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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竹评论

“融合改变商业·2012第六届贡献中国高峰会”的主题非
常有时代感及哲学思考。

融合：是一个动词，她是一个聚合的状态，更是一种凝聚
的力量。《易传》中把天、地、人统一于“阴阳”、“刚柔”的交融。
宇宙是天体、星球的融合，大自然是生命与万物的融合。自从
人类诞生以来，地球便成为人与自然的融合圣地。现代文明尽
管承载了战争与灾难、竞争与失败，但文明进步的脚步从未停
止，其重要的聚合力量本源是融合。不管是宗教、人性、道德还
是理想，都是在自成体系与融会贯通中进步升华。而商业文明
则是在需求与规则之间，实现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商业利益的
一种进步状态。但事实告诉我们，狭隘的小农意识、利欲熏心
的道德缺失、疯狂无知的资源破坏、无视规则的秩序践踏、保
护主义的经济封锁、梦幻贪婪的金融创新已使得现代的商业
文明泛浑浊污。

特别是今天由于广深莫测的金融危机，迫使我们处于经济
下行通道的过程之中，稍有的风吹草动即可使我们本来已战
战兢兢的危机之心变得更加紧张恐慌。因此，心理的强大与携
手合作已成为走出经济低谷的必要条件，正所谓信心与融合。

当代社会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我们希望的我中之
你、你中之我是我中支持之你，你中帮助之我，绝不是相互猜
忌、拆台与暗算。因为只有我们在阳光下协作与融合，才能实
现合作共赢。 （下转第二版）

阳光下的商业融合

致敬 科学发展的十年
蒋皓

张维功

十年风云激荡，十年沧桑巨变，十年艰难拼搏，十年继往
开来。

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12年，是“十二五”时期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的攻坚时期，我们试图梳理中国企业十年发展纵深脉络、探
索真理性规律、评述改革功败，以企业的观察视角和前瞻性视
野，全景式展现中国企业发展的波澜壮阔的史诗画卷，从中汲
取永不枯竭的精神力量。

十六大召开后不久，我们党就提出了科学发展的重大战
略思想。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
提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我国从计划经济模式
转向市场经济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伟大时
代变革中提出的科学理论。十年来，我们坚定不移地用科学发
展观引领中国企业又好又快发展。盲目竞争、恶性竞争被遏
制，科学发展强企之路使许多中国企业在国际大舞台上脱颖
而出。

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国资监管的任务。国资委成立十年来，
我们坚持以促进中央企业科学发展上水平为基本目标。通过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全面分析和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发
展大势，不断提高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提高
中央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十年，在人类时间长河中，只是转瞬即逝的水滴。但十年
的成就与辉煌、激情与悲壮，烙下了这代中国人集体记忆中最
隽永、最恢宏的印记。我们为生活在一个铸造永恒价值、创造
普世观念、政通人和的盛世而庆幸。

十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雄浑壮美的乐章，力透
纸背的音符激荡着华夏五千年的苍穹，奏鸣着跨越时代崛起
的最强音。

十年悄悄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而中国雄起！中国企业
屹立于世界500强之林！

十年，并非完美无瑕。尽管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显著成
效，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还存在一些突
出的问题，相当一部分企业仍然存在管理粗放、自主创新能力
特别是核心竞争力不强的问题, 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和制度还
需进一步完善，民企成本高、贷款难、税负重问题愈来愈严重。

胡锦涛总书记“7·23”讲话指出，“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
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三个发展”思想为中国今后十年指明
了方向，预示着中国新兴工业化时代的到来。

也许未来十年之路更蹉跎，这就更需要我们凝聚科学发
展的共识，更坚定科学发展的信心。

我们愿与《中国企业报》读者一起，缅怀中国企业过去十
年的同时，迎接扑面而来的未来十年。

我们众志成城，向大企业时代昂首前进。再有十年，做强
做优中国企业指日可待。中国企业腾飞，将如大鹏展翅扶摇直
上九万里！

十年———我们永远铭记！
十年———我们向您致敬！

人们习惯将党的十六大以来的
这10年，称为新世纪新阶段。

10年的成就与辉煌、激情与悲
壮、沉思与希望构成我们记忆中最重
要的部分。

10年，对于人类历史长河来说，不
过一瞬；但对一个奋力追赶现代化浪
潮的民族而言，对于发生巨大变化的
中国企业而言，却有异常沉重的分量。

10年前，中国GDP首次突破10万
亿元大关，10年后的今天，中国 GDP
跃居世界第二，即将接近50万亿。

10年前，中国才完成与美国欧洲
的艰难谈判加入世贸组织，10年后的
今天，中国企业的贸易额和GDP仅次
于美国。

10年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刚刚突破1000美元，10年后的今天已
经达到5414美元，中国已经跻身中等
收入国家行列。

