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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中国企
业“走出去”的步伐开始加快，建设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更为中国企业

“走出去”创造良机，也为所有沿线国家的优势互
补、开放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但“走出去”远非设想中那么简单。复杂的投
资环境、不同的文化背景……在日前举行的“全
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
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与会专家对此进行
了深入研讨。

走出去才能强大

目前，从中国企业的出口方式看，从以前单
独出口产品到现在产品、技术、资本、标准、管理
整个产业链走出去，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形式日
趋多元。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企业必须坚持走出去才

能够做大做强”，在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曹德旺看来，在新的历史时期，走出去已经成为
企业强大的必然选择。

曹德旺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福耀集
团在 1987 年组建，当时只是非常小的乡镇企业。
而现在，福耀在 15 个省有企业，企业工厂占地
面积超过 6 平方公里；在 9 个国家有企业，包括
了最发达的国家如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瑞
典等。从 1989 年至今，福耀的国际合作已经有
26 年，这 26 年奠定了福耀品牌在国际汽车玻璃
的知名地位，与宾利、宝马、奔驰、奥迪等知名车
企均有合作。

“对于企业来说，‘走出去’的第一要务仍是
盈利，而要盈利则需要加深对当地的了解。”曹德
旺指出，福耀在美国的投资原来计划是 4 亿元，
但分析后认为对美国投资很合算，所以第二期的
投资金额追加到了 5 亿元。所以，对外投资也是
一个不断加深认识的过程。

中国中车也是“走出去”比较成功的例子。中
国中车副总裁余卫平表示，经过多年的努力，中
国中车目前已经在六大洲全部覆盖，提供服务和
产品的国家已经达到 84 个。而且整个走出去的
方式也变了，从产品的等级看，已经从低端向中
端、高端发展；从市场看，已经从原来亚非拉国家
发展到欧美，东欧市场也已经覆盖，下一步的目
标则是走进西欧市场。

全球化须过多重关卡

那么，企业如何才能够真正走出去，成为全
球性的国际企业呢？

对此，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余卫平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指出，高端装备
走向世界要过的关口很多，企业需要克服标准
关、社会责任关、品牌关或信誉关以及环保关等
多重考验。

“世界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标准，尤其是轨
道交通则是全球都在用的标准，不能让优秀的技
术被程序性的标准所禁锢。”余卫平介绍，企业

“走出去”意味着真正落地，融合进当地的实际，
要重视社会效益，更要尽到企业的社会责任。

“品牌或信誉的问题，对于中国企业‘走出
去’十分重要。”余卫平介绍，企业讲信誉，想对方
之所想，急对方之所急，就能树立良好的口碑，也
会无形中拥有更多的机会。

央视曾经直播过一条飞机运地铁的新闻，主
角就是中国北车（现已和中国南车合并成中国中
车）。原本，从成本角度考虑，船运的成本比飞机
要低得多，但当年因受到台风“海燕”的影响，船

无法靠岸，已经耽误了一个月。后来中国北车解
决了问题，并获得良好的信誉和口碑。后来，土耳
其另一城市伊兹米尔也有轻轨招标，并且由于此
次事件对中国企业有良好的印象，最后把这一项
目给了中国企业。这就是企业讲信誉形成的良好
口碑所带来的收益。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环保关也需要克服，要
在生产、出口的过程中，重视环境保护问题。”余
卫平最后表示。

文化因素不容忽视

曹德旺指出，中国企业“走出去”，还应该弄
清楚所在国的文化。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去国
外投资，首先必须了解当地的文化，必须去尊重
和爱上当地的文化。“比如中美之间，其实很多方
面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并不是很大，只要能够协
商好条件，接下来的合作还是很顺利的。”

