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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所著《我的企业

观》是让人常读常新的一本书。 在直白朴实的

文字中体现了大道至简的真谛。 书中宋志平把三十

多年的企业感受娓娓道来，用一篇篇小故事讲述了

“为什么要做企业”、“怎样做企业”、“做企业的终极

目的是什么”等做企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彰显了

企业家的大智慧、大胸怀。 此书是企业界难得一见

的好书。好在哪里呢？笔者认为，主要突出体现在以

下五个方面。

涵之

《我的企业观》：

企业管理 大道至简

做企业的最终价值是什么，经营

的本质是什么，这些看似哲学层面的

命题，却直接而深刻地影响着企业的

每一个决策和行为。 尤其在经济发展

新常态下，价值观对企业兴衰成败的

决定性影响将越来越凸现。 宋志平在

《我的企业观》中提出了“企业是人，

企业靠人，企业为人”以人为本的价

值理念， 深刻阐释了企业的本质，打

开了一扇通往基业常青的大门。

人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 做企业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实现人的

价值是企业发展的根本追求。 企业首

先要成为员工乐生的平台，实现自我

价值，找到精神归宿，创造美好生活。

有了这样的平台，员工才能获得真正

的幸福，并将这种幸福转化为对企业

的热爱和忠诚。

“以人为本” 的价值理念体现了

包容的思想原则，即做企业要尽量考

虑到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诉求，照顾到

所有相关者的利益。 企业要对股东负

责，为股东创造绩效；对客户负责，提

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对环境负

责， 把蓝天作为企业的第一责任，追

求绿色、低碳、清洁发展；对社会负

责，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做优秀的企

业公民；最终实现企业与自然、社会、

投资者和员工的和谐发展。 这让我联

想到,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之所

以受到那么多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

家的争相参与，其根本也在于体现了

包容的精神和共赢的理念。 国家如

此，企业亦如此。

中国建材依靠联合重组快速成

长，先后重组了上千家企业，其成功

的秘诀也在“人”，一切工作都紧紧围

绕“人”来做。 联合重组不仅是厂房、

土地、矿山的联合，更是人的联合和

企业文化的融合。 倡导“三宽三力”

