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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可馨博士 

 
 

…因为二者的激烈摩擦与完美协调: 中国制
造 2025 与工业 4.0 

两个未来战略规划的比较 

 

当今世界已经对未来做好了准备。至少中国制造 2025 和工业 4.0

这两个由上层政府机构思的未来规划方案使我们相信这一点。

在中国，人们对五年规划已习以为常，但这对于德国相关行业

属于轰动一时的事件。这两个未来规划抛出了持续性重构经济

结构和转型社会的“炸弹“，与此同时，也向两国展示了进军世界

巅峰的良机。 

 

工业 4.0 致力于智能化生产以及 IT 与生产的巧妙结合，从而实现

中小企业效率的提升，资源及成本的节约。而“中国制造 2025“着

力于中国本土十个具体的领域。根据公开讨论的时间，中国制
造 2025 是在工业 4.0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二者目标及目标领域的

重叠并非偶然。 

 

中德两国的未来规划都面临着人口发展方面的老龄化问题，都

急需要寻求舒缓和高科技的解决方案。同时，受过良好教育的

人才越来越多，他们愿意投入到相关的事业中。一方面，低层

次工作机会的减少有利于社会的高度工业化和发展。同时，近

期出现了朝向欧洲的民族迁移，中国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

他们需要这其中大部分的简单工作。这些工作有利于融入，更

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平和。德国和中国政府有理由加强这方面的

合作，同时，是否也有充足的理由为了改善两个未来规划的框

架条件延缓低水平劳动力的流入? 理由当然不充分，因为经济的

持续发展能够提高中德两国的未来安全性。经济的良好运行能

够保障政府的财政余力，以为社会性投入提供资金。 

 

中国在落实中国制造 2025 中提出的远大目标之前，必须要实现

工业 2.0/3.0 的工业化目标。或者如工业 4.0 通过国民经济部门

II+III 的融合增加优势。工业 4.0 的构想也致力于导向一种企业经

济新秩序的建立：如重审学科专业的界限和概念，或者严格实

施接口管理，上述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两个。为了在全球化的世

界中跟上步伐，变革的速度在未来将再度提高。因此，众多中

国同胞创新性和高速地吸收技术产品的能力，在这里是一种珍

贵的交换资源。有远见的企业将越来越意识到，要增聘变更管

理员和通才作为架桥人。上述两类人才有助于克服交接问题，

这将通过两个未来规划的落实和逐步数字化的经济的网络化来

实现。 

 



 
 

3 

要实现完全信任的合作，其建立在必要性数据共享和不同重要

系统网络化的框架之上，用心选择合作伙伴将是成功的关键。

技术和人员间的安全考虑主导着这类企业。空前的复杂性越来

越依赖于可靠的系统，指标和值得信任的人员。而良好的声誉，

合法经营以及企业及家族的悠久历史是被选为良好合作伙伴的

有利砝码。中德媒体对于合作的负面实例都有所报道；而德国

中小企业对于积极正面的例子了解不多，从而在选择中方合作

伙伴过程中急需相关的信息。对此，德方合作伙伴刚好可以向

中方学到沟通的能力；练习通过目标导向和专注的合作实现共

同目标，这已成为经济生活中无所不在的事实并在中国文化中

由来已久。首先必须更多考虑思想智慧，这具有更加重要的意

义。否则，构成关系学和工业 4.0 基础的顾客导向和关系管理将

不再可能。在这一领域许多中国人得以成功，并将女性典范在

全球企业中成功运用。反之，欧洲合作人注定将个人主义作为

根据顾客需求量身定做产品的基础，在中国商业界进行更明了

的注解。 

 

中国制造 2025 作为对成功和可靠合作的代言是否受到质疑? 工
业 4.0 涉及整个工业部门，而中国制造 2025 被看做立足本国的保

护性应对框架。如下问题再次被提出，这一本地化的方案在全

球化政府合作的框架下是否有效，尤其是在 IT，网络化， 创新

和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背景下。经济发展的后果至今不可能被完

全限定在一国国界之内。溢出效应过去存在，在网络化的世界

还将继续存在。在这个一切事物网络化的时代，人们必须适应

现代化的发展，以实现与世界的良好对接。中国历史上不乏正

反两方面的实例。 

 

谁将跑赢智能化未来规划的赛跑?孙子在 2000年前说过：知己知

彼，百战百胜。 

 

善于应变的企业将两种构想的优势巧妙结合，以平衡现有的劣

势。前提是建立在对两个经济体系和经济现实的深入了解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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