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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长江表示：抗战到底

8 月 26 日， 王冬雷执

掌的董事会在惠州成立临

时总部， 人民网专访了吴

长江， 吴长江言辞激动地

说：“我一定把雷士控制权

拿回来。 ”

解读： 雷士董事会召

开临时股东大会， 提议罢

免 吴 长 江 执 行 董 事 及

CEO 的职务传播开之后，

各种“吴长江称”、“王冬雷说”让雷士的斗争逐渐升级。 很多

企业内部的具体“矛盾”，外人听不明白。 但是王冬雷方面回

应人民网、吴长江也回应人民网，就显得非常有意思了。仿佛

是去年的电影，再出了“续集”。 悬念一个接着一个。

多年来，“打擂台”是企业家表现人格、思想、情感、智慧的最

佳方式。 但是，雷士今天的“擂台”告诉公众，没什么是可以信的。

你听，“吴长江把股票卖光了，钱也收了，还当自己是老板？ 不自

量力。 ”“王冬雷的信誉，让雷士的品牌价值受到很大的伤害”。

公众在追问：“我们要实现我们的梦想， 做民族品牌，做

世界尊重的品牌”的雷士梦想，接下来谁来实现？

江湖

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到退休年龄 被继续留任

8 月 25 日，中石化董事长傅

成玉在企业业绩记者会上首次

公开回应退休问题， 他表示，按

照规定他应于 7 月底正式退休，

但中央明确让他留任。

解读：有人分析，一是傅成玉

属于“三桶油”之一的中石化领军

人物； 二是他现年已经 63 岁，在

央企领导人中属于超期“服役”；

三是，他还有“其他安排”。

记得，傅成玉在今年 2 月初宣布：“中石化旗下销售业务

将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参股，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被媒体

称为“率先拉开了垄断性国有企业改革的序幕”。

人们关注企业“领袖级人物”的“政治待遇”，以及未来走

向，说明公众的参与意识再次提升。 企业家自己看到反馈，或

许会感受到更大的动力？！

一周史记

企业大事

2001 年 9 月 4 日 中国企业

华安公司推出我国第一只开放

式基金

1959 年 9 月 4 日 中国第一

座生产合成纤维工厂建成

1919 年 9 月 5 日 美国可口

可乐公司成立

1997 年 9 月 8 日 陕京天然

气输气管道工程竣工

2008 年 9 月 8 日 河北三鹿

奶粉事件爆发

2008 年 9 月 8 日 山西省临

汾襄汾县新塔矿业有限公司塔

山铁矿发生溃坝

行业大事

1980 年 9 月 2 日 国务院批

准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

1954 年 9 月 2 日 《公私合

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通过

1969 年 9 月 2 日 第一个

ATM 自动取款机在纽约亮相

2010 年 9 月 4 日 中国企业

500 强名单公布

1998 年 9 月 4 日 中央派出

首批稽查特派员赴企业实地稽

查

1987 年 9 月 5 日 首届中国

艺术节开幕

2002 年 9 月 7 日 首届中国

女企业家大会举行

1988 年 9 月 7 日 我国首次

发射气象卫星“风云一号”

