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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敏

一流目标
应通过市场来实现

专访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帆

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熊维平：

建设世界一流矿业公司
有色金属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国家经济的安全和发

展，其竞争力关系国家竞争力。为进一步履行好应当肩负的
经济责任和政治责任，中铝提出了“建设最具成长性的世界
一流矿业公司”的中长期发展目标。

所谓“最具成长性”，在表现上指的是业务利润增长快、
市场拓展空间广、人才技术储备足、行业引领作用大、企业
品牌形象好；在内涵上指的是科学管理能力强、技术创新能
力强、资源控制能力强、国际经营能力强、市场竞争能力强。
所谓“世界一流矿业公司”，指的是具有全球领先的产

业规模和稳定的增长潜力，掌握较多的重要矿产资源并拥
有相当的市场话语权；经营和管理机制先进，技术、人才的
拥有量和产品、服务成本的竞争力以及品牌、形象、企业文
化的影响力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总经理云公民：

幸福华电是根本追求
今后一个时期，公司上下必须按照五年发展纲要和

“十二五”规划总体部署，统一思想行动，抢抓发展机遇，强
化决策执行，确保工作落实，不断加大转方式、调结构、推
创新、提效益的工作力度，全力打造“价值华电、绿色华电、
创新华电、幸福华电”，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能
源集团。

其中，价值华电是战略导向，绿色华电是发展要求，创
新华电是内生动力，幸福华电是根本追求，四者相辅相成，
相互作用，共同支撑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能源
集团”愿景目标，构成了公司的战略目标体系和发展蓝
图。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董事长曹广晶：

稳步开拓国际水电市场
中国三峡集团在顺利完成三峡工程建设后，在长江上

游又陆续建设了一批世界级的水电工程。经过18年的艰苦
奋斗，不论从装机总量、坝型高度、综合技术难度，还是从设
计水平、经济实力来看，中国三峡集团都有了飞跃性的提
高。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三峡集团已经具备了“走出去”的实
力和能力。稳步开拓国际水电市场，是中国三峡集团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要根据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总体部署，服从于国
家外交布局和政府间合作框架协议，充分利用集团品牌、技
术和管理方面的优势，加大对海外市场的开拓力度，进一步
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拓展集团发展空间，提高集团国际水电
核心竞争力。中国三峡集团就是要做大水电，打造世界一流
的清洁能源集团。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喜武：

打造煤炭能源“沃尔玛”
创建世界一流煤炭综合能源企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需要突出抓好五项重点战略工程，要丰富发展神华一体
化模式，使资源共享、深度合作、协同效应和低成本运营的
优势得到进一步充分发挥，实现整体运营效益、效率世界一
流；集成世界先进科技，建设安全绿色智能矿井，探索走出
一条煤炭新型工业化道路，引领煤矿科技发展和安全发展；
实施大销售战略，打造煤炭能源领域的“沃尔玛”，加快储备
煤基地建设和国际化步伐；引领煤制油煤化工产业发展，发
挥集团公司煤直接液化项目和煤制烯烃项目的示范作用，
提高对装置运行的掌控能力，引领产业发展；加快清洁低碳
发展，把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所打造成为低碳清洁能源
领域的“贝尔实验室”，致力于煤炭清洁转化和新能源研究
开发，与地方携手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持和治理，走出一条煤
炭综合能源绿色发展的道路。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芮晓武：

主要任务是融合与整合
中国电子“十二五”发展战略和规划目标没有变化，但

是，战略规划需要在执行中动态管理，要在执行中滚动完
善。我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十二五”的前两三年主要任务
是融合与整合，为此可以牺牲一定的经营规模，但经营质量
要持续提高。适当控制发展速度，确保利润水平，提升发展
质量。

再者，我们要加大力度推进业务板块整体上市，提升产
业链竞争力，不断增强资产的动态配置能力。总之，“十二
五”期间，我们将以三大系统工程为发展引擎，集聚和配置
各种要素和资源，加强战略管控，抓实战略执行，矢志不渝
地向建设国内一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的长远发展目标挺进。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董事长徐建一：

担起国有企业的责任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和

重大战略思想，是企业把握科学发展规律、保持健康可持续
发展的思想保障，也是企业化解经营风险、应对危机挑战的
有力武器。
对于一汽来讲，就是要勇于担起国有企业的政治责任、

