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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莹

东方地毯重新对自身发展模式做了修正：谨慎、稳步、稳定推进，集中优势做大做强地毯主业

东方地毯：破产国企到地毯品牌的蜕变

白手起家

项目启动时负债率都是 100%

上世纪 90 年代

末， 曾经在全国大红

大紫的滨州市毛纺织

总公司 (以下简称滨

州毛纺) 遭遇前所未

有的经营困境， 几经

波折， 原来的几家下

属分厂均完成从国有

到民营改制， 原滨州

毛纺进入破产程序。

如今， 十多年时间过

去，当年的那些分厂，

有的在转变经营思路

和开拓新产品后仍然

发展后劲十足， 已经

成为行业领军企业，

还有的受市场和管理

制约勉强维持。

东方地毯， 是原

来的众多分厂中目前

发展态势最好的一

家， 其产品先后荣获

“中国驰名商标”、“中

国名牌”、“中国地毯

十大品牌”等称号，但

其发展， 也并非一帆

风顺， 尤其是在企业

发展到一定规模之

后， 面临的发展瓶颈

一度让东方地毯的管

理层很头疼。

“

为增加企业发展后劲，寻找新的

经济增长点， 以产品引领市场，在

1989至 1994年期间， 滨州毛纺在稳

定粗纺毛呢生产的基础上，陆续新上

了兔毛纺、羊毛衫、服装、地毯等项

目。 这些项目从一上马开始，就都被

打造成为在财物管理、产销经营等方

面拥有高度自主权的分厂。

在滨州毛纺当年新上的多条生

产线中，1994年投产的地毯项目是最

后上马的一个。“当时威海有几家企

业的地毯生产经营情况不错，我们去

参观后决定上自己的地毯生产线。 ”