1998 年 9 月 8 日 中国研制

出全数字高清晰电视系统

1956 年 9 月 8 日 中国成功

试制新型喷气式飞机

1999 年 9 月 8 日 中国第一

台交流传动内燃机车研制成功

1997 年 9 月 8 日 中国陆上

输送距离最长的一条天然气管

线竣工

相关大事

1983 年 9 月 3 日 中央指示

要加强引进外资工作

2008 年 9 月 5 日 “万里长

江第一隧”双线贯通

1958 年 9 月 6 日 毛泽东要

求把工作重点放在工业方面

1966 年 9 月 7 日 中共中央

号召抓革命促生产

1953 年 9 月 7 日 毛泽东谈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政策

1997 年 9 月 8 日 首届中国

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举行

1987 年 9 月 8 日 我国首次

土地拍卖，深圳市以议标形式第

一次有偿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1951 年 9 月 8 日 中共中央

决定稳步发展农业合作社

（9月 2日—9月 8 日）

管仲（公元前 719 年—公元前

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 被

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颍上（今

安徽省颍上县）人，周穆王的后代。 是

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 政治家、

军事家。 有“华夏第一相”的美誉。

管鲍之交

现代企业制度典范

史学家司马迁曾记载， 管仲曰：

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力多自

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 吾尝

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

愚，知时有利不利也……鲍叔既进管

仲，以身下之。 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

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 天下不多管

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司马迁写

这一段的主要目的，在于写管仲与鲍

叔的情谊。 这段文字里，令人千古称

颂的“管鲍之交”，如今多被形容、使

用在生意场上。 能够找到如此默契、

如此之心相许的生意合作伙伴，实在

是人生一大快事。

几千年后，成为中华商业文化主

流的晋商文化，在世界范围内首创的

东家与掌柜，比现代企业制度早了很

多年。 虽然现在无法考据是什么人首

创了这一模式，不过，此人一定也是

受到了“管鲍之交”的启发与照耀。

以民为本 以商兴国

《管子》 一书如实记录了管仲的

思想，在《管子·奢靡》一文中还系统

地阐述了消费对生产的促进效用。

《管子》 一书中最值得注意和令我们

今天称赞的，是“以民为本”，以民生

作为国家统治者的出发点， 这一思

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仍值得称道。 由

于以民为本，所以不得不时时刻刻考

虑民生问题， 而民生问题该如何解

决？ 管仲给出的答案是：大力发展商

业，藏富于民。 他意识到：富国的前提

就是先富民，他的“国富论”比亚当·

斯密早了 2300 年。 并且，管仲还在自

己“轻重”的思想中，出了国家干预经

济全局的大纲， 国家控制经济方向，

让百姓在国家制定的经济政策下，按

照游戏规则获得财富。 今天看来，管

仲提出的“以商兴国”，实现富强的主

张，比英国的托马斯孟在《英国得自

对外贸易的财富》中提出的“重商主

义”学说早了 2200多年。

管仲相齐的经济政策是“遂滋

民，与无财”（出自《国语·齐语》）。 他

的办法乃是“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

穷”（出自《史记·齐太公世家》）。 或言

“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出自《史

记·平准书》），以至“通货积财，富国

强兵”（出自《史记·管晏列传》）。 管仲

实行了粮食“准平”的政策，即“民有

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

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

散之以时，则准平。 故大贾富家不得

豪夺吾民矣” (出自《汉书·食货志》

下)。 这种“准平”制，不但是一种平衡

粮价的政策，也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

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

性， 并且还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

润。 这种经济政策，亦为经济层面的

国君集权。

经营盐铁 保护环境

管仲那时就考虑到了盐和铁的

重要性，提出了“官山海”的主张，即

将山上的铁、 海中的盐收归官府管

理。 其中对盐创制了食盐“民产、官

收、官运、官销”的一套官营制度，这

套制度 2000 多年来一直被历朝历代

的当政者采用，沿用至今。 而且，管仲

还提出了“正盐荚”的具体实施政策，

即建立食盐人口州籍，将全国各地人

口详细登记，官府按时、按州籍卖给

食盐。 这样做的结果，从根本上保证

了国家“稳定盐利”，所谓“富上而足

下，此圣王之圣事也”也正是由于推

行盐的官营等一系列改革，齐国很快

民富国强， 拥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

虽然自管仲实行官营后的 2000 多年

来一直对“食盐官营”争论不休，但官

营和专营仍为历代所效法，并一直沿

袭至今。 也正是这一改革使得管仲被

后世称为“盐宗”。

