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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视点

本报记者 汪静赫

学“富”商人:从学者到企业家

对于华生来说，有个和福尔摩
斯搭档一样的名字，并未使他做侦
探，而是成为了一位经济学家———
并且还是“最有钱的经济学家”。

2011 年11月 6日，以华生、何家
成、蒋跃等人组成的研究组和田源、
张维迎为主要贡献人的“价格双轨
制理论”高票获得第四届中国经济
理论创新奖。这一理论最早要追溯
到 1984 年。那正是华生参与经济学
术研究的最初年华。28年后的获奖，
对他来说，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回
归”。

1984 年 9 月，全国中青年经济
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在浙江莫干山召
开。很多活跃在当前中国经济舞台
的人，都是这次会议的参与者。会议
期间，华生和四名研究生同伴提出
搞价格双轨制改革，建议用五年时
间完成计划价格体系向市场价格体
系的过渡。次年初，双轨制增量渐进

的价格改革作为国家的正式政策开
始实施。时隔多年，这一理论终获殊
荣，在华生看来，“这是集体智慧的
结晶，更是整个莫干山会议的产
物。”

早在 1978 年，25 岁的华生考入
东南大学（原南京工学院），刚入学
不久就在《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经
济学论文。大学毕业后，他考入中国
社科院财政系。在这里，他和很多优
秀的中青年经济学者一起直接参与
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莫干山会议后，华生直接参与
了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出入
于中南海的高层会议，陪领导外出
考察调研。1987 年，华生作为首批国
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参加福特基
金会提供的一项短期进修计划，赴
英国牛津留学。

华生在牛津大学学习了 4 年，
后来就应聘在剑桥大学研究任教。

1990 年初，华生被社科院以逾期未
归之名开除。

几年后，华生回国，此时他发现
“工作没了，房子也没收了”。 华生
自言“为了生活”，于是他做了一件经
济学者的“分内事”———下海经商。

华生的第一个生意是开火锅店，
但却倒闭了，后来渐渐走上正轨。据
他所述，“主要做工业和服务业，从
机械制造、无线通讯到食品加工都
有。”
“书生做企业主要还是靠同学，

有大学、研究生和留学时的同学来
加盟，90年代刚从英国回来的时候
也就两三个人，蹬个自行车，从个
体、合伙、有限公司、上市公司、企业
集团一步步走来。”华生说。

在此过程中，华生尝到了从学
者到商人的心理落差。压力最大的
时候，他也曾感到“太困难了，简直没
法再做了”，但他始终都没有放弃。

1999 年，华生的公司花 1.57 亿
元收购上市公司闽福发，华生任董
事长和总经理至 2003 年。此后，华
生辞去在闽福发的高管职务，将上
市公司和控股集团留给同学打理，
自己则一头转入学术研究。

有经济界人士评价华生“身价
数以 10 亿计，可能是中国最有钱的
经济学家”。在一次媒体采访中，他
自嘲是中国最懒的企业家。因为“无
论地处各省还是同在一幢楼里的下
属企业，他一年难得去一次，企业变
成了他研究的观察样本和试验田”。

1998 年 2 月，华生在《经济研
究》上发表文章，首次提出 A 股含权
和股权分置改革问题，这标志着他
回归学术界。

2000 年，华生就任燕京华侨大
学校长时，他拟定的校训是一副对
联：“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
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尽管在 2011年遭遇了学历质疑，
李开复的导师形象还是显得相当稳
固，因为他的创新工场依然很忙。这个
旨在提供全方位创业培育的投资机构
面对的大多是 80 年代后出生的青年
企业家，生于 1961年的李开复面对他
们时，除了是一个老板，还是一位导
师。

作为前微软公司副总裁、前谷歌
全球副总裁，李开复可以拥有一个中
国企业家的惯常称呼：李总。不过，在
他的周围，更多的一种称呼是：李老
师。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李开复
被称为李博士———这是在谷歌时的
事。

