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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业命运必须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

中国企业有能力
打造优势核心竞争力

埃森哲公司大中华区董事
总经理杨葳：

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常德传：

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每一次飞跃，从
来都是在深度社会变革中脱胎换骨，走向理
智和成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和企业家
从经验贫乏到创造中国式管理，从默默无闻
到活跃在世界舞台，不断演绎着中国奇迹。我
们深刻体会到，国家好，大企业才好。国际金
融危机爆发以来，在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
甚至面临衰退的情况下，正是我国经济连续
保持 9%以上的高位运行，才为大企业持续发
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青岛
港坚定不移地紧跟中央战略部署，一切从实
际出发，走好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在低
迷的国际港航经济中逆势飞扬，稳居世界第
七大港、中国第二大外贸口岸。

因此，大企业必须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
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树立信心、振奋精神、
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在管理、人本、创新上
狠下功夫，把自己的事情办得更好，以企业
的可持续发展，推动国民经济实现更长时

期、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发展。
我感到，当前首先应当强化内部管理，

筑牢稳增长的坚实根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
决定性因素，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唯有眼
睛向下，推动管理重心下移，苦练内功，抓好
基层、基础、基本功，构建起横到边、纵到底
的管理内控体系，才能强基固本，探索出适
合本土企业的中国式管理。要坚持高质量、
高效益、高指标、持之以恒选标、对标、夺标，
不断追求卓越，把质量服务、信誉、效率作为
企业的生命线，瞄准客户更高层次的需求，
提供超值的产品和服务，信纳四海，以信取
胜，才能把企业做强做优，在日趋激烈的全
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同时，我们要抓以人为本，强化稳增长
的核心支撑。员工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第一
资源，员工稳，企业稳。我们要把岗位当成员
工的命根子，只要愿意干、好好干，就不遗余
力为员工造岗位、保饭碗。同时，要不断提升

员工素质，坚持科教兴企、人才强企，下大力
气创建学习型组织，引导员工岗位学习、岗
位成才，培养学习型、智慧型、实干型员工。

另外，我们要促创新，激发稳增长的内
生动力。经济危机往往伴随着新的科技革
命。当前国家创新体系的加快建设，为企业
创新能力提供了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我们
必须积极作为、锐意进取，在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革命中赢得先机。创新是给自己干
的，不是给别人看的，作为实体经济，决不能
摆花架子、炒新概念，不仅要瞄准世界前沿
新技术，而且还要从基层、员工、生产、发展
的需求出发，让员工成为创新的主体。营造
科学、宽松、包容的氛围，人人都当发明家，
岗岗成为创新岗，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打造核心优势，加快转型升级，让创新成果
好吃好用、解决问题，把中国制造转变成中
国设计和中国创造，抢占国际分工和产业链
的制高点。

领导讲真理，企业讲管理，学者讲道理，从
我的理解出发，大企业的成长有 11点道理。

1、从中国、美国和日本三国 GDP30多年
发展的对比可以看出，美国企业 30多年一直
是高速成长，比中国一点也不低。日本经济也
经历过高速增长，但也曾一蹶不振。一个企业
怎么踩准点，踩准大的潮流和趋势非常重要，
大企业的成长也是如此。

2、对中国大企业和经济的未来发展我非
常乐观，中国大企业和经济依然处在成长的中
期，还没有到成长的后期。大企业将来有可能
在快经济转为慢经济的情况下增长速度会下
降，但企业通过整合优化可能有更好的成长空
间。日本曾经有 18年左右的 9%高速成长，还
有 15年左右 5%的中速成长，最近的 18年是
0.8%的低成长，中国是纵深大、经济发展不平
衡的国家，我想未来的发展潜力依然很大。

3、对比一下中国大企业和世界 500强，美
国和日本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他们的
大企业都是往下走的，中国一直往上走，但是
英、法、德三国基本上都是稳定的。我们应该走
好自己的路。

4、各国的大公司到底应该互补、合作还是
竞争？中国的大企业未来还有很大的成长空
间，在 500强里没有中国企业的行业，包括像

食品饮料、医药、保健等十多个行业，我们要做
世界级的企业就有了标杆，有了学习的对象。

5、关注实体，更要关注金融。以后的 30
年，中国的经济可能要打三大战役：贸易战、知
识产权战、货币战。未来怎么样真正让大企业
在战略层面考虑问题，过去我们是用资源制造
大量的产品，今后可以用赚来的钱包括美元进
行战略投资。

