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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资报道 观察

说到技术创新，人们会很自然地想

到高学历、高职称的科技人员，但从我

做企业的经历来看，那些学历不是很高

但对技术无比痴迷的人往往更容易创

造奇迹。

中国建材下属中国玻纤的总经理

张毓强便是这样一个“痴迷者”。 他最

初是个挑水工， 后来经过一步步奋斗

成为一家小玻纤工厂的厂长。 从坩埚

拉丝到池窑拉丝， 从年融化量 1 万吨

到 10 万吨，并拥有全球最大融化量的

池窑拉丝技术，在他的带领下，这家名

不见经传的地方企业一跃成为全球规

模最大的玻纤上市公司。 2008 年金融

危机来临，欧美订单减少，但他组织研

发了 E6 配方， 使得成本下降了 10%，

带领企业硬是挺过了那场危机。 2013

年， 国内几家玻纤公司都面临巨额亏

损，但中国玻纤却逆势上升，净利润达

到 6 亿多元。 说他是“痴迷者”，是因为

他几十年如一日地早晨 6 点到工厂，

晚上 12 点才回家。他用自己的思考方

式去理解玻纤的生产技术， 畅游在玻

纤的世界中。

任桂芳是中复连众的董事长，她

比我年长一些， 我私下里总亲切地叫

她“任大姐”。 这位全国劳动模范、“全

国三八红旗手”，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

“韧大姐”， 她对事业的那股韧劲儿让

人钦佩。 多年来，她一心扑在工作上，

没有周末和节假日，很多人常用“非常

6+1”与“白加黑”来形容她。 中复连众

最初是家小型的传统玻璃钢制品工

厂，在她的带领下，“连众”牌获得了“中

国名牌”的称号，中复连众成为玻璃钢

管道行业的排头兵企业。 开展风电叶

片业务后， 她又带领团队开展技术攻

关， 生产出了填补国内空白的兆瓦级

风机叶片， 使企业一举成为行业的领

军者。 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中复连众

能发展到今天多亏了任桂芳。

中复神鹰董事长张国良也是个典

型的创新“痴迷者”，他多年来对碳纤维

一直情有独钟。 当年为了获得国家的立

项支持，他竟写了一首散文诗作为申请

报告：“我在实现一个梦想，我被梦中的

激情所燃烧，我要做出中国人自己的碳

纤维！ ”为了研究技术，他在生产线旁吃

住几个月不回家。 中复神鹰刚开始的目

标是生产 T300 级碳纤维， 后来研究出

了性能更高、 强度更大的 T700 级碳纤

维，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和国际先进水

平。 技术上实现突破、生产步入正轨以

后，张国良又开始研究下游产品，研发

了碳纤维自行车、纺织机械配件及碳纤

维增强工程塑料等，并不断尝试新的挑

战。

还有个“痴迷者”是北新建材旗下

泰山石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贾同春。

2005 年，北新建材投资 2.4 亿元购买了

泰山石膏 60%的股份， 之所以投资这家

企业，不仅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更是

因为看中了贾同春的创新能力。 他原来

是泰安市建材局局长， 后来弃官从商，

接手了一个小石膏板公司，一天到晚泡

在工厂里，解决了许多石膏板生产工艺

的关键技术问题， 生产出了低成本、高

质量的产品，创造出了有中国特色的全

球规模最大的生产线。 2013年，这家企

业的净利润超过了 10亿元。

我常想，像张毓强、任桂芳、张国

良、贾同春这样的创新“痴迷者”，他们

的创新精神解决了企业的关键技术问

题，提升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高了

企业的经济效益。 正是因为有许多像他

们一样的“痴迷者”，多年来中国建材集

团才能突破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接

连打破西方国家的技术壁垒，在“中国

创造”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人是创新最关键的因素，企业应始

终把发挥人的创造力放在推动科技创

新的中心位置，让更多独当一面的创新

型人才成为企业的顶梁柱。 这些年来，

我总是在寻找一些“痴迷者”来担任企

业领导人。 所谓“痴迷者”，指的是能一

心一意做企业、做事情，干一行、爱一

行、精一行的人。 尤其是工厂的领导，需

要踏实肯干、业务过硬，能钻研生产技

术，懂得生产管理。 好高骛远的人是做

不好企业的。

为什么这么讲？ 我比较信奉专业

化，今天的市场细分程度很高，做企业

比较难的是找到一个对路的产品以及

一个适合自己和市场。 正所谓“有百利

不如有一技”， 那些一路发展过来的企

业，大多都有一个拿手产品，而不是不

停地更换产品或更改业务方向。 因此我

总对大家说：“做企业忌讳‘狗熊掰棒

子’， 一定要突出核心专长和核心竞争

力，对已有产品精耕细作，不断完善和

创新。 ”要做到这一点，靠的就是专业的

技术人才与团队，还有执着创新的人。

创新是一个连续的、 长期的过程。

那些在创新的道路上离成功最近的人，

一定是醉心于专业、有创业激情、能持

之以恒甚至有些“一根筋”的人。 在科技

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要想不断征服技

术高峰， 企业需要更多的创新“痴迷

者”。

（选自《我的企业观》之“企业创新”）

企业需要创新“痴迷者”

资讯

宋志平

这些年来，我总是在寻找一些创新“痴迷者”

