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

仲书

掌门人说

白酒是个充满生机的传统产业，也是最有可能出现世界品
牌的中国产业。其他传统产业如纺织等，具备很好的装备、技
术，但缺乏自主知识产权与文化，很难打造出世界级品牌。从这
个角度说，泸州老窖是第一个资源整合者，是浓香酒的标准制
定者。

在看待国内外资本对中国白酒产业与市场未来走向影响
问题时，我们明白，跨界资本的涌入与渗透，是一种冲击。但是，
另一方面给我们的启发是，资本逐利，正说明白酒发展正当时。
这不是坏事。行业有资本进入，才有行业的大发展。这也是我们
的包容和共同发展的心态。

企业家也是风险家，更是探索家。
另外，白酒是低碳循环经济，要运用新技术提高粮食出酒

率。中国白酒也要有世界眼光，从产品、品牌、文化的发展研究
中国白酒的世界性。

事实上，从 2004年我接任泸州老窖董事长以来，通过各种
强势变更来缩短与五粮液的距离。

过去三年，泸州老窖受到市场投资者的追捧，股价翻了近
30倍。泸州老窖实现了在价值、文化和品牌上的“王者回归”。

从企业角度来说，中国元素需要具备中国品牌、有中国的
文化特点，是能够满足各个国家人民需要、爱好的东西。没有与
科技结合，没有创新，没有文化底蕴与品牌，就只是代工。中国
的丝绸、纺织、陶瓷等以前让国人引以为傲的产品就面临被其
他国家、地区产品所替代的危险。

中国元素的世界性是迫在眉睫的事，也是企业要思考的事。
打造中国元素要从自己的行业开始。因为随着国际交往，越

来越多的外国人喜欢喝白酒。中国白酒是几千年历史的积累，是
绿色、环保的，是有文化的东西。而这种文化和我们古代对天地
人的这种精神结合在一起，那就是文化的产品，如果把这个产品
做起来了，能够走向世界那就是中国元素。白酒———这一人民情
感宣泄的载体，就是更易于为大众传播的中国元素。

中国传统文化走多远，中国白酒就走多远，泸州老窖正在
打造属于白酒行业的世界性中国元素。伴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
大国崛起，中国元素的世界性将指日可待，泸州老窖乃至整个
中国白酒必将在不远的将来走向世界。

这一棒，要接好。
我坚信，白酒是最有可能出现世界品牌的中国产业。

2004年，从未接触过白酒产业
的谢明，从泸州市龙马潭区区委书
记任上调任泸州老窖。此前，泸州老
窖董事长已数次变换，但都没有从
根本上扭转公司困局。在政府机构
历练多年的谢明有着难得的耐心，
但日常的顺和并不代表他对工作要
求不严。

中国元素的世界性
或许可以从白酒开始

相对白酒品牌第一阵营的主要
竞争对手而言，泸州老窖想要凭借
在品牌、产品、渠道、运营管理乃至
营销等方面的发力，超越对手还面
临一定难度，但并意味着不去追赶。
“白酒是个充满生机的传统产

业，也是最有可能出现世界品牌的
中国产业。泸州老窖作为浓香酒的
标准制定者，也是第一个资源整合
者。”

这是需要企业家文化内涵做底
蕴而引发出来的魄力。

由于中国的白酒品牌历来就存
在“坐地为营”的地域属性，因此，
联纵智达咨询集团高级合伙人施
春建认为，未来 5—10 年，传统白
酒行业由领导品牌及强势资本占
主导、以地域白酒品牌股权投资为
核心的多元扩张模式，会成为白酒
市场洗牌、行业整合的最重要路径
之一。

泸州老窖集团董事局主席谢
明，因为掌握着行业的大量信息，帮
助自己做出了极为科学的判断。公
司的规划战略中，持续做强白酒主
业十分清晰；“种子型”业务与“分众
化”业务的培育也在步步为营地推
进。

行业人士建议：“白酒业是中国
产业里有文化与市场双价值的产
业。中国白酒是中国软实力的很好
载体，中国元素的世界性或许可以
从白酒开始，企业家要把中国软实
力抓住。”
白酒企业如果没有地理、区域

品牌优势，消费者是很难相信你的
实力的。泸州厂所在的地域，历史文
化、人文情怀都非常浓厚，正符合
“酒业集中发展区”产业链的内涵要
求。于是，2005年，公司开始看重开
发“白酒金三角”的地域概念。

