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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平

思想

即便通缩临近、甚至来临，也是暂时的，成

不了什么气候。 换言之，中国陷入真正通

缩的可能性不大， 对此重在做好防范和把控，

而不是慌了手脚，病急乱投医。

据报道，央行主管的《金融时报》

2 月 25 日刊发中国城市金融学会秘

书长詹向阳评论文章称，从目前国内

经济与货币的实际情况和数据来看，

通缩离我们已经很近了。 文章表示，

尽管中国目前货币、 信贷存量巨大，

但是在被过剩产能、无效投资以及非

实体经济的高回报领域大量挤占的

情况下， 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领域、

具有流动性的货币资金其实相对不

足。

此前， 对于 1 月份 CPI、PPI 低于

预期就有人表示担忧：虽然我国当前

的 CPI依然为正， 并没有达到定义中

“通缩”状态，但各种迹象表明，总量

经济正在滑入全面通缩的状态。 而

今，又有学者在《金融时报》刊文称通

缩离我们已经很近了。 客观而言，这

些看法和观点都是基于现实和数据

的考量，很有道理。 问题在于如何权

衡利弊，做好应对。

从当前看， 应消除三种不良倾

向：一是消除麻木不仁倾向。 不能被

目前巨额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巨大存

量表象迷惑，对通缩表现出无所谓心

态。 2014 年末我国 M2 余额虽达

122.84 万亿元，但增速放缓，且货币

供应量发挥经济增长功效降低。 尤其

是巨额贷款被许多企业盲目扩张导

致大量经营失败占用，已失去了流动

性。 因此，政府决策层及经济职能部

门既要有危机感，又要消除无所作为

心态，积极出台各种应对措施，灵活

实施货币财政政策，发挥货币财政政

策抵消通缩功效。

二消除货币万能倾向。 不能中

扩张货币政策之邪，过分迷恋或倚重

降准降息之功效。 降准降息虽具有刺

激工业生产反弹、缓解实体经济资金

之困功效，并对巩固经济增长面起到

积极作用。 但宽松货币政策是把“双

刃剑”， 如果无度使用， 虽会缓释通

缩，但必然会带来货币贬值，加快通

胀风险来临，尤其如果对商业银行资

金缺乏引导和监督，大量资金流向楼

市、股市及产能过剩、“三高”产业，会

更增加社会资金无效流动，不仅无助

于改变当前通缩局势，还使银行出现

更多不良信贷资产， 带来严重经济

“后遗症”。

三是消除财政“兜底”倾向。 不能

把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当做抵制通缩

的最后“杀手锏”，要把财政资金用在

刀刃上，提高使用效益。 如果通过发

行国债等手段盲目扩大财政赤字，一

味追求投资拉动效应，将大量财政资

金投向回报期长、见效低的基础设施

项目，再走过去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

投资老路， 会导致投资低效症复发，

只会把财政拖入困境。

笔者以为，即便通缩临近、甚至

来临，也是暂时的，成不了什么气候。

换言之，中国陷入真正通缩的可能性

不大， 对此重在做好防范和把控，而

不是慌了手脚，病急乱投医。

事实上，我们只是简单地知道或

接受经济不能陷入通缩的观点。 其实

通缩也并非一无是处。 消费者和生产

者都能够从价格下跌中获益。 比如消

费者可买到更便宜货就不说了，PPI

的通缩在压降工业企业毛利润的同

时，也在加速中国制造业的优胜劣汰

和转型升级，是种利好。

就眼下而言，货币、信贷存量巨

大，只是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领域、

具有流动性的货币资金其实相对不

足。 同时，外汇占款减少导致基础货

币的投放减弱， 银行吸存能力和放

贷能力下降， 导致货币总量呈现下

降趋势。 这需要对症下药，加速被挤

占资金的回笼和增加外汇占款，而

不是额外再行“放水”。 若对已有大

量的货币都束手无策， 一见通缩来

临就知道降息降准， 盲目向市场投

放货币，绝非上策，甚至可能会得不

偿失。

我出生在河北省的一个小县城。

20 世纪 70 年代初，经历了“文化大革

命”和干校劳动后，我的父亲被安排

在县城任工业局长，而母亲则在一家

服装厂做厂长。 我们几个孩子也告别

生活了 5 年的老家与祖母，回到父母

身边,当时我正读高中一年级。

我的父母都是抗战时期参加革

命的干部，他们都十分敬业。 父亲热

衷于县办工业，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就

是“县里经济不能只靠土里刨食，还

要靠工业”，所谓“土里刨食”指的就

是农业。 在他的主导下，县里建起了

机械厂、塑料厂、纺织厂等几十家工

厂。 母亲也非常努力，我每次去工厂

看她，她都在车间里和工人们一起干

活；每逢月末，又总是忙着打算盘，计

算厂里的收支情况。 短短几年，母亲

硬是把一个原本只有几十人的门店

式的小工厂， 办成了拥有几百人、以

做出口外销业务为主的中型工厂，她

的奖状挂满我家屋子的一整面墙。 这

些早年的往事，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父母在企业中的忙碌和辛苦，算是我

对企业的最初理解和印象吧。

在经历了三年插队生活后， 我被

