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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的放下与坚持

组织要有落实力，首先要有凝聚力。如何增强
组织的凝聚力，是管理者必须优先考虑和解决的重
要问题。

我们常常在讨论为什么中国的民营企业长不
大，具体原因能够找到很多，诸如资金方面的问
题、人才方面的问题、制度方面的问题等等。但
是，这些都是表面的问题，而问题的根本在于企业
价值观的偏离上。许多企业创立时没有核心的价值
观或价值观不明确、不正确，当一步步扩大规模
后，宗旨的欠缺所表现出的问题就越发突显了。此
时，精诚团结的动力不复存在，个人夺利的色彩越
发浓重，矛盾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以调和，组织凝
聚力也就无从谈起。

每当这时候，我们就会不自觉地想到中国人民
解放军，这个组织的凝聚力令人称羡。解放军是靠
什么增强了自己的凝聚力，进而提高落实力的呢？
答案是价值观。

中国军队一向重视价值观建设。“为人民服
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84 年来的宗旨，是其核心
价值观。

在建军的 84 年历史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世
界上许多强大的军队，如日军、美军作过战，他们
从来没有后退过、胆怯过；在和平年代里，他们积
极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在 1998年长江洪水肆虐时，
冲在最前面的也是解放军。这支队伍，无论何时何
地都在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忠实地体现着组
织的核心价值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驻上海南京路某部八连是一个光荣的集体。从
最初穿着金黄色的草鞋到后来成为“霓虹灯”下的
哨兵，他们的物质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是八连
全体官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却没有丝
毫改变。他们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利用休息时
间，在街头义务为市民理发、修理自行车、修鞋、
照顾鳏寡老人……他们所做的事虽然都是平凡的，
有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每一个细节里，都
体现了人民解放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这个集体也获得了“南京路上好八连”的称
号。

明确的价值观是军队拥有强大落实力的关键，
它不但能够树立鲜明的团队特色，增强凝聚力，而
且能为整个团队行为提供评判的标准。

因为“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深入人心，部队
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以至被打散后还能重新聚
集，甚至一个不落地跑回来。罗荣桓元帅在回忆井
冈山斗争的文章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毛泽东同志曾率领三十一团的三营，下山去接
应二十八团由湘南返回井冈山。夜间通过桂东地
区，遭到敌人袭击，部队当时被打散了，大家很着
急。但第二天清晨一集合，只少了一个担架兵。谁
知当部队回到井冈山时，这个担架兵早已回来了。

如果哪个企业能有当年红军一样的凝聚力，那
么，它想不“基业常青”都难。

解放军能够聚拢人心、增强落实力的一个原因
还在于，它提出自己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不
是为自己服务，也不是为某个人服务，更不是为某
个利益集团服务，而是为劳动人民大众服务。

将这一点回落到企业中，就涉及一个问题：企
业的存在价值是什么？也就是说，企业应该建立怎
样的价值观体系？

早在 20世纪 50 年代，彼得·德鲁克就明确提
出：“假如我们想要知道企业是什么，我们必须先
搞清楚企业的宗旨，企业的宗旨必然存在于企业之
外。事实上，由于工商企业是社会的一个组织，所
以企业的宗旨必然存在于社会之中。企业的宗旨只
有一个正确而有效的定义———创造顾客。”也就是
说，企业的生存意义和存在价值只能产生于对社会
的贡献中。

解放军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彼
得·德鲁克提出企业的宗旨只有一个，即创造顾客。
这种措辞上的一致绝非巧合，而是军队与企业组织
在本质上相通的表现。

正确的企业宗旨有利于企业落实工作的进行。
企业的宗旨解释了企业为了什么而存在这一问题，
它为工作的落实指明了大的方向和价值评判标准，
使员工明白做什么是正确的，而做什么是不正确
的，在思想根源上为工作的落实奠定了基础。

而对于一些企业来说，办企业就是为了赚钱，
企业追求的就是利润最大化，但这是偏离正确价值
观的短视性行为。办企业当然要赚钱，但赚钱并不
是优秀企业的最终目的。就像军队要打胜仗，而打
胜仗并不是军队的宗旨一样。以赢利为目标的企业
会始终在利润上挣扎，结果只有两种，赢利或者亏
损。如果企业纯粹为了牟取利润，那么很快会引起
企业内部的利益斗争，还将制造出一心牟利的员
工，他们将塑造企业的文化，使这个组织成为一个
利欲熏心、利尽则散的组织。毫无凝聚力的组织，
谈何有落实力！

