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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两家全球化进程最快的中

国企业，引发舆论圈刷屏。一家是遭

遇巨亏的联想，另一家则是创净利润

新高的华为。

事实上，透过联想与华为的业绩

表现，公众将更多的好奇锁定在那些

被华为“摞倒”的“曾经王者”。不得不

说，它们的倒下一是缺乏主心骨，喜爱

亦步亦趋，习惯性地在外资企业后面

“跟跑”；二是缺乏钉子精神，很多企业

在经营过程中，一遇到阻力就选择撤

退，没有坚持的勇气和精神。如果说

前者是自信不足，那么后者就是韧性

不足，而这种不足正是中国企业长期

以来“工匠精神”缺失。

今天，当我们将“工匠精神”以史

无前例的高度加以宣导时，我们看到，

不同的市场主体都能给出自己的答案

和标准。但是，真正回归到企业的经

营和发展层面后，很多企业并没有将

“工匠精神”从口号理念变成实施路

径，也没有多少企业真正将“工匠精

神”变成推动企业从跟随到超越的核

心动力。

相比之下，德国和日本等一些制

造强国，对“工匠精神”的诠释生动得

多。比如德国企业的“工匠精神”，留

给全球的印象就是一丝不苟，甚至在

很多中国企业看来，德国企业的这种

“工匠精神”有点古板和教条。但是德

国企业正是通过对这种细节的坚守与

坚持，才成就了今天在全球市场的口

碑和信誉。同样，提及日本企业的“工

匠精神”，全球人几乎都知道，日本产

品无论是设计还是制作工艺，无不体

现着人性化和实用化，比如一台电视

机屏幕的长宽比例，家庭轿车中的儿

童座椅等等，其设计无不让人觉得“刚

刚好”，所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

分则太短”，用来描述日本企业的“工

匠精神”是十分恰当的。

回过头来，如果要谈当下中国企业

的“工匠精神”，外界很难有个直观的、

深刻的印象，当然，过去百年的历史长

河，中国无论是民族工业还是商贾服

务，我们的“工匠精神”并不缺少自己的

内核和文化。从这个角度上说，与其说

中国企业“工匠精神”缺乏，不如说是迷

失。迷失的根源在于急功近利，在于急

于求成，在于怕被别人甩开。

在很多领域，中国企业都不是开

拓者和领导者，都是从模仿、跟随起

家，通过“小米加步枪”的快速打法，以

大规模的低成本制造优势，在全球市

场上从占据一席之地，到拥有半壁江

山。做“大”之后的中国企业，过于迷

恋自己在全球市场上的一定优势，根

本没有想到“做大”与“做强”的关系。

因此，在抱有一种“今日有钱今日挣”