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扣科学
发展主题，紧握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主线，紧抓创先争优
活动载体，创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模式，加快提升核心竞
争力，争做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汽车企业集团。

企业决策的目的，就是要在现有
实际状况的基础上推进工作局面，获
得更大效益。面对当前全球性的经济
危局，企业能否科学决策，在相当程度
上制约着经营工作的整体态势、质量
水准及实际效果，而影响企业决策的
因素众多，实际把握起来并不是件轻
松的事情，但大局意识和创新能力应
是当前企业决策的两大主要着力点。

面对当前全球经济复杂的变局，
对信息搜集、筛选本身就是一个复杂
的去伪存真的创造性思考过程，要想
构筑相对稳固、科学的决策基础，就必
须具备大局意识和创新能力。

由于网络信息的海量，使得企业
在占有信息更全面、更方便的同时，更
多地增加了甄别、判断及归纳、分析的
工作，企业占有信息的过程也就变成
了一个研究问题的过程。

能否准确地排除掉与决策不相
关的信息，实际上是在考验企业决策

者对全局的掌控、调理能力，对市场未
来走向的研读、判断能力。

而对经济发展趋势、科技创新方
向、道义原则及利益关系的把握处理，
需要企业决策者良好的综合素质，尤
其是在原则性与灵活性关系的把握
上，必须有大局意识和创新能力。

对市场趋势的把握是为企业决策
寻找历史和空间坐标、寻找参照系，只
有在一定宏观思路、经营理念的支配
下才可能对市场及科技创新走向、消
费者需求、社会潮流走向等作出判断，
也才可能给企业决策一个恰当的定
位，应该说一项决策应当定位在多维
空间中的某一个恰当的点上。

企业家对道义原则的把握是更
为复杂的问题，但关键的一点是，企业
决策要让多数人理解、支持，不论是基
于现实的目的，还是为了长远的市场
目标，任何企业的决策都无法完全排
除感情因素、人文因素，这就要求企业
决策者的思考是开放的、宽域的，应在
多层次、多侧面找到共鸣点。

对利益关系的把握是否恰当，往
往成为企业决策能否成立或者能否贯
彻落实的试金石，对此企业家既需要
平衡、协调的艺术，更需要驾驭复杂局
面的大局观，也需要坚持原则基础上
的灵活风格与应变办法，但通过决策
让利益关系在更高层次上重新实现平
衡是其要点。

从企业决策的逻辑过程看，每一
个环节都应是开放的，既要有纵向的
（阶段）递进，也要有横向的辐射、扩张，
只有在每个环节上更多的注入整体意
识、更多的体现创新诉求，才能保证整
个企业决策过程在高水平运行，决策
结果才能包含更多的科学理性成份。

当一项企业决策最终形成之时，
也是企业家对大局有清醒恰当认识之
际，也是对企业创新能力的认可之际，
付诸实践还要有具体可行的落实计
划、执行人或团队，这也就开始了对企
业家大局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检验之
旅。企业决策必然是反映利益各方的
“意图集合”，任何一方的要求不能得到

基本满足，都将为今后企业的经营、发
展留下变化的伏笔，甚至祸根。

从企业决策的实际执行看，不管
企业决策的本身水平多高，但要获得
顺利执行，就必须解决或处理好两个
关系，一是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二是继
承与创新的关系，只有如此，企业决策
才可能获得预期的市场效果甚至社会
效果。

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是大局意识
的基础性内容，也往往是带有战略意
义的问题。企业任何全局性的决策，都
是对各个局部整体上成熟把握的成
果，任何局部决策必须是在大背景下
做出的恰当决定。

总之，没有大局意识的支撑，企业
决策将是狭隘和盲目的行为；没有创
新动力的带动，企业决策将失去活
力，难以达到推动经营、改善工作局
面、提高竞争力的目的。大局意识和
创新能力，是企业及企业家应对变
局、科学决策的必不可少的两大基
础素质。

一流企业决策需大局意识和创新能力
何宁

策论

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国家扶植是必要的，但主要还是应该通过市场来实现。计划经济时

代我们曾经集中国家力量全力发展重工业，当时是从无到有，而且受到西方封锁，是有必要

的，但也有许多教训。现在是开放时代，主要应该通过市场机制来运作。

杨帆

央企领导人
话“世界一流”（下）

“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将目前劳动
密集型产业升级，利用国家力量支持
大企业，特别是长期扶植具有独立知
识产权的战略产业，这是发展和创造
动态比较优势的两条并行不悖的道
路。”12月14日，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世
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帆如此表示。