关于这一点，我国企业万科做得很不错，就在
房地产行业为高利润而雀跃时，王石却声称“高于
25%的利润不做”，一时引起了业界一片哗然。而
王石却认为，对待市场，行业应该理性，对待社
会，企业应该有责任心，尽到自己本应尽到的职
责，这是为了约束员工，也是为了规范企业自己的
行为，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才有正确的落
实。

作为成功的企业家，
仅仅是给股东提供丰厚的
利润、给消费者提供优质
的产品、给员工营造优良
的就业环境、给政府创造
税收还是不够的，还应该
尽广义的社会责任。

———王石

向军队学习
“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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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价值观培养：

在一堆房地产老总中，王石似乎是一个“异类”，他没有任志强那样的“火
爆”脾气，也没有潘石屹那样爱热闹，即便是在织“围脖”中，他发得最多的照
片，是关于他家里小猫小狗以及各种各样的苹果，吃的、没吃的，红的、青的，室
内的、室外的。

王利博制图

作为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之
一，万科这座罗马城的建成，王石
可谓功不可没。王石，这个一石激
起千浪的人， 2011年，他的选择
是———赴美游学三年。这一年，他
已经60岁。

60岁的王石，神采奕奕，皮肤
被晒成古铜色。这位看上去比实际
年龄年轻很多的董事长，被称为中
国房地产行业的“教父”。 2010年
“万科”销售过千亿，并没有改变王
石的倔强与争胜的雄心。虽然他似
乎已经“放手”万科的日常经营，
但一种无形的向心力却引领这家中
国住宅地产开发龙头在过去 10年，
以“深圳速度”向上、再向上，又
如“垦荒牛”一般稳健、再稳健。
他是万科乃至中国房地产行业的
“灵魂”，他的战略眼光、制度设计
和精神内核为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想
象空间。
“ 28年前，我只身来到深圳创

业，并不清楚前途如何，因为梦想
和尝试，才有了今天。我鼓励年轻
人、创业者勇于开创尝试……即使
离开了万科，精神上仍归属万科。”
如今，即便已经身在美国，只要在
搜索网站里输入王石的名字，这句
离开之前说过的话仍随处可见。回
顾几十年自己经历的风雨历程，王
石引用了一句商业史写作名家吴晓
波说的话来概括自己：“过去三十
年不是那么伟大，未来的三十年不
是那么平坦。”

那个年代的军人

谈及王石，必须谈到两个事
情———万科，珠穆朗玛峰。

这位喜欢拿着《大卫科波菲尔》
当枕头的人，只身下海的传奇故事
被再度翻起：

王石，1968年参军，1973年转
业，他几乎经历了那个年代所可能
经历的一切：当兵，做工人。1977
年，他从兰州铁道学院毕业，被分
配到广州的一个机关工作。如果不
是1983年发生的一些事，他的一生
也许会像大多数人一样在规则而平
淡中度过。然而，1983年，广州的
机关干部王石做出了一件令不少人
摇头的决定，他辞去了公职，暂别
了刚刚组建的小家，孤身一人去了
当时尚是一片荒山滩涂的深圳特区，
开始了他的创业之梦。

事实上，王石冒险辞职下海深
圳源自一次无心的逛街。一天，他
从深南路拐进蛇口的丁字路口，忽
然望见路北一侧耸立着几个高大的
白铁皮金属罐。那是泰国正大集团
的玉米储藏仓，这些玉米产自美国、
泰国和中国东北，经香港转运到深
圳。王石打听到，这个公司需要玉
米，但因没有运输指标无法直接从
东北采购玉米，不得已只能通过香
港中转。一拍胸脯之下，王石承诺
解决运输工具问题，并就地当起了
玉米中间商。于是从1983年4月到12
月短短8个月间，他赚了300多万元。
之后，拿着这笔“玉米钱”，王石成
立了以主营进口专业视频器材的
“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这便是
房地产公司万科的前身。

