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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的打造，需要持续提升质量。不断创新技术，并

保证品质，这样的产品才具有真正的品牌价值。”近日，在

2018 中国企业家博鳌论坛上，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谈到中国品牌建设时说，中国的制造

业一定要从自身做起，坚守诚信、坚守创新，才能真正塑造

中国品牌。

中国企业如何提高全球核心竞争力？从中国品牌到世界

名牌需要怎样的路径建设？这是 2018 中国企业家博鳌论坛

上，200 多位企业家共同深入探讨的问题。其中，“创新”一

词，被反复提及并在与会者中引起共鸣。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主任毛一翔认为，打造更多世界

知名品牌，应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切实增强品牌意识。

创业 34 年来，海尔从一个濒临倒闭的集体小厂，成长为

大型家用电器的知名品牌，对于如何应对新的市场环境，海尔

集团总裁、董事局副主席周云杰表示，已经以归零的心态做好

长期战斗的准备，开启新一轮更宏大的改革。企业将在开放

中链接全球资源，主导国际标准制定，实现技术专利化、专利

标准化、标准国际化。

近两年国内汽车市场销量增速开始回落，中国汽车行业

已经进入了大变革期。如何在新形势下打造汽车品牌，安徽

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王东生认为，现在，汽

车由传统汽车开始转向智能汽车，汽车行业需要解决好两个

问题：一是转型问题，即产品的“新四化”，即电动化、智能化、

网联化、共享化；二是跨界合作。

“未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企业都要坚守使命、坚

持创新、履行对社会的责任，这是蚂蚁金服从改革开放中

领悟到的最大收获。蚂蚁金服始终希望能够利用新技术

解决社会痛点，创造真实的社会价值。”蚂蚁金服副总裁陈

亮说。14 年来，除了服务国内用户，蚂蚁金服率先实现对

外技术输出和模式输出，在“一带一路”沿线 9 个国家和地

区打造了本地版钱包，和生态伙伴一起在全球服务了超过

9 亿的用户。

陈亮认为，品牌取得的成绩源于改革开放的时代进步以

及国家对创业创新的尊重。

从中国品牌到世界名牌
持续创新才是晋级秘诀

王祝华 本报记者 江东洲 刘 昊

河北省武强县是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2016年起，该
县通过建设大型中温厌氧沼气发电、污水处理等项目，着力推
动牧场牲畜排泄物、生产污水及固体废弃物的环保处理，打造
畜牧业循环经济产业链。

图为12月 9日，河北省武强县一家养牛企业的工人在用
机械抛撒牛卧床垫料。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打造畜牧业循环经济产业链

12月 9日，2018年中国设计红星奖颁奖典礼在北京天桥
艺术中心举行，经过国内外近50位评委的四轮评审，366件产
品最终获奖。

图为获得2018年中国设计红星奖至尊金奖的“小海鳐水
下无人机”在颁奖典礼现场进行展示。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366件产品获中国设计红星奖