大而不强仍是
企业面临的问题

《中国企业报》：当前，尽管全球整
体经济环境处于低迷时期，中国经济
仍在稳步发展中，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已经成为许多中国企业的战略目标，
对于“世界一流企业”的内涵，您是如
何看待的？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能算
是世界一流企业？

杨帆：我理解的“世界一流”，是掌
握核心技术，引领行业科技标准，提出
概念产品，让世界其他国家追随的一
种状态。
《中国企业报》：您认为提出“建设

世界一流企业”是出于什么考虑？
杨帆：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

度，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全面提
升。经过几十年的飞速发展，中国企业
的竞争能力大大提高，不少已经跨出
国门，走向世界，在走向世界的过程
中，究竟立个什么样的目标和标准，这
就需要有一个参照，“世界一流企业”
便应运而生。
《中国企业报》：2011年，中国内

地共有58家公司进入《财富》世界500
强排行榜，比上一年增加了15家公司，
这是中国上榜公司数量连续第8年上
升。如果计入香港和台湾的上榜企业，
中国的上榜公司数量将达到69家，已
经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133家)。您
觉得这说明了什么？

杨帆：《财富》500强主要是按营
业收入排序的，中国的上榜公司数量
达到69家，这说明中国企业的规模达
到了一定程度，和当年的日本有点像。
日本的银行曾经囊括世界前10位大银
行中的九名，但不能保证它不发生泡
沫经济。

规模大有时还可能是经济泡沫
或者政府刻意扶植的结果，不能说明
就一定强，大而不强仍是中国很多企
业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尤其是我们
不能重蹈日本的覆辙。
《中国企业报》：“建设世界一流企

业”的目标也许对大型跨国企业来说
比较容易实现，对于中国企业呢？国家
的一系列相关举措，对其实现“世界一
流企业”的目标有何帮助？
杨帆：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国家

扶植是必要的，但主要还是应该通过

市场来实现。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曾经
集中国家力量全力发展重工业，当时
是从无到有，而且受到西方封锁，是有
必要的，但也有许多教训。现在是开放
时代，主要应该通过市场机制来运作。
早期国家保护是需要的，发展中

国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而难以升级，是可以采取一定保护措
施的。在相对比较优势论下，生产力发
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可以根据相对
优势进行交换，双方获利，如国际自由
贸易可以使生产要素得到有效配置，
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可以促
使“要素价格均等化”，并影响产业布
局。但是，比较利益是动态的，发展中
国家需要依靠国家力量，以关税或进
口配额作为工业化起步措施，仅依靠
市场力量无法实现比较优势升级。

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给企
业更多自主权，让其在国际市场经济
大潮里去竞争。有的企业没有国家的
支持，但企业自己也做得很好，比如说
三一重工。
《中国企业报》：您在作客“文化大

讲堂”时建议大家“可以去买科技股股
票”，在你看来，高科技企业相对于其
他企业，在实现“世界一流企业”的目
标上是否更有优势？
杨帆：高科技企业是国家政策重

点扶持的，市场预期相对会比较有优
势，其股票在这种良好预期下，会有比
较好的走势。目前中国高科技企业在
国际上并不占优势，还有很大的发展
空间。

以市场换技术不可能
培养自主开发能力

《中国企业报》：中国企联的领导
多次提到，中国的跨国公司还处于初
级阶段，要走向世界，建设世界一流企
业还有很多路要走，您认为我们还有
哪些差距？

杨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是粗
放型的，出口增长主要依赖低价格和
数量推动，产品加工程度低，附加价值
小，质量低，缺少名牌。
中国现有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

严重挑战。劳动力竞争优势不仅是低
工资，而且表现在与资本、技术和知识
产权结合的程度上。熟练劳动与资本
配合，就是劳动———资本密集型，这类
产业应该成为中国比较优势升级的基
础。
实际上，中国的劳动———资本密

集型产业，在关键生产环节技术落后，
装备水平低。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
工、电力、煤炭、建材、建筑业、公路水
运、交通、铁道、船舶、机械、电子信息、
轻工、纺织、医药等15个行业，普遍技
术水平比国际落后5—10年，有的落后
20—30年。在产业组织方面，企业小形
不成规模效益；自主研究开发能力差，
技术水平低。

