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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十二五”时期承前启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一年。在这样的背景下，我
们将今年全国企业家活动日的主题确定为“中国企业家：转型
的驱动力”，就是要进一步彰显企业家的地位和作用，大力弘
扬勇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引导企业加快推进转型升级，提高
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保持我国国民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提
供坚强保障和内在动力。

德江同志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对各位企业家来重庆参
加会议非常关心，会前会见了袁宝华企业管理金奖获得者和
全国优秀企业家，接着出席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对此我们表
示衷心的感谢。德江同志在讲话中对企业发展提出了五项要
求，对中国企联工作给予了鼓励，对这次会议寄予期望，我们
要认真贯彻落实。

多年来，在中央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方针政策
指引下，我国广大企业家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创新引
领企业转型升级，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明显成效。今年受到表彰
的 100多位企业家，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但是，我们也要
清醒地估计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和企业发展需
要应对的困难和挑战很多。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仍将
不断显现，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曲折、乏力，短期内难以明显好
转，贸易保护主义呈现不断加强趋势，我国企业发展面临的国
际环境更加严峻。从国内情况看，经济领域的体制、结构性矛
盾与社会领域的多种因素互相交织，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在
增多，主要表现在：内需增长趋缓，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竞争加
剧；成本上升压力加大，行业利润空间缩小；资源及环境约束
趋于强化，粗放式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等等。这些因素已经反
映在企业经营层面，去年特别是四季度以来，我国相当一部分
企业增长放缓，效益下降明显，生产经营困难。今年一季度，全
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 1.3%。在这种形势下，要
求广大企业家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牢牢把握稳中求
进的总基调，不断增强驾驭企业发展的能力，扎实推进企业转
型升级，真正把企业发展引导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
质和管理创新的发展轨道上来。

围绕本次大会的主题，我谈几点看法和意见。

继续弘扬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是企业的领路人，企业家精神是企业乃至整个经
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在当前我国经济面临转型、我国企业进
入创新驱动的新阶段，继续发扬企业家精神显得尤其重要。一
方面要进一步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
基础性作用，营造一个让创业者乐于投身实业、勇于创造财富
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广大企业家要勇于担当，创新突破，积
极应对转型升级带来的挑战。企业家要从企业长远发展和战
略高度，思考和推动企业转型升级；要有全球化视野，推动企
业在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参与国际竞争中实现转型升级；要增
强契约意识、法律意识、社会责任意识，把承担更大的社会责
任作为企业家基本的行为规范。

积极探索企业转型升级的实现路径

转型升级是企业发展方式的战略性变革，转型升级的大
目标和方向是可持续发展。但每个企业所在行业不同，所处发
展阶段不同，面临外部环境也不尽相同，决定了企业转型升级
的做法、路径没有统一模式。企业家应当依据本企业的现实情
况，重新评估、明确企业发展定位，坚持以战略引领转型升级，
积极探索符合实际、行之有效的企业转型升级之路。

今年受到表彰的企业家，为我们提供了引领企业转型升
级的许多有益经验。这些企业，有的依托技术优势推动传统产
业与新兴产业相互融合，有的通过发展高技术进入高端制造
业，有的以制造业为基础向服务业延伸，有的通过产业链整合
实现企业业务全面转型，等等。可见，企业转型升级的方法和
途径是多样的，但它们的经验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向产业链
高端发展，提高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
力，就是说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技术提升、管理进步、商业模
式创新、核心能力提高上来。总体上看，通过不断增强竞争力，
进入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业分工环节，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基
本途径。

切实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自主创新是企业转型升级的中心环节，也是企业转型升
级的驱动力。近年来，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企业
创新主体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取得了一批重大技术创新成
果。如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积极探索，走出了一条以应用原创和
系统集成为主的自主创新发展之路，多项成果填补了国内空
白；大唐电信集团主导着全球 TDD无线移动通信技术标准制
式的演进，主导了第三代、第四代 TD-LTE国际标准的制定。
亨通集团投入 6亿多元，经过近 4年研发，成功突破了光线预
制棒核心技术，确立了中国企业在全球光棒领域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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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
扎实推进企业转型升级

山城的五月，绿意葱葱，鲜花绽
放。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
会主办的中国企业家年会暨“两江论
坛”在重庆举行，国务院副总理张德
江在大会上讲话并指出，要注重发展
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社会生产力的
集中体现，也是综合国力的物质基
础。只有壮大实体经济，才能铸牢经
济根基。企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企
业家是实体经济的推动者，广大企业
和企业家要抓住机遇，加快调整结
构，加强经营管理，降低运行成本，吸
引更多的资本、人才等经济要素，做
强主业，做实主体。

张德江副总理对企业家提出五
条希望，第一条便是注重发展实体经
济。这就告诉我们，对于中国企业家
来说，第一位的工作是发展实体经
济，第一等要务是做强主业，做实主
体。第一与第二位是不一样的，第一
是首要的、决定性的、基本的因素，而
其他条是次要的、补充的、非决定性
因素。相信中国企业家会对领导的讲
话有深刻的理解。

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从根本上讲，
就是一部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历史。