（待人宽厚、处事宽容、环境宽松，向

心力、亲和力、凝聚力）的人文环境，

坚持“宽而有度，和而不同”，尊重、信

任，照顾到各方利益，实现包容性发

展。“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实践充分证

明了得人心者得企业。 其实，做企业

做到最后，是企业家的价值观决定了

他对社会的贡献。（下转第十二版）

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 市场

竞争就是零和博弈、丛林法则，不是

你死就是我活。 时下，诸多过剩行业

里，企业之间以压低价格、降低质量

等方式毫无底线地相互厮杀，“杀敌

一千，自损八百”，致使全行业亏损，

市场混乱不堪，企业发展举步维艰，

这就是传统市场竞争理念的体现。

如何从根本上拯救行业， 解救

企业？ 宋志平开出了一个理性的、治

本的药方，提出了“行业利益高于企

业利益， 企业利益孕育于行业利益

之中”的观点。 行业是一个大系统，

企业是这个系统的组成部分。 只有

整个系统健康了， 每个企业才能健

康发展。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他主

张企业应该联合起来， 培育构建健

康理性的市场竞争秩序， 这是企业

的共同利益。 基于这样的理念，中国

建材带头担当行业整合者， 大规模

开展水泥联合重组， 不遗余力地建

立合作共赢的行业价值体系。

近年来， 通过联合重组和市场

竞合，有效遏制了恶性竞争，水泥市

场集中度由 2008 年的 10%提高到了

2014 年的 60%。 在钢铁、玻璃等行业

连年亏损的情况下， 水泥行业一枝

独秀获得了良好的利润， 保证了行

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宋志平在书中为读者提供了重

新审视市场竞争、竞争者和企业管理

的新视角、新思维。他尖锐地指出，你

死我活的丛林法则，是早期市场经济

的特征，是非理性的。现代市场经济，

必须转变思维， 构造新的市场生态，

不要把竞争者看成纯粹的竞争者，而

应该把他们看成利益相关者与合作

者。 竞争的目的不是消灭对手，而是

在与对手学习合作中实现共赢。

竞争与合作的边界在哪里呢？

竞争应体现在技术创新、精细管理、

环境保护、品牌塑造、社会责任等方

面，合作应体现在执行产业政策、确

保市场健康、交流学习管理技术等。

唯有如此， 企业才能在竞争的压力

下做强做优， 行业才能在企业的合

力下转型升级。 和传统的企业管理

不同， 宋志平创造性地提出“大管

理”的理念，“既管工厂，也管市场”，

实现成本和价格的双重管理， 确保

企业出效益，行业有发展。 在这一理

念指导下， 中国建材通过长期实践

形成了管理的“八大工法”，成为企

业管理制胜的重要法宝， 为其他企

业转变管理理念， 提升管理内功提

供了有益的借鉴。

本书为全新而系统地认识央企提

供了重要的窗口， 有助于为当前央企

深化改革赢得更多社会支持和认同。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国有企业

的竞争力和活力都大为增强， 为社会

创造了巨大财富。 但总有一些人用怀

疑的眼光看待国企的变化和进步。 他

们对国企的实际情况并不很了解，还

在用 10年前甚至 20年前的陈旧观点

和带有成见的、 符号化的眼光看待国

企。 国企， 尤其是央企出现的一些问

题，常被媒体拿来放大、炒作和渲染。

央企改革面临的舆论环境并不

客观。 由于央企的特殊性，鲜有企业

家站出来， 讲述央企真实的故事，发

出央企自己的声音，主动营造有利于

企业改革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 宋志

平则属少有的企业家之列，他以强烈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始终站在改革的

最前线，为央企的发展鼓与呼。

当全社会陷入“国进民退”的争

论时，宋志平则以超越所有制的融合

这本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

好读，读起来轻松。

现在许多企管书籍让人读不下

去，写得很学术很深奥，而宋志平在

这本书中希望告诉读者的是：做企业

并不复杂， 重要的是用心和凭心去

做；管理其实很简单，就是把经常挂

在嘴边的信条付诸实践。 宋志平曾说

过，这本书的写法是采用了小时候读

的《十万个为什么》的写法，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解释企业原理，既想让初入

道的年轻人读懂，又能让大管理学家

看后也有价值，写作手法是直白了再

直白，简单了再简单。

《我的企业观》 是一本让人拿着

想读，读了又让人回味的书。 纵观全

书由几十篇短文组成，每篇短文只有

两三页，通过讲述一个故事，进而讲

清楚一个问题， 表达一个思想观点。

差不多五到十分钟就可读完一篇。 作

者秉承“讲真心的话，真心地讲话”，

通篇没有空话、大话、套话，语言平实

无华，意尽言止。 宋志平把国企的改

革和脱困、企业管控和创新、企业文

化和企业家精神这些严肃而深刻的

话题缓缓铺开， 有情有感地讲述，让

人颇感亲切，顿生敬意。

这本书容易使读者“进得去、出

得来”。 书中谈到的内容，诸如改革、

创新、战略、管理、重组、整合、文化

等，都是每个企业常常会遇到、经常

会思考的问题。 这些问题具有很强的

现实性，提供的答案又都是作者经过

深思熟虑和实践验证的，能为企业解

决各类问题提供一把钥匙。 此书既有

思想的高度，又有情感的深度，在理

性的“骨感”与感性的“质感”上实现

了完美的结合，在严密的逻辑和生动

的故事里达成内在的统一。 能够使读

者在潜移默化中，如春风化雨般感受

真诚的信仰，感悟真实的思想，感触

真挚的情感。

静下心来，读完全书，你会发现，

《我的企业观》是作者用心写就、用行

铸就的良苦用心之作，具有很强的说

服力、感染力和创造力，能够使读者

在思想和情感上都得到升华和深化。

作者写这本书时恪守三个原则：第

一，不吹嘘自己;第二，不伤害别人;第

三，不空议时政。 所以，这样的书，读

起来自然让人感觉舒服、真诚，值得

信赖。

呈现了一个真实全新的市场化央企形象

激发了人们求知乐读的兴趣

突破了传统的市场理论和思维局限

阐释了做企业的终极追求和价值目标

北京海淀工商专栏

理念，波澜壮阔地进行着行业整合的

壮举， 先后重组了上千家民营企业，

创造了水泥史上的奇迹，进入哈佛商

学院案例库，最关键的是，实现了国

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共生多赢。 目

前，中国建材集团国有资本只占 1/3，

民营资本、社会资本占 2/3。 宋志平将

央企市营、国民共进、包容发展的理

念变为了现实，用事实验证了“央企

的实力 + 民企的活力 = 企业的竞争

力”这一逻辑公式，为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提供了有力的例证。

《我的企业观》开篇宗义，回答了

为什么要做企业。 作者旗帜鲜明地提

出，企业是国之重器，国之根本。 中国

的事业是企业。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 这离不开企业的快速成

长， 尤其是央企等大企业的集体崛

起。 在世界 500 强企业榜单中，中国

企业有 100 家之多，相比之前国际舞

台上看不见中国企业的身影来说，是

个很大的进步。

中国要从世界经济大国迈向世

界经济强国，就要培育更多具有国际

竞争力、 拥有国际话语权的大企业。

这种企业兴国的情怀感和使命感体

现了一名央企领导人的责任和担当。

正因为如此，十多年来，宋志平一直

把市场化改革作为企业做强做优的

内在驱动。 他勇于担纲混合所有制的

先行者，开创“央企市营”模式，实现

了一家草根央企的市场化蜕变和跨

越式发展。 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中

国建材用 220 亿元的国有权益控制

了 660 亿元的净资产，进而撬动 4000

亿元的总资产，增强了国有资本的控

制力和影响力，实现了国有资产和民

营资本的保值增值。 中国建材的改革

发展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现代化、市场

化、规范化的公司形象，让人们真正

认识到“此央企非彼央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