来担任企业的领导人。 所谓“痴迷者”，指的

是能一心一意做企业、做事情，干一行、爱一行、

精一行的人。 好高骛远的人是做不好企业的。

曾经有位企业家说过，企业家要真正做好企业，

得从总理的角度思考问题。 从《我的企业观》这本著

作中，读者可以发现，其作者宋志平就是一位一贯从

超越企业的更高层面去思考和处理问题的企业家。

如果说，国家管理经济的手段是宏观调控，一般

企业家所做的是微观运营，那么，宋志平所做的事情

就是中观调控。 在经营管理中国建材集团和国药集

团两家企业的过程中， 宋志平的控局思维和控局能

力得到了验证和发展。

前两年，企业管理界流行一个词叫控制。那是许

多企业家对于经营企业失败的痛苦总结。相比之下，

控制是一种权谋手段，在术的层面；而控局则是一种

战略思维，在道的层面。 格局不一样，结果自然不一

样。

央企市营， 用少量的国有资本控制更多的社会

资本，扩大和增强国有资本的控制幅度和控制能力，

这是一种形式的控局。

联合重组， 用一个企业的能量去影响整个行业

和市场，避免过度的恶性竞争和严重的产能过剩，这

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控局。

中国建材集团和国药集团原来在央企序列里都

只能算是排位靠后的中小企业， 而且都处在充分竞

争领域。 它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都进入世界 500

强，是企业战略的成功，更是宋志平企业价值观的成

功。

宋志平的价值观突出表现在“创造共同利益”方

面。 和传统企业管理理论片面强调追求企业利润最

大化不同，宋志平更加关注的是合作方、关联方、员

工、股东、行业、社会乃至国家的利益。 他的这种利益

观体现在许多方面， 比如， 把行业看作是一个大系

统，强调“行业利益高于企业利益，企业利益蕴于行

业利益之中”；“只有企业获得合理利润，使企业进入

正常运营状态，投资者才能够全身而退，银行贷款才

能保全，收购溢价和减量损失才能够保全”；再比如，

在国际化过程中，强调要秉承兼顾驻在国国家、企业

和人民三个方面利益的原则。

给予是最好的沟通。 正因为不是和别人计较利

益而是为别人创造利益，所以无论是联合重组也好，

央企市营也好，才防止了冲突、减少了摩擦、提高了

效率，节约了大量的时间成本及沟通和磨合成本。从

谈判的角度看，是没有争取更大的利益，但从运营的

角度看，及早、顺利合作所创造的效益远远超出谈判

所能争得的利益。更重要的是，高效率的谈判与合作

抢得了稍纵即逝的市场机遇。

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很多时候宋志平“问自己的

不是要重组哪些企业，研究哪些重组战术，而是有什

么吸引力， 怎么能被那些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所选

择”。

中国建材重组南方水泥时进行的“汪庄会谈”就

是“与人分利”的典范之举。 用宋志平的话讲就是端

出了 3盘牛肉。 第一盘是公平收购，绝不强买强卖，

让彼此心里都舒服；第二盘是整合收益，留给创业者

30%左右的股份； 第三盘是重组后对那些有能力、有

业绩、有职业操守的创业者，给予充分信任并继续留

用。这种共生多赢的思想，在联合重组的过程中起到

了关键作用，并促成了蔚为壮观的行业整合。

从某个角度讲，宋志平经营的不是企业，而是在

经营一个企业的生态体系。 他对中国企业界的最大

贡献，不是创造了两家世界 500 强企业，而是创造并

发展了一种可以在更大范围中应用的企业管理思

想。

丁是钉

宋志平对中国企业界的最大

贡献， 不是创造了两家世界

500强企业， 而是创造并发展了一

种可以在更大范围中应用的企业

管理思想。

《我的企业观》：

控局者的思维

书评

最近有人说，企业家如果听经济学

家的那就是企业的灾难；另外，常听人

批评中国的教育，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的教育得不偿失,未能为企业和社会培

养出杰出人才。

我是一名经济学家，也是一名教育

实践者，我今天想讲，中国过去 35 年经

济高速增长， 如果教育是完全失败的

话，中国不可能取得这样的发展成就。

中国对教育的投入之大、人才平均

水平之高， 对推动中国经济在低收入发

展阶段的快速增长非常重要， 因为它适

合了模仿和改进中的追赶功能， 加上我

们的毕业生基础知识扎实、模仿能力强，

当然挣钱的动机也很强， 员工队伍整体

就有了很强的执行力，就追赶上来了。