的心态下，一步一步陷入“为了做大而

做大”的迷途之中，不仅将原有主业竞

争优势丧失，同时还在“新技术一日千

里”的竞争格局中，被竞争对手“区

隔”，被饱和市场挤压。

智能手机作为华为新生的主营业

务，华为无悬念地成为中国第一家年

发货量过亿的智能手机厂商。想当

初，华为进入智能手机领域，除了苹果

和三星等国际大牌虎视眈眈，在国内

市场，同一量级的还有联想、海信、酷

派、中兴、HTC、小米、乐视、锤子等诸

多品牌相互鏖战。在竞争中，华为逐

渐意识到，通信产品的卖点必须由“价

格”变成“品质”，这种对技术品质的专

注态度，在接下来的企业运营中，很快

就被彻底渗透到各个层级。华为的这

个态度几乎是“华为精神”的自然延

伸，以业内人士的话说：华为每一款手

机都经过上万次的试验，每次试验就

是为了让产品充分暴露问题，目的是

确保出厂后的产品让用户心服口服。

相比之下，同是做手机，但不少企

业对品质和技术的专注和投入，与华为

相去甚远。从相关报道中可以看出，其

他的手机品牌，一谈技术就说产品外观

如何精美，一谈产品开发就说个人情怀

如何深沉，一说市场定位就说如何营造

“抢购潮”，总而言之，没几个在踏踏实

实做研发、做产品。从这个角度来说，

今天的联想在手机业务上完败华为，今

天的小米被认为进入“中年危机”，以及

其他勉强活着的手机品牌，他们之所以

由盛转衰，不是因为生存的土壤不好，

而在于他们的专注力不够、投入不足，

差异化创新不到位。

可见，对于很多中国企业来说，打

造自己的“工匠精神”建立与同行和对

手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已经是“箭在弦

上”不得不发。但是在具体的操作路

径上，却要坚持和秉承自主与原创两

大理念。

前提就是需要在企业的技术、管

理、文化等多个方面，建立起自己的差

异化竞争优势，形成自主性和原创性

的创新变革能力。同时还要形成一种

新的精神与文化，那就是甘于做一根

针，当一颗钉子，在自己所处的行业和

领域，坚持不懈地牢牢扎进去，要有咬

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与气魄。

有些看起来有道理的假话，不但会让人深信不疑，

而且往往会骗人一辈子。如果相信了这样的伪真理，

你就会在不知不觉中遭受巨大的损失。收益越大风险

越高就是这样的一种伪真理。

如果你曾经有过投资理财的经验，你就会知道，理

财经理们最愿意讲的就是“高风险高收益”的道理。所

以，当你从理财经理那里买了低收益产品赚钱少的时

候，你就只能怨自己胆子太小。当你投资高收益产品

发生亏损的时候，你就会认命，而不会怪理财经理推荐

的产品不靠谱。谁让自己想获得高收益了呢？

事情的真相其实绝不是这样。

举一个大家容易理解的例子，在三四米高的地方

架一条长 100 米的钢丝，谁走过去给 1000 元的奖金。

对于那些没有练过走钢丝的人，这绝对是一个只有风

险没有收益的事情；而对于“钢丝王子”阿迪力来说，这

几乎是一个只有收益而没有风险的事情。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会恍然大悟呢？原来，同样一

个事情对于不同的人风险是完全不同的，最终决定风

险大小的，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你的能力，特别是对

于风险识别、判断和控制的能力。在你熟悉和擅长的

领域，风险可以掌控在你的手里，风险对于你就比较

小；在你不了解不熟悉的领域，你的风险控制能力必然

要差，风险就会被放大。

无论职场还是人生，机会无处不在，风险也无处不

在。

控制风险的第一个能力不是技术，而是眼光。从

2015 年开始，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出现激增，大

量的坏账让银行苦不堪言。按理说，银行有专业的风

险控制技术和手段，怎么还出现那么多的坏账呢？这

里要说的是，国际大宗商品贬值严重是造成这个问题

的首要原因。

如果在两三年前，哪个银行能够预见到中国经济

的增速放缓的趋势，对钢铁、煤炭等行业产能过剩的严

重程度有清醒的判断，果断停止或减少对产能过剩行

业的贷款，坏账就少得多。

前亚洲首富李嘉诚就是这种有战略眼光的人。从

2011年起，李嘉诚旗下的企业就不断抛售中国资产，

并且自2011年以来就没有在内地拿地，2012年之后就

没有再购入香港的土地，进入2013年抛售内地、香港

资产的速度更是加速。李嘉诚用从内地撤资拿到的

钱，到英国等欧洲国家收购大量资产，以致有人惊呼李

嘉诚快买下整个英国了，还有人宣称李嘉诚是在抄底

欧洲。

2011年还是中国经济势头正劲的时候，李嘉诚就

已经看出中国经济的未来趋势，并断然作出撤资的决

定，这种前瞻性的眼光令人不得不佩服。如果没有这

种眼光，其无法避免资产贬值所造成的损失。

眼光的本质是对规律和趋势的把握，要修炼自己

的眼光，就必须要有相应的经济学知