余卫平对此也表示认同，他指出，企业要深
入了解当地的文化，尊重和遵守其文化习俗。比
如，大约 1998 年左右，中国企业在进军中东市场
时，不仅是输出产品，技术、资本也都要输出。当
地工厂的工人经常工作一会儿就跑到外面，后来
问了当地的工人才知道这是宗教信仰的原因，当
地的工人比较虔诚，在一天中特定的时间会进行
祈祷。后来，企业在当地设立工厂时专门设置祈
祷区，供工人进行祈祷。这样的做法也使得双方
关系更融洽，同时也提高了生产效率。

“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但要做到走出去、留
下来，更要做到走上去，成为座上宾，融入当地的
文化。”余卫平最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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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部长尹蔚民介绍，经中央
批准后，人社部将向社会公开
延迟退休改革方案，通过小步
慢走，每年推迟几个月，逐步
推迟到合理的退休年龄。

我国目前男性的法定退
休年龄为 60 周岁，女干部为
55 周岁，女工人为 50 周岁，另
有一些特殊情况可以更早。笼
统来看，在所有国家和地区关
于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定中，中
国男性和女干部的退休年龄
应该属于高低适中，60 岁和
55 岁还分别是世界上最为常
见的男女退休年龄，而女工人
的退休年龄则较低。如果进一
步考虑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则中
国男女的法定退休年龄确实
相对较低，特别是女工人的退
休年龄可以列入最低之列，很
有改革的必要。

延迟退休年龄是根据人
口结构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
的一种政策调整，是当前发达
国家普遍采用，也是未来发展
中国家将陆续跟进的一项措
施。当前，发达国家延迟退休
年龄的趋势明显。美国、日本
等国历史上均延迟过退休年
龄，有的还是多次延迟退休年
龄，如日本 20 世纪 70 年代的
法定退休年龄为 55 岁，80 年
代政府才把退休年龄提高到
男性 60 岁，女性 56 岁，90 年
代初日本的社会保险制度改
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逐渐
把退 休 年龄 提 高 到男 性 65
岁、女性 60 岁。金融危机以
来，许多国家均延迟了其退休
年龄：澳大利亚 1952 年以后
出 生 人 口 的 退 休 年 龄 将 在
2017-2023 年间从 65 岁延迟
至 67 岁；德国将在 2014~2029 年间将 1964 年
以后出生人口的退休年龄从 65 岁延迟至 67
岁；希腊在 2011~2013 年将女性退休年龄从 60
岁提高至 65 岁，并在 2012 年 12 月份将所有
人口的退休年龄延迟至 67 岁；爱尔兰则将于
2014 年将退休年龄延至 66 岁，2021 年延至 67
岁，2028 年继续延至 68 岁。还有许多国家如
意大利、英国、西班牙、土耳其等国家也均延迟
了退休年龄或制定了相关方案。

中国已经到了应该考虑延迟退休年龄的
时期。首先，延迟退休年龄是对人类寿命延长
和人口结构变化的一种反应。随着寿命延长，
必然要对延长的寿命在工作和休闲之间进行
分配，因此，寿命延长必然导致工作年限也相
应延长。同时，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平均每
个劳动年龄人口所抚养的老年人口也不断增
加，必然要求劳动年龄人口延长劳动年限。我
国当前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人口预期寿命迅
速提高，都需要在退休年龄上有所反应。其次，
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为延迟退休年龄提供
了有利时机。“十三五”时期劳动力市场有可能
向供给不足转变，延迟退休年龄将很好适应这
一转变。另外，目前我国退休年龄较低，大量低
龄退休老人身体健康、经验丰富，自身也有继
续工作的意愿，过早退休是对其人力资本的巨
大浪费。因此，适当延迟退休年龄将有效增加
劳动力供给，促进对低龄老年人的人力资本开
发，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和动力。