近日，全聚德发布公告称，知名风投 IDG 拟减

持 5.63%股权，引起了业界不小的震动。业内人士

认为，IDG 的减持与全聚德很难达到标准化生产，

大规模扩张也难以进行密切相关。对类似全聚德

这样的一大批传统中餐企业，想发展成麦当劳、肯

德基那样的世界级连锁企业，还存在哪些问题和困

难，需要从哪些方面进行突破，从而让中国人守住

碗里的饭菜？

转变观念，食品工业化急
需加速度

有调查显示，中国餐饮业正进入 4万亿元阶段，

对食品工业贡献巨大。当前，很多人对待餐饮的态

度是：不用自己做、方便、口味好、价格便宜。

“传统家庭厨房已经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中

式菜肴烹饪正不断从传统技艺向科学制作转变，未

来将向现代化的食品产业的方向发展。”福建农林

大学副校长郑宝东教授认为，由于长期受传统观念

的影响，对中式菜肴工业化发展缺乏研究，缺少投

入和支持，限制了中式菜肴、食品工业化发展的速

度。因此，中式餐饮食品行业首先应克服对食品科

技重要性认识不到位的问题。

福建农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副院长张怡教授

也认为，中式菜肴工业化意义重大，可以科学研制

成品、半成品，并进行合理搭配，避免长期食用一类

食品造成营养单一的弊病，这对于生活质量的提高

乃至国民素质的改善均具有重大意义；同时，还能

带动机械制造业的发展，将农业产品加工成更适合

人体健康需要的食品。

“健康、美味、方便、实惠是中国乃至世界食品

发展的大趋势，中国传统发酵食品和蒸煮食品具有

得天独厚的健康和美味价值。”中国工程院院士、北

京工商大学校长孙宝国表示，食品科技人员要潜心

研究，揭示中国传统食品健康、美味的奥秘，为中国

食品走向世界夯实科学基础。

突破瓶颈，加强关键生产
装备研发

提及冷冻肉、冷冻蔬菜和机包饺子等词汇，大

多人都会产生口感不好、不新鲜等负面印象。对

此，孙宝国院士认为，这主要源于我国目前对于传

统食品的基础科学研究薄弱，工业化关键装备整体

水平落后等因素，中式菜肴工业化产品与消费者对

于感官风味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目前，中式菜肴在工业化大规模加工中，还存

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如肉类菜肴在冻藏过程中

质地发生变化，蔬菜在解冻过程中“失脆”等。对

此，张怡建议，要从深层次上研究原料配方、工序选

择等多方面因素对食品的影响；在生产中，则要对

抗老化、风味保持等问题进行探讨，突破现在面临

的一系列核心技术难题。

“中式菜肴要实现工业化生产，需要高品质的

成品、半成品、预调理食品、调味料等，这也使得食

品机械的研制与标准化生产成为工业化的关键。”

孙宝国院士说，当前急需加强传统食品生产关键装

备的研究和开发，以实现对手工制作食品的超越，

让机器生产的食品也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推进标准化，加快中式菜
肴走出国门
“今天的菜和昨天的菜怎么不一样？”“今天的

菜分量好像少了很多。”对于这些“错觉”，福建省互

联网经济优秀人才李卓强分析，中式菜肴长期都是

手工作业，加工生产的操作随意性强，产品质量因

地、因时、因人而异，导致品质不稳定。

“解决方案就是实现产品标准化，我们推出的

酒店速冻菜肴，从标准化生产、冷藏到配送，已形成

了一条完整的生产和供应链。”福建省亚明食品有

限公司董事长吴其明说，只有中餐标准化，中国才

有可能打造出像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世界级餐饮

企业。

“基地化供应，中央厨房标准化加工，企业连锁

化经营，已成为中式菜肴建立标准化的方式之一。”

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叶兴乾教

授认为，中央厨房、烹饪设备和机械工艺的标准统

一，以及加工保藏（杀菌）、冷冻等技术的发展进步，

为中式菜肴及食品的标准化生产提供了全方位的

可能。

张怡说，在此基础上，还应建立标准化菜肴检

测技术，对中式传统菜肴的“色、香、味、形”进行标

准化测试，如利用“电子鼻”“电子舌”等对菜肴和食

品的气味、口味进行识别等，使中式菜肴逐步适应

工业化生产的要求。

郑宝东表示，只有建立传统食品原辅料、工艺、

配方、包装、销售等环节的生产安全卫生标准、质量

标准、产品标准，才能确保传统食品优质、独特的风

味和品质，也只有通过建立传统食品的国际化标

准，才能使传统食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对标麦当劳肯德基等餐饮巨头

中餐要在标准化工业路上加快奔跑

柯怀鸿 本报记者 谢开飞

在内蒙古自治区众多的大型医院中，有一家全

国独有的三级甲等医院：内蒙古国际蒙医院。神奇

的药方、精湛的诊疗手段、完备的医疗硬件设施使

这里声名远播，深得区内外患者的信赖和赞赏。48

个临床科室、11 个特色重点专科、8 个蒙医诊疗中

心、2 个国家重点研究室（中心）让有着 2700 多年历

史的蒙医蒙药在这里大显身手。

“内蒙古国际蒙医院的发展壮大，是蒙医药这一

蒙古族文化和科学瑰宝绽放魅力、发扬光大的集中

体现。”内蒙古自治区蒙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乌兰说。

我国著名蒙医药学家、内蒙古医科大学蒙医药

研究院教授那生桑介绍蒙医药历史悠久、内涵丰

富，它的文字历史可以追溯到 2700 年前，目前已形

成了一套独特、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蒙医学理论接受古代

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思想，吸收了印度医学、藏医学、

中医学的部分基础理论，不断充实和提高。长期的临

床实践表明，蒙医药不仅对骨科疾病有独特疗效，而

且对心脑血管疾病和血液病等疑难病症具有十分明

显的疗效。如今，蒙医传统正骨术、蒙医正骨疗法、血

衰症疗法、赞巴拉道尔吉温针疗法、火针疗法等一大

批独特而神奇的治疗方法早已享誉海内外。

声名扬，民族医药享誉海内外

统计资料显示，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已拥有以国际

蒙医院为首的蒙医医院97所，蒙医药从业人员1万余

人，形成了以自治区级蒙医医院为龙头，12所盟市级蒙

医医院为骨干，83所旗县级蒙医医院为基础，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蒙医药服务为网点的蒙医医疗服务体系。

