可怕的是未来被淹没在

雷同的海洋中，毫无个性，最终迷失了航向。  

  “在高手云集的世界里，正常化和标准化就意味着一无所有。”所以，可

能基于对雷同的恐惧亦或厌恶，瑞典人创造了宜家(IKEA)，重新塑造和诠释了

人类的家居文化。  

  汤姆·彼得斯的警告更能引发思索。他以先知般的口吻教育美国人：我们

绝不能把国家定位成一个“制造型国家”，相反，要在不断增加“智力资本”

的前提下，建构起我们的价值链。  

  某种程度上说，商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最大限度地依赖人们对想象力

极限的挑战。这一挑战，几乎改变着所有行业的既定规则。资本实力和运作技



巧，商业模式和强大的执行意志，都在全力的服务于人们丰富的想象力所开创

的价值增值空间。如何实现“附加值最大化”？而不仅仅执着于削减成本，降

低价格或进行“填鸭式”的强制性推销以及无效广告的狂轰烂炸，这同样也构

成了当下“中国制造”要提升竞争力最重大的课题之一。 

  呼唤中国的“乔布斯式”企业家  

  全世界都在怀念乔布斯。本质上说，这是对那种无限创新和向极致追求的

冒险精神表达敬意。中国不需要“乔布斯崇拜”，却需要继续立足实业基础，

在基础研发和专业化上下工夫。同时，要领悟和学习“产业链效应”的本质，

培育自己的创新土壤，呼唤自己的“乔布斯式”的企业家。国家和政府更应构

建强大的制度、资本和文化条件，支持和激励本土那些真正具有自主独创精神

的创新群体。  

  最近，中国政府提出要大力实施文化建设工程、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坚持文化软实力和经济硬实力同步提升。这其实给“中国制造”的未来发展指

出了方向。  

  应该说汤姆·彼得斯所谓“智力资本”，归结到最后，就是文化的竞争。

在商业的更深层面，中国文化产值在经济中的比例还相当低，搜索带有中国元

素，中国本土文化特征的产品，大多都是以“部落文化”的角色出现，大多时

候还游离于主流之外。因此，在中国文化走向强势、走向主流过程中，其实孕

育着真正的机会。  

  诉诸于文化竞争的商业，肯定改变世界。这才是以“反叛”著称的乔布斯

最本质的精神要素。中国人已经用“MADE IN CHINA”证明了自己吃苦耐劳的商

业意志，而一个新的挑战已经赫然摆在眼前，我们能否可以在想象力无边界的

“无形时代”，真正展现中国人的智慧？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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