10年前，中国企业在世界500强
企业的评比中，只有12家入围，10年
后的今天已有79家入围，居世界第二
位。

这10年，中国企业建三峡大坝、
修青藏铁路、举办奥运盛会、游浩瀚
太空，梦想变为现实。

这10年，中国经济国内生产总值
年均实际增长10.7%，其中有6年实现
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这一时期的
年均增速不仅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
3.9%的年均增速，而且高于改革开放
以来9.9%的年均增速。

这是中国企业由小变大的10年，
是中国经济腾飞的10年，是国家富强
的10年。

时间为我们呈现出结果，却往往
省略了背后的原因。从2002年到2012
年的中国往事，对于未来中国究竟意
味着什么？是什么，让那些曾经悲观
预言中国的人，重新打量并将敬重的
目光投向世界的东方？又是什么，将
一个中国经济面临巨大困难的时期，
打造为举世瞩目的“黄金十年”？

早在2009年，《纽约时报》一篇介
绍中国的文章，加了这样的题注：“西
方最好还是研究一下中国戏剧般崛
起背后的理念。”10年来，科学发展、
社会和谐、以人为本、创新型国家、生
态文明、消费主导经济社会建设、文
化强国、和谐世界、大企业时代……
一个个关键词 载入中国发展大词典，
成为中国转型10年的思想坐标，成为
中国发展10年的动力之源。

我们更不可忽视的是，中国正是
在这十年中迈进大企业时代，仅中国
前500名企业缴纳税金即占到国家的
37%。
十年，
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发端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
到2002年，已经进入第二十四个年
头。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
到90年代末对国企改革和金融领域
的攻坚，及至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不减，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有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和体制机制基础。

但与此同时，从国际到国内，从
经济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
各个方面，诸多长期积累、制约全局
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日益尖锐。一本名
为《中国即将崩溃》的书，因语出惊人
登上美国畅销书排行榜。

中国的经济发展规模很大、速度
很快，但资源消耗过多、企业创新能
力不强。政企不分、政资不分、多头管
理，社会负担重，历史包袱多、企业冗
员严重……这些长期制约企业发展
的困难，是国企改革必须解决的历史
性难题。

最令人难忘的是2008年下半年，
一场“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突如其
来。猝不及防中，被誉为“经济活力源
泉”的企业受伤深重。订单减少、资金
链断裂、全行业萎缩，不少企业悲壮
倒下，打乱了中国经济前进的步伐。

这一年，中国经济增幅掉头一路
向下，挑战的更严峻之处在于，中国
外贸依存度高达60%以上，中国经济
会不会被拖垮？当金融危机从美国蔓
延到全球、从虚拟经济扩展到实体经
济、从发达经济体传导到新兴经济
体，其影响之深刻、局面之复杂，远远
超过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
这个有“世界加工厂”之称的经济体，
能不能抵御得住外需急剧下降、大量
出口企业停工的猛烈冲击？

应对严峻挑战，考验的是驾驭复
杂局面的能力，展现的是昂扬奋进的
精神状态。全国4000多万企业齐心协

力，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
2009年，依然实现了9.2%的增速。

回首10年，我们记住了非典疫情
的来势汹汹，记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波
诡云谲，记住了汶川、玉树、舟曲的悲泣
与悲壮，记住了疆独藏独势力数次上演
的分裂闹剧，记住了利比亚的紧急大撤
侨。一个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中国企
业追随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行进，不断
奏响高亢激昂的时代乐章。

十年，
我们做强国企、调整提速

国有资产作为中国各种经济成
分中比重最大的存量，其改革进程历
来是万众瞩目的重中之重。十六大报
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建立国资管
理新体制的论述，更是将国资改革这
一热点问题提到了新的高度。

国企改革的牵涉面之广，是经济
体制改革领域内任何一项改革都无
法比拟的———尤其是管理体制彻底
转变这样的大动作。因为，与之相关
的是10.93万亿的总资产、19万家国有
企业、5000万从业人员的走向和命运
以及斩不断、理还乱的政府办企业和
企业办社会。
“10年间，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

出现重大变化，国有资本逐步向关系
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
业和关键领域集中。这是做强国有企
业、提升国有经济控制力和影响力的
必然要求。”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
宁说。 （下转第二版）

———十六大以来中国企业改革发展述评之一

中国企业走进新时代

本报记者 李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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