6、中国大企业的战略应超越赚钱思维，形
成战略思维，一是创造规则，二是制定标准，三
是广交朋友，四是缔结联盟，五是公开战略，六
是隐蔽战术。

7、如何在国际化过程中，辨别国家的真特
色。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形象，如果以职业
作比喻，德国和日本是匠人文化；中国是商人
文化，特别喜欢或者说擅长研究消费者、客户
的心理感受，非常之缜密；美国人是军人文化，
在战略层面非常有研究。美国的战略原则基本
上有一条是不与强者为敌，同时坚决不让敌人
成为强者。中国的大企业，从经济层面来讲，只
有做强做优，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8、把握社会的大趋势。上世纪 90年代曾
经是制造业的天下，前 10年曾经是金融业的
天下，10年后将是流通业的天下，20年后可能
会是消费者的天下，30年后应该是消费者的

天下。
9、做企业不容易，每个层次都不容易。三流

管理者自己做事，二流管理者带人做事，一流管
理者让人做事，超一流呢？让人想事。对价值观、
对宗旨和使命是有设计的，是有引导和影响力
的，所以管理是在升级，由自己会干到会讲，用
语言影响人，然后再到会让真正能干的人在组
织者层面和平台上实现自己的成就和梦想，最
后是会退，退二线，替别人搭平台，享受他人的
成功，自己做事是出业绩，教人做事是带队伍，
让人成事是建组织，回忆往事是传文化。

10、如何坚持持续的管理变革，才能达到
企业的持续成长呢？大企业实现可持续成长要
建立万马奔腾管理的机制和制度，用公司的价
值观相马，用设定目标赛马，给不同的机会育
马以及用考核指标杀马。实现世界在经济大变
局之下的可持续成长，这种机制是极其重要
的。

11、中国企业 500强大会第一次在东北
地区召开，显示了吉林省的领导、长春市领导
以及企业家高瞻远瞩。过去东北三省在早期工
业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历史上做出重大的贡献，
我们坚信，新时代、新吉林、新长春，必将继续
为中国的经济和中国大企业发展做出新的贡
献。

大企业成长有 11点道理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杨杜：

埃森哲长期致力于为企业实现卓越的绩效，并
且实现基业常青进行研究，在全球研究的方法和基
础上，从 2007年我们开始研究中国企业成就卓越绩
效之路，在过去的 4年中，我们和中国企联合作，一
起对中央大型企业进行了调查，并且跟踪，从 2007
年研究了实现可持续盈利增长报告，2009年探讨如
何走出全球的经济危机，到中国企业全球化之路以
及打造国际的竞争能力，紧随中国经济发展的脉搏，
在全球经济动荡的背景下，希望为中国企业可持续
增长以及国际化的发展提供真知灼见。

今年上半年我们与中国企联一起对中国的大型
企业进行了调研，结果表明，将近 90%的企业家表
示，现在的经营环境非常严峻，企业的生意越来越难
做，这个调查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成本的压
力，二是市场竞争以及客户需求升级的压力。

同时，我们也对中国的各个行业在 2005 年到
2011年的绩效表现进行了跟踪，在 2008年金融危机
之后，企业收入和利润的增长都已经呈现了下滑，在
2009年 4万亿投资计划的刺激下，2009年到 2010年
的增长非常强劲，但是到了 2011 年，我们看到企业
的收入和利润增长都明显地放缓，一切事实表明，中
国企业原有的低成本时代已经结束，中国企业将逆
风而行。

我们看到，劳动力的成本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处
于非常高速的增长，每年以将近 20%的速度增长，考
虑劳动生产率，中国劳动力成本已经是香港的 2.3
倍，财务费用大幅上涨，自然资源成本增加，而且我
们需要为知识产权付出成本。

除此之外我们还面临其他的挑战，比如说人民
币的升值为出口竞争力下降了 20%，由于过去的几
年过度投资，产能过剩、竞争加剧，企业依赖政府的
政策进行盈利的空间越来越小，环境和碳排放给企
业造成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在这样的严峻外部挑战
下，中国企业战略性的转型是必然结果。

经过研究后我们看到，从中国以及国外的转型
企业，整个转型可以分成两大类以及四个途径，两大
类是捕捉价值机会和管理机制的企业，四个途径是
指地域的扩张、业务组合的调整、产业链的控制和商
业模式的创新。这四种途径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对价
值主张从复制成功到完全颠覆性创新的影响。我们
也看到在企业的转型过程中，很多企业进行了多方
面途径的转型。无论是哪种途径的转型，我们都发
现，如果企业转型成功，更主要的是打造自身的竞争
优势，打造自身的核心动力，这也是企业成功转型的
基石。

打造自身优势，获得发展动力，我们可以把它解
释为四个方面：一是企业洞见未来的战略布局和规
划的能力。企业的领袖需要持续的洞见未来的趋势，
并结合自身的资源和能力，管理好业务发展节奏以
及现金流的组合，不断延伸和跨越成长的曲线。二是
成功的企业需要打造贴近市场需求的独特能力，所
谓独特的能力就是企业在洞见未来市场发展，结合
行业的特性，能够构建起捍卫自己竞争优势的能力。
三是要实现快速的盈利，企业需要建立成熟、高效的
管理运作机制，通过这样的运作机制，不断复制原有
的成功经验到新的领域和新的客户中，快速获得转
型的成功和盈利。四是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能力，商
业模式创新是一套系统化的工程，从洞察客户价值
主张入手，整合自身的资源，才能够实现商业模式创
新的根本转型。