一直以来，作为企业家的李开复

被加上了学者的标签，原因当然不是
他文质彬彬的儒雅外表。之所以被视
为学者，是因为李开复其实还是一位
国际知名的语音识别技术专家。

看看李开复的履历，就会发现他
在 29岁之前除了企业家之外的另一
个人生可能是———当个科学家。

1983年，22岁的李开复以最高荣
誉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系，在
校期间，他开发了“奥赛罗”人机对弈
系统，曾经击败了获得过世界冠军的
国际象棋大师。1988年，李开复获得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博士学
位。他研究开发了世界上第一个非特
定人连续语音识别系统，被美国《商业
周刊》评为 1988年最重要的科学发明

之一。此后的两年里，李开复在卡内基
梅隆大学计算机系 RCS 担任研究计
算机科学家，并在 1990 年 7 月获得
AP（助理教授）的职位。

李开复关于统计学方法做出的
语音识别博士论文至今还是语音识
别产品的理论基础。2000 年，他成为
了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院
士。显然，这些经历都意味着李开复
是一个学者。事实上，如果他不曾离
开教职，其科研成果应该不会止步
于此。

然而，对于离开校园的李开复来
说，在中国被冠之以“青年导师”、“大
学生教父”这样的头衔，似乎是他告别
学者生涯的另一种收获。

早在 1990年，李开复受联合国邀
请来华演讲两周。那一次，他到了很多
高校，学生好哥们十分热情。后来，李
开复专门为和中国学生交流而创办了
一个网站。从那以后，李开复经常和学
生网上交流。后来，他在网上发表了两
篇著名的文章，如《我的人才观》、《给
中国学生的一封信》。不久，两篇文章
在互联网上和中国高校中广为流传，
此后，李开复又写了《给中国学生的第
二封信：从优秀到卓越》，一直到第 7
封信。一时间，“李老师”成为中国大学
生最著名的“编外导师”。

有一种说法是，相比较谷歌在中
国内地的“战绩”，李开复以独享“青年
导师”获得了只属于他自己的成功。

刘积仁有过这样的称谓：中国
第一位计算机专业博士，国内最年
轻的教授。现在，他是中国第一家上
市的软件公司———东软集团的总
裁。

作为中国软件业的领军人物，
刘积仁依然脱不开学者的形象，因
为他至今还兼任着东北大学的副校
长，甚至还亲自带研究生。

1976 年是刘积仁人生转折的一
年。东北工学院 (后改名为东北大学 )
来到他当时工作的钢铁厂选拔新
生。当时选人的原则是，由各车间推
荐，谁票多就谁去。结果，人缘好的
刘积仁得到了最多票数。就这样，他
从工人变成了计算机专业的大学
生。

此后的 7 年里，刘积仁从本科
一直读到硕士。1984 年，刘积仁考取
博士研究生，成为著名科学家李华
天的弟子。1986 年，李华天推荐刘积

仁到美国国家标准局计算机研究院
计算机系统国家实验室留学。

1988 年，33 岁的刘积仁留美归
国，回到了东北工学院，此时他的身
份是中国第一个计算机应用专业博
士。不久，刘积仁由讲师被破格提拔
为正教授，成为当时国内为数不多
的最年轻的正教授之一。

3 年之后，1991 年在充满了关
于“教授应不应该下海”的争议中，
来到了东北工学院的刘积仁正是这
争议声中的焦点人物。

1988 年，刘积仁以“三个人、三
万块钱、三台微机”组成了东北工学
院计算机系计算机软件与网络研究
室，3 年之后，东软公司正式成立。

在东软的官方网站上，关于东
软的简介，开头第一句便是：“东软
来自于大学。为了寻求‘架设软件研
究与应用桥梁’的梦想开始创业。”
刘积仁最初是想用赚到的钱来支持

研究工作，但后来的发展超出了他
的预料和所有人的想象。如今的东
软集团已是国内最大的软件行业解
决方案和软件外包服务提供商之
一，也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医疗系统
与设备提供商。