原滨州毛纺厂厂长顾民强说。

项目投产后，地毯分厂确定名为

金利地毯公司。“项目启动资金全部

来自银行贷款， 流动资金是自己融

资，金利地毯从启动一开始，就背负

着沉重的包袱。 ”东方地毯集团公司

总经理崔旗说。

其实不仅是金利地毯，从滨州毛

纺总公司到各分厂，启动时的负债率

几乎都是百分之百。“这也是滨州毛

纺与其他企业发展过程的很大不同

之处。 ”顾民强说。

金利地毯发展本身就背着一块

大石头，生产、经营等各环节之前又

都没接触过地毯行业，相当于白手起

家，加之市场开拓不利、销售过程中

赊购情况太多，到 1997 年，金利地毯

正常生产难以维系，无奈之下只得停

产。

当年，金利地毯重新搭配领导班

子，现任东方地毯集团公司董事长韩

洪亮成为掌舵人。

“虽然生产恢复了，但那时的技

术管理等各方面还都不过关，原来主

打的新疆市场行情也不是太好，因此

那两年也没挣到钱。 虽然这样，但现

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却为企业后来

发展积累了经验，并积聚了一定的生

产、销售、管理基础。 ”崔旗说。

崔旗说，东方地毯的最终愿景，是把企业

打造成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中国第一地毯

品牌，目前，东方地毯也正为之努力着。

去年， 东方地毯利税已突破亿元大关，而

在改制之初，全公司一年的销售收入也不到这

个数。

在谈到企业发展时， 崔旗说产品研发、渠

道建设等各个环节缺一不可，并且哪一环也不

能出现短板，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木桶原

理”，哪块木板短了，企业发展都会受到影响。

“企业要想做好， 产品市场的重要性自不

必说，但我认为，人才是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

因素，一支高素质、凝聚力强的队伍对一个企

业发展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多少企业的成败

兴衰都验证了这一点。 ”崔旗说。

崔旗说， 虽然万事万物发展都有规律，但

具体到每一个个体，又都有其自身特性，具体

到企业，没有通用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只能

是充分了解自身情况后，才能针对其特点做出

发展规划。“历史不能复制，同样企业成功也不

能复制”。

“作为企业来说， 转型升级一直贯穿着企

业发展始终。 不同时期形势不一样、市场不一

样、设备不一样，经营企业，思路必须不断随时

调整。 ”崔旗说。

企业发展到一定水平和程度，扩张是每个企业家

都要面对的问题。 2009年，东方地毯在全国同行业中

已经具备相当知名度，今后如何发展成为摆在企业面

前的一个课题。 而当年，就有一个机会来临。

那一年，国内最大医药企业集团和纺织企业集团

中国华源集团下属的四家地毯企业股权拍卖，东方地

毯成功拍下。这四家企业分别位于天津、湖北、安徽三

地，东方地毯一下从滨州当地企业成为全国性企业。

起始，东方地毯对这些企业充分信任，在不派人的

情况下由原来人员进行管理，但这种放权没有取得良

好效果， 由于受地域文化和原先管理者素质影响，四

家企业均出现生产经营问题， 个别企业甚至无法收

场。无奈，东方地毯分别向这些企业派驻管理人员，但

也没取得理想结果， 最终对这些企业采取了出让、租

赁等举措。

那两年，东方地毯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用在了处理

几家外地分公司事务上，不但钱没赚到，反而被搞得

心力交瘁。“说到底，当时我们企业还没发展到可以自

主扩张的程度。 ”崔旗说。

通过这件事，东方地毯重新对自身发展模式做了

修正：谨慎、稳步、稳定推进，集中优势做大做强地毯

主业。

改制契机

两个字的变动带来无限生机

从 1999 年起， 滨州毛纺各分厂

陆续开始改制。 2000年 3 月，金利地

毯公司实施改造，由民间资本 220 万

元控股 90％、 国有资本 22 万元参股

10％组建了“新利地毯有限公司”，成

为滨州毛纺各分厂中第二家完成改

制的企业。 同年，滨州毛纺织总公司

另外三家所属公司由民间资本全资

买断，分别组建了新的民营企业。

国企改民营，表面上只有两个字

的变动，却给企业发展赋予了无限生

机。

当年，金利地毯首先调整了销售

区域， 果断放弃原有销售主战场，全

力做大沿海城市酒店； 在销售模式

上，为防止呆账坏账再次出现，不再

赊账销售，严把资金回款。 两个看似

并不重大的转变，却让企业步入了正

轨。

2001 年， 金利地毯改名东方地

毯。 当年，中国入世，给企业带来前所

未有的发展机遇，而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餐饮旅游业也进入发展快

车道，这对主攻沿海酒店的东方地毯

来说，市场一下猛然拓宽。

“当时滨州的宾馆酒店还几乎没

有用地毯的， 因此我们的市场几乎

都在外地。 在我印象中，银茂大酒店

是滨州第一家使用地毯的酒店，那

时高档地毯他们还用不起， 用的全

是我们仓库里的边角料。 ”崔旗回忆

说。

技改促产能

每年自主开发新产品有 1000多个

1994年，滨州毛纺上马地毯项目时，引进的是中

国最后一批单剑杆织机， 在当时来说已经是比较落

后，东方地毯下决心要上新设备。

2002年， 东方地毯从国外引进了两台翻新双剑

杆织机；2004年，东方地毯又从国外引进了一套全新

三剑杆设备。 至此，东方地毯的生产线达到 7条。

从建立分厂到成功改制， 再到陆续引进设备，包

括东方地毯在内的原来滨州毛纺各分厂仍挤在老毛

纺厂院内，厂房、土地又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重要因

素。

2003 年，一个偶然机遇，滨州经济开发区有意让

东方地毯迁入，并同意划拨 220亩生产用地。对此，当

时韩洪亮还有些保守，虽然愿意迁至新厂址，但认为

自己用不了这么多土地。 后来实践证明，东方地毯在

迁至新址后迎来快速发展期，220 亩土地不但没有富

余，反而是不够用。

东方地毯拥有当今国际一流的地毯生产设备及

相关检测仪器和实验设备，每年自主开发的新产品有

1000多个，申请专利 100 多个，成为国内高档地毯产

品生产的聚集区。 最近几年，其生产销售情况一直稳

居国内前三名。东方地毯真正成为了国内地毯行业的

领头羊。

扩张曾尝“苦果”

修正发展模式，集中优势做大做强主业

总结经验

“任何企业成功都不能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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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东方地毯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