我们知道杰出人才的出现是一个

小概率事件， 如果说天赋对不同的人

种没有太大的差别， 杰出的概率应该

与人口成正比。 中国有 13 亿多人口，

除了莫言以外， 在自然科学和经济领

域， 至今没有中国本土学者获诺贝尔

科学奖， 这就说明了一些问题， 我们

不用与发达国家比， 只需跟印度比。

中印两国的人口基数差不多， 印度的

人均收入比中国低， 印度教育的平均

水平肯定不如中国， 但是， 在杰出人

才培养方面比中国显著。 在全球著名

商学院中， 哈佛商学院、 芝加哥商学

院、 康乃尔商学院、 华盛顿大学商学

院的现任院长都是印度裔。 百事、万

事达的知名公司的 CEO 都是印度人，

目前， 没有中国人担任这类商学院和

跨国公司的 CEO。

钱学森问，为什么我们的教育总是

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我的直觉是，杰出

人才也许不是培养出来，很可能是在有

利的环境中冒出来的， 所以说创造环

境，或者说培育远比培养更重要。 比如

说， 获得 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

籍日裔科学家中村修二， 人人都知道，

他是个从企业里成长起来的科学家。当

然，能否获得诺奖，还有许多其他深层

次的原因，但我强调的是，我们许多人

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在受教育过程中被

扼杀了。

好奇心和想象力部分来自天生，至

少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但是后天会把它

磨灭，教育为了追求通过率、企业为了

追求产出率，身处其中的人，其好奇心

和想象力就变得越少。在好奇心和想象

力被抑制、被扼杀，在个人个性发展受

压抑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减

少了，所以说我们培养出来的人的方差

小， 可能不是因为中国人先天方差小，

而是后天被人为地压缩小。方差小对经

济发展的影响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是不

同的，在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靠

模仿和改进，人才方差小，无关大局，甚

至是长处，只要均值不低就可以。 但进

入中等收入后， 当需要创新发展时，方

差小的后果就严重了， 因为影响创新，

特别是颠覆性创新。

（作者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

长。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教育 30人论

坛”上的发言编辑整理。 ）

钱颖一

“中等收入”阶段的创新型人才更难得

观点

由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和中

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联合主办、由中华薪酬网承办的“第四

届国民收入分配与企业薪酬制度改

革高峰论坛”，12 月 10 日在中国人民

大学逸夫会堂第一报告厅举行。 论坛

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原党委书记程天

权教授，原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

经委员会副主任贺铿教授，全国人大

常委、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

究中心主任郑功成教授和国务院国

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国务院国

资委企业分配局局长李燕斌以及来

自政界、学界、企业界的官员、学者与

企业代表 300 多人出席了本次论坛。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彭剑锋

教授、程延圆教授先后主持了论坛。

国务院国资委企业分配局局长

李燕斌提出，国有企业薪酬改革的思

路，一是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完善

现代企业制度，健全中央企业薪酬的

