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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别被“情谊链文化”捆绑
本报记者 江雪

江湖

罗熹调任华润集团总经理

现任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

在金融国际业务、资本运作方面

经验丰富的罗熹，调任华润集团

总经理。

解读：

华润去年一直不平静。

自 2015 年 4 月 17 日晚，中纪

委网站发布消息称，华润集团董

事长、党委书记宋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以来，这个位置一直

备受关注。

这次，由历任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助理，中国农业银行副

行长、党委委员，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

行长、党委委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

行长、党委委员等职的罗熹“掌门”，也看出了“金融人物”的

文化魅力和力量。

这个时候受关注，也包括华润集团长期作为万科的大

股东，在此前激烈的万宝之争中一直“未有明确态度”。

但是，保险背景或许更加令“案件”复杂。一面是老领

导宁高宁的“变迁”；一边是老东家的“新人”，话题赶在一

起，有些戏剧性。

杨泽柱接受组织调查

1月6日早晨，长江证券发布

公告称，长江证券党委书记、董事

长杨泽柱因个人原因涉嫌违纪，

正在接受组织调查，但公司的经

营活动一切正常，并未受其影响。

解读：

2013年底“空降”长江证券担

任董事长一职的杨泽柱，曾长期

担任湖北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主

任职务，并兼任湖北国资系统内多家国企董事长职务。

当过企业高管的杨泽柱，2 年来在长江证券业绩不

错。业内人士都知道“资产规模和各项经营指标也出现明

显提升”。

就在杨泽柱事发的两周前，长江证券的120亿元定增

计划刚刚获得了证监会的核准通过。

因个人原因接受组织调查的杨泽柱，估计没可能“享受

喜悦了”。尤其是“杨泽柱最亲信的‘副将’——时任省国资

委副主任鲁力军也在巡视组巡视之后随之落马”的事实，

“杨泽柱涉嫌贪腐”恐怕不仅仅是“令人痛心”了。

周成建被“确认失联”

1 月 6 日晚间，《每日经济新

闻》记者采访了美邦服饰内部一

位高管，该高管表示，目前内部并

未有确切消息。5日周成建本人

还在上海，6日当天其已经出差并

不在上海办公。

解读：

不得不说，在 2016 年刚刚开

始的美好时间，“失联”就再次发

生在“白手起家的企业家”身上，是一大遗憾。

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不走寻常路”的周成建在浙江民

营企业家中具备一定的代表性。

2004年销售额突破了25亿元的服装品牌美特斯·邦威

在服装行业绝对算得上一个“老兵”。

尤其是2008年10月30日，周成建及其家族以20亿美

元资产在 2008 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中排行第五位时，“念

旧”、敢冒险的周成建家喻户晓了。

最可贵的是，已经是爷爷的他，创新精神不减。5年前

建成邦购网，并表示“想做互联网裁缝”。

但是，转眼间，2015年11月时还计划募资42亿元发力

互联网业务的邦威，一下子被“甩给了儿子”。

而变更了带头人的邦威还能做到“20年前聚焦发展品

牌，未来一段时间将主要以时尚平台的模式”吗？

（记者江雪整理、点评）

邓崎琳严重违纪立案审查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

纪委对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原党

委书记、董事长邓崎琳严重违纪

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解读：

武钢，在人们心中是什么？

绝对的“铁塔企业”，当地人眼中

的“钢饭碗”。

可是，势不可挡的是：大钢铁

时代真的结束了。不仅仅是大工厂的远去，更多的在于“大

人物”纷纷“落马”，从而在精神上给行业者们带来巨大的冲

击。

当邓崎琳的名字、身份和“长期搞迷信活动”、“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收受财物”、“违规”、“长期占用宾馆客房进行权色

交易”种种论据搅和在一起时，其形象顿时没了“高大上”。

但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是否孕育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中央纪委监察部

