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考通 APP 微信公众平台

公考通网校

www.chinaexam.org

11 月 12 日 19：30

申论二作业

http://www.chinaexam.org


www.chinaexam.org

1

（参考答案在最后）

专项训练（一）

【作答要求】

“德国制造”成为精品的代名词，离不开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请根据“给定资料 2～3”，对此进行概

括。（25分）

要求：紧扣材料，全面准确，条理清晰；不超过 350字。

【给定资料】

资料 2

德国只有 8000多万人口，却创造出 2300多个世界品牌。德国的机械、化工、电器、光学产品，乃至厨房

用具、体育用品等几乎都是世界上质量过硬的产品，“德国制造”成为了精品的代名词。

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德国制造”几乎涉及所有的制造部门，包括传统制造业、新兴能源、绿色环保产业

等，1990年之前，德国近 40%的就业岗位与制造业有关。汽车制造业被誉为德国“工业中的工业”，德国是欧

洲最大的乘用车生产商。德国化学品制造业几乎垄断了全球化学制品的生产和销售。

德国创造的世界精品，最为熟悉的莫过于“德系汽车”众多闻名遐迩的经典品牌：奔驰、迈巴赫、宝马、

大众、奥迪和保时捷等。几乎是行行出状元，业业有经典。

德国制造业主要集中规划在莱茵河流域、斯图加特等地。北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地区集中了汽车、生物

科技、化学、能源、环境技术、电子、机器设备制造等 15个产业，且聚集了众多的中小型企业；巴伐利亚地区

集中了宝马集团、西门子公司、奥迪公司、阿迪达斯公司等；许多著名企业则把总部设在了巴登——符腾堡地

区，如戴姆勒·奔驰集团、保时捷公司以及欧洲最大的软件企业思爱普公司等。

到上世纪 90年代，德国合法存在的垄断组织形式之一卡特尔有 200多个。共同利益集团的合作组织形式也

同时存在，它们主要存在于化学和药品行业，主要有染料利益共同集团（I.G.）和 I·G·法本公司。各种行业

协会，如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德国汽车工业协会（VDA）等，也被视为机器设备、汽车制

造业等的产业合作形式。产业内部采取卡特尔和共同利益集团的合作组织形式，是德国制造业领域应对国际竞

争对手的有效办法。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存在于化学品和药品制造、电气和电信、汽车制造等部门，而竞争合

作存在于机器设备制造、信息、服务产业等。

资料 3

长期以来，“德国制造”显示出了独特魅力。它是如何炼成的呢？

早在 16世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金提出，人们无需遵从教会指令，靠自己的辛勤劳作也可获得救赎。

这一思想对德国乃至欧洲产生了深远影响。德国百年老店有着优良的传统：理性严谨，不浮不殆，精益求精，

久久为功。如组装手表的老匠人，他追求的不是手表花样的翻新，而是走时更精确、零件更精细、质量更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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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 300多年历史的迈世勒银行的祖训是“欲速则不达”，即稳健第一、速度第二。德国最大的 100家家族企

业，平均年龄超过 90岁，绝大多数是名副其实的百年老店。

长期以来，德国涌现出许多发明创造的企业家。根据欧洲专利局统计，德国的人均专利申请数量是法国的

2倍，英国的 5倍，西班牙的 18倍。德国化学品制造业中有数十位化学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德国制造”

虽先后拷贝了英美技术和生产方式，但会对“拿来主义”的东西进行深入研究，再加上自己的创新，最后研制

出更胜一筹的技术和产品，这种刻苦钻研精神造就了德国众多的世界经典品牌。

小而精是德国中小企业的特点，小是指企业的规模相对于大企业而言，从业人数较少；精是指产品的科技

含量和单位产值较高。特别是那些在国际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小企业，更接近用户，更富创造力，正是这

些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撑起了“德国制造”的半边天。

在德国政府干预下通过的一些社会保障立法，如《疾病社会保险法》《雇员保险法》等奠定了德国社会保

障体系的基础。1949年后，德国建立了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政府通过专利保护、知识产权制度、环保等标准的

制定，为企业创新提供激励和必要的约束。政府还适时制定了产业发展战略，引导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德

国政府不惜斥资建立了从基础理论到应用研究的一体化科研体系，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知识产品及大量的研

发资金或补贴。德国约有 30万个行业协会和联合会组织，在企业和政府之间发挥着桥梁和纽带作用，并对制造

业进行指导和监督。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开始制定全国范围的标准制度，包括德国标准化协会（DIN）的设立及其认证

体系的建立；电气、电子和信息工程协会（VDE）认证体系的建立等。此外还成立了德国制造业的标准化组织，

使得企业的规模化生产成为可能，从而为德国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

早在 18世纪末，德国就确立了 6～13岁儿童必须人人接受教育的基本原则。德国重视国民教育的传统一直

延续至今，这对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具有长期效应。德国还建立了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培养了大量不同类

型的技术人才，这对制造业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完善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制度，为“德国制造”培养出世

界上最好的技术工人队伍。全方位的教育体系和德国人对教育重视的传统，对人力资本的形成具有长期效应，

是“德国制造”产品质量优良、富有整体竞争优势、获得世界声誉的保证。

专项训练（二）

【作答要求】

请概括资料 3所反映的我国制造业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20分）

要求：概括全面准确，条理清晰，篇幅不超过 200字。

【给定资料】

资料 3

2015年 1～10月，我国乘用车累计销售 1648.47万辆，同比增长 3.89%，中国车市以“低增长”的方式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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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前行，人才匮乏成为制约汽车行业快速发展的最大瓶颈。据汽车行业一专家介绍，目前中国汽车行业研发、

