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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公司

本报记者 周金平

山东京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1年动工兴

建并投产，公司是一家涉足石油化工、精细化工、生

物化工、艺术文化与教育、教育培训、战略投资、置

业、贸易等多个产业领域，销售收入过百亿元，利税

超十亿元的大型民营企业。

短短 20载， 京博控股从一家一个不足百人的

鲁北校办工厂成功跨入中国 500强。 2013年，公司

位居中国企业 500强 366位；中国制造业 500 强第

188 位；人均收入第 94 位；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第

86位。

多年来，公司始终坚持以员工和客户为经营原

点，以市场为导向，走“突出主业，兼顾相关产业”

的发展战略，紧跟市场，科学经营，不断提高企业综

合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在企业文化建设、企业运

营管理等方面均处于全国同行业领先地位。

2000 年，京博确立了以“仁孝文化”为核心的

企业文化，公司以夯实基层基础，激发基层活力为

目标，把“仁孝文化”建设的重点聚焦到员工、客户

和社会三个层面中， 总体规划企业文化建设重点，

明确企业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和重点推进措施。

以“仁孝文化”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内涵主要内

容如企业愿景：做行业内对社会最负责任最有益的

企业， 为子孙后代留下有持续盈利能力的事业平

台。 企业精神：吃苦、 敬业、节约、亮剑。 企业价值

观：诚信、奉献、改善、利他。 企业使命：为客户生产

满意商品，为社会培养有益人才。人生观：贫穷教我

惜福，成长教我报恩，责任教我拓展。

京博控股以“仁孝”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建设，在

继承中创新，从“利他”思维出发，以员工客户为经

营原点，将国学与企业管理相结合，推动企业管理

升级全面有效发展，形成了基于“员工、客户和社

会”的三重利他管理体系，塑造了“仁孝京博”品牌

形象。

目前，公司已形成了以山东京博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为核心，以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文化艺术

与教育和现代农业为发展方向的多元化大型企业

集团。

大京博，大战略，大梦想。 目前，提出 2020年跻

身世界 500强（京博人理解的世界 500 强包含：资

产利润率、销售利润率、资金利润率、团队建设和企

业文化五个方面）的京博控股正朝着这个目标阔步

向前。

仁孝文化

引领和谐京博快速发展

《中国企业报》：有梦想才能做大事，

您最大梦想是什么？ 京博控股有着怎样

宏伟的目标？

马韵升：京博的最大的梦想，可以说

我们的愿景，第一个目标：做我们从事的

行业内对社会最负责任，最有益的企业。

第二个目标： 给京博的后人留下可持续

盈利能力的事业平台。

我们从经营产品到经营资产再到经

营企业甚至未来叫经营文化，以我们中国

人的国学根基为核心打造文化体系，输出

文化，影响别人。

《中国企业报》： 对目前民营企业发

展的环境您是怎么看的？

马韵升：从大的环境上讲，中国的民

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我认为企业没有大小，只有强弱。 我们要

扶强，不要扶大。 扶大就产生产能过剩，

低水平扩张， 没有含金量、 没有技术含

量，这是导向问题。 说到税收，大家知道

中国赋税高一些，我主张收入高的人（企

业）缴的税就要缴更多，把税收底线提上

来，一个月赚几千块钱的就不要交了，全

民交税就没有意义了。 同时也要让社会

认同和尊重、支持纳税人。

《中国企业报》：奋斗这么多年，您最

深的体会是什么？

马韵升：坦诚地说，做企业能刺激我

的不是赚钱，而是当我看到我的部下、新

员工、大学生出彩、成长了，我特别高兴，

这是发自内心的，比赚钱高兴多了，因为

我看到有希望了，京博后继有人。 我宁可

一年不愿意赚 5 亿元，愿意赚 5000 万元，

我拿出 4.5 亿元用于人才和科技研发上。

因为人是最活跃，最核心的要素。

《中国企业报》：全国两会正在召开，

您有什么想对民营企业家鼓与呼的？

马韵升： 希望我们中央政府出台相

关的改革政策，在稳中求进，改革创新的

基础上， 寻求在高层管理上用中国传统

文化作为根基，统一大家的信仰、理念、

思想和价值观。 现在国家在抓，我力挺国

家当前做出的改革决策。 再一个，希望打

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经济环境， 还一个公

正、 公道就够了， 这也符合国家层面的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社会层面的

“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的理念，做事情

要公正、公道、公开。

仁孝文化是京博的发展“秘籍”