但是，由于延迟退休年龄是一项牵涉民众
切身利益的大事，必须在制定方案时做到统筹
兼顾、设计周详。重点要作好三方面的统筹：一
是统筹兼顾社会保障制度和就业形势。延迟退
休年龄将对社会保障制度和就业形势均产生
影响，延迟退休年龄必须统筹考虑社会保障状
况和就业状况。设计的退休年龄改革方案要尽
量减小对二者的冲击，根据社会保障资金平衡
状况和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状况努力寻找一
个对二者均有利的方案，把握好延迟退休年龄
的时机和节奏。二是统筹兼顾不同群体利益。
毫无疑问，任何改革均将有利于一部分人，而
有损于另一部分人，延迟退休年龄也不例外。
为了减小改革阻力，必须统筹兼顾不同群体的
利益。三是统筹兼顾短期和长期影响。退休年
龄改革属于一朝决策、影响数十年的改革，必
须统筹兼顾短期和长期的影响。关键是要立足
当前，放眼长远，对各个领域要尽量看得远一
些，避免只顾解决眼前问题，忽略长远隐患的
做法。对一些中长期影响，也要研究相应的应
对策略。

小步慢走的渐进式改革正是基于统筹兼
顾各种情况的必然选择。渐进式改革可以减小
对劳动力市场和劳动者个人的冲击，增加社会
心理的适应过程，有利于减小改革的负面影响
和阻力。在此之外，改革中还应该引入弹性机
制，以帮助人们趋利避害。改革中，首先可以在
一定期限内允许人们在新旧两种制度之间选
择退休年龄；其次可以以法定退休年龄为基
准，规定人们可提前 5 年退休，但养老金标准
将比按照法定退休有所下降；也可以高于法定
退休年龄退休，养老金标准可适当提高。同时，
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可以在退休年龄弹性
空间设计上，适当向女性倾斜，即女性的提前
退休年龄可以略微宽松。

当前，延迟退休年龄还存在许多争议，应
该早出方案、早寻共识，久拖不决并非良策，当
然在方案设计上要尽量考虑民众利益，在宣传
上尽量解答民众疑虑，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策
能够顺利推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
济研究所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室主任、副研
究员）

论道

e见

最近一位美国女科学家自我纠错的做法在
国际科学界受到广泛称赞。2015 年 7 月 24 日, 美
国科学刊物《科学进展》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报
告了科学界长期寻找的水稻白叶枯病免疫应答
的触发因子。白叶枯病会使水稻枯萎，是造成许
多国家水稻大幅减产的一大病害。美国加州大学
戴维斯分校植物病理学家帕梅拉·罗纳德（Pamela
Ronald）带领一个研究团队，20 多年来一直在探
寻水稻白叶枯病的免疫机制。1995 年曾发表论文
称鉴别出水稻中的一个编码基因———XA21 受
体，有助于抵抗水稻白叶枯病的病菌。可是到了
2012 年 6 月,有两位加入实验室的博士后发现不
能重复做出以前的实验。经过反复实验，仔细查
核原先的实验记录，找出了问题：当初实验时贴
错了一个菌株的标签。罗纳德弄清错误后随即公
开自我检讨，撤销以前发表的论文，告知科学界
自己所犯的这一错误。接下来，罗纳德与同事们
重新布置实验，继续研究，证明了在加入一个硫
酸基团之后, 一个叫 RaxX 的蛋白会在水稻中产
生对白叶枯病的免疫应答。这一成果最近在《科
学进展》发表时，罗纳德并不忌讳她 20 年前曾犯
的错，她说：每个实验室都会发生错误，重要的是
追踪到这些错误，并改正它。

帕梅拉·罗纳德的自我纠错、执着求真的精
神，受到国际科学界的好评。康涅狄格州植物微
生物学家林德塞·特雷泼勒说：“能看到科学实验
被自己纠正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对已经发表的研
究成果进行纠正，几乎不可能得到经费支持。”英

国洛桑研究所作物保护专家托拜·布努斯说：“科
学家会赞赏她的做法, 当研究成果可以重复时,
也就建立了信任。”