生产技术人才缺口 40万，汽车销售和售后人才缺口 70万，累计缺口达 100多万。他说，“整体而言，目前汽

车行业人才参差不齐，缺乏高精尖人才，影响中国由汽车大国走向汽车强国的步伐。”

对于我国机器人产业而言，最大的难题则在于技术。近两年，中国本土机器人厂商猛增至近千家，但主要

扎堆低端机器人的制造。减速器，特别是被机器人产业内称之为机器人“御用”的 RV减速器在我国起步太晚，

基本空白。RV减速器设计需要专用软件，仅通过测绘无法得到精确齿形数据，零件加工精度要求极高，加工困

难。由于无法简单“山寨”，RV减速器的自主研发道路极其艰难。到目前为止，中国人申请的 RV减速器专利

仅 26件，有效专利只有 13件，发明专利只有 2件，且都不属于核心技术。国外申请人在华申请了专利 47件，

其中有效的 26件，全部是发明专利。

近年来，随着创新战略的加快推进，我国研发支出呈现迅速增长趋势，研发经费占 GDP的比重逐年增长，

2013年首次突破了 2.08%。2014年研发经费占 GDP 的比重提升至 2.09%。数据表明，我国正在向创新型国家

转变。尽管如此，相比发达国家，我国仍有不小差距。据统计，美国 2012年的研发投入为 4535亿美元，中国

2014年相关投入约为 1.3万亿人民币，不足美国 2012年的一半。作为科研经费投入的当然主题，目前，我国超

过70%的研发经费来自企业，但与国际同行相比，我国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还有差距，如华为的投入强度为8.9%，

而微软近 14.6%；东风汽车为 2.1%，而日本丰田为 3.6%，德国大众为 5.2%。

此外，我国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长期偏少，2013年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仅占研发经费总额的 4.7%，远低

于发达国家 15%～25%的比例。我国企业用于基础研究经费的贡献很少，仅占全部基础研究经费的 1.55%，远

远不及美国的 21.33%。

技术研发固然困难，不让他人觊觎自身成果也不容易，按相关规定，申请专利必须公开专利说明书，而专

利说明书一经公布，专利发明的思路及技术特征就公开，专利批准又需要长时间等待，这样一来，专利尚未得

到授权保护，就可能已被侵权。盗窃专利技术的速度往往要比申请专利保护的速度快得多。因此，创新者很容

易陷入这样的窘境——不申请专利，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申请专利，知识产权也难得到保护。

更重要的是，相对于窃取专利所获得的巨额利润，侵权者所付出的违法成本明显过低，这使得许多企业不

愿投入资金自主研发。而是想方设法窃取他人的专利，甚至以此为“优势”对专利拥有者展开“成本价格战”。

这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也很容易把发明者及其企业置于死地。

“好酒也怕巷子深”，企业产品没有品牌，打不出品牌，想拥有市场自然难上加难，以医疗器械领域为例，

我国该领域约 80%的 CT、90%的超声波仪器、90%的磁共振设备、90%的心电图机、95%的心脏起搏器等市场

被跨国公司垄断。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国产医疗器械在核心技术上还存在不足，另一方面则不妨归

结为国人的“歧视”。对此，某 CT制造企业首席执行官就曾明言，在合资期间，同一条 CT生产线上，既贴牌

生产“飞利浦”产品，也生产自主品牌的产品，一模一样的质量，贴上洋标签，市场价格就要高出许多。要想

攻占国外品牌据守多年的市场，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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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 2025》指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打造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制造业，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我

国制造业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位，建立起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制造体系，成为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

石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我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推进制造强

国建设，必须着力解决上述所反映的我国制造业存在的普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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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与解析】

（一）【参考答案】

政府：1．集中规划；2．垄断组织竞争合法化；3．通过社会保障立法，建立完备社会保障体系；4．建立

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制定标准，为企业创新提供激励和必要的约束；5．制定产业发展战略，引导企业生产和经

营；6．斥资建立一体化科研体系，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知识产品及研发资金；7．存在行业协会和联合会组织，

搭建企业和政府沟通渠道，对制造业进行指导和监督；8．制定标准制度，建立认证体系，成立标准化组织，规

模化生产；9.重视国民教育，培养技术人才，形成人力资本效应。

企业：1．合作组织形式多样，竞争合作；2．企业家热爱发明创造，刻苦钻研，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创新；

3．传承理性严谨，不浮不殆，精益求精，久久为功传统思想；4．中小企业活力强，小而精，贴近用户，富有

创造力。

（二）【参考答案】

一、人才匮乏。人才素质参差不齐，缺乏高精尖人才。

二、技术力量薄弱。高端技术研发起步晚，且缺乏核心技术和发明专利，扎堆中低端产业。

三、研发投入水平低。研发投入总额及占 GDP比例偏低，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水平、企业贡献率均远低于发

达国家。

四、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健全。专利审批耗时长，漏洞大，违法成本低，市场秩序混乱，企业研发积极性

差。

五、自主品牌价值低。民众对自主品牌缺乏信任，国外品牌垄断市场，企业生存困难。（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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