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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随着中国企业年度十大新
闻的重磅发布，聚集智慧与观点的中国
企业发展论坛随即展开。论坛如同一个
无形的磁场，在吸引无数人关注目光的
同时，也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巨大的能
量。党和政府的主张与企业的期望，正
在这里交融升华为中国企业意志。沿着
企业家与理论家达成的中国企业共识继
续前行。在新世纪第一个龙年即将到来
之际，中国企业稳定增长的宏图大业蓄
势待发。

从容应变的意愿

2011年的中国，面临内外两重压力：
国际金融市场起伏不定，债务危机愈演
愈烈，人民币汇率剧烈波动，热点事件
接二连三；国内房地产市场调控，通货
膨胀压力剧增。这一切，为企业家和理
论家铺垫了谈话背景。
“我们知道在这样的时代，每一根

划亮的火柴都会告诉你，没有什么比相
互的支持更加温暖。”阳光保险集团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张维功如是说。
温暖这个词，对于走过2011年的中

国企业来说，可谓意味深长。因为在过
去的一年中，经济“下行”带来的寒冷
让许多中国企业为之一颤。参加论坛的
企业家们也大都对此体会颇深，以至于
在展望新一年发展时都还“意犹未尽”。
在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党委书

记，中国医药集团董事长宋志平看来，
经济的减速不一定意味着悲观。
“中国的经济从去年开始每一个季

度都有下降，经过30年高速增长之后，
如果能够稳定进入到中速增长的话，我
认为意义是极其正面的。作为企业来
讲，应该积极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形
势，没有什么可怕的，增速放缓不一定
是坏事。”宋志平说。

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单祥双眼中的2011年也是“下行”的一
年。“楼市下行，实体经济下行，产业
下行，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在下行。”在
这段看似悲观的开场之后，单祥双引出
了一个在他看来目前最“乐观”的行
业———股权投资基金。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大家会惊喜

地看到，只有一个领域上升了———股权
投资基金在2011年大幅攀升。”单祥双
认为，大力发展股权投资基金是解决实
体经济金融支持重中之重的工作。
“我觉得2012年国家经济发展首先是

有压力，也有动力，更有实力。在2012
年又赶上龙年，中国龙会飞起来。”单
祥双激动地说。

单祥双的乐观给会场带来振奋的气
氛。而中国丝绸之路集团董事长凌兰
芳，直言则与单祥双的观点截然不同，
他用自己的真实经历讲述了中小民营企
业目前的生存环境。凌兰芳尖锐地用
“两院院士”来比喻“要么进法院、要
么进医院”的两种企业家。
“我的企业处在中国最典型的丝绸

纺织行业，民营企业普遍存在三荒三
高。三荒是指资金荒、人员荒、订单
荒；三高是指高成本、高税负、高风
险。”凌兰芳不无忧虑地说。他对温家
宝总理在前一天提出金融要服务实体的
表述表示衷心的拥护，他提出的途径是
“点灌式服务”。

同样作为民营企业家的北京合康亿
盛变频科技股份公司董事长刘锦成说：
“不要过分埋怨外部环境，因为我们改
变不了，我们要认清外部环境，企业做
出应对的战略，我们的企业在好的时候
发展更快，在企业环境不好的时候，发
展得更加好。”

银鹭集团董事长陈清渊则回忆了银
鹭集团三个最快速度发展的转折阶段，
而它们恰恰发生于在“每个经济形势最
不好的时候”。银鹭每次都抓到了机遇。
“当海水退潮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
陈清渊说。
有困境，也有机遇；有下行，亦有

上行。
有交锋，也有交融；有火柴，就有

温暖。
主持对话的经济学家魏杰的结论

是，从容面对变局，共同谋划发展，这
是与会企业家们的共识，也是中国企业
家们共同的声音。

国民共进的融合

当天会场上，最有趣的花絮当属意
外出现了三地浙商聚首的巧合。

来自浙南、浙中、浙北的三位企业
家：王均金、徐文荣、凌兰芳，在论坛
上侃侃而谈。他们分别代表各具特色的
浙商企业，面对充满变局的2012年，提
出异曲同工的对策和想法。
面对同坐一台的国有企业董事长