山东京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马韵升：

本报记者 周金平 马海丽 陈青松

《中国企业报》： 京博是如何打造自

己的人才队伍的？

马韵升：在京博最优秀的产品是人。

我认为我们人力资源团队体系不只在全

国， 在全世界都是很超前。 我有这个自

信，我们给员工设置了五个成长通道，第

一是管理通道，第二是经营通道，第三是

技术通道，第四是技工通道，第五是教育

通道，就是教官通道。这五方面你只要有

哪一方面的优势，你就到哪个通道发展，

都能成为人才，都能成为高管；这五个通

道，又分为员工级（最低）、班组级（经营

师、工程师、技师、教官等），副主任级、主

任级（副主任师、主任师等），副总级、副

总师、总级（总师）。

这五个通道我们从人力资源方面又

分五个方面：选人、育人、用人、管人、留

人。 选人靠眼力、育人靠能力、用人靠魄

力、管人靠心力、留人靠魅力。 具体来

说，选人靠眼力，就是每个人眼力独不

独特。 育人靠能力，如果自己有能力就

去培养人，如果自己没能力就找有能力

的人替你去培养。 用人靠魄力，有些人

只要拿准了，就要大胆用，发挥人的潜

能，给员工压力；管人靠心力，情商要

高，根据不同的人，要用心去管，真诚地

去对待员工，关爱员工，让他感到很高

兴，一定要让他感觉到家的文化。 魅力

就是我们的文化，以仁孝为核心的价值

观、人生观、精神等等。 包括我们企业的

人生观就是贫穷教我惜福、成长教我报

恩、责任教我拓展，就是让员工舍不得

离开这个家。

《中国企业报》： 为什么说您对京博

越来越有信心？

马韵升： 我发现有些企业一把手到

现在为止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企业”这两

个字的来历。有些企业可能关注了科技，

但没有真正抓培训、 提升员工素质这方

面，更别说抓企业文化了。我们提前他们

十多年搞企业文化， 我们现在还提出要

打造 90 后的总经理这个概念。

现在，整个京博集团 109 个高管，80

后 14 个，70 后的 67 个，60 后有 24 个，

50 后只占 4 个人，3 年内我们一定“生

产”出 90 后的老总。

最近，我们计划搞 7 个培训班，总经

理培训班我们做 4 个、中层管理班 3 个。

其中总经理培训班第一个是总经理研修

班，针对现有总经理研修；第二个是总经

理培训班， 针对现有 70 后中层干部；第

三是总经理种子班，针对 80 后中层和来

公司三年的专科以上员工都可以报名。

我们会进行海选、PK，最终选出 10 个人

由总经理直接一对一培养； 最后一个是

总经理种子后备班，选 90 后的员工。 在

我们这个企业里，我不怕任何人有能力，

你越有用我越高兴，我不怕你超过我，当

你超过我的那一天，我就成功了。我有个

梦想，就是做了很多年以后，京博有很多

集团，最上面是企业学院，我是院长，我

就是为各个集团培养各种不同的人才，

将我们的企业文化渗透到角角落落。

《中国企业报》： 京博从一家校办炼

油厂发展到现在集制造产业、 现代服务

业、文化艺术与教育产业、现代农业为发

展方向的多元化产业集团， 京博的几大

产业板块是如何和谐共生的？

马韵升：我们是在 17 届六中全会后

的前一年（2010 年）搞文化产业的，一年

以后，中央提出振兴文化产业。我们几乎

说跟中央这个步调是共振的。后来，我担

心中国未来有两个产业要倒掉， 一个是

种地业，第二是建筑业。这两个产业打工

的人， 全是 45 岁以上甚至 50 岁以上的

人。再过十年，这些人做不动了，谁来做？

30 多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再继续按照

这种方式走， 中国的农业一定是停滞不

前甚至是相比较在倒退。 那就需要把土

