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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载了作者于1984—2011年期间,在机械工业管理部门工作所发表的一部分文章、演讲和报告。

本书分七章，内容包括关于机械工业发展问题，“复关”、“入世”与机械工业发展，机械工业进出
口分析与对策建议，机械产品进出口政策解读，机械工业引进技术和利用外资，机械工业发展及其进
出口政策建议，设备管理与维修，设备技术改造。

 本书对相关行业政府管理部门和企业领导决策以及关心行业发展的读者，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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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国伟
1931年7月生于江苏省江都县，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现任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机电装备维修与改造协会名誉理事长，中国设备管理
协会顾问，对外经贸大学技术性措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1952年12月，从上海华东工业部调入刚成立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基本建设司工作，曾参与编制机械工业
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

1971年9月，调机械工业部生产司工作，历任处长、总工程师。
分工负责进口设备管理和设备动力工作，在生产司总工程师的岗位上连续任职8年。
1992年任机械工业部进口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机械设备进口管理、起草和调整机械产品进口关税和
利用外资项目国际招标的评审和协调工作，一直任职到1995年8月退休。

1993年6月起任国务院关贸总协定谈判委员会成员助手，并参与机械产品“复关”、“入世”的具体谈
判工作，包括机械产品（含汽车）的市场准入、进口关税减让等。
先后应邀到北京、上海、广东、重庆、陕西等省市，向机械工业管理部门和重点企业作《“入世”与
机械工业发展》的专题报告。
曾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设备与维修工程分会主任委员、江苏理工大学（现改名为江苏大学）兼职教授
。
《机修手册》第3版（共8卷）编委会主任兼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1995年8月退休后，继续担任机械工业部、国家机械工业管理局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机械工业联
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并定期参与有关机械工业发展、经济运行形势、进出口情况分析、“十二五”
规划等重大专题问题的研讨，提出建议，供国家有关部门参考，或写成文章在有关报刊发表。
2009年9月被国资委机械离退休干部局授予“老有所为突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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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开拓国际市场，大力扩大出口，尤其要重视扩大向东盟出口　　出口是拉动机床行业发展的重
要因素。
尽管机床出口从2002年起每年增长，而且逐年加速，但总量仍较少。
据有关资料统计，2003年我国机床出口额3.79亿美元，仅占机床销售产值的12.7％，所占比重在机械工
业各行业中是比较低的。
2004年以来发展较快，2004年1～10月出口额4.23亿美元，已超过2003年全年水平，增长幅度达41.4％。
可喜的是2003年全年的出口中，立式和卧式加工中心、升降台式数控铣床、数控磨床、轧辊磨床、数
控齿轮加工机床、数控矫直机床等出口额成倍甚至几倍增长，要继续发展这种好的势头。
　　我国与东盟刚签订《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协议》，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
，也是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机床行业要抓住这一机遇，充分利用自由贸易区内的各项优惠，扩大出口。
例如马来西亚，由于机械制造业的发展，需要机床较多，而且对进口机床实行零关税，目前我国向马
来西亚出口的多为普通车床和经济型数控机床，应力争扩大加工中心、其他数控机床和普通机床的出
口。
新加坡是我国与东盟机械产品进出口贸易最大的伙伴，我国要扩大数控机床、加工中心对其出口。
2003年我国向泰国、印度尼西亚出口的数控机床，多数为经济型数控机床，应在做好维修服务的基础
上，扩大出口产品品种，提高档次。
越南的机械制造业比较落后，急需发展建材机械、矿山机械、运输机械、轻工机械等，需要机床予以
装备。
2003年我国向越南出口了一批数控机床，前景良好。
此外，还要研究进一步开拓对菲律宾、柬埔寨、缅甸、老挝、文莱的市场，扩大出口。
在出口时要注意两点：一是要注意填写并获得原产地证书，才可享受免税待遇；二是要寻找信誉好，
有能力的合作伙伴或代理商，协同开拓市场。
　　最近，机床行业在走出去开展国际化经营方面又有了新发展。
继大连机床集团、秦川机械集团已收购了几家国外知名的机床厂后，沈阳机床集团于2004年10月收购
了德国著名的生产大重型精密机床的希斯公司，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将有利于开拓国外市场，并通
过嫁接融合，提升自己的产品技术水平。
但正如该集团负责人所说，这仅仅是开始，关键取决于能否把希斯公司经营好，迅速发展起来。
在此同时，机床行业还应重视如何走向发展中国家，去那里投资，设点办厂，继续探索出一条路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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