们，凌兰芳直言国家的经济要稳住，就
是稳住民营经济，稳住民营经济就稳住
了中小民营经济，“中小民营经济是食
草动物，如果没有我们这些食草动物生

存，食肉动物的国有企业也生存不了。”
凌兰芳还提出了三大对策：扩大创

业的自由度，扩大创新的自由度；注重
资源，改革开放是发挥资源作用的过
程；政府对民营企业服务方面要加大金
融扶持。他同时认为民营企业要练内
功，企业家坚守诚信的社会责任，亦是
稳中求进的关键因素。

生于1969年的王均金，是当天到会
企业家中最年轻的一位。2004年，35岁
的王均金在兄长王均瑶病逝后，临危受
命，接过了家族企业的重责。在这位
“少帅”看来，中国经济稳中求进，不
能光解决今年的问题。
“今年问题稳中求进保住了，后年怎

么办？以后怎么办？未来20年怎么走？
中国经济要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总是
今天问题今天解决，明天再说明天的，
这是最可怕的。”王均金说。

王均金认为，要做到稳中求进，必
须要加大力度进一步深化改革。“民营
企业确实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很重要的
细胞和动力，如果这个细胞死掉了，死
一大半了，经济增长是有问题的。现在
的大方向一定要深化改革。”

与王均金形成鲜明对应的是当天与
会企业家中年纪最长的横店集团创始人
徐文荣。

77岁的徐文荣属于中国第一批从农
村改革走出来的企业家，他创立的横店
集团是全国第一家由国务院经贸委直接
审批的大型综合性乡镇企业集团。在徐
文荣的心中，过去几十年的企业发展中
带给他最深的感受就是：创新的思想和
能力对民企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要继续稳中求进，第一就是国

企要发展，国企要稳步发展。第二，要
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资源配置的方
法，这些问题都要解决好。”徐文荣说。

面对变局的2012年，年近耄耋的徐
文荣对企业发展的信心一如既往。徐文
荣的信心，同样也属于其他与会的企业
家们。

挺进实业的共振

论坛上，参会的中国企业家和经济
学者更愿意将“稳中求进”看做是一种
中国企业应有的态度，他们纷纷提出自
己的观点和对策，共同谋划发展的新路
径。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任洪
斌自38岁起执掌帅印，10年间成就国机
神话，使得国机集团主营业务收入连续
多年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长。2011年，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进入世界500强。面
临2012年，任洪斌依然从容自如，他认
为企业也要当“有机食品”。
“对国机来说，我们一直遵循有机

成长，食品都希望吃有机食品更健康，
企业也是一样的。我们从来没有把企业
定位，把进入世界500强作为目标，世
界500大的目标实现应该是水到渠成实
现的，而不是通过催肥，盲目扩大规模
实现的。”任洪斌说。

在任洪斌的蓝图中，国机集团将继
续按照有机成长、有质量地成长方式和
方向努力和发展，“三年再造一个新国
机实现以后， 2012年乃至今后一段时
间，国机集团将有质量地成长作为新的
目标，向着世界一流企业迈进”。

在刘锦成看来，如何在新路径中发
展企业，还需从企业内部文化抓起。作
为第一批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刘锦成
更看重的不是产品和股价，而是具体到
每个员工的“心思”上。
“企业员工的心有没有向着我们的

企业，企业的愿景是否很宏大，不断向
员工说我们的愿景，就是我们成为世界
上受人尊敬伟大的公司，我们做出的产
品和理念，必须有这样的做法，才能把
企业做好。”刘锦成说。

作为文化产业企业的代表，陕西西
安大唐西市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常务
副总裁李中航则对2012年的文化产业充
满信心，但于此之外，他亦觉得理性投
资才可以长足发展。
“未来要成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

民经济支柱性行业，发展空间是很大
的，但是我仍然劝文化产业，特别是要
进入文化产业这些企业要理性扩张、理
性投入。有一首歌是这样写的，如果有
一天我悄然离开，请把我埋在春天里。”
李中航说。

无论是气态轩昂的宋志平，还是从
容淡定的任洪斌，无论是气若幽兰的凌
兰芳，还是充满乐观的陈清渊，与会企
业家们正以这样的一种坚定的姿态表
明：2012年伊始，中国企业家正以积极
的心态面对变局和困境，踏出一条做强
主业的新路径。

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杨帆教授是我
国开发区第一个开拓者，他与中央党校
教授韩保江同台为企业家们把脉。刚刚
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是他们的第一
谈资，最为集中的话题是做强实业，做
优金融。
（一至四版图片由本报记者林瑞泉、

任正直摄）

升华：中国企业智慧交融

本报记者 汪静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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