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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需要世界品牌  

 
黄   鹰  

 

一、“中国制造”的症结所在 

1.“中国制造”缺少世界品牌 

随着中国产品大量畅销国际市场，“中国制造”就成了

社会关注的话题。一份名为“科技与中国制造”的研究报

告指出，中国制造产品在世界上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包括家电、医药、电子、服装等 10 个制造业在内的共 80

余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位，在世界制造总额中的比例

也超过 5%，位居世界第四。如中国彩电产量占有世界市场

的 1/4，位居世界第一；空调产量 1998 年就已占有世界市

场的 40%；钢铁产量，自 1996 年已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

第一大生产国；乙烯产量，2001 年超过韩国，成为亚洲第

二大产地；洗衣机产量占国际市场 1/4；摩托车产量占世

界的 43%；电脑产量占世界 39%．．．．．． 

因此国际舆论认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正向中国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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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成为世界工厂。许多中国人也因此认为中国已经成

为了世界工厂。 

如果单从中国制造的许多产品的产量上看，中国似乎

已经是世界工厂了！ 

事实上中国正成为某些产品的制造基地，但是在大量

销售的“中国制造”的产品中，中国品牌却廖廖无几，中

国制造没有世界 100 强的品牌。在我们众多世界销量第一

的产品中，也找不到中国的世界品牌。中国企业大都采取

OEM 的制造方式，处在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 

2.“中国制造”缺乏核心技术 

中国正成为承接世界制造业向外转移的重要基地，但

是在众多“中国制造”的背后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

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水平还较差，产品技术含量不高，自主

技术能力缺乏，企业大都以 OEM 形式替其它品牌加工生产，

设备、技术、品牌、市场都掌握在别人手中，只有生产在

中国。因此“中国制造”只是表示一个产地，故国内许多

学者又认为“中国制造”与世界工厂还有相当的距离。如

我国 DVD 行业因为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结果整个行业干

着专利侵权的事，正被各专利人追偿，如果按各专利人的

要价实付的话，可能 DVD 行业又将雪崩。 

目前我国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尚处于起

步阶段，创新成果产业化迟缓，技术开发与创新经费投入

较低，这些都大大制约了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中国制造”

如果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中国制造”的腰就一天硬不起

来，就只能是别人产业链上的一个环节，受到别人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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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品牌是“中国制造”的有力支撑 

1.世界工厂今昔有别 

19 世纪的英国，20 世纪初期的德国与美国，50 年代

的日本以及 70 年代的韩国，他们在过去的近 200 年的时间

里都扮演过世界工厂的角色。历史上每一个世界工厂的诞

生都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工业化进程的深化，伴随着新产

品的诞生和生产的规模化，那时的世界工厂就是一部工业

化的历史。由于产品短缺，因此谁能生产出产品谁就有市

场，谁能生产出质量更好的产品谁就有优势，谁有新产品

谁就领先，谁能生产更多的产品谁就拥有更大的市场。 

今天随着科技的进步，生产力得到很大的提高，生产

出优质、大量的产品不再是问题，信息时代，使科技创新

与产品更新换代的周期更短，你能生产出的任何产品别人

都能生产出来甚至质量更优，价格更低，你所能创新的技

术在很短时间内别人就可以跟上甚至超越。不再存在短缺

的产品，产品同质化日趋严重，不同企业生产的产品的差

别将集中体现在品牌上，品牌是过剩经济的产物，伴随着

竞争诞生并伴随竞争成长。 

今天的世界工厂与过去的世界工厂已经有了质的区

别：过去谁有领先的技术和强大的生产能力谁就能成为世

界工厂，谁就占有国际市场；而今天哪里生产成本低哪里

可能成为世界工厂，即使是世界工厂，却未必能占有国际

市场，而且再有新的低成本区域出现，工厂就可能会转移。

因为工厂生产出来的是产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是商品，

而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进入流通渠道时就成了别人品牌下

的商品，消费者只能从生产的源头上找到中国制造的踪影。

因此今天的世界工厂不一定拥有国际市场，而生产环节则



 4

成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手段，遵循着优势资源和低生产成本

的原则。今天因为我们丰富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宠大

的国内市场而形成的生产成本比较优势使我们成为世界品

牌生产转移的基地。 

2.世界品牌是实力的集中体现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为

世界品牌加工生产产品，但是我们处于价值链的低端，赚

取的是微薄的加工费，我们生产的许多产品在世界市场的

份额与产值和利润完全不成比例。如领带产品占据世界市

场 30%的份额，而产值却不到 10%，利润更不到 5%，显然

大部分利润都被品牌企业所获得。要摆脱这种替人做嫁的

局面，唯有走品牌之路，打造出中国的世界品牌。 

据新加坡《联合日报》排出的全球最有价值的 100 强

品牌，其中美国占 62 个，以 62%的份额显示出经济强国的

地位，英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则占了另外的 38 个。这些

拥有世界 100 强品牌较多的国家，他们的经济实力也在国

际上名列前茅，事实证明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国际品牌数量

越多，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也越强。而国际品牌没有国界，

可以不设工厂，但仍占有市场。如英国是一个不产茶的国

家，但却拥有世界级的茶叶品牌——“立顿”，中国、印度、

斯里兰卡都是它的茶叶基地和茶叶加工厂；可口可乐除掌

握核心配方和品牌外，哪里有市场就在哪里建厂，麦当劳

更是凭一个品牌和经营模式在全世界聚财。 

世界品牌不仅是信任、忠诚、市场、效益的化身，并

成为一个地区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更是国家形象，国家

实力的显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世界品牌的数量，彰显着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没有品牌的“中国制造”是低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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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没有世界品牌的“中国制造”，是没有核心竞争力的。