做酒的企业家
都是艺术家

酒，作为产品，是为了更好地满
足民众在精神与物质层面的消费需
求。而白酒业是中国产业里有文化
与市场双价值的产业。

说到中国酒文化，企业家都是
艺术家。多年的经验告诉他们，中国
白酒凝结了几千年的浓厚的中国文
化，是中国软实力的很好载体，如果
白酒在世界具有竞争力，其实就是
中国软实力的外化，中国元素的世
界性或许可以从白酒开始。

这个观点与谢明的新思考不谋

而合。从生活方式上探索，让中国的
品牌白酒走向世界，是机遇，更是艰
难的挑战。
谢明认为，白酒企业不能一味

创新、盲目创新，而是要传承文化、
创新发展。我们走的是“双轮驱动”
———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协同———
“文化创新”的路径。

关于创新的支点，泸州老窖选
择了传承文化、创新发展。就是产业
资本、金融资本双轮驱动；引导“适
量饮酒、健康生活”文化方式。

消费层次、饮酒方式的不断变
化，自然要求企业在管理和理念上
积极大胆的创新。

泸州老窖要做成百年老店，既
要保持国有控股的优势，更要减少
决策失误。对国有控股企业传承的
管理理念和制度要加以科学的改
革。

机制创新，保证文化软实力的
实行。企业高层一致认为，引领发展

的前提是科学决策机制，积极参与
市场的竞争，就必须解决人才问题。

泸州老 窖有 个 科学 决 策体
系———外部董事多于内部董事，所
有决策都必须上董事会。公司也是
第一批实行股权分置改革的，对价
承诺的股改方案也是最早的，当时
承诺每年收益增长率不低于 30%，
也连续 7年做到了。此外，公司对骨
干营销商进行定向增发解决了销售
瓶颈；对骨干进行了股权激励；在最
困难的时候收购华西证券，解决了
传统产业里金融人才不足的问题，
也解决了资本难题。

关于“中国的元素是产品、品牌
到文化的渗透”的观点，谢明的理解
有着更深刻的意义。

他表示：未来的中国，肯定要打
造中国元素。企业从打造诚信经营、
守信合法入手，政府从打造诚信政
府入手。没有诚信，打造中国元素是
不行的。

泸州老窖
流淌中国文化世界性

中国白酒最可能
出世界品牌

谢明：

2011年 3月 26日，在成都举行的“中国白酒金三角”产区保护论坛上，水井坊、五粮液、泸州老窖、
剑南春、沱牌等四川“六朵金花”酒业企业共同发起了“中国白酒金三角原产地保护公约”及倡议。其内
容主要包括：整体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原料基地保护、酿造基地保护以及酿酒人才保护。 CNS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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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六版）
“对标”成为中央企业迅速流行

的热词。本意是与国际标准对照，寻
找差距。上世纪90年代三星在全集
团开展质量星经营活动，一种很重
要的措施就是“对标”，哪个企业最
好，就和它“对标”，他们提出的目标
是超过索尼，当时是不可思议的，然
而三星却做到了。此时，到我国中央
企业，“对标”这个词不时蹦入耳鼓。

令人瞩目的举动，犹如一个个
战役展开，为做大做强、开创世界一
流的热潮推波助澜：

内部资源整合的最大手笔当属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和中国能源建设
集团的成立。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
团、中国水电工程集团、中国葛洲坝
集团、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4家央
企重组成立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和中
国能源建设集团。重组后的两家新
公司总资产和营业收入均超过千亿
元，产业集中度和规模实力大大增
强，为打造世界一流的能源建设企
业打下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历时长达9年的电网
主辅分离改革重组取得重大进展。
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的电
网分离单位划转移交也展开，中央
电力企业布局结构调整加快。

12月15日，中国建材集团旗下
第四家水泥公司西南水泥公司在成
都成立，这是中国建材集团又一大
动作。通过央企市营、管理整合等创
新方式，中国建材集团在水泥行业
的联合重组已经成为中央企业推进
产业布局调整、推进产权结构向股
份化、多元化、证券化转变的成功样
本。

在央企一个一个战役铺开时，
我们看到一个一个文件的出台：

在完善推动中央企业科技创新
的政策方面，国资委出台了《关于加
强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工作的意见》。

6月23日，国资委与科技部举行
了共同推动中央企业技术创新合作
备忘录签字仪式，双方提出在继续
深入实施国家技术创新工程、支持
中央企业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