自晚清以来，无数先贤在国家积

贫积弱的现实面前，发出振聋发聩的
呐喊———实业救国。然而，直至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中国才出现了一次重要
的工业化运动，屡遭波折之后，到改革
开放时期，中国实业经济才真正迎来
发展的黄金时期。发端于上世纪 90年
代的经济全球化，给我国产业发展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大机遇，尤其是在
2001年加入 WTO之后，中国以制造业
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
发展，也涌现出了一批具备全球竞争
力的知名企业，如联想、海尔、华为、奇
瑞等。特别是一大批中小企业的成长，
向国内和世界提供丰富的价廉物美的
产品，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充沛的活力。

发达的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应
对危机，使自己屹立不倒的关键。尤
其当经济形势面临较大不确定性或
进入转折期时，更要重视实体经济的
支撑作用。世界上很多国家在这方面
都是有过教训的。上世纪 90年代初
开始的日本经济大衰退，就与当时日
本本土经济“空心化”、实体经济青黄
不接有着莫大关系。2008年来金融危
机，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相关国家虚
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过分脱节、实体经
济虚弱所致。荷、英、日经济地位的下
降乃至于衰落，无不缘于金融、地产
经济的勃兴和实业经济地位的下降。

最近国际金融危机最大的改变，
并不是金融监管、国际货币体系改
革，而是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思路的
改变———从“产业空心化”到“再工业
化”的回归。“再工业化”成为美国重
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 在美国等
西方国家开始重振实业经济的大背
景下，我们更需明确提出和长期坚持
“实业立国”的基本思路。

本报在今年元月 10 日开始，开
设发展实体经济评论专栏，到今天为
止，已经发表 80评，连同报纸其他版
面的实体经济评论文章，已逾 100篇。
我们之所以把实体经济放在第一位，
不仅仅因为中央领导的要求，更来自
实际的推动，来自现实的巨大压力。

当前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大量实
体企业尤其是中小实体企业生产经
营压力越来越大，求贷无门；同时，
“卖产品不如倒资本”的思潮蔓延，大
量社会资本奋勇投身楼市、高利贷市
场，从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大规模转
移，资源性产品价格高位震荡。显然
再这样下去，企业不再像企业，企业
家不再像企业家，于是我们发出一阵
阵呐喊，呼唤政府与整个社会关注实
体经济，呼唤建立中国企业精神，呼
唤企业家精神的回归。

（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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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全国企业家活动日主会
场活动———中国企业家年会暨两江
论坛于 5 月 11 至 12 日在重庆市举
行。会议以“中国企业家：转型的驱动
力”为主题，旨在总结企业经营管理
与发展经验，促进企业家队伍建设，
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出席大会开幕式的有 : 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重庆市
委书记张德江，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
长王忠禹，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姜志
刚，重庆市市长黄奇帆，重庆市政协
主席邢元敏，重庆市委常委、秘书长
翁杰明，重庆市委常委、两江新区管
委会主任徐鸣，重庆市副市长刘学
普，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吴家农，重庆
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重庆市企业
联合会、企业家协会会长陈之惠，国
务院国资委研究局副局长张涛；海尔

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
敏，宝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乐
江，中国建筑材料集团董事长、中国
医药集团董事长宋志平，新兴际华集
团董事长刘明忠，中国供销集团董事
长顾国新，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宋玉芳，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公司总裁赖小民，大唐电信集团董事
长真才基，远东控股集团公司董事局
主席蒋锡培，四川九洲电器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张正贵，亿达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孙荫环，开滦（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张文学，华泰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李建华，中国新兴（集团）
总公司总经理童朝银。中国企联常务
副会长兼理事长李德成主持大会开
幕式。

出席开幕式的还有中国企联执
行副会长陈兰通、陈光复、王基铭、
尹援平、苏士峰，中国企联副会长、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原总经理李永
安，中国铁道企业管理协会会长王

兆成，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会长朱焘，
福建省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荣誉会
长黄文麟，江西省企业联合会会长
张海如，云南省企业联合会会长牛
绍尧，河南省企业联合会执行会长
张以祥，武汉市企业联合会会长赵
零等。

张德江在讲话时表示，中国企业
家年会是我国企业界的年度盛会，具
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多年来，中国企
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在王忠禹
会长的领导下，面向企业，为企业和
企业家服务，充分发挥在政府、企业
和企业家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大
力推进企业改革发展，为我国经济发
展、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
对中国企业发展提出 5点希望：一要
注重发展实体经济，二要注重增强核
心竞争力，三要注重提高产品质量，
四要注重加强品牌建设，五要注重承
担社会责任。

（下转第三版）

中国企业家年会
暨两江论坛在渝举行

本报记者 曾昭俊

中国企业家：转型的驱动力

张德江出席会议并对企业发展提出 5点希望 王忠禹做主旨讲话
张瑞敏等 5位企业家获“袁宝华企业管理金奖”，116位全国优秀企业家获表彰
会议提出，继续弘扬企业家精神，发展实体经济，积极探索企业转型升级的实现路径，切实

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强化质量和品牌建设，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增强核心竞争力，承担

社会责任，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身于转型升级发展的历史潮流

中国企业家年会暨两江论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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