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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工之王”富士康坎坷成长路

富士康一直备受各界

关注，是全世界公认的“代

工之王”，旗下不仅有全球

最大的苹果 iPhone 手机生

产基地，也有全球最大的

PC、平板电脑等生产园区。

据富士康方面提供给

《中国经营报》记者的资料，

其目前在中国大陆已拥有

40多个产业基地，在全球拥

有800多家子公司和派驻机

构，连续7年位居世界500强

前三十，高峰期拥有百万名

员工。2021年，集团营收约

1.3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11.92%；进出口总额占中

国大陆进出口总额约3.6%。

富士康的一个生产园

区就可能聚集着数十万名

员工。园区里面不仅有厂

区和宿舍，还有超市、医院、

影院等各种生活设施，完全

是一个“小社会”。这个“小

社会”运营所产生的能量极

大，其所代工生产的iPhone

等产品，可能数周时间内需

求量就达上千万部。

几十年间，富士康如何

从中国台湾的一艘小舢板逐

渐成长为年营收超万亿元、

跻身世界500强前三十的艨

艟巨舰？富士康独特的代工

模式又是如何运作的？

本期商业案例将梳理

和探究“代工之王”富士康

崛起背后的秘诀。

C4商业案例

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持续提升 ，汽车芯片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大。张永伟在上述峰会上透

露 ：“2022年，我国的汽车智能化渗透率超过了30% ，2030年预计这一比例会达到 70% 。所

以从智能化汽车发展的速度来判断，汽车行业对芯片的需求会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

芯片短缺影响200万辆产能 汽车业联合攻坚“卡脖子”难题 C5

汽车芯片

为了企业在获得大量海外订单后能够有序进入到生产和出口环节，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光

大银行以及部分地方银行均对企业的“出海”行动予以声援，甚至针对一些企业定制了跨境

融资方案，在满足企业资金需求、降低融资成本的同时，规避汇率波动等一系列风险。

多地组团“出海”银行加大信贷投放 B1

助力出海
本期热词

阿根廷夺冠后，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上万名球迷涌向市中心主干道，一眼望去满是梅西

的10号球衣。在国内，也充满了阿根廷足球元素，阿根廷队相关产品在各大平台搜索量飙

升，球队周边商品销量高居不下，三星冠军纪念品供不应求，梅西相关周边层出不穷，已然

燃起了“梅西经济”。

“梅西经济”启示录 D1

“梅西经济”

公开数据显示，我国冰雪运动参与人数已达3.46亿。冰雪运动已经逐步成为冬季旅游的主

要增长点，冰雪运动也正在发展成为一项大众化运动项目。随着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

外界期待冰雪产业能够成为国内冬季旅游的热点。

“冷资源”变成“热经济”多地争抢冰雪产业万亿元市场蛋糕 B9

冰雪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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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扩大内需 助力高质量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12 月 15

日至 16 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强

调，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

来，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

物价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

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

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明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做好经

济工作意义重大。当前，我国经

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

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

力仍然较大，外部环境动荡不

安，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加

深。在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的重大部署下，做好明年经济工

作，需要在稳定信心和预期上下

功夫，在推动政策落地落实、助

力市场释放活力上做文章。

消费是经济的压舱石。稳

住消费基本盘、促进消费持续恢

复和提质升级，对于实现经济高

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具有重要意义。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

的《扩 大 内 需 战 略 规 划 纲 要

（2022—2035 年）》（以下简称《纲

要》）明确要求，坚定实施扩大内

需战略、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此

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将提

振内需列为重中之重，要求“着

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

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

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

消费场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消

费为主导的内需发展格局基本

形成。但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各类市场主体均受到不同程度

冲击，这直观地体现在居民收入

情况上。相关数据显示，2020—

2021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年均实际增长 5.1%，与经济增

长基本同步，但明显低于疫情前

2013—2019 年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7.1%的年均实际增长率。

不断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就

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以此为

基础，才能进一步加大力量提振

消费，增加居民消费信心。正因

为如此，《纲要》提出，提升就业

质量增加劳动者劳动收入、提高

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健全各类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机

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则明确要求，多

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支持住

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

等消费。

持续扩大居民收入，有助于

稳定消费预期和消费信心，进而

拉动消费快速回升、推动内需尽

快回暖和经济稳步恢复。在此

过程中，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大

有可为——引导金融机构加大

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

展等领域支持力度，可以稳投

资、促增长，为扩大居民收入提

供坚实保障。与此同时，有必要

以更完善的全生命周期金融服

务，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

发展信心入手，《纲要》提出了

“完善全国统一的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公共服务平台；教育、养老、

医疗、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基本养老保险法定人群

全覆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全国统筹，推动基本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省级统筹”等远景目

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从着

力扩大国内需求、加快建设现代

化产业体系、切实落实“两个毫

不动摇”、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

外资、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

融风险等五个方面进行了重点

部署。

持续扩大内需消费，一方面

要扩大居民收入，另一方面要提

升公众的消费意愿。简而言之，

既要让公众多挣钱,也要让公众

敢花钱，这也是完善医疗、教育、

养 老 等 社 会 保 障 的 题 中 之 义

——最大限度夯实社会保障的

兜底作用，就能最大限度释放消

费信心与消费活力。在此基础

上，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

景预示着未来的发展方向。

消费既是生产的目的，也是

生产的动力。我国拥有超大规

模市场的优势，随着新发展格局

加快构建，扩大内需战略稳步实

施，中等收入群体持续壮大，消

费领域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模

式也在不断涌现。促进消费持

续恢复，要加强消费信用体系和

质量标准体系建设，完善多元化

消费维权机制和纠纷解决机制，

深入规范市场秩序，强化消费品

质量安全监管，不断改善消费条

件；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顺应

消费升级趋势，积极鼓励消费新

模式、新业态的发展，不断创新

消费场景，持续释放市场潜力。

随着消费规模增长，生产供

给侧也将获益，最终带动整个经

济链条复苏。由此，既要持续满

足消费者的现实需求，也要善于

挖掘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在巩

固传统消费的基础上，积极发展

新兴消费，促进实物消费升级、

优化服务消费供给，持续开拓国

内需求的广阔空间，就一定能为

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

力与活力。

财政重提“加力提效”政策发力空间持续打开 A2

手机预装App可删除 谁的奶酪将消失？ C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