科技任务、共同推动中央企业产业
转型升级、加快中央企业自主创新
能力建设、共同研究和落实鼓励企
业自主创新的政策措施等五个方面
开展合作。

8月23日，国资委与商务部签署
《协作备忘录》，双方商定在“十二五”
期间建立更为紧密长效的协作机
制，进一步推进并规范中央企业对
外投资合作，加速中央企业“走出
去”步伐。
《中央企业境外国有产权管理

暂行办法》、《中央企业境外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相继
出台。

在令人目眩的举动背后，是我
国产业体系的日趋完整、产业结构
的不断升级和企业科技投入水平及
研发能力的显著增强，是我国企业
群体崛起的内生动力在强化。

远大的目标立足于内在的动
力，光明的前景发端于艰辛的探索，
历史的豪情蕴藏着现实的挑战。中
国的中央企业就是这样义无反顾地
开辟做强做优中央企业、培育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广阔
道路。

“中国一流”到
“世界一流”，差距何其远

走向世界并不是平坦的大道，
创建一流更不会唾手可得。

曾记否，在第一次“走出去”的
浪潮中，那些国内市场的领先者闯
荡国际市场留给我们的，只不过是
一次又一次残酷的失败教训，中航
油、中川国际、长虹电器、德隆、温州
轻工企业等等，无一例外，都铩羽而
归。
然而迷雾、陷阱、障碍终究抵挡

不住巨大的诱惑，也不能磨灭中国
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雄心壮志。到
了这时候，我国中央企业开始深刻
地认识与世界一流企业的差距在哪
里？探索从中国一流走向世界一流
的实现途径。

日本京都陶瓷公司的创办人稻

盛和夫曾说：“全球一流企业是以世
界作为经营对象的 , 在不同的地方
制造与销售产品, 也在世界各地招
募人才、获取资金和资源。”类似精
辟语言，也开始出现在中国企业家
傅成玉、宋志平、宁高宁、张瑞敏、柳
传志、张维功等的口中。

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
企业联合会会长王忠禹在中国企业
500强发布会主旨发言中指出：“世界
一流企业是能够真正为消费者创造
价值，为社会创造价值，切实推动产
业和社会进步的企业，这些企业不
但在规模与业绩水平上名列全球同
行业的前列，而且还能提出引领行
业持续增长的观点和主张，是产业
规则与相关标准的制订者，能够在
经营管理上开展卓有成效的创新。”

显然，中央企业或者说中国企
业国际化的道路还很漫长，离真正
国际化的目标还比较远。有一组数
据折射出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程度
的差距。

据联合国贸发组织对中国部分
跨国企业的统计，中国企业的平均
跨国指数仅为14.8%，不但远低于发
达国家企业，也远低于同属“金砖四
国”的其他三国：俄罗斯是54%，印度
是41%，巴西是40%。这表明绝大多
数的中国企业仍然是用中国自己的
资源、自己的市场挣中国人自己的
钱。我国企业在全球布局、利用全球
资源、打造全球产业链方面尚处于
起步阶段。
“走出去”是中央企业的软肋，

全球的资本研发、人才等要素的配
置能力还比较弱，比如很多央企在
世界上是最大，也可以说是最好，比
如中国移动，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
电信公司，但是其在国际市场上的
份额还比较少。
“一些企业管理链条过长，集团

管控能力弱，缺乏对重要子企业和
境外资产的有效监控和管理，重大
资产损失时有发生；一些企业盲目
铺摊子，主业不够突出，主营业务盈
利能力较弱或盈利基础不牢固，财
务风险和经营风险大，这些都是要

解决的问题。”王勇坦诚地说。
中国是一个大国但却不是一个

强国，中央企业大而不强仍然突
出，何况优乎？而管理思想的落后
更证明我们企业文化的羸弱。产业
革命的结果曾经激发了一大批管
理理论相继涌现，如泰勒的“科学
管理”、法约尔的“管理的五大职
能”、梅奥的“霍桑试验”、韦伯的
“行政组织体系”、德鲁克的“管理
者的角色”等等。这些理论都是基
于实践的提炼。 西方管理思想体
系的建立和发展自始至终都在指
引着企业的发展和壮大。而我们还
是刚刚上路，认识还很肤浅，管理
思想仍嫌苍白。