地集中到不管是法人还是个人手里，实

施集约化、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现代

化经营，否则就会出问题。

三农的问题，必须要建立在农业，尤

其是农民的问题上才能解决， 说到基本

层面，如果做不到提高农民家庭的收入，

上楼后他也住不起，没法生活。京博的合

村并居，除了通过土地流转，让农民在农

业板块上班拿到一份工资。 除了得到一

份固定的流转费外， 农民还可以去二三

产业挣钱。如今，我们从幼儿园和敬老院

开始，锁住两头，把控好中间去运作新型

城镇化建设。

我喜欢研究《易经》，跳出三界外就

不在五行中，我们在三界内，就一定在五

行中，即木、火、土、金、水；社会上所有的

产业和行业，都可归结为五类，木、火、

土、金、水，同时这五类随着每年的天时

能量和天体变化，有的行业可能好，有的

行业可能差，有的行业可能一般，它在不

停地轮回运转。 京博经营的产业涵盖这

五类行业，每一年会有好的、一般的，也

有差的，这样我们就能做到平衡。

《中国企业报》： 京博控股计划 2020

年进入世界 500 强， 您认为京博的世界

500 强跟其它的世界 500 强有什么区别？

马韵升： 其实就现在我们通常说的

世界 500 强，我不知道是不是翻译错了？

它不是 500 强，而是 500 大。 强和大不一

样。它只是体现销售收入这一个指标，很

多 500 强亏损。 我理解的世界 500 强至

少要有四个指标。第一，资产利润率和资

产运行质量要高； 第二， 销售利润率要

高，说明产品的附加值高；第三，资金利

润率高，说明资金使用效率高；第四，还

要有一支很强大的团队， 这个团队有文

化有根基、能持续发展。 京博的世界 500

强绝对不是单纯追求销售收入。

《中国企业报》： 您到京博的第一年

就将企业扭亏为盈， 当时您采取了哪些

有力措施？ 京博的管理制度有什么独到

之处？

马韵升： 京博控股本身是从国有企

业改制过来，最初是一个校办工厂，我是

第三任厂长。 我于 1995年接任以后压力

非常大，因为我不是学化工的，也没有从

事过企业管理。 我当时心里很清楚，经营

好了组织上肯定不会放你， 但如果经营

差了，自己的人生就会“经营”惨淡，也就

一块垮了。 从这个角度说，踏踏实实把国

有企业当做自己的企业， 用这个心态去

经营企业， 把现代企业管理的一些方法

镶嵌到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上。

在改革措施方面， 京博采取了一系

列有力甚至超前的改革。 比如当时员工

工资传统是当月 10 日发， 我当时想，企

业以自身创造财富养活自己的同时还要

承担着养活别人、社会、国家的职责，这

样对企业发展不利。 那时就改成下一个

月发上一个月的工资（目前许多企业也

是如此———编者注）。 以此为契机，我们

进行了全方面的改革，包括 1996 年最早

实行国有企业厂长年薪制。 另外，为了保

证工作岗位相对比较简单的老员工收入

相对稳定，我们特地提升了工龄工资。 工

龄长的， 尽管拿的岗位工资不多但是工

龄工资高。 年轻的同志岗位重要，那他拿

的岗位工资就高， 根据创造的效益再去

拿绩效工资。

我们的改革是全方位的。 现在看起

来就跟习主席全方位推行改革是一个道

理的。 因为改革必须要系统化，你搞单一

改革一定会出现偏颇，会出问题。

从 2000 年以后，根据上级的指示精

神， 企业要进行股改。 当时我是不同意

的，我认为一个企业经营的好与坏，不能

说跟股份结构没关系， 但是没有直接关

系，关键是看你经营管理者的心态。 我在

改制大会上讲， 过去我是把国有的企业

当成自己的企业，今天我们改制，改制以

后都是大家的企业， 我们要把大家的企

业当做社会的企业来经营。

《中国企业报》： 京博控股一直非常