回顾科学史，科学家推翻自己的错误，正是
科学取得进展的重要原因。天王星的发现者、恒
星天文学的先驱威廉·赫舍尔（1738~1822）观察了
十多万颗星，用统计方法于 1815 年得到了银河
系结构的图形。这是天文学史上第一个建立在观
测基础上的银河系模型, 赫舍尔成为全球天文学
界的最高权威。可是后来他在新的观察资料中发
现，自己建立的银河系模型采用的三个简化假
设———恒星光度相等、空间透明、恒星分布均
匀———都不合乎事实。怎么办呢？是居位自赏，还
是激流勇退？他豪不迟疑地选择了后者，于 1817
年明确宣示自己采用的假设是错误的, 否定了他
苦心经营多年的银河系模型。赫舍尔开辟了恒星
研究的道路，也扫清了这条道路上的障碍。没有
他的自我否定，后来人会在他的银河系模型面前
徘徊很久。

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说：“实迷途其未远，
觉今是而昨非。”这也是许多科学家常有的体验。
爱因斯坦早期发表的许多论文, 往往随后又发表
一些更正。有人责备他现在说的话与几个星期前
说的不一样, 爱因斯坦风趣地回答:“我三个星期
前说过的话与亲爱的上帝有何相干？”意思是说，
那是无关紧要的。正因为他不断地反思和纠正自
己的理论，所以在建立狭义相对论以后又建立了
意义更大的广义相对论。对广义相对论，至今尚

未有人加以否定，但他在逝世前八个月竟然说：
“我认为非常有可能, 物理学不是建立在场的概
念上，即不是建立在连续体上。如果是这样，那么
我的全部空中楼阁都将荡然无存。”———爱因斯
坦认为如果他的理论受到事实的挑战和证伪，整
个物理学将大开生面。

与自以为非相反，自以为是、固守偏见则是
某些科学家停顿、倒退的根由。18 世纪末地质学
界有一场“水火之争”，“水成派”的创始人维尔纳
(1750~1817）就相当固执。当“火成派”已经把实验
方法运用到地质学得到了证明，取得了大西洋北
部玄武岩大量喷发的事实根据, 维尔纳照理应该
对“水成说”重新检点一下, 可是他不, 反而从《圣
经》中找出摩西洪水之说做理论盾牌，陷入蒙昧
的泥坑。后来他的门徒也怀疑“水成论”，四出考
察，维尔纳落得众叛亲离。

当今科学技术发展一日千里，许多新事实新
数据涌现在科学家思想家面前，对他们原有的理
论体系构成严峻的考验和无情的挑战。在新的事
实面前，谁对自己认识上的偏误检验得越早, 纠正
得越快，谁的进步就越大。诚如英国心理学家巴特
利特所说：“测定智力技能的唯一最佳标准可能是
检测并摒弃谬误的速度。”又如美国物理学家李
查·费因曼所说：“我们要尽快地证明我们错了, 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进步。”科学家们这种尊重事实勇
于自我纠错的精神, 正是科学昌明的希望所在。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
究所）

勇于自我纠错是科学发展的希望
■姜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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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从中国企业到国际企业
■本报记者彭科峰王剑

国内科研工作有很多非科研任务
和工作扰乱了各个科研工作者应该投
入的精力和时间，让他们忙于各种不应
该出现在科研系统内的会务、账务和饭
局。如果这些问题没法解决（也就是如
何给科研人员自由空间、如何科学管理
科学事务、如何简政放权而不是过多行
政干预），我想我们的科研工作者是没
办法静下来潜心投入到工作中的。这也
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浮躁不安又心力
交瘁。

———卢光远《博士毕业是怎样一种
体会，博士之后又是什么》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9
8710-937341.html）

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是“自发”下降
的，老龄化速度比中国慢。65 岁及以上
老人比例从 4.9%提升到 19.2%，中国只
需要 50 年时间（1980~2030）；而美国需
要 103 年（1924~2027），英国需要 116 年