如传统支柱产业纺织业在原材
料开发、产品生产和后整理、生产工艺
和款式，处于国际中等水平。初加工能
力过剩，深精加工能力不足，高附加值
最终产品少；出口产品以量取胜，出口
数量世界第一，出口金额世界第四，价
格只有法国的1/4。化纤品种比国际水
平差10—15年。钢铁产量世界第一，只
有15%—20%的设备属国际先进水
平。宝钢、鞍钢、首钢和武钢四大集团，
销售额的总和只有新日铁的63%。

从一般劳动密集型升级，到熟练
劳动，资本密集，再到技术密集，继续
发展比较优势，就遇到国际资本的技
术品牌垄断。我们通过对中国7个产业
（程控交换机、数控机床、芯片、软件、
钢铁工业、轿车）的技术创新战略研究
发现，合资外方给我们的技术，是成熟
期、开始衰退的技术。以市场换技术，
根本不可能培养自主开发能力。

国家设备制造业是国民经济持
续发展的基础，但受到外资和进口设
备的严重冲击。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中，设备投资有2/3依靠进口，其中光
纤制造设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
造设备的85%，石油化工装备的80%，
轿车、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
的70%是进口的。
控制行业标准
成为最根本的国际竞争

《中国企业报》：在您看来，走向
“世界一流企业”的路径有哪些？

杨帆：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发展
到劳动资本密集型，需要进一步向技
术密集型发展。有先进技术创新，有
独立知识产权，主导行业技术标准，
是企业核心竞争力所在，中国企业势
所必争，绝不能够满足于为外国公司
加工装配。

技术优势是跨国公司扩张的基

础，他们控制世界70%的技术转让和
80%的新工艺技术，不断开发出具有
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创新性产
品，成为提高竞争能力、争夺全球市
场份额，最终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利
器。特别是控制行业标准，成为最根
本的国际竞争。

中国扩大企业规模，发展独立知
识产权，创造企业品牌，这些比较优
势都不是企业自身力量能够形成的。
必须破除对外资的依赖，以国家扶植
民族产业的技术标准和品牌。基本办
法是发展国防与股市创业板。

有人反对自主开发，理由是投资
太大，不如合资。实际上中国在开发
方面很有优势。蜂窝式移动电话，国
外开发用8亿美元，中国用7000万元
人民币。国外开发程控交换机用1亿
美元，中国用1000万元人民币。长3甲
火箭开发费用为国外的几十分之一。
做羊绒衫需要的羊绒分梳机，中国开
发费用是意大利的1/10。

在高科技领域研制新产品的费
用没有外国公司说得那么大。西方的
研发费用是多少美元，中国用多少人
民币，是西方的1/6。原因何在？人力
资本费用低和后发优势。

关键问题在于地方保护主义割
裂全国市场和民族产业，中央政府如
果不能以中央权威打破地方政权的
阻碍，允许先进企业跨地区兼并落后
企业，那么，“全球化，市场化”的兼并
就会发生：外国公司和国内一些企业
联合起来，打垮国内的著名品牌。中
国不应该反对国家保护，而应该反对
地方保护；不应该反对民族产业，而
应促进国家和民族有规模效益企业
的形成，在每个骨干产业里都应该有
一两个。
《中国企业报》：您曾经提过“21

世纪国际竞争的主体，是大国超级大
产业竞争”。大国在经济方面的竞争，
主要是通过保护，支持和直接建立
“超级产业”而进行的。应该怎么样理
解这个说法？

杨帆：战略产业又称为超级产
业，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以其巨大
规模、巨大投入，产生效果所需要的
巨大空间（经济意义上的市场空间和
自然地理意义上的空间）带来的巨大
利益，成为主要国家综合国力和战略
能力主要来源与体现，成为进入大国
俱乐部的门槛。超级产业是以国防产
业为核心的：包括核、航空、航天、船
舶、电子、常规武器等，不仅集中了最
大量的高、精、尖技术，而且具有全球
化的规模。

以国家力量支持战略产业，培养
动态比较利益，是因为劳动密集型产
业在全球接近饱和，中国有40%的储
蓄率，每年40000亿元人民币的巨大固
定资产投资，如果继续向劳动密集型
产业投入，马上过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