对大企业的调查中，我们也发现，企业文化的转
型其实是转型的一个底蕴，也是企业打造核心优势和
核心能力的基石。在新的形势下，中国企业转型是长
期和艰苦的过程，每一个企业都会选择自己不同的转
型路线。历史表明，中国企业十分有韧性，我们相信，
通过远见卓识的领导，中国企业有能力打造核心的优
势，成功转型，建立国际竞争力，实现基业常青。

对未来 10 年全球变化，我认为核心有
两点，第一是全球经济会普遍地变慢，第二
是全球面临着长期通胀的威胁。

从美国来看，从 2007 年经济危机以
来，美国的私人消费的确在逐步恢复，但步
履蹒跚。从欧洲来看，欧盟各国政府债务仍
然十分庞大，而且印钞和发债受制于宪法
的限制，无法实施，欧洲金融机构持有相当
多的政府债，与政府的信用相关，欧洲经济
之所以需要有漫长的恢复期主要有三个原
因，欧洲各国福利需求和国家支付能力的
持续矛盾以及国民维护福利的愿望与政治
家的变革之间的矛盾以及地中海南岸、南
欧和中美欧经济不平衡，解决这些问题，
3—5年恐怕是起码的。

中国也面临长期众多的挑战，过去 30
年中国赖以成长的低成本的核心竞争力在
逐步地消失，不仅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环
境成本、社会成本、资源成本也在持续地快
速上升，我们的制造业恐怕不得不变。

这些变化不仅带来了危机，其实也为

全球带来了独特的投资机会。中国正在加
速从制造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变，目前我们
是全球第三大消费市场，正在快速向第二
市场迈进，因为我们还保持了 15%的增长。

因此，我们可以发展出一种新的投资
模式，我们称之为中国动力嫁接全球资源，
投资那些由于欧美市场消费持续低迷，原
来以欧美为主要市场的企业，它面临利润
的下降和维持的持续压力，从而使市场价
值大幅度下调，而他们所在的行业在中国
又有高的增长，通过投资这样的企业，成为
第一、第二大股东，再带动中国业务的成
长，由于中国巨大的市场增长，带动全球业
务恢复增长，从而实现投资价值。

要做中国动力嫁接全球资源的投资也
需要有匹配的能力，第一个能力是要有能
力帮助海外的企业快速实现中国增长。第
二个能力是需要具备全球投资融资和退出
的能力，没有这样专业化的能力，我们就得
付学费，在能力不具备的时候，寻找优势，
当地全球合作伙伴也是很好的选择。

中国企业走向海外，面临着严峻的挑
战，概括起来有三点，第一是被投资企业中
保守势力———“老古董”的反对，针对这一
点，我们的对策是做善意投资者，不谋求控
制权，我们帮助企业、帮助股东分享中国的
成长。第二个挑战就是管理团队的担心，针
对这个担心，我们的策略是做一个开明的
投资者，我们鼓励管理团队通过创造价值，
分享企业的长期发展。第三个挑战就是所
在国的政府以及工会的反对。针对这一点，
我们的策略是要做一个创造价值的股东，
主要协助企业增长，不谋求把制造迁回到
中国。

当前，海内外行业的发展出现阶段性
的低潮，资本市场也在低位运行，是坚守价
值投资非常好的时机。价值投资包含价值
的发现、价值的创造和价值的实现，在价值
发现方面首先要看到东西方的经济不平
衡，需要调整，在全球经济变局当中发现机
会，也就是我们所称的中国动力嫁接全球
资源。

中国动力嫁接全球资源
上海复星高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梁信军：

梁信军

常德传

杨 杜

杨 葳

碰撞转型智慧 凝聚发展共识
中国企业 500强论坛发言集萃

本报第一、二、三、五、六版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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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六版文字均由本报记者郝帅整理

与会企业家代表看《中国企业报》

与会企业代表在现场抢拍 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演讲跨国公司分论坛现场

2012，相会长春
———2012中国企业 500强发布暨中国大企业高峰会剪影

一年一度的中国企业 500强发布暨中国大企业高峰会，是中国
企业家的盛大节日。

来自全国各地的 1100多名企业家、专家和媒体记者出席会议。
会议采取大会发言、分论坛讨论结合方法，交流“转方式，调结构”的
经验，研究企业做强做优的途径，会议气氛热烈，讨论深入。代表们交
流了意见，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结下了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