在刘积仁眼中，将软件与解决
方案、数字医疗和 IT 服务等方面相
连演绎，是一件“极具浪漫和想象力
的事情”。 身为企业家的刘积仁至
今还保存着学者的浓郁气质，在东
软集团，员工们习惯叫他“刘老师”，
而这也是刘积仁最喜欢的称呼。刘
积仁如今仍身兼二职，除领导东软
集团外，还兼任东北大学副校长一
职。除他之外，东软的许多高层同样
也是“一心二用”，很多东北大学的
本科生、研究生毕业后也直接留在
东软工作。

事实上，刘积仁在东软集团建
立了一种有着明显校园印记的企业

文化。刚刚进入东软的新员工，会被
指定一位“导师”，这些“导师”会像
研究生院里的教授一样对其进行东
软文化、工作环境和技能等方面的
训练。在东软，下级对上级及领导者
的称呼是老师，老师与学生的关系
是教与学，而不是命令与服从。刘积
仁对员工的希望是“有一天大家都
觉得他的老师比刘老师要好”。他对
于年轻员工的期许，和一位导师的
态度并无二致。

在刘积仁看来，学者和企业家
这两种身份，在他一肩之上显得十
分和谐，并且互为成就。
“一个好的学者要不断地探索

一个学术领域发展的趋势；一个好
的企业管理者要看好什么是未来，
在机会没有到来之前要准备。无论
做教授还是做企业，都在传播一种
精神，我把它叫做企业的文化。”刘
积仁如是说。

用智慧赚钱在这
个时代已是平凡事，
但懂得管理艺术、深
谙经营之道的学者，
未必都是平凡人。
“学富五车”这个

词儿如今有了更字面
的意思，因为“富”的
内涵还可以更直接地
表现为资产金额和身
家几何。

学者从书桌前走
开，从科学研究中抽
出身来，去做一些跟
经营有关的事儿———
很多年前被叫做“第
二职业”，而现在，他
们是富豪榜上赫然在
目的学者企业家。

李开复：编外导师

华生：回归学术

刘积仁：兼职校长

2012年5月12日,美国彭博社发表对全球1253名投资者、分
析师及市场交易人士的民意调查结果。调查显示，他们眼中的
中国和“1月份的时候没有区别”。本次调查结果还显示，中国金
融市场的表现被受访者排到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2012年，因为“底线”的触碰，使得世界投资者对中国的大
环境以及人员素质再一次产生怀疑。这个是公众最不愿意看
到的结果。可见，企业家设置“底线”和守住“底线”都非常重要。

“煤炭投资大佬”丢失精神内涵
走上“穷途末路”

2012年5月11日，当地PE曾经的一面旗帜，天津卓远天泽
董事长、总经理因为涉嫌非法集资超20亿元被刑拘。从目前报
案的投资者情况看，天津卓远天泽单个投资最大金额已经过
亿元，投资千万元以上的很多。

10年前媒体对天津滨海新区从2006年起出台的一系列鼓
励私募股权投资在天津给予的优惠政策大加赞誉。10年来，也
看到大量PE聚集天津发展的事实。专家说，作为一家运作6年
之久的老牌PE公司，卓远天泽的“崩盘”意味着天津部分PE已
然在当前法律法规上“踩线”。

当日消息公布后，微博上有57位参与讨论。一位PE人士公
开分析认为，“卓远天泽在全国的营销非常强，设了很多代理
公司和代理人，进行小额收集、大额投单的方式来规避政策风
险。但是公司所推出的几个项目，其盈利能力明显不能支撑高
额的融资返利。到头来也难逃非法融资的怪圈。”一直以来有
一种“精神”给企业家做支撑：投资实体经济盈利慢，只要学会
“避免风险”去“踩雷”就容易盈利。

持一样“信念”的还有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原
总经理王廷伟。因贪污700万元、私分国有资产128万元及造成
公司严重经济损失1.23亿元，近日被一中院一审判处无期徒
刑。

这个40岁的博士研究生案发前仕途一帆风顺。
企业家落马并被判“无期徒刑”者已经并不少见了，为什

么警示作用没有预想的好？
有一种心理成为了精神：“踩雷”时，觉得自己是“英雄”。
92岁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师昌绪院士2012年5月11日在