王石有野心，想做一番事业，
而不是做一个昙花一现的暴发户。
他很快意识到，公司要想长远发展，
就必须在“规范”上面下工夫。
1988年，王石和他的同事做出了一
个大胆的决定：对公司进行股份制
改造。尽管遇到今天难以想象的诸
多阻挠和压力，公司还是迅速地完
成了股份制转换，成为中国大陆第
一家按照国际惯例向社会公开发股
的工商企业，并且更名为“万科企
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发展、深宝
安等一道，被称为股市的“老五
家”。

对一家“不问出处”的企业来
说，股份制改造显然是个痛苦的过
程，但正是经历了这次涅 ，万科
才得以健康地发展壮大。

作为一家新兴企业，万科以做
贸易起家，先后尝试过诸多产业，
1988年才开始介入房地产开发，由
于缺乏政府背景，他们拿的第一块
地的地价高出市场价10倍以上。对
此，万科人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当
年的万科就像个野孩子，别的孩子

有饭吃，万科却得自个找饭吃，甚
至是去抢饭吃。

在房地产开发行业，万科是个
迟到者，但正是介入市场时的这种
不利处境，迫使万科在与市场对接
的路上比同行们走得更快。在同行
眼里，万科和王石都有点“怪”，他
们总是会有一些和别人不一样的想
法，但事实证明，他们在大多数时
间都将同业甩到了身后。从最初的
“物业管理牌”到“规划牌”、“环境
牌”，再到如今的“环保概念”、“高
科技智能化概念”，在理念和实践
上，万科一直走在国内同行的前面。

万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
“领跑者”的角色。“搞企业有点像
万米跑，有人喜欢领跑，有人则愿
意跟跑，而万科的角色是领跑。”王
石说：“这样可以逼着自己不断提
高，万科要求自己开发的住宅永远
是同行观摩、效仿的对象。”

今天的万科，在相当程度上已
经实现了这一目标。经过多年积累，
以“城市花园”为代表的系列品牌
已经树立起“设计精心、配套完善、
物业管理出色”的良好形象，逐步
确立了自己的专业优势。

全球第一的位置

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王石
选择前者。“时间能够证明对与
错。”王石曾经这样坦然地表示。万
科总能够在市场上占领先机，就是
因为对市场和政策的理解把握，总
能做到“先发制人”。

先发制人的特点让万科成为了
行业的标杆，并在两次“调控年”
中表现突出。

第一个“调控年”是2007年，
万科在彼时率先降价，市场的反应
使万科在这一年成为中国第一家进
入500亿销售额的地产企业，并且上
市公司市值成为全球地产第一。而
这一年也恰好是国家开始调控紧缩
的时候，当12月份王石预见性地提
出“拐点论”后，之后的走势恰好
印证了这一判断。万科的主动降价
率先回收了部分现金，在宏观调控
与金融海啸的双重压力之下，保证
了公司营运资金的周转。

第二个“调控年”是在2010年，
万科当年突破了1000亿元的销售大
关。在三年的管理模式调整和战略
布局之后，万科把握住政策的方向，
积极进入中小城市，并且把刚性需
求作为主要的消费对象，由此重点

开发中小户型，并坚持以高周转为
赢利模式，这样的定位成功地使万
科在调控中扩大了发展。

万科目前又将目标锁定在保障
房上，积极推进工业化生产。他们
认为，未来政府将大笔投入保障房
建设，而工业化显然是万科获得保
障房项目的重要理由。

万科经历着反反复复，也在不
断修正着自己的方向，正如它的领
舵人王石的坚持与反省。从成立后
的多元化经营，到1993年开始定调
于房地产方向，万科在业务上不断
做“减法”，直到2001年将旗下的万
佳以4亿元卖给华润，才完成了业务
“蜕变”。王石在他的 《在路上》中
阐述，登山的过程，是个不断需要
挑战自我勇气的过程，而万科也将
在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地寻求着自
己新的高度。