保护环境。 管仲面对当时“竭泽

而渔”的经济开发，为了有效利用齐

国的林木和渔业资源，制定了“山泽

各致其时”。 即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

境保护法，即禁止人们为了眼前利益

而滥伐滥捕, 以保护树木和鱼类的正

常生长，免遭破坏。 伐木和捕猎只准

在适当的季节进行，这种对于环境的

保护意识与经济发展的长远之见在

今天仍被国家提倡。

衡山之谋 王者之道

管仲的“衡山之谋”颇负盛名。

那时的衡山国盛产兵器，衡山利

剑，天下无双。 管仲早就在谋划征服

衡山国，不过，要想以武力攻打衡山

国，肯定要费一番功夫。 所以管仲在

起兵前一年就派人到衡山国高价收

购兵器；10 个月后，燕、代、秦等国都

跟着到衡山国收购兵器， 可谓天下

争购。 看到赚钱的情况，衡山国君告

诉宰相 ：“天下各国都争购我国兵

器， 可使价钱提高二十倍以上”，衡

山国百姓于是纷纷放弃农业转而打

铁。

一年后，齐国派人到赵国购运粮

食，赵国粮价每石十五钱，齐国却按

每石五十钱收购。 包括衡山国在内的

诸国都运粮卖给齐国，就在各国为发

财欢呼的时候， 齐国突然封闭关卡、

停止收购粮食和衡山国兵器。

在夏收前，对衡山国出兵。 此时，

衡山国已经无粮可用，兵器也差不多

卖光了， 又不能在别国买到粮食，在

经济和军事两个战场上败的精光，只

得奉国降齐。

其实“衡山之谋”就是以高价诱使

敌方放弃本业， 追求某种产业的畸形

利润，最终造成敌人经济瘫痪。在任何

时代， 一种商品价格暴涨都会带来巨

额利润。这种利润高得让人炫目，除非

这种利润来自于国内垄断性技术，那

是一定会出事情的。 高利润会吸引相

当一批人冲进去，而且，这批人往往还

是能率先看到商机的精英。 等到一个

国家几乎全民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暴

利就要终结，灾难即将来临。

房秀文先生曾说过：“关于管仲

的思想对商业文化的影响，我们可以

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重商优商，国

家必须大力发展商业， 优先发展商

业，但又必须作为商业的主导，从宏

观上控制经济运行；商业是富民的根

本，更是国家的命脉，商人不仅仅是

个人财富的积累者；商人不应该被定

义为唯利是图的冷血动物，商人更应

该被看做是诚实守信的君子。 商人是

国家命脉的重要一环，因此其形象一

定要是正面的，一定要得到肯定和受

到尊敬的。 ”

管仲，他将齐国从一个沿海小国

家，治理成为一个强大的军事和经济

强国，他独创的“以商兴国”、“以商立

国”的“重商主义”和唯经济定论，直

到今天亦可以为我们的经济环境所

用，给予现代商业发展以启发。

小海 佳琦

（上接第九版）但从长远看，对企业又

是利好机会， 信息公示可让企业由

压力变动力， 特别是设立经营异常

名录的规定，对企业在政府采购、工

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授予荣誉

称号等工作中， 将被予以限制或者

禁入， 更加有助于企业重塑社会信

用，增强坚守诚信经营底线、珍视企

业经营声誉和形象的自觉性，处处、

事事加强企业经营管理， 把质量当

成企业生命线， 从而使企业成长为

质量可靠、 诚信度可信赖的有责任

和良心的企业， 最终赢利民众普遍

信赖， 对企业扩大产品市场销售具

有重要推动作用， 使企业获得长久

持续发展动力。 如此，可形成鲇鱼效

应， 推动企业整体依法守信水平的

提高， 从而实现中国企业跨越式发

展。

从广大消费者来说，企业信息公

示， 消费者获得企业经营情况的信

息渠道扩大、成本降低，为监督企业

生产行为大开了方便之门。 在如此

形势之下，企业生产品行的优劣，消

费者能够了然于胸， 这不仅为消费

者举报不诚信、 不守法经营企业提

供了便利， 也使广大消费者维权有

了充分的依据和足够的信息。 这样

一来，必然形成有利市场经济格局：

一方面倒逼企业守法经营意识形

成， 从而处处以确保民众消费利益

和消费安全为最大经营目的， 在确

保产品安全和消费者利益前提下，

追求生产利润， 自觉抵制造假贩假

等坑害消费者行为， 主动净化市场

经营环境， 成为维护市场经营秩序

的中坚力量。 另一方面，企业信息公

示， 也让广大企业之间和消费者对

企业生产经营能力有比较清楚了

解， 对企业相互之间开展经营合作

提供很好的选择思路； 为消费者对

企业生产产品的品质判断有比较准

确地把握， 有利于做出正确消费决

策。 这样不仅对企业扩大经营生产

和合作有益，也对消费者选择商品、

消费爱好及消费习惯有利。

从监管者来说， 企业信息公示，

既是简政放权的手段， 又是监管部

门执政能力的体现， 可实现政府调

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协调统一。 过

去不少监管部门借年检之机， 故意

刁难企业，牟取不当利益，条例实行

后，企业若不真实全面公示信息，既

要面临来自市场的压力， 也要面临

被举报后相应的行政处罚， 因而可

推动监管部门提高监管责任性和积

极性。 同时，对监管部门要求及时将

管理过程中形成的企业状况信息进

行公示， 这些信息对于公众判断一

家企业的经营情况有着很重要的意

义； 政府相关部门如不按照规定履

行相关职责，要追究其责任，进一步

明确了政府主管部门的义务， 有利

促进建立服务型政府。

企业信息公示

是多赢之举

管仲的商战兴国之道

管仲（公元前 719 年—公元前

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 被

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颍上（今

安徽省颍上县）人，周穆王的后代。 是

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 政治家、

军事家。 有“华夏第一相”的美誉。

管鲍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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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司马迁曾记载， 管仲曰：