天津大学演讲时说：“我国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太少，还不如解放
初期。新中国成立之初，若问小孩将来想干什么，很多人表示想
当科学家。而现在，年轻人不是想当官就是想当企业家。”

当山西煤炭首富、民营企业家、山西沁和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吕中楼逐渐成为“争矿大佬”，与“山西煤枭”、“囚徒”
恩怨难了，终于传出“吕中楼领导的沁和能源改制时侵吞国有
资产800亿”消息时，年轻人是否愿意当这样的企业家？
王传福为“自己的失误”道歉
告诫企业家以“明智”建设品牌

2012年5月10日，在投资家巴菲特鼓励他继续“坚持做好
自己产品”之后，比亚迪老板王传福终于为自己的失误“道歉”。

3年来，媒体对于“疯狂企业家”王传福的质疑声比较一
致，那就是“理想和理性能否共赢？”

阿姆斯特朗教授有个经典的教学案例：让商业精英学生
扮演普强公司的董事前，97%的人都赞同“普强公司行为不负
责任”。但当扮演董事后，79%的成员选择“继续销售帕纳巴”，
即使阿姆斯特朗特意强调“帕纳巴是假药，在杀死病人”时，仍
有75%的“董事”选择尽可能延长销售时间，以便每年多赚1900
万美元。

何为“利欲熏心”？
“学生们”对自己没有承担社会责任感的选择“感到羞愧”，

但是“仍然不改变他们的商业决定”。
阿姆斯特朗把这个试验在10个国家重复进行了91次，结果

都惊人地相似。于是，阿姆斯特朗接受了这个事实：“善良的人
在履行自己职责的时候，也会做出邪恶的举动。即使在法制和
规范下走向理性的资本主义，商业个体一旦能够找到逐利的突
破口，宗教伦理或是道德自律，就变得苍白无力。”

我们为王传福感到庆幸的是“他醒悟了”。或许他只是为了
自己的企业。但是从另一个侧面看，他的“道歉”为更多科技型
企业创业者“守住底线”做到了提醒。

约翰·多恩的话别有深意：“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
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如果海水冲掉一块，欧
洲就减小，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
的领地失掉一块。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
的一员，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

2012年，当王传福又成为“具有反思精神企业家”时，在世
界的十字路口、全球商业世界的“缩影之地”纽约时报广场，中
国企业豪掷千金，蜂拥打开了广告。或许，企业家们心里应该时
刻“广告自己”：守好底线！

本报记者 江雪

丧钟为失去“底线”者而鸣

王利博制图

据统计，中国绝大多数家庭处于室内空气污染之中，甲
醛、苯、二氧化碳等几十种有害气体超标，pm2.5 成为全民
关注议题。在此背景下，各大舒适家居系统集成商、室内空
调通风方案供应商纷纷行动，针对室内环境改善进行产品
研发和技术创新，力求在此领域占据技术和理念的制高点。

日前，在家居气候系统领域探索多年的德国艾尔斯
派，将达到人体最佳舒适值的恒温、恒湿、恒氧、恒净技术
带到中国，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空调房的八大家居问题。

艾尔斯派作为国际高端气候系统的著名品牌，诞生于
德国斯图加特———德国制冷、空调、通风行业的心脏地区。
德国艾尔斯派家居气候系统，有别于传统空调的四大功
能，是恒温、恒湿、恒氧、恒净空气的集大成者，它不是传统
意义的分体空调，也不是传统意义的中央空调，而是一款
集合两者优点同时避免两者缺点并可彻底解决家居空气
环境八大问题的空气处理系统，是对传统空调技术和功能
的全新升级，为客户带来前所未有的价值，引领恒温、恒
湿、恒氧、恒洁净的“四恒”健康家居生活。

对此，中国建筑学会暖通空调分会名誉理事长吴元
炜、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吴德绳表示，中国空调
通风市场呼唤真正能改善室内家居环境气候和提高家居
生活品质的新技术新产品，也希望艾尔斯派家居气候新产
品能经受住时间和市场考验，在改善中国家居气候领域起
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家居系统集成商抢制高点
艾尔斯派引领“四恒”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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