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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完成了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转变。除了生产全世界近半数的电脑、数码相
机和厨房电器，中国的制造业把更多的精力转移到自主产品的开发中，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成为未来
发展的重中之重。能否顺利从中国制造转型为中国创造，决定着中国的未来，决定着每一个中国企业
的命运。
面对未知的挑战与机遇，中国企业的选择与行动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以华为、海尔、联想为代表
的大型企业专注于核心技术的研究，凭借大量技术专利开拓国际市场，将中国创造的能量辐射到全球
。另一方面，遍布全国各地的中小型企业从自身实际出发，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走出一条以低成本
投入获得高回报产出的创新之路。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创新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企业的创新离不开政策的支持、离不开教育系统大批
高素质人才的供给、离不开整个社会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支持。只有深刻理解中国的创新现
状，才能在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中发现未来的商业机会，实现突破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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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两个瑞士教授眼中的中国创新。
2、只有深刻理解中国的创新现状，才能在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中发现未来的商业机会，实
现突破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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