“风花雪月”的微博

在一堆房地产老总中，王石似
乎是一个“异类”，他没有任志强那
样的“火爆”脾气，也没有潘石屹
那样的爱热闹，即便是在织“围脖”
中，他发得最多的照片，是关于他
家里的两只猫咪、1只小狗、1只小
香猪以及各种各样的苹果，吃的、
没吃的，红的、青的，室内的、室
外的。
“照片出现红苹果，说明我在城

市，青苹果则大部分在野外，因为
青苹果易长期保持光泽新鲜。”王石
曾经这么描写过：“看报、小寐、
看书……两个小时抵目的地，即使
半夜仍掩不住城市的秀美，嗅到清
香，桂花香？房间果盘，绿苹果是
太原带过来的。”

王石似乎已经被贴上了“苹果
先生”的标签，为什么是苹果呢？
他曾如此解释过：“登雪山、穿越
沙漠，除了同伴，很少感觉到新鲜
生命的东西，水果中，绿苹果最方
便携带，也不易损伤，故习惯旅行
携带绿苹果。同伊甸园里夏娃吃的
苹果没有关系，同牛顿发现地球万
有引力的苹果也没有联系……”他
也曾如此说：“有一次登雪山，突
击营地，环境恶劣，物质短缺到缺
氧呼吸。同帐篷的山友递过一个苹
果，象征着生命力的水果给了我强
烈的冲击和感动！”

同样是“微博控”，王石偶有几
条内容是与房地产、经济、万科相
关的，其他更多的却是“风花雪月”

———“雨雪交替，整个城市湿漉漉
的，雨伞成了必备，雨靴也要添置。
上午英语学校，中午专题讲座，下
午图书馆、口语训练课，应酬只能
在晚上，返公寓大量作业。时间衔
接以分钟计，行走匆匆，哈佛节奏。
即使如此，见到活泼小家伙，忍不
住停留片刻，然后拔腿就跑……”
“什么才叫享受人生？做自己想

做的事情。”王石如此定义。当然，
如果按照这个定义，那么，他一直
在享受自己的人生。

60岁的哈佛学生
60岁的王石计划很详细：游学

三年，第一年是美国哈佛大学，选
题是企业伦理道德和城市规划，剩
余两年将在欧洲继续游学。

在别人眼中，王石一直是精力
旺盛的人。

为什么去登山？———“因为山在
那里”！这是英国著名登山家马洛里
的名言。“1995年，我的左腿开始
剧烈疼痛，吃了止痛片都会半夜疼
醒，医生诊断说我患了腰椎血管瘤，
不能运动，否则很可能会瘫痪。我
那时就想在瘫痪之前把没有做到的
事情都实现，于是去了西藏，又结
识了西藏登山队，才会有今天的
我。”这位曾经被医生预言过可能会
坐轮椅度过下半生的汉子，登顶过
珠穆朗玛峰，创造了6100米中国滑
翔伞最高纪录，“这是我选择的生
活态度，不断地向上，生命在高
处。”

要不要退休？———“11年前辞去
总经理职务至今，但还没有退休。
对一个成功的男人来讲，50岁才是
辉煌的开始， 能持续多长就要看欲
求目标和因缘际会了。现言退休早
了点儿。”

为什么去留学？———“我现在已
经60岁了，也算是中国一个著名的
企业家，为什么还来哈佛学习？这
其中当然凝结了很多原因，但是很
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通过学习，我
能更好地顺应市场的新变化。在这
个时代，尤其面对新经济，如何管
理，让一个传统的公司迎接挑战？
换句话讲，如果我觉得我不胜任董
事长，我会马上辞职。但我辞职了
必须找新工作，支撑我的生活开支。
我的消费不少，因为我喜欢登山、
喜欢旅游，还包括我的家庭支出。
或许退休后会有固定的退休金，但
是我现在还是会想，2011年，作为
万科的董事长，我能拿到多少。钱
太多会很麻烦，即便是企业赚得多
了，也不行，我们也要想如何做公
益。辞职之后，我的责任会比在万
科小，我的工作会比在万科多。”美
国游学的王石在哈佛大学发表了他
淡出万科后的第一次讲话。

赴美之前，王石引用洛克菲勒
的话发了一条微博，似乎也是给自
己的选择做出注脚：“赴美前寄语：
成功的秘诀之一就在于将平凡的事，
做得不同凡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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