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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站在中国这一边作者宁南山知乎粉丝超过20万，文章点赞数均过千。其擅长以扎实的数据对中国产业进行深度理性地分析，在这一领域是公认的国内第一人。



内容简介

一本让你重新认识中国制造和产业升级的时事教科书！

产业强则国强，历经40余年的高速赶路，“世界工厂”到了必须升级的节点，升级方式和路径牵动世界产业格局，攸关国民福祉。

长期以来，中国制造给人以“组装货”“档次低”的刻板印象，实际上完整的工业体系、卓越的系统集成能力已然为国民经济夯实了基础，在很多领域具备了进军高端的潜力，甚至已经领先世界。本书以宏观视角和充分客观的数据，带领你重新认识中国制造。

如今，中国制造面临着东南亚多国在低端制造领域的追击以及欧美和日韩在高端制造领域的阻击，升级之路必然惊心动魄。作者深入产业竞争前线，带回一手观察记录，提升你对中国制造乃至中国前景的信心。

站在中国制造从大到强，由量变到质变的历史关口，我们要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和行业做到心中有数，以获取应对变局的力量。本书以扎实的分析和客观的描述带给你这种力量。

本书特色

火爆全网！产业分析大神宁南山提神醒脑之作，超过100万人持续追更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用数据告诉你为什么中国崛起势不可挡

看懂中美争端真相，为什么只有中国堪称美国对手

共享中国崛起红利，精准抉择学业、职业、投资

知乎“神级”博主，观视频新晋专栏大佬，公众号超高打赏守护的良心作者

袁岚峰、叶檀、金灿荣都在转发推荐的产业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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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全球进入中美科技时代

2010年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现在总体科技产出也超过了日本，仅次于美国。事实上，日本在基础研究领域下滑非常严重，不仅已经落后于中国，而且被英国和德国超过。

2017年6月13日，《日本经济新闻》发布了一篇新闻报道，叫作《全球科技进入中美两强时代》，说明日本媒体也开始正视现实，那就是中国和美国不仅在经济总量上领跑全球，而且在最新科技发展上也是全球两大核心力量。

实际上，最近几年中国科技出现了井喷式发展：国产航母下水、国产万吨“大驱”下水、新式火箭顺利进入太空、货运飞船成功发射、智能手机用上了国产芯片、超级计算机领跑全球、量子通信和第五代移动通信都处于世界一流水平等。

本章我们从日本人的视角来看一下中国科技的实力。

来自日本官方的全球科技实力报告

日本文部科学省官方每年都会对世界各国科技实力产出进行数据统计，以下的内容全部来自日本文部科学省2016年版报告。

（1）中国的科技投入在2013年超过日本，同时在2014年达到了整个欧洲的56%，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科技投入国。

首先看世界各国在R&D[1]研发上的经费支出。按照日本人的统计，中国的R&D研发支出在2013年和日本出现了交叉，超过了日本，2014年更是超过日本17.9%，达到22.4万亿日元。实际上，2018年中国的研发支出已经是日本的两倍多了。

当然，韩国进步也很快，2014年研发费用超过了英国，和法国差不多。韩国崛起非常明显。

（2）R&D研发经费占GDP比例，中国已经接近欧盟28国平均水平，在世界主要科技国家中超过了英国。

中国2014年R&D研发投入占GDP比例为2.05%，欧盟28国平均为2.08%，英国为1.72%。日本为3.87%，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仅次于韩国（4.29%）居第2位。

[1]　R&D，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3）中国科技人才总量2014年为152.4万人，超过美国的125.3万人，仅次于欧盟28国的176.2万人。

资金和人才是一个国家科技发展的双发动机，按照国家维度，中国的资金投入目前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2位，人才投入则是世界第1位。

中国科技的真实水平

中国在科技领域投入大量资金和人才，在这么高强度的投入下，必然会带来科研成果的爆炸式成长，就一定会制造科技发展的风口。我们就从日本的官方报告里，看一下中国目前的科技实力到了什么水平。

我们把科研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基础科学研究，一部分是应用技术研究。前者主要以论文为主，后者主要以专利为主。

我们先看以论文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基础科学研究。从1981年到2015年，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的基础科研成果的世界份额都在下滑。

首先是美国。1981年的美国，论文数量占了世界38%，论文被引用次数占世界55%，这两个方面都高居世界第1位。而到了2015年，论文数量下降到世界的24%，论文被引用次数下降到世界的22%，但仍然是世界第1位。

我们再看看除了美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国家。1981年，世界基础科学研究第2位是英国，论文被引用次数占了世界10%左右；德国居世界第3位，论文被引用次数占世界大约6%；日本居世界第4位，论文被引用次数占世界大约5%。

那么中国呢？1981年中国发表的论文被引用次数占全球1%以下。到了2015年，论文被引用次数已经占到了全球的13.5%，跃居世界第2位。对比一下，居世界第1位的美国是22%；世界第3位的英国，大约7%；世界第4位的德国，6.7%。可见，中国增速一枝独秀。

