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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06
（上接 T05 版）

中国企业在等待时机。

中国企业家也在实践中完善自己。

《中国企业报》也认为，企业家完成“精神长寿”使命是个

难题。这个话题需要更长时间做深做透。

1996年，60岁的企业家包括冯根生“遭遇退休”。因为得
到“特批”后才干到了 70岁。但是，企业家“58岁现象”的确伤
害了公众热情。

那一年，很多企业家接受媒体采访时更愿意谈美国企业

家韦尔奇，而忌讳谈牟其中。公众也忌讳给企业家更多赞美。

从《中国企业报》5年的报道中看到，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
企业家协会一直伴随着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企业家们成长，

为他们排忧解惑的同时，不停地帮助企业家学习世界管理经

验。

“中国企业家需要精神榜样”成为中国现实和历史的需

要。河北保定第一棉纺厂厂长马恩华正是在这历史关键时期

出现的优秀企业家。他在为企业书写奇迹的时刻也给中国企

业家群体书写了奇迹。

1996年企业家活动日的主题之一就是“学习优秀企业家
马恩华同志的先进事迹”。

《中国企业报》认识到“马恩华是时代的选择”。自此，开办

15期“企业家队伍建设大家谈”专栏向公众介绍马恩华的创
业、守业、开拓事迹，弘扬国有企业领导者的奉献精神。

是旗帜就该飘扬

“马恩华的先进事迹之所以在中国企业界引起了广泛的

反响，是因为时代需要他那样的拼搏、爱民、廉洁的高尚精神，

同时他有积极探索搞好国有企业的有效办法。”曾经获得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的河北省企业家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那

时，我们都去过保定参观学习。”

从《中国企业报》开辟的“企业家论坛”、“企业家队伍建设

大家谈”和“讲述企业家自己的故事”专栏中，邯郸钢铁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汉章、河北保定一棉纺织集团

有限公司总经理汪利娟介绍了学习马恩华的体会。

1997年，从国有企业管理者马恩华的改革业绩中，管理
者们开始熟悉了竞争、博弈、政策调控，开始默默地学习吴敬

琏的“制度大于技术”。

“企业家的奋斗故事非常感动人、鼓舞人、陶冶人，很多媒

体记者都是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才走上创业道路的”。

对《中国企业报》说这番话的一名当年的记者，如今任一家跨

国公司副总裁。他笑称“自己没少读企业家故事”。

当年接受采访的企业家回忆：“1996年，国有企业改革已
走过 18年艰苦历程，前后的成功与失败、欣喜与眼泪总交织
在一起，令人忧郁又令人振奋，令人激动又令人冷静。”

事实上，《中国企业报》在那 5年时间中，不断完善报纸版
面功能。《中国企业报》1996年初转发了新华社《国务院批转<
关于邯郸钢铁总厂管理经验调查报告>》文章的同时，配发国
务院发出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学习邯钢“模拟市场核算、

实行成本否决”为核心管理经验的通知。记者粗略统计，此后

《中国企业报》关于学习邯钢经验的文章多达上百篇。

1997年 7月，当中国北京和香港在同一个时间响起《你
好，香港》的歌声时，市场经济的概念更加确定，中国改革有了

新航标。无论是民营还是国有、合资企业，都将共同面临一样

的未来。《中国企业报》以细致全面的新闻解读参与了这段历

史书写。

发出时代强音

事实上，大部分国有企业在这关键的时间点里经营状况

并没有得到改善且在恶化。但是没有那段历史过程，也不会有

一年后的 100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
1997年 8月 30日，《中国企业报》刊发了《国企改革不进

则退》一文：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还有漫长的路途，指

望“药到病除”、速战速决是不现实的，要积极实行“抓大放小”

的改革战略。

当年的国有企业，现在已经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

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企业家们谈到那段

历史时认为：“很多财经媒体的思考文章不仅给国有企业的体

制与机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也推动了国有企业的健康发展

和企业家精神再造。”

一位《中国企业报》的企业通讯员回顾：记忆深刻的是，

《中国企业报》从第 1031 期起，开设了“国企改革沉思录”专
栏，邀请了当时经济理论界、管理界、企业界等各界人士谈看

法、抒感受、献良策，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一份有价值的理

性参考。

而后，《中国企业报》还陆续刊登了《营销，市场竞争的呼

唤》、《国企整体嫁接外资隐患多》等 11篇具有建设性、前瞻性
的专题文章，牢固地奠定了在企业家心中的媒体地位。

为企业家提供
“专业化服务”

只有专业服务才会得到更多读

者的关注。

在《中国企业报》细致而全面地

为读者提供“精神大餐”的 1998年到
2002年 ，柯达收购中国胶卷企业、健
力宝改制、国企改制“国退民进”、房

地产业苏醒、新浪美国上市等新闻字

眼刺激着更多创业者登上中国的经

济大舞台。

美的集团 1999 年开始“私有
化”、TCL开始改制、健力宝实现销售
额 50亿元，这使得中国的很多经济
学家纷纷关注“国退民进”。

《中国企业报》聘请了专家团队，

策划了“国有大型企业领导班子建设

加强”、“成立中央大型企业工委与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关系”、“建立适应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企业领导干