重视企业文化建设， 将之作为战略的高

度，这在民营企业中极为罕见，请问京博

为什么要这么做？

马韵升：我一直注重企业文化建设，

因为我认为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的灵

魂，像一个人一样，如果没有灵魂，你身

体再壮，也就是傻大憨粗，不会有智慧。

在企业使命方面， 当时定的比较大，是

“为人类生产满意产品，为社会培养有用

人才”。 后来改成“为客户生产满意商品，

为社会培养有益人才”。 我提倡整个公司

有经营的概念和有营销的意识， 上下游

之间就是交易，就是经营，经营就是对上

游提出要求，满足下游需求。 再后来我们

总结为“三天一未来”，即今天的事情靠

经营，明天的事情靠创新，后天的事情靠

培训。 抓教育，体现员工素质。 未来的事

情靠文化， 做一个有智慧的企业必须要

有灵魂。 打造一个百年企业，没有文化，

那是不行的。

《中国企业报》： 京博奉行的是“仁孝

文化”，请问京博把“仁孝”作为企业文化

核心的初衷是什么？ 您是如何将“仁孝”

植入企业经营管理的？

马韵升：我们以“仁孝文化”为核心，

体现企业精神，价值观，愿景，使命，包括

我们的家训，实施我们企业整个战略。 把

一个企业当成一个家，企业本身就是一个

大家。 如何把企业通过家文化体现出来？

在家里很关键的就是以孝作为核心。 人的

一辈子有三件事是不能耽误的，最关键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孝敬老人。 小孝是对家庭

来讲的，自己的小家。 中孝来讲一定要放

大到集体，是大家庭。 包括我们搞新能源

加油站，我们京博“家”油站的“家”也是家

庭的家。 我经常说京博是一个家族企业，

但是绝对不是马韵升家族企业，他属于京

博人家族企业。 京博会让在公司创业的、

对公司有感情、能够创业几十年的所有人

成为他们的家族企业。

一个有智慧的企业

必须要有灵魂

京博的世界 500强计划不单纯追求销售收入

京博最优秀的产品是人

做对社会最负责任的企业

山 东

是

儒

家 文 化

的 发 源

地， 地处

鲁北的博兴

县 是 汉

代

孝

子董永的故里， 中国孝文化的发源地

之一，而仁孝则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

想。

在博兴县， 有这样一家知名企

业：10 年销售收入增长近 30 倍、中

国企业 500 强、从一家校办工厂迅速

成长为集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

文化艺术与教育产业、现

代农业于一体的大集

团、 领军人物荣膺 2013

年度中国民营企业十大

人物……

走进位于山东博兴的京博控股， 记者时时处处感受到公司

无处不在的“仁孝文化”：从厂区大门口的孔子弟子问仁雕像群，

到“小孝治家、中孝治企、大孝治国”的企业理念，再到集团员工

以仁待人、以诚待客户、以爱回报社会的实际行动。 一言以蔽之：

“仁孝文化” 已经深深地植入到这家中国 500 强且正向世界 500

强目标迈进的企业灵魂中。 而在战略方面，京博控股在其它企业

多元化难以取得成功之际，自己的多元化战略却做得顺风顺水。

那么，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山东京博控股的多元化战略为什

么取得成功？公司为什么要独树一帜地实施“仁孝文化”？ 10 年间

销售收增长近 30 倍并成功跻身中国500 强的秘诀在哪里？带着这

些疑问，《中国企业报》 记者专访了山东京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马韵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