1981—2015年，日本科技成果跟随其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先盛后衰的过程，论文被引用次数从5%跃升到了8%以上，然后随着“失去的20年”直线下降，来到了3.5%左右的位置。

我们再看2011年到2015年的科研成果变化情况。只有中国在直线飙升，其他主要科技国家，除了韩国以外全部是回落状态。这意味着德国、英国、日本这些国家科研输出占世界的比例全部都在下降。中国已经在总量上显著领先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看了基础科学研究的输出，我们再看看代表技术应用层面的专利数量。中国专利申请的许可量2014年已经跃居世界第3位，注意是许可量。如果按照申请量来看，中国每年专利申请100多万件，已经是世界第一专利申请大国，但是我们还是要看许可量，这个比专利申请量更有意义。

再看其他主要国家申请人申请专利的许可量。2014年，日本29.7万件，世界第1位；美国25.6万件，世界第2位；中国17.6万件，世界第3位；韩国12.7万件，世界第4位。但中国专利许可量是处于迅速上升的态势，而日本2012年至2014年则在不断下降。日本不管是论文数量、论文被引用次数，还是专利许可数量，占世界比例都在不断下滑。还有一个数据，也反映出日本经济发展的前景不太好，那就是技术贸易额。

日本每年技术贸易是顺差，顺差的金额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2位，经常被作为日本科技发达的证据。然而实际上，如果真的看一下世界各国技术贸易进出口金额的情况，会发现日本的趋势非常不好。首先，日本的技术贸易顺差是世界第2位，并不是因为其技术出口居世界第2位。看看日本人自己的统计，其技术贸易出口额2014年约为374亿美元，居世界第4位，位于美国、德国、英国之后。美国居世界第1位，技术出口1?362.7亿美元；德国居世界第2位，技术出口714.4亿美元；英国居世界第3位，技术出口456.6亿美元。

那么为什么日本技术贸易顺差高居第2位呢？这是因为日本在引进技术方面相对比较封闭。

实际上，日本在2003年以前经济繁荣的顶峰时期，其技术贸易一直是赤字，也就是引进的技术多，出口的技术少。在经济逐渐低迷之后，反而从2003年开始不断增加技术出口和转移，技术盈余逐渐增大，这对日本是不利的。

只有在一个国家创新力不断提升的时候，技术盈余的增加才是合理的，而一个国家创新力在不断下降的时候，反而必须要不停地从外界输入技术，加快本国的技术变迁，否则该国的科技和经济竞争力一定会下降。

我们从日本的科技报告中可以看出，中国的科技投入和产出都已经居世界第2位，同时还在快速发展，而日本的科研产出世界份额在不断下滑。在自身科技发展停滞的情况下，日本反而加大对外转移技术，同时在引进技术方面又很保守，这不是一个良性的现象，因为这会大大拉近竞争对手和自己的差距。只有在自身科技和经济顺利发展的情况下，对外技术转移才是良性的。日本在自身技术进步不大的情况下，应该加大技术引进的力度，才能确保自己不掉队。而不是去追求那一点200亿美元不到的技术贸易盈余，这是战略上短视的表现。

在日本的报告里，他们用总的论文被引用次数和总的论文数量来衡量国家科研产出。实际上，如果我们用高质量论文，也就是被引用次数排在全球前10%的论文数量来比较，中国现在也是世界第2位。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比较世界各国被引用次数排在全球前1%的论文数量，中国也是世界第2位。

汤森路透2016年统计的2004—2014年全球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在前1%的顶尖科学家数量，美国遥遥领先，顶尖科学家人数几乎占了世界的一半——47.5%；中国科学家有175人，占世界5.7%；日本仅为74人，占全球2.9%。可见日本在基础科学领域衰退速度之快。当然如果统计2007—2017年的被引用论文数量，中国只会更多，应该已经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3位了。

我们再看世界顶级科技杂志《自然》编写的自然指数，统计68种全球影响力最大的科技杂志发表的论文，根据不同权重做了自然指数，2016年2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的自然指数排名，WFC[1]中国是6?462.29，稳居世界第2位，已经是日本的两倍以上，当然同美国的15?794相比，差距还很大。日本只排在世界第5位。

创新力的来源

在日本文部科学省的报告里，基础科学研究，按照论文引用次数排名世界前4位的分别是美、中、英、德。文部科学省的这份报告数据，和世界其他知名机构的排名基本是一致的，例如《自然》杂志的自然指数排名，基本反映了各国基础科学研究的情况，排名是美、中、德、英。汤森路透的论文引用次数全球前1%的高水平科学家数量排名，前4位分别是美、英、德、中。

再看文部科学省报告的专利许可量，反映的是技术应用层面创新输出，世界排名前4位的是日、美、中、韩。这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排名基本一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PCT[2]国际专利申请量排名，2016年世界排名前5位的分别是美、日、中、德、韩。