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力多自

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 吾尝

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

愚，知时有利不利也……鲍叔既进管

仲，以身下之。 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

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 天下不多管

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司马迁写

这一段的主要目的，在于写管仲与鲍

叔的情谊。 这段文字里，令人千古称

颂的“管鲍之交”，如今多被形容、使

用在生意场上。 能够找到如此默契、

如此之心相许的生意合作伙伴，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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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后，成为中华商业文化主

流的晋商文化，在世界范围内首创的

东家与掌柜，比现代企业制度早了很

多年。 虽然现在无法考据是什么人首

创了这一模式，不过，此人一定也是

受到了“管鲍之交”的启发与照耀。

以民为本 以商兴国

《管子》 一书如实记录了管仲的

思想，在《管子·奢靡》一文中还系统

地阐述了消费对生产的促进效用。

《管子》 一书中最值得注意和令我们

今天称赞的，是“以民为本”，以民生

作为国家统治者的出发点， 这一思

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仍值得称道。 由

于以民为本，所以不得不时时刻刻考

虑民生问题， 而民生问题该如何解

决？ 管仲给出的答案是：大力发展商

业，藏富于民。 他意识到：富国的前提

就是先富民，他的“国富论”比亚当·

斯密早了 2300 年。 并且，管仲还在自

己“轻重”的思想中，出了国家干预经

济全局的大纲， 国家控制经济方向，

让百姓在国家制定的经济政策下，按

照游戏规则获得财富。 今天看来，管

仲提出的“以商兴国”，实现富强的主

张，比英国的托马斯孟在《英国得自

对外贸易的财富》中提出的“重商主

义”学说早了 2200多年。

管仲相齐的经济政策是“遂滋

民，与无财”（出自《国语·齐语》）。 他

的办法乃是“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

穷”（出自《史记·齐太公世家》）。 或言

“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出自《史

记·平准书》），以至“通货积财，富国

强兵”（出自《史记·管晏列传》）。 管仲

实行了粮食“准平”的政策，即“民有

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

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

散之以时，则准平。 故大贾富家不得

豪夺吾民矣” (出自《汉书·食货志》

下)。 这种“准平”制，不但是一种平衡

粮价的政策，也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

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

性， 并且还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

润。 这种经济政策，亦为经济层面的

国君集权。

经营盐铁 保护环境

管仲那时就考虑到了盐和铁的

重要性，提出了“官山海”的主张，即

将山上的铁、 海中的盐收归官府管

理。 其中对盐创制了食盐“民产、官

收、官运、官销”的一套官营制度，这

套制度 2000 多年来一直被历朝历代

的当政者采用，沿用至今。 而且，管仲

还提出了“正盐荚”的具体实施政策，

即建立食盐人口州籍，将全国各地人

口详细登记，官府按时、按州籍卖给

食盐。 这样做的结果，从根本上保证

了国家“稳定盐利”，所谓“富上而足

下，此圣王之圣事也”也正是由于推

行盐的官营等一系列改革，齐国很快

民富国强， 拥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

虽然自管仲实行官营后的 2000 多年

来一直对“食盐官营”争论不休，但官

营和专营仍为历代所效法，并一直沿

袭至今。 也正是这一改革使得管仲被

后世称为“盐宗”。

保护环境。 管仲面对当时“竭泽

而渔”的经济开发，为了有效利用齐

国的林木和渔业资源，制定了“山泽

