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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关注企业家表情变化

2001年度“中国企业十大新闻”评选如期揭晓。
那一年“十大新闻人物”的表情也是历史的表情：风云变

幻。企业家命运的航船再次遭受狂风暴雨。

丰富了头脑智慧以及理性的《中国企业报》在“中国企业

十大新闻”的回顾中发现了一个不可掩饰的事实：2001年，在
福布斯富豪榜上排名第二的企业家杨斌、排名第三的仰融相

继落马。

或许是认识到了“企业家精神坚守的课题是永远的”，《中

国企业报》首次推出“解读企业家语录”栏目，发表 50篇随笔
文章，与中外企业家共同经受“思想风暴”。《中国企业报》分析

了仰融、唐万里等民营企业家“落马现象”的同时，不断加强报

道成功企业家如鲁冠球、冯根生、张瑞敏、王石、冯仑、柳传志

等成熟的管理思想。

2001年，《中国企业报》对百胜集团、肯德基、微软、三星、
索尼、松下、日产、鳄鱼、大众汽车等世界 500强企业全球首席
执行官、大中国区负责人进行了独家专访，发表专访文章《引

进肯德基的企业家王大东》、《血管里流淌着番茄酱的麦当劳》

等特写文章、言论 100余篇，成为较早进入国际化、全球化报
道的财经媒体之一。

正是认可了《中国企业报》的“国际化思路”之后，宗庆后、

马云、王玉普、张朝阳、马化腾、潘石屹、冯根生等 100位中国
当代最优秀的金融、地产、餐饮、百货、互联网、汽车、饮料等多

个行业的企业家欣然接受《中国企业报》独家采访。

那是一个需要全球化意识的时代，企业家的思维需要激

荡，需要碰撞。在各类“思想论坛”风起云涌的时候，《中国企业

报》把与优秀企业家的思想互动定为“思想者”、“生活家”专版

的报道重点，一期一篇言论，总结每周企业家“沉浮”现象背后

的深刻原因。

2000年科利华企业老板宋朝弟撰写的《学习的革命》一
书红遍全国之后，“流浪”很久、坚定了互联网企业信心的马云

登上了《福布斯》封面；前来中国上海参加《财富》论坛的美国

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搅动了中国企业家们兴奋的神经，并

以此为精神榜样开始激荡自己的各类憧憬。这样的消息都被

《中国企业报》关注，并重点进行了深度报道。

也是那一年，当韦尔奇的书籍在中国上市时，中国企业家

不再陌生这个全球的“黄金职业经理人”，更不再羞怯地认为

只有国外的企业家可以出书。海尔、联想、微软中国等企业开

始悄悄地出版管理书籍，传播各自企业的经验、思想、理念，加

快了品牌文化建设国际化的步伐······所有这些都被《中国

企业报》一一记录。

正如《中国企业报》2002年年终文章所言：“大时代的进
步离不开企业家的激情，也离不开媒体的鼓励、鞭策和建设。”

铁肩担道义

做大时代记录者的《中国企业

报》2003 年以 40 个专题文章为企业
和企业家们解惑。此后 5年时间，《中
国企业报》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微观

经济、行业经济、企业管理创新等新

课题做了全方位、立体化报道和解

读，在理性和建设性上实现了飞跃。

2003年，《中国企业报》头版头条
报道了美国柯达收购中国乐凯股权

的消息。之所以选择这个案例，《中国

企业报》的角度是，“乐凯集团分两次

将其持有的乐凯胶片 20%国有法人
股转让给柯达。柯达将向乐凯胶片投

入约 1亿美元现金及其他资产，并提
供各项技术的支持。”新闻背后的启

发是，中国已经向世界敞开大门。

此后十年，这个“中外企业并购

案”都以一种无法预料的传奇情节被

《中国企业报》见证着，直到 2012年，
柯达这个百年品牌在中国彻底消失。

2006 年，董事会试点开创了“央
企监管新天地”。宝钢、恒天集团、中

冶集团、攀钢、中农发、中铁工程、中

国铁建、新兴铸管、中国外运、中国建

材等 19 家中央企业相继建立和完善
了董事会，建立了外部董事制度。《中

国企业报》也一直追踪报道。《中国企

业报》策划了一个又一个大主题，用

财经媒体独特的思想脚印丈量着“在

中国的改革发展进程中，中国企业和

企业家们还需要趟过多少暗礁、险

滩、激流”，并和企业家做朋友，共同

见证历史。

长远眼光广角思维

2003年的中国很悲伤，财经媒体
的“良心”面临拷问。企业需要树立信

心，克服困难，恢复勇气，媒体也需要

树立新道德。

时代呼吁企业家“大气魄带来大

突破”。

为了验证新思路，《中国企业报》

尝试突破：既然定位为目击者和镜像

者，就应该向世界报道并解读中国企

业，以前瞻性、多角度思维分析、探讨

经济问题和企业管理问题，在客观、

真实、理性的思考中总结和找寻中国

国有企业发展的内在逻辑、规律、新

经验、新路子。

在配合国务院国资委“三项管

理措施”出台的关键年，《中国企业

报》开设“中国脊梁如何成为世界巨

星”专栏。当观点文章《中国创造才

是取胜之道》在“国资改革进行时”