推荐以工农兵学员身份上大学。 选择

专业时，按照父亲的要求，我选择了

化学系的高分子专业。 在父亲心目

中，儿子要在企业里做一名有真才实

学的工程师。 毕业时，老师们把系里

唯一一个“进京指标”给了我，希望我

进京为学校争光。 就这样，我被分配

到了国家建材局的北京新型建筑材

料总厂，从此在企业中一干就是大半

辈子。 这大概是我的命运使然。

时间如白驹过隙。 从那时起到现

在已过去整整 35年。 其间，中国经济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千上万的

中国企业快速崛起； 在组织的培养

下，我也从当年那个对企业只有肤浅

感觉的毛头小伙子，成长为大型央企

的领导人。 这 35年里，我在北京新型

建筑材料总厂度过了 23 年， 从车间

技术员做起， 一步一个脚印，1993 年

初起做了 10 年厂长。 2002 年到现在

的 12 个年头里， 一直在中国建材集

团做一把手，其中有 5 年时间同时任

职国药集团董事长，成为把两家企业

带入世界 500强的“双料”董事长。 不

久前，国资委老领导邵宁同志在一次

会上说：“我和志平认识 20 多年了，

他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球，好像也不

想当官， 几十年来一心一意做企业，

是天生的企业家，是我们的一个宝。 ”

他这番话让我十分感动。

我对现代企业的真正认识，源于

我 1980 年春天第一次出国， 去瑞典

等欧洲国家培训学习的三个月。 记得

参观沃尔沃（Volvo）公司时，一进门，

我就被其现代化的办公环境惊呆了：

大开间办公室、一人一台电脑、立体

式零件仓库……与当时中国工厂里

比较落后的人工生产流程比起来，眼

前的一切是那么不可思议，那么让人

着迷。 外国朋友安慰我说：“只要你们

努力，中国很快也会拥有这一切。 ”

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

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决

策，中国正试图挣脱计划经济体制的

束缚。 但是这条路会给整个中国带来

怎样的变化，我们并不清楚。 听了外

国朋友的话，我想，这不过是一种安

慰罢了。 然而，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

的历史真的被“改革开放”改写了。 30

多年来， 中国的经济改革令世人瞩

目，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

1988年秋天，美国商界传奇人物

李·艾柯卡在人民大会堂做演讲时

说：“中国一只脚迈进了明天，一只脚

还留在昨天。 ”他指的是行驶在北京

长安街上的既有进口小轿车，也有一

些老旧的国产车。 艾柯卡是我崇拜的

企业英雄， 我作为那次演讲的听众，

还得到了一张他的签名照。 但我常

想，如果艾柯卡看到今天的北京长安

街，不知会作何感想。 就在今年，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公布数据，按照购买力

平价标准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已超

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更让人骄傲的应是中国企业的

快速成长。 经过 30 多年的市场化锤

炼， 一批优秀的本土企业脱颖而出，

在支撑国民经济发展、引领行业技术

创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承担社会

责任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 尤其是其中的大企业，它们对中

国经济总量的贡献度不断提高，全球

影响力也日益提升。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的中国

企业大多还致力于探索如何在体制

机制上适应市场要求，对标国外知名

公司不过是一种奢望。 而现在，《财

富》杂志的世界 500 强榜单上，中国

企业已有 100 家之多。 种种迹象表

明，中国已经进入大企业时代，进入

大企业生成、大企业引领行业、大企

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时代。 在这样一个

时代，我们对企业价值的理解变得尤

为重要。

在中国历史上，受传统“重农抑

商”思想的影响，商业不被重视，商贾

甚至是受鄙视的，被排斥于社会主流

之外。 从士、农、工、商的“四民”排序

就能看出， 经商者的社会地位非常

低。 近 100 多年来，中国企业在跌宕

中萌芽发展， 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到

民国的实业救国， 再到新中国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 一批批企业家前赴

后继， 为振兴民族工业付出了不懈

的努力。 但受列强欺凌、政治动荡、

体制机制限制等因素影响， 企业整

体上仍是弱小的。 我国真正的企业

时代， 正是改革开放的这 30 多年。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建立和完善， 中国企业迎来快