网站日前发布的

2015 年巡视大数据显

示，十八大以来至 2015
年11月24日，共有64名

中管央企各级领导被组

织调查，其中 39%涉及

能源领域。

当“覆盖”一词用在

“央企腐败案”上，真正

令公众“振聋发聩”的

是，有一个共同的“文化

链条”套锁着高管的心

灵，那就是“哥们情”、

“兄弟情”、“夫妻情”、

“儿女情”。可谓情义无

价？

（上接第二版）

上述金融现象预示着，金融业供

给侧改革已迫在眉睫。

目前看应从四方面发力：第一，建

立灵活适度稳健的货币政策、完善的

金融组织体系和现代金融市场体系。

一是货币政策始终保持在既满足实体

经济需要、又不抬高实体经济融资成

本的合理区间，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二是适当

减少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数量，大力发

展中小银行、社区银行等金融机构；支

持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消费金融公司、

金融租赁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汽

车金融公司和参与发起设立村镇银

行；三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改变目

前间接融资占比过大、直接融资占比

过小的不合理社会融资格局，加快金

融业经营战略转型，提高金融反哺实

体经济能力，不断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破解中小微企业及“三农”融资贵融资

难的问题。

第二，建立高效的现代金融监管

框架，提高监管有效性和针对性。抓

紧推进大金融监管模式，打破目前金

融分业监管格局，整合监管资源，建立

全方位、全覆盖、多功能监管体系；加

大监管力度，充实一线监管力度，不留

任何监管盲区，不给任何金融违规行

为以可乘之机。同时，加强与各级政

府合作，形成监管合力，严厉打击各类

非法集资活动，防范化解各类金融风

险。

第三，推进金融法规建设，建立符

合经济运行实际的金融法律框架。对

现有金融法规进行修订、补充和完善，

更好地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同时，

加快新兴金融业态法规建设，抓紧互

联网金融法、民间自由借贷法等法律

规范的酝酿和出台，使社会各类金融

活动有法可依，消除经营灰色地带，确

保各类金融业规范、可持续发展。

第四，把一切经营重心转到服务

实体经济上来，不断提升服务效率。

银行资金向转型升级的传统产业和企

业倾斜，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科技创

新创业企业倾斜，围绕国家重大经济

战略和重要产业项目做文章，协调配

置信贷资源，优化信贷结构，提高发展

协调性。此外，研究制定银行业落实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具体政策措

施，促成清退僵尸企业政策目标实现。

人情债，
多少企业家为此沦陷？

与获得“年度创业者”称号的很

多企业家一样，也获得无数荣誉的

蒋洁敏，再也没有了往昔的风光和

自由。

事实上，在西方企业家、投资家

巴菲特眼中，蒋洁敏等人不是真正

的企业家。所以在中国，他选择与

民营企业家合作，是希望远离垄断

行业的“人情世故”文化，而专心做

“忠于本真”的事业，获得爱好与商

业平衡的幸福。

不时表示“要学习世界大佬”的

蒋洁敏，曾经在邻居眼中是一个“老

实朴素的人”。

即便是在“接班人”重大问题上，

“上下级情谊”也没让员工们看出他

多少“超出党性、原则性的腐败”情

感。尤其是“原中石油副总经理兼

大庆油田总经理王永春涉嫌严重违

纪被调查”的消息爆出时，“内部人”

还是诚恳地以第一感觉告诉《中国

企业报》记者：“业内公认的有才能、

当选为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候

补委员、获得中国第四届青年科技

创新奖的王永春，不正是原国资委

主任、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的接班

人之一吗？”