看到了吗？在几乎所有的反映科技输出总量的排名里，中国基本都在世界前3位，所以要有自信地说我们是世界科技强国。

另外，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日本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已经逐渐落后其经济总量的排名，在各项排名里面，日本基础科学的输出都已经跌出世界前4位，低于美、中、英、德。但其目前在技术应用领域比较领先，专利数量和美国一起位于全球前两位。

宁南山的《未来站在中国这一边》，让你了解中国在全世界的位置

宁南山写的这本书，改变了我过去对一些国家的一些潜意识的认识，比如说荷兰、瑞典、印度、越南、墨西哥、斯里兰卡、韩国等。同时，也加深了我过去对欧美的一些看法，有不少看法大家还是一致的，比如说中美未来在一定时期内的拉锯战，一个要崛起，甚至要超越；另一个要继续保持老大的地位，自然要加强遏制，甚至是扼杀。这个时候，我们在核心技术上面，尤其是高端的核心技术方面，一定要独立自主，不能被人卡脖子，这才是坚持下去，并翻身的根本。

还有的，就是对欧洲一些国家的一些产业的了解，尤其是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还有对加拿大的、澳大利亚的一些简单涉入。印象比较深的，也有对日本、俄罗斯的一些产业的介绍。

不得不说这本书，尤其加深的是对中国的了解，以及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自信。

书上列举了21世纪初期，中国大量企业被外资收购的历史，这是让人比较心痛的。那个时候，一是缺资金，二是缺品牌，三是缺海外渠道，本来想着引进外资，可以引进人家的资金，使用人家的一些技术，并换来一些国际市场，最后发现，这都是痴人做梦，最终毁掉的是自己的民族品牌，有不少当时发展非常好的企业，尤其是好品牌，都从此一蹶不振，甚至慢慢消失。

当初，想用外资进来，想着开拓海外市场的，最后人家利用我们的本土品牌，最终把外国品牌引了进来，并逐步占领了中国的国内市场，以至于自己国外市场没拿到，国内市场也没挤压殆尽，真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中间，虽有一些企业，后来通过回购，收回了一些中国本土品牌，并做了起来。但是，更多的是，就算后来回购回来的，可是已经错过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从此失去和国外品牌相抗衡的资本，这不能不说，一些国企曾在改制时，有不少领导们的目光是短视，因此给中国民族品牌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里面举了一个格力空调的例子，我觉得可以列举一下。

说是2004年，格力差点被当地政府以9个亿的价格卖掉，是董明珠和当时的董事长朱江洪的表示反对，董明珠并亲自去见省委书记，坚持了反对卖格力的原则。最终，省里派了调查组，调查之后决定不卖。2004年，格力的销售额是138亿。

董明珠说，当地政府卖格力，是迫切希望他们的城市有世界500强企业。董明珠的意思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不是中国的，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有什么值得自豪呢？所以当时我们坚决反对。

董明珠最后说，我们用10年的时间，2004年到2014年的时间，我们给国家的税收是150亿元。如果我们买完以后，我们国家还有这么多的税后吗？我们国家格力这个品牌就没有了。而中国这么大的市场，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外国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养成了崇洋媚外的习惯。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努力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这个例子，是其中一个片段，但是很能说明问题。这是像董明珠这样的有民族责任感的女企业家的坚持，还有很多没有坚持的，最后好好的中国品牌都变成外资的更是不少。

书中，还讲到了不少中国当下在全世界名列前茅，甚至是全球第一的一些产业，军工、石油、天然气、农化产品、民用航空、航天领域、中国高铁、中国基建等等。

在这里再说一下中国基建，已经写了一千三百多字了，字数限制哈，不能多说了哈。

书中说，全球基建行业唯一一家千亿美元的公司：中国建筑。中国建筑2016年销售收入为1445亿美元，是全世界最大的建筑公司，“基建狂魔”绝非浪得虚名。在西方三大支柱产业的基础上，我们还多了一个，就是搞建设。这个地球上修桥、修公路、修高铁、修机场、修高楼、修轨道交通谁最强，毫无疑问是中国。

我们熟知的阿联酋迪拜的棕榈岛就是中国建筑修的；另外如果去泰国旅游，会发现20泰铢的钞票上有一座位于曼谷市的的拉马八桥，也是中国建筑公司修的。

中国基建公司拥有世界上数量最为庞大的富有经验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建筑工人，这些都是别的国家在短时间内无法拥有的。

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最大的电网、最大的高速铁路网、最大的高速公路网都是中国基建公司修的。事实上，世界上目前最长的人工运河、最长的城墙，都是中国人在古代就已经修好了的。

这本书中有一个观点说得不错：

中国制造的崛起，是在荆棘中杀出的一条血路，能有今天的成绩，是非常了不起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反围剿过程中，最大的共同经验，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要独立自主。不管合资、收购股权、被制裁、生态封锁、关税、禁售还是其他，独立自主地拥有自己的技术永远都是最好的反击手段。

总体来说，这本书，还是值得一读的，可以加深对中国产业的了解，不光是对自身的优点，还有缺点。同时，还要认清自己的对手，不光是现在最变态的对手美国，还是背后人家猛追猛赶的潜在对手，都应该有一个冷静的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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