分配激励约束机制；二是实行分级分

类管理；三是坚持效益导向与注重公

平相结合； 四是按照依法治国的要

求，加强薪酬分配的规范管理，探索

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资监管的薪酬

分配的新机制。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教

授郑功成在题为“让全民合理分享国

家发展成果”的主题报告中，从经济

新常态、 大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变化、

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发生变化三个

方面剖析了当前收入分配改革所面

临的新形势，阐述收入分配改革在进

行时的政策实践及最新动态，提出了

如何实现让全民共享国家发展成果

的四大宏观政策建议。

原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贺铿教授在题为

“收入分配与国有企业薪酬改革”的

主题报告中指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切入点；收入分配

制度改革的原则有两条，一是必须坚

持社会主义方向， 最终实现共同富

裕，二是既要坚持社会公平，又要形

成社会激励。 贺教授认为国有企业薪

酬改革的方向， 一是坚持内部合理、

外部平衡，二是限高提低，逐步走向

公平。 此外，国有企业薪酬改革的指

导思想， 一是把高管和技术人员分

开； 二是形成科学合理晋级机制；三

是规范履职的待遇。

中国平潭·企业家科学家创新

论坛，12 月 16 日在福建平潭综合实

验区举行。 来自美国、新加坡、瑞士、

澳大利亚、日本和中国台湾、香港和

大陆等地的 400 多位企业家、科学家

共济一堂， 把握国际经济发展大势

和中国经济新常态， 探索实施创新

驱动国家战略的路径。

本次论坛由中国产学研合作促

进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平潭综合实

验区管委会、 福建省企业与企业家

联合会和福建日报报业集团联合发

起主办，中科院原院长、全国人大原

副委员长、 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

会长路甬祥同志发表《加强产学研

合作创新 促进创新驱动发展》 的主

题演讲。

参加论坛的嘉宾向全国企业家

科学家发出《2014 平潭倡议———致

全国企业家科学家》。

倡议书说，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指出： 全球经济仍处在

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 中国经

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我们更加深刻

地体会到：面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要

把实施创新驱动摆在更加突出、更

加紧迫的位置， 要更加注重发挥企

业家才能， 更加注重科技进步与全

面创新。

倡议书说， 面对中国经济新常

态，实施创新驱动，企业家科学家要

有远见，要有耐心，要有信心;要有敢

为天下先的勇气和魄力， 脚踏实地

的恒心和韧性 ; 要有重大机遇使命

感；要在认识创新规律、掌握创新规

律、应用创新规律上，有新视野、新

高度、新突破。

为此，企业家科学家们倡议：创

立“中国平潭·企业家科学家创新论

坛”， 定于每年 7 月 8 日举行， 将中

国福建省平潭作为论坛的永久会址

所在地。 论坛要积极推进企业家、科

学家携手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探索

创新驱动路径，激发社会活力，凝聚

社会合力，培育发展动力，让创新创

造源泉充分涌流。 论坛要努力搭建

政产学研资介紧密联系互动、 共同

发展的思想平台、 信息平台和政策

平台， 共同推动协同创新和开放创

新， 让各种资源有效融合， 让产业

链、创新链和资金链有效对接，形成

合力。

“企业家科学家创新论坛”永久性落子平潭政商学界热议国企薪酬改革四维度

宋志平企业观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