（1906~2022）。可见，计划生育使得中国
未富先老、速老。中国目前面临的，与其
说是经济危机，不如说是人口危机。以
两个人口学指标为例。日本 1951 年的
中位年龄为 22 岁，而美国为 30 岁。青
年日本追赶中年美国，收入差距不断缩
小。1991 年日本的中位年龄 38 岁，超出
美国 5 岁；1992 年经济增速开始低于美
国。1979 年中国的中位年龄 22 岁，美国
为 30 岁。2015 年中国 38 岁，开始超过
美国；2030 年中国 45 岁，超出美国 5
岁；2050 年中国 55 岁，美国只有 42 岁。
今后走在前面的是中年的美国，而在后
面追的是老年的中国。

———易富贤《“人口再生产”的历史
性转折》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
85383-934192.html）

这也很显然，老虎狮子吃肉，兔子山
羊吃草，熊猫吃竹子。人类作为杂食动
物，吃什么最健康，可能没有完全统一的
标准。有学者研究发现，减少脂肪摄取减
肥效果不理想，估计也是因人而异。有人
提出地中海饮食最健康，也是同样的道
理。本研究中就发现有人吃香蕉血糖会
暴增，有人吃番茄会有同样结果，这些都
是地中海饮食的主要食材，但对少数人
是不健康饮食。因此，真正饮食健康也必
须走个性化、精准化的道路。

———孙学军《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健
康食谱》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
1174-937368.html）

把名与利从科学家身上剥离开来的
观点，我个人觉得是大错特错的。成为科
学家的前提显然不是个人不择手段去追
名逐利，但并不等于科学家就不能在乎
名与利，一旦考虑名利就好像有了问题，
我完全不以为然。科学家追求万世之名，
把个人的利与大家的利结合起来何尝不
可？我倒是觉得社会应该给科学研究人
员提供能够体面生活的基本物质保障才
是正确的路子，这样才可以让科研工作
者心无旁鹜地安心作好研究。

———李竞《科研人员与清贫之间有
什么固定逻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8
25582-931025.html）

栏目主持：罗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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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1 万元一年能变 23 万元”“一年
财富增值几十倍”“投资者遍及上百个国家，
平稳运作多年”……近日，朋友圈、微博及线
下出现不少自称“金融互助投资”的理财平
台。在宣称数十倍收益的诱惑下，不少人参
与其投资运作。

日前，银监会、工信部、中国人民银行、
工商总局四部委对此发出预警，提醒广大投
资者警惕打着“金融互助”的名义承诺高收
益、引诱投资的行为。尽管对这些“金融互助
平台”尚未定性，但面对其在国内的疯狂发
展态势，银监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民银
行、工商总局四部门提示：针对近期国内多
地出现以“金融互助”为名，承诺高额收益，
引诱公众投入资金的行为，广大公众应提高
风险意识，理性审慎投资。

“金融互助”平台及其组织者不经营任
何产业，不产生任何现金流，只是利用后来
的投资者向之前的投资者提供资金“互助”。
通俗地说，如同击鼓传花、拆东墙补西墙，

“只要不断有新的投资者加入，前面的人就
能拿到钱”。

提示称，这种行为隐蔽性强，多由境外
人员远程操控，投资款往往通过个人银行
账户网银转账或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流
转。四部门提示，此类运作模式违背价值
规律，资金运转难以长期维系，一旦资金
链断裂，投资者将面临严重损失。广大公

众要提高风险意识，理性审慎投资，防止利
益受损。

法律人士认为，“金融互助”宣称的高收
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同时，这种线上模式
招揽投资的门槛极低，投入的资金都缺少银

行、金融监管机构的第三方监管。
对此专家表示，相关部门除了对金融消

费者加强示警、提醒、教育外，对这类平台也
应有更严厉的打击措施，让非法金融行为和
骗局无处藏身。

警惕投资陷阱，远离“金融互助平台”
■沙森

漫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