栏目发表后，“抓住亮点”成为记者

们思考国资报道的关键词。

2003年《中国企业报》派出 10名
记者奔赴东北三省，深入到老工业基

地企业一线采访，希望以此行动振奋

企业精神，推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改造进程。

10月 14日，《中国企业报》刊登
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系列报道”

的第一篇：《黑龙江：国企改造是重头

戏》。此后，陆续发表《振兴军工华安

路》、《哈飞为啥能脱颖？》、《百年哈烟》

等 20篇文章，轰动业界。
回忆当年东北三省之行，记者们

常常说这样一句话：被自己视为“文

字的座右铭”的 20篇深度报道是用
脚写就的。这样的报道对企业具有一

定的历史价值。从渴望成长的企业一

线，记者听到了时代的足音，从拼搏

的企业家身上看到了灵魂坚忍。这样

的使命意识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新型工业化道路、现代企业制度建立

与完善、振兴东北经济和经济体制改

革等专题报道中体现了出来。

从 2003 年的“向顶峰接近”到
2007年专家分析“中国 500强企业的
行业结构”，关于“中国 500强”的报道
成为亮点。记者发现，《中国企业报》

对这段历史的记录，给予了更多鲜活

细致的细节和多角度透视，在财经媒

体内具备了自己的风格。

《中国企业报》坚持弘扬国有企

业主力军作用的报道一直坚持到现

在。《中国企业报》的国资报道模式、

风格、成绩也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

新思维为企业家服务

2006年前后，一部分商人、富豪、
民营企业家纷纷落马，“原罪论”开始

涌动。钩沉企业家的文章也陆续出现

在各大媒体。为了配合“中国企业十

大新闻人物”评选，《中国企业报》一

直坚持“原创”原则。从 2004年到
2007 年，15 名记者奔赴 20 多个省
市，采访报道了石油、航天、医药、服

装、互联网、投资、饮料、家电等中外

多个行业优秀企业家。他们是冯根

生、鲁冠球、宗庆后、马云、张朝阳、马

化腾、柳传志、詹存新、潘刚、常宝传、

汪海、任正非、潘石屹、童云芳等。

可以说，是中国的企业家精神默

默支撑着《中国企业报》完成了对 150
位企业家记录的历史任务。

《中国企业报》2006 年 1 月 9 日
头版头条以“袁宝华获中国质量领域

最高荣誉奖”为题，报道了“袁宝华这

个名字不但写在新中国经济发展的

关键阶段，更是企业管理和质量管理

的一个代名词”的新闻。

而事实上，之前《中国企业报》报

道“赵新先悲情落幕”的消息令老一

辈管理学家很难开心。企业管理、质

量管理、思想管理都成了回避不得的

新的历史课题;创新，对中国企业、企
业家变得异常重要。

把呼唤企业家精神当成首要报

道任务的《中国企业报》深刻地意识

到，传播优秀企业家的思想，是对中

国企业家群体最大的支撑。《中国企

业报》设立“解读企业家管理思想”专

栏，3年发表随笔 100篇，以独特的文
风给中国企业家提供世界优秀企业

管理思想。

“管理思想出效益，企业文化出

效益”成为《中国企业报》坚守的文

化。

思想与文化并驾齐驱

思想，需要互动。

创新，精彩自己。

《中国企业报》思想家办报的思

想无处不在。

期间，民营企业家与《中国企业

报》合作推出了“华山论剑”，为中小

企业主搭建思想平台，给创业者在企

业发展中遇到的疑难问题给出更为

实际的答案。同时，《中国企业报》结

合“中国企业新纪录”活动，出版《创

新》周刊给企业家一个展示创新思

想、成功案例的平台。

（下转 T08版）

2003年到 2007年，转换机制、政企分开、制度

创新、战略调整等一系列举措，使许多国有企业有

了质的飞跃。中国经受了 2003年“非典”袭击之后，

一方面“中国制造”在世界大行其道；另一方面，世

界几乎所有名牌企业都在中国落地。

同一个时间，效益大涨、活力复苏为国有企业

整合营造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氛围。2003年 3月，国

务院作出重大决策，宣布成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集合了原中央企业工委、财政部、

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等部委对国有企业的管理

职能，接手管理总量 17.84万亿元的国有资产、15.9

万家国有及国有控股工商企业。7月 10日，国务院

国资委召开“家庭会议”，时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

与 100多位企业老总签订了业务考核“责任状”。

此后的中国，民营企业进入钢铁业，经济学家

郎咸平和企业家王石都成为了名人，柳传志发出

企业箴言：“做得好一步登天。做不好，打入地狱。”

“历史与记忆”：与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共成长

改革的目击者和镜像者

第四篇
2003—2007年

（上接 T06版）

《中国企业报》举办的全国企业创新论坛会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