部管理制度”等专题报道。《中国企业

报》上发表的文章，对于那些犹豫在

“底线和边界”的企业管理者们就是

“定心丸”。企业管理者在读懂各种理

论观点之后，再对照各自企业的现实

特点，坚定自己的选择。

2001年初，就在中国石油、中国
电信上市成为事实之后，国家扶持垄

断产业重组和“美国纳斯达克泡沫”

的消息一起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引

起“焦虑情绪”。

为了给中国企业国际化摇旗呐

喊，为了使中国企业减少“全球化恐

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中国企

业报》发表专家文章 50篇，讲解知
识，开拓思路，介绍经验。

2001年，很多企业家读了中国企
联领导考察韩国后发表在《中国企业

报》上的《韩国 30年奋斗———韩国工

业经验》一文后表示：“读了文章后，

更加深刻理解了韩国企业的价值和

自己企业与国际企业的差距。我们思

考问题需要跳到更广阔、更深邃的层

面去。”

《中国企业报》把“强化服务观

念”理解到“做其他媒体不做的事情”

上，把极其有限的资源用在对企业家

群体有特殊帮助的事情上，让企业家

的心灵家园不干枯、不萎靡，更加健

康、阳光。

2001年，“荣事达企业竞争自律
宣言”新闻引起全社会热议和行业企

业的思考。

为了更加全面地给读者一个理

性的认识，《中国企业报》发挥记者站

优势，抢先报道了这一新闻事件，并

后续写出大量综合报道，讲述事件的

来龙去脉，让这一事件给全国相关企

业带来了“经验和教训”。

2002 年，《中国企业报》一边学
习十六大精神，一边研究“国退民

进收官阶段”的形势，派出多名记

者写出了《春兰改制搁浅》的新闻

调查。

正是在 2002年就开始发表“新
闻调查”文章，《中国企业报》在行业

媒体中才逐渐拥有了话语权，树立了

“与企业家是朋友”的形象。这个作风

一直坚持到现在。

为“头脑风暴”造势

1999年，抓住“产权变革而形成
的政商博弈”，《中国企业报》报道了

民营企业科龙、健力宝等热点企业。

争夺战让更多企业看到了一个事

实：企业要是处在多方利益大绞杀

中，很快就会奄奄一息。这或许就是

引起中国企业家们开始关注新力

量，造势“头脑风暴”的一个历史大

环境。

在“关注企业家命运，也关注企

业家的商业运作模式”的 2001 年，
《中国企业报》一则《中国东方航空武

汉有限责任公司在武汉正式挂牌成

立》的新闻，轰动了业界。

从事后分析看，王均瑶在其中的

股份为 18豫，成为 2002年资本市场
的一大看点，同时也是民营企业上市

热潮的看点。

《中国企业报》文章的角度是“民

营资本首次进入航空企业的提示”：

在国内证券市场上，民营企业更多地

采用了买壳参与重组的方式进入资

本市场。而海外上市也成为民营企业

试水资本市场的一大通道。上市，尤

其是海外上市带给中国民营企业的

远不只是鲜花和财富。在香港上市的

民企板块频遭质疑，财富大蒸发也给

初试资本市场的民营企业上了一堂

代价高昂的资本课。

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

后，跨世纪反倾销诉讼也开始频繁冲

击国人的眼球和神经。企业家们对财

经媒体的要求也趋于深刻。

为了让企业管理者得到更多信

息，不同行业企业和企业家都能找到

各自所需的空间，《中国企业报》给代

表着中国新力量、新思想和新势力的

民营企业家设立专版，文化产业、体

育产业、互联网企业家纷纷登上首页

版面，成为独特的风景线。那一年，

《中国企业报》派 20 名记者采访了
“中国 131亿元进行三峡工程建设”、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西电东输”

之后，写出了大量具有新鲜活力的文

章。

2002 年，根据企业对反倾销案
例的实际需求，《中国企业报》在不

同版面上发表 300 多篇文章，涵盖
国内企业应对反倾销诉讼并打赢官

司的实战案例、世贸专家对世贸组

织规则和反倾销诉讼进行解析和点

评，为更多企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和经验。

2002 年 12月，《中国企业报》坚
持每天一篇言论，详细解读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

在关键词为大经济、华商大会、

世界经济论坛 、停牌、中国企业高峰

会、网易、中国电信行业、中国市场、

中国公司排序中可以看出，《中国企

业报》新闻专业化报道在业内很快制

造出了自己的影响力。

（下转 T07版）

1998年，中国企业家最难忘的是时任国务院总理朱

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的一段话：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一往无前，义无

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用 3年时间让国有

企业摆脱困境”这个让很多企业家觉得是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

面对这样的经济形势，一直用实际行动履行着“面

向企业，为企业服务”宗旨的《中国企业报》确立了新的

办报思路：“提升专业化服务标准”。让企业家的世界更

加丰富，积极建设企业家的心灵家园。

回首 1998年到 2002年的 5年历史，我们看到了经

过 14 年艰难探索的《中国企业报》，开始强化“与时俱

进”的时代精神，并不断完善报纸功能。

“历史与记忆”：与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共成长

丰富财经新闻表情

第三篇
1998—2002年

丝绸之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凌兰芳在阅读《中国企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