各致其时”。 即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

境保护法，即禁止人们为了眼前利益

而滥伐滥捕, 以保护树木和鱼类的正

常生长，免遭破坏。 伐木和捕猎只准

在适当的季节进行，这种对于环境的

保护意识与经济发展的长远之见在

今天仍被国家提倡。

衡山之谋 王者之道

管仲的“衡山之谋”颇负盛名。

那时的衡山国盛产兵器，衡山利

剑，天下无双。 管仲早就在谋划征服

衡山国，不过，要想以武力攻打衡山

国，肯定要费一番功夫。 所以管仲在

起兵前一年就派人到衡山国高价收

购兵器；10 个月后，燕、代、秦等国都

跟着到衡山国收购兵器， 可谓天下

争购。 看到赚钱的情况，衡山国君告

诉宰相 ：“天下各国都争购我国兵

器， 可使价钱提高二十倍以上”，衡

山国百姓于是纷纷放弃农业转而打

铁。

一年后，齐国派人到赵国购运粮

食，赵国粮价每石十五钱，齐国却按

每石五十钱收购。 包括衡山国在内的

诸国都运粮卖给齐国，就在各国为发

财欢呼的时候， 齐国突然封闭关卡、

停止收购粮食和衡山国兵器。

在夏收前，对衡山国出兵。 此时，

衡山国已经无粮可用，兵器也差不多

卖光了， 又不能在别国买到粮食，在

经济和军事两个战场上败的精光，只

得奉国降齐。

其实“衡山之谋”就是以高价诱使

敌方放弃本业， 追求某种产业的畸形

利润，最终造成敌人经济瘫痪。在任何

时代， 一种商品价格暴涨都会带来巨

额利润。这种利润高得让人炫目，除非

这种利润来自于国内垄断性技术，那

是一定会出事情的。 高利润会吸引相

当一批人冲进去，而且，这批人往往还

是能率先看到商机的精英。 等到一个

国家几乎全民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暴

利就要终结，灾难即将来临。

房秀文先生曾说过：“关于管仲

的思想对商业文化的影响，我们可以

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重商优商，国

家必须大力发展商业， 优先发展商

业，但又必须作为商业的主导，从宏

观上控制经济运行；商业是富民的根

本，更是国家的命脉，商人不仅仅是

个人财富的积累者；商人不应该被定

义为唯利是图的冷血动物，商人更应

该被看做是诚实守信的君子。 商人是

国家命脉的重要一环，因此其形象一

定要是正面的，一定要得到肯定和受

到尊敬的。 ”

管仲，他将齐国从一个沿海小国

家，治理成为一个强大的军事和经济

强国，他独创的“以商兴国”、“以商立

国”的“重商主义”和唯经济定论，直

到今天亦可以为我们的经济环境所

用，给予现代商业发展以启发。

管仲的商战兴国之道

王利博制图

（本报记者江雪整理）

当当网原 CMO 郭鹤加盟乐视

8 月 25 日， 据乐视方面确

认，当当网原 CMO 郭鹤已加盟乐

视网， 出任乐视互联网生态农业

及网酒网副总裁， 主要负责乐视

互联网生态农业及乐视控股的网

酒网的整体品牌工作。

解读：2008 年加入当当网负

责品牌及公关工作，于去年升任首

席营销官的郭鹤成为“甜品”。这个

行动让行业人士不由得去想，乐视

8月 24日正式发布生鲜类电商的“乐生活”平台，要发达？

据悉，原负责人蒋政文曾向新浪科技表示，乐视做生鲜

类电商的最大特色，是将“乐视生态”进行布局，和集团其他

业务做协同效应。

其实，在任何一个企业干到 3 个月就跳槽，在这个“圈

子”属于极其正常，不是新闻。但是，“老电商人士”的加入，意

味着乐视对“乐生活”平台的高度重视。

行业人看明白了，这是新闻，也是一个新的商业信号。

因为，从 8 月先推出的几款“试水单品”显出的“市场模

样”看“乐生活”这个业务，会冲击联想佳沃等类似企业。

此消息还告诉行业人，乐视明年还有扩展大计划。

人才，是未来竞争、拼搏的保证。

吴征杨澜 因阳光七星娱乐媒体再受瞩目

近日， 已成为总部在

亚洲的以英文娱乐内容生

产为主的领先企业， 旗下

设有龙视娱乐集团、 正在

与光线娱乐组合中的明星

影业公司、 内容媒体集团

与七星电影四个机构的

“庞大的七星娱乐媒体集

团”，让吴征、杨澜这对明

星企业家夫妇再次成为

“投资界红人”。

解读： 当中国传媒业投资人阅读了习主席的讲话感叹

“赶上了时代新机遇，更要看企业家智慧”时，吴征、杨澜夫

妇告诉公众，他们 2014 至 2015 年度将在全球生产发行电影

逾 20 部。

“阳光新锐”，2014 年成功进入美国百老汇，投资“百老汇

全球媒体”， 是抓住了文化产业前所未有的机遇。 中国企业

家、投资家，在文化产业需要这样的视野、决心、行动、业绩。

行家认为， 企业家能够整合全球优秀的娱乐媒体资源，

形成一个开放的体系，为世界所用，也为让中国的娱乐传媒

产业真正走出去尽力。可见，在 15 年时间里，作为商人，企业

家夫妻投资、建设的阳光七星娱乐媒体集团的商业理念是正

确的：坚持“以先行者的角色，尝试探索全球娱乐媒体市场与

中国元素融合”。

市场的喝彩，都是给那些稳步前进、创新求变的企业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