201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十周年高层论坛”在人
民大会堂举行。中国企业代表、联想
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发言揭
示出一个事实，中国企业成为一流
的世界级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正如一位中国企业家说：“我们
要永远战战兢兢，永远如履薄冰。”

局面刚刚打开

什么是世界一流企业？在三一
重工自主研发的千吨起重机旁，温
家宝总理提出了四大核心要素：第
一，就是要有最好、最优、最高的产
品质量；第二，就是要有自己的发
明和专利，这种发明专利在世界上
是处于领先的，也就是说，还能引
领整个行业的前进；第三，它应该
有最先进的企业文化，每个职工都
要有崇高的理念和顽强奋斗的精
神，并且立下为国家、为人民、为整
个社会做贡献的志向；第四，最为
关键的是要有优秀的人才，一代一
代，接续不断的优秀人才，才能保
证我们企业永远焕发青春。显然，
这是更高的要求。
做强做优中央企业、培育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故事
只是刚刚开局，但它已经变得矛盾
绞着，日益复杂。

国际经济变局扑朔迷离，风险

交织。全球经济危机仍在继续，欧债
危机持续发酵，美日等经济发达国
家增长乏力，全球经济将进入一个
较长的低速增长期，给中央企业带
来的是出口市场的萎缩。美国提出
“再实业化”，将与中国企业展开更
广泛的竞争，一些国家的贸易壁垒
政策将使中央企业走向国际面临更
严峻的挑战。

经济低速增长和物价高位波动
相互交织，国际政治与经济问题相
互交织，系统性风险和结构性风险
交织，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结构交
织，各种不稳定因素在发酵。中央企
业做强做优、创建世界一流企业中
走的是一个风雪交加的路程。

当然，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在从
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往往都
要经历一个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的
高发期。更何况，作为一个后发的现
代化国家，时间压缩，空间叠加，我
们必须面对更为严峻的考验。

在面对即将迈入的龙年，中国
企业面对一个关键时刻———做强
做优中央企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央企业面对
如何处理好加速发展与稳定的关
系，去保持走向国际进程的连续
性？如何在加快做强做优的同时，
加强管理，控制成本，开源节流，提
升经济效益？如何在整合国际资源
的同时，整合和优化企业内部资
源？如何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杜绝重大资产的损失？提高效率的
同时，如何更多地满足人民对公平
正义日益高涨的需求？在经济起飞
的同时，如何筑牢社会主义企业的
核心价值体系，提升企业的软实
力？

不管形势有什么变化，发达国
家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领先的格
局没有改变，跨国公司占据竞争舞
台的格局依然没有改变。我们将面
临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更为激烈的
国际竞争。中国企业必须进一步增
强危机感和紧迫感，把握国际经济
和科技发展趋势，不断提高企业竞
争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抢占先

机，赢得主动。不能因为一时形势的
严峻而放松甚至放弃做强做优、培
育国际一流企业的目标。

正因为我们的差距很大，我们
才会更坚定地奋斗。中国企业走向
世界一流，当然需要摒弃浮躁和急功
近利的心态, 尤其要避免片面追求规
模和短期发展，要从实际条件出发，
分阶段进行，选择具备条件的中央企
业，重点指导，使其率先走向世界一
流。

我们相信，只要坚持下去，一批
以中央企业领衔的中国企业一定会
成长为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
一流企业，屹立于国际舞台！

如果说八年前，当国资委初建
时，市场对之还只是怀疑、观望，甚至
对其松散虚弱的庞大资产颇多不屑
的话，那么现在这些心理已经被中
央企业的雄壮前进步伐和国有经济
的生机重现所震动。

如果说一年前，当国资委提出
做大做强，创世界一流企业目标时，
还有人持以怀疑，甚至为其目标高
远而持动摇态度时，那么现在这些
疑惑也已被中央企业的巨大魄力和
充沛能量所折服。

可以这样认为，众多中央企业
和地方国资委开始逐渐将自己强大
的影响力辐射进中国经济生态环境
的很多层面。

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
艰难所阻，我们一定能实现做强做
优中央企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世界一流企业，实现历史新跨越。

紧紧抓住机遇，承担起历史的
使命，我们将在做强做优中央企业、
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
业的历程中推动更加辉煌的中国时
代的到来。

做强做优中央企业、培育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沿着
已经探索出的道路，迎着民族复兴
的壮丽前景———

更加美好的未来必将属于历尽
沧桑而自信自立自强的中国人民！
属于历尽沧桑而自信自立自强的中
国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