速发展的春天。

企业对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究

竟意味着什么？ 我理解，企业是国家

的经济命脉， 是社会的财富源泉，是

国民就业的主要渠道。 企业的每一次

重大创新、每一份经济贡献，都将推

动社会的进步和繁荣。 举个最直观的

例子，无论哪座现代城市，那些高耸

入云、令人惊叹的地标性建筑无不是

由企业投资和建设的。

从更高层面来看，企业的整体实

力代表着所在国家的经济实力。 就拿

我们周边的国家日本和韩国来说，一

提到它们， 大家马上就会想到丰田、

三菱或三星、现代等知名企业，没有

这些企业，很难想象这两个国家会是

什么样子。 中国也是一样，如果没有

100 家世界 500 强， 没有正在蓬勃发

展的大企业，中国经济又会是什么样

的呢？ 所以我主张，大企业战略应成

为我们的国家战略。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究其根源是

企业之间的竞争。 中国要从世界经济

大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道路只有一

条，就是培育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企业，以企业的兴盛和崛起提升国家

的竞争力，进而扩大中国在世界范围

内的影响力。

不过，从脱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

“国企” 概念到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

主体， 中国企业仅走过了短短 30 多

年的历程，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之后，

中国才产生了一批拥有国际话语权

的企业。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大

企业时代才刚刚开始。 在社会观念转

变、经济体制改革、企业规范治理等

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例如，即使在今天，很多人对“商

人”的理解还停留于过去“买卖人”的

概念，没有真正意识到商业、企业在

现代经济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甚至有

的企业家也会囿于“官本位”思想，对

企业的使命和责任缺乏足够认识。 这

些都不利于中国企业的长远发展。

2014年年初，我被《财富》杂志中文版

评为“2013年度中国商人”，不少同事

却对把我叫做“商人”有点儿耿耿于

怀呢。

企业是国之重器，国之根本。 企

业强则国家强，企业兴则国家兴。 反

之，企业弱则国家弱，企业衰则国家

衰。 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

保罗·萨缪尔森在《经济学》里曾引用

美国第 30 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的

话 ：“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business”，意思是“美国的事业是企

业”。 在我看来， 中国的事业也是企

业。

（选自《我的企业观》之“企业的

逻辑”）

中国的事业是企业

企业是国之重器，国之根本。 企业强则国

家强，企业兴则国家兴，反之，企业弱则

国家弱，企业衰则国家衰。 萨缪尔森说“美国

的事业是企业”，同样，中国的事业也是企业。

通缩临近，我们最忌讳额外“放水”

复旦管理学

奖励基金会

2015 年度评奖启动

宋志平企业观之十

开伟 国栋

公 告

朱晶瑞 (身份证号码：130682197310100743),

因你于 2014 年 9 月 1 日自动离职，且未有任何书

面申请或相关说明， 已严重违反本公司的劳动纪

律和考勤管理条例。 现本公司登报公告解除与你

之间的劳动关系。

特此公告

北京八方食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3 月 3 日

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于 2005

年发起成立。 按照《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奖励办法》

相关规定，现正式启动 2015 年度评奖工作，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奖项设置

2015 年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设置“复旦管理学

杰出贡献奖”、“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和“复旦企业

管理杰出贡献奖”3 个奖项。

“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用于奖励在管理学领域

做出杰出贡献的工作者。 该奖项至多奖励 3 人，每人奖

金 50 万元。

“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用于奖励在中国管理学

领域为管理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作出开创性、

奠基性贡献的老一辈工作者。 该奖项为荣誉性奖项，至

多奖励 1 人，基金会为获奖人颁授金质奖牌 1 套。

“复旦企业管理杰出贡献奖”用于在中国企业管理

实践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企业家或企业管理者。 该奖

项为荣誉性奖项，至多奖励 1 人，基金会为获奖人颁授

金质奖牌 1 套。

二、“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 奖励领

域和申报办法

2015 年度奖励领域为管理科学与工程。

根据基金会的界定，“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是指：

管理理论与方法、运筹与管理（包括优化理论与方法、

排序、排队论与存储论、供应链基础理论）、决策理论与

方法、对策理论与方法、平价理论与方法、预测理论与

方法、管理心理与行为、管理系统工程（包括管理系统

分析、管理系统仿真）、工业工程与管理、系统可靠性与

管理、信息系统与管理（包括管理信息系统、决策支持

系统、管理信息与数据挖掘）、数量经济理论与方法、风

险管理技术与方法、金融工程、管理复杂性研究、知识

管理、工程管理。

申报人请填写《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申报表》，

表格请登录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网站（www.fpfm.

org） 查询或下载。 表格及附件材料请用 A4 纸打（复）

印，一式 7 份（至少 1 份原件），于 2015 年 4 月 15 日前

寄送至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评奖办公室。 所有材料

以寄出的邮戳日期为准，逾期将不予受理。

凡参加 2013 年度“工商管理”和 2014 年度“公共

管理”领域申报并获得基金会受理的申报者，基金会将

不再受理其本年度的申报要求。

三、“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和“复

旦企业管理杰出贡献奖”的评选

“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和“复旦企业管理杰出

贡献奖”的获奖人均由基金会相关评审机构进行推荐、

提名、评审产生，不接受申报。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老师

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评奖办公室

电 话：021-25011460

电子信箱：fpfm_po@fudan.edu.cn

地 址：上海市国顺路 670 号李达三楼 906 室

邮政编码：200433

各奖项的评选办法、时间安排以及其他未尽事宜请

登录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网站 www.fpfm.org- 下载

专区，查阅《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奖励办法》、《2015

年度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评奖实施细则》 或来电垂

询。

本公告由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

二 O 一五年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