要成为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要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

济大国、强国，没有世界品牌是无法实现的。因此走品牌

之路，加强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大力培育企业核心竞争

力，努力塑造世界品牌，方能为“中国制造”提供强有力

的核心支撑力，提升中国制造的档次和在国际市场中的地

位。 

 

三、打造中国制造的世界品牌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不

仅摆脱了短缺经济，而且迎来了生产力的飞跃发展，我们

生产的产品多种多样，遍销世界，中国经济的腾飞给世界

带来巨大的震动，中国人正扬眉吐气地走向世界。但是我

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制造”的层次还较低，还没

有我们自己叫得响的品牌，在国际品牌的舞台上，还没有

我们的一席之地，在过剩经济的年代，我们要占领世界市

场，必须走品牌之路，打造中国的世界品牌。 

1.夯实中国制造业的基础 

虽然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

也只是最近十几年我们才摆脱商品短缺的困扰，我们也不

可能一下子跨越其它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之路。从目前

状况看，作为国际品牌的加工基地也是中国成为经济大国

强国的历史机遇。这不仅可以使国内现有的生产线、劳动

力和资源充分运转起来，吸引外资，创造就业机会，改善

职工生活水平，提高国内企业的经济效益，更可使我们企

业在生产、技术、管理、人员等方面得到锻炼，提升“中

国制造”的水准，并可完成自身的积累，拉近与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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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距。因此我们要利用好世界制造业战略性转移的大好

机遇，有选择的引进、吸收国外制造业的先进经验，把利

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和雄厚资本与我国制造业的升级、发展

有机结合起来，以增强中国制造业的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为“中国制造”创立自己的品牌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2.借宠大的国内市场孕育自己的品牌。中国有 13 亿人

口，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国际品牌大举挺进中国，

在中国投资办厂，也无非是看重中国宠大的消费市场。中

国巨大的市场，为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提供了可能，为中国

企业铸造自己的品牌提供了方便，这是中国企业的幸运，

我们应把它变成国内品牌诞生的摇篮。随着全球经济一体

化和中国加入 WTO，国外品牌在中国开疆拓土不再有任何

障碍，我们必须以自己的品牌去应战，因此不论是自主生

产企业或是 OEM 生产企业，都必须树立强烈的品牌意识，

让我们企业在不断得到锻炼，不断做大做强的同时，一定

要创立自己的品牌，在国内市场上培育自己的品牌，通过

国内市场检验的成功品牌，让它走向世界，进而打造出中

国的世界品牌。 

3．借 OEM 和与国外企业的联合，开拓通往国际市场的

渠道。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

世界正在经历着新的经济分工。中国因为拥有丰富的自然

资源、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广大的国内市场，从而成为世

界品牌的加工基地。中国企业通过为国际品牌加工生产，

得到了全方位的锻炼，同时也说明我们的制造业水平达到

了生产世界名牌的质量和要求。在合作过程中，这些世界

品牌对我们的生产、产品和市场方面也起到一个示范作用，

让我们了解了国际市场的需求，以及通向国际市场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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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的企业在时机成熟时自建品牌开拓国际市场做好了

铺垫。 

4. 要有创世界品牌的决心与信心。品牌之路决非一帆

风顺，创建品牌不仅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而

且充满了风险，在其成长过程中充满了各种可测和不可测

的危机，我们必须要有坚持不懈的恒心和决心，方能成功

塑造出我们的品牌。本世纪初中国已顺利加入 WTO，这意

谓着我们不得不提前和国际品牌同台竞争，虽然我们的实

力还很弱小，创品牌方面还缺乏经验，但我们除了要学习

国际品牌的成功经验外，更要有百折不挠的创品牌的决心

和信心，才有希望打造出我们自己的世界品牌。 

5.创中国的世界品牌群。哈佛教授们把国家之间的竞

争归结为企业间的竞争，而企业之间的竞争又被归结为品

牌与品牌之间的竞争，而品牌之间的竞争体现的是综合实

力的竞争。在产品同质，供过于求的今天，品牌是企业占

领市场的旗帜，是消费者选择的向导，是质量与信誉的保

证，是企业利润的源泉。如果说今天的世界工厂是生产大

国的标志，那么世界品牌、一群世界品牌就是经济强国的

标志。如果我们有一批经市场检验的世界品牌，“中国制造”

就有了强有力的支撑。因此我们要创世界品牌，而且要打

造一批世界品牌，中国政府应该把握世界制造业新一轮战

略转移的历史机遇，引导企业有选择、有重点地利用后发

优势，对我们的企业和知名品牌进行扶持，为企业创造更

为宽松的环境，希望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完成从“中国制造”

到“中国品牌”的转移。在世界 100 强品牌中能有一批中

国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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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库快参》是综合开发研究院编印的一种内部参阅资料。

《脑库快参》的对象是社会精英和高品味的读者群：各级政

府决策部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及海内外各类企业和机构的

高层管理者。 

《脑库快参》以重大政策和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研究为

主要内容，同时选登国内外最新重要经济动态和信息，发表富有

价值和启发性的评论文章。 

《脑库快参》注重思想性、启发性和政策性，努力做到思想

敏锐、观点鲜明和理论超前，同时坚持文字上的生动活泼和流畅

可读。 

《脑库快参》将不定期编印，每期一个主题，每篇文章三、

五千字甚至更长一些不等。 

《脑库快参》以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人员所撰写和摘编的稿

件为主，同时也广泛欢迎社会各界及学者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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