问题的严重性，在那个时间已被

“撕开了口子”。

他最大的情债是“家人”。

蒋洁敏及其妻儿从 2013 年 8 月

被带走，到 2016 年 1 月“案件落地”，

时光一晃就是两年多。

互联网时代，很多新商人、创业

家已经不认识他了。公众更多是从

“在周永康指使下，蒋洁敏滥用职权

为周滨、曹永正、李晓梅等人谋取利

益，扰乱了国家油气资源管理等秩

序”的新闻中，了解这位高管是如何

通过“内掌柜妻子”、“溺子蒋峰”大

量接受中石油下属企业宴请和金钱

的。

2016 年 1 月，蒋洁敏的“人生结

局”在某个行业更年轻的 CEO 心中

属于“不具备乔布斯当年欣赏的企

业家精神。他们也从来不去认真读

《人类简史》，不懂得‘站在一个比较

高的角度思考全局’”。

看到“2014 年发布的被查中管

企业干部 2 人，2015 年增至 9 人”数

据后，这位 CEO 的观点令人敬佩。

他在 1 月的演讲中表示：创业路上要

“三思”、“择善而从之”。因为满足

感会像病毒一样影响、侵入我们的

深入思考力。

腐败案频发，
企业家精神缺失什么？

2015 年股市危机以来，有着“牢

固亲情链”、被冠以“保荐之父”、“救

市总指挥”等美誉、在“中国证券发行

体系中拥有强有力话语权”的证监会

张育军、姚刚、习龙生纷纷落马。

曾经个个都是“国家的优秀人

才”。

而今，腐败案频发，导致优秀管

理人才大量流失。事实上，“企业高

管”蒋洁敏们头脑中的“流行口号”

很多。但更多的是说给别人听，而

不 是 从 自 己 心 里 流 淌 出 来 的“ 诗

歌”。如此，“满足感”带给亲人、朋

友的“礼仪性的交往”，也渐渐成为

“利益性的攀比”。

这便是“2015 年被调查的 9 名央

企高管，有5名所在的企业在2015年

都被巡视、而另外 4 名所在的企业也

于此前被巡视”的事实。类似的事

实让更多媒体人见证了“一种亲情

管理不了另一种亲情”的悲剧以及

一个个美好家庭的“人去楼空”。

这使得前证券会领导、孙冶方经

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清华大学国家

金融研究院联席院长李剑阁“颇有感

慨”。他痛心疾首的不仅仅是“至少

当时我认为他是好人，为什么现在变

成了一个正在接受司法调查的人”，

而是“这次抓的人很多都是 15 年前

我在证监会当副主席的老部下，十几

年以前他们很勤奋、非常优秀。”

李东生、蒋洁敏等人几乎一致

“直接或通过其亲属索取、非法收受

财物”的犯罪事实也并不太令人惊

讶。《解密企业高管犯罪事实》一文

写道：“风光无限的能源、通信、交通

运输、机械制造企业，问题最严重。

落马的 64 人中，能源领域最为集中，

约占总人数的39%。”

那些企业家的精神是什么时候

丢失的？

有谱儿没谱儿，
企业家如何回归本真？

令人遗憾的是，在宁高宁“告别

中粮”诗歌流传的 2016 年 1 月，主政

中国联通 11 年之久，刚刚把“权杖”

挪到中国电信的老将常小兵，在“冰

雪寒天结束了他显赫光鲜的通信业

生涯”，也成为 2015 年度“600 余名涉

案企业家之一”。

同时，李东生因受贿罪一审被判

处有期徒刑15年。

事实依据包括“他是北京雷明顿

广告发展中心某实际控制人；对北

京韩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等十一

个单位和个人在获取广告代理权、

调动工作、案件处理、户口办理等事

宜上提供帮助。”

一位北大学者表示：任何一个企

业的管理者，不怕创新失败，不怕市

场波动，最怕丢失法律观念和政治

智慧。就像互联网企业家强调的那

样，自己要时刻知道几斤几两。

当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企业

家、高管成为少数时，公众才恍然大

悟：“放牛娃”宁高宁写诗“告别中

粮”何以感动员工打起“我们永远祝

福您”的横幅为他送行？

在“优秀管理者”宁高宁看来，人

自身的文化复杂且简单。任志强

说，自己跟有点儿萌、有点儿大智若

愚的宁高宁有交集，且关系好；IDG

合伙人熊晓鸽和赛富亚洲创始合伙

人阎焱也说与宁高宁关系匪浅；泰

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表示，“我很敬

佩宁高宁，才有了合作。”

其实，都是百姓说的“人，长期靠

谱儿”。

各类文化默默博弈的时代，要想

笑的时候舒坦，哭的时候流畅，每个

企业家、管理者、创业者都要积极、不

断地建设属于自己的文化属性、坚定

的人格立场。因为“中国精神”需要

一代又一代优秀企业家共同浇筑。

这也是“微信给你单挑世界机会”的

时代，王石强调、潘石屹和冯仑给予

积极传播的“企业家三观更要正。”

网民们呼吁：企业管理者不可以

继续如此“任性于人性”，要洁净精

神、时刻自律，大权在握的时候时刻

提醒自己：政治智慧别被“情谊链文

化”勒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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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供给侧改革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