“蒙医药迎来了良好的环境和发展机遇，但是

繁荣景象的背后，却暗藏着蒙医药企业知识产权竞

争力不足、没有树立品牌等问题。”内蒙古知识产权

服务中心主任韩勇告诉记者。

韩勇将蒙医药与藏医药进行了对比：藏医药先

后产生过诸如“金诃”“奇正”等国内知名的藏医药

生产企业和品牌。正是这些品牌的力量，带动了整

个藏族医药学文化的传播与繁荣。藏医药不仅产

生了知名的品牌，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产业

链，扩大了藏医药的影响力，繁荣了当地的经济。

“反观蒙古民族的医药企业，却处于规模小、层次

低、品牌少、创新能力弱、分布散、无指导性的孤军奋

战境况，未形成影响力和产业集群。究其原因，主要

是企业和研发机构没有将知识产权作为提升核心竞

争力和产业发展动力的战略资源加以储备。”韩勇说。

我国中药产业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不利，遭受了

很大的挑战和经济损失。例如我国发明的抗疟疾

新药青蒿素，被国外企业进行少量改造申请了专

利；我国中药材出口，只能以原料药材廉价卖出，而

国外在我国申请的中医药专利已达到一万多项，造

成我国大量中药的无形资产流失。此外，中医药名

称也屡被“侵犯”，韩国已立法将“汉医学”更名为

“韩医学”，将“汉药”改为“韩药”。

韩勇说：“蒙医药的知识产权保护，也面临同中

药一样的窘境。”作为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支持的六

家蒙药生产龙头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少得令人担

忧，据统计，六家龙头企业中，内蒙古天奇中蒙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专利 6 件，内蒙古蒙药股份有限

公司 5件，内蒙古科尔沁药业有限公司 3件，内蒙古

金山蒙药厂 1 件；而内蒙古大唐药业和内蒙古蒙奇

药业在蒙医药领域竟然没有一件专利申请。

内蒙古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研究专家贺希格玛也

认为：“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企业生产活动，就像是

没有保护措施的高空作业，始终存在巨大的风险。

在知识社会中，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已经转变为知识

产权，采取专利+商密+商标的多方位、多角度的知识

产权保护才是科技型企业需要关注和努力的方向。”

专利少，繁荣背后有隐忧

内蒙古知识产权服务中心认为，应该将实施蒙

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一种战略，否则将难以发挥

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和政策的重要作用。

“制定和推进蒙医药知识产权战略，要从法律、

经济和技术的角度，进行总体安排和统一规划。应

促进蒙医药企业加强知识产权的应用能力及管理

水平，形成市场的有序竞争，从而推动蒙医药科研

创新，以及蒙药新产品的开发。”韩勇强调。

韩勇认为，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必须建立在法

律保护基础上，没有健全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品牌

塑造只会沦落为广告之战、价格之战。因此，保护蒙

医药品牌，首先要取得商标的专用权；其次要注意商

标类别的组合注册，通过科学注册，编织一张严密的

保护网，从而确保他人难以搭便车获取利益。

贺希格玛说：“与丰富的蒙药材存量相比，我国

申请注册的相关品牌仅是一小部分；对于大部分具

有地理特色的蒙药材，我国的使用者还不懂得如何

保护自己的权益，地理标志的使用也处于自发状

态。如果不扭转这种局面，地理标志的优势将难以

发挥，蒙药材种植生产企业和农民更是难以受益，

蒙药材产品则无法形成市场竞争力。”

此外，构建蒙医药多类型产权保护机制势在必

行。千百年来，在蒙医药学系统理论奠基与传承发

展历程中，形成并保存了《脉诀概要》《药物识别》

《甘露滴珠》《甘露临证鉴别论诊疗集》《识药晶鉴》

等大量医学文献，然而，这些记载着蒙医药传统知

识的珍贵古籍却因为保护期限的问题，无法通过现

有著作权制度进行保护。

“在目前的知识产权制度框架下，蒙医药传统知

识的许多内容难以得到保护，”韩勇说：“对于蒙医药

的传统理论和方剂，我们除了传承和发扬，更需要创

新和保护，而当前的知识产权制度仅仅保护蒙医药

领域的新成果，无法覆盖蒙医药传统方剂。因此我

们呼吁，根据我国《中药品种保护条例》，加快制定

《蒙药品种保护条例》，通过法律法规明确蒙药传统

品种的产权保护，弥补当前知识产权保护的不足。

相关法规的建立，则应着眼国际，与国际标准接轨，

为蒙医药进入国际市场奠定良好的法律保护基础。”

建机制，保障市场有序竞争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向相关科研机构、高
校、医院公布了一份题为《蒙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分析》的报告，
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蒙医蒙药，这个经常被人使用、又经常
被人忽略和遗忘的民族医药体系概念，重新作为焦点问题回到人
们的视野。

作为我国四大少数民族医药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蒙医药是
蒙古族传统游牧文化积淀的结晶，是蒙古族人民千百年来在与自
然和疾病斗争的长期实践中创造、积累和精选出来的，具有独特风
格的经验和智慧总结。然而，与我国各行业知识产权保护的不断
发展与完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蒙医药的知识产权保护战略显得
十分滞后，民族文化瑰宝的传承和民族科学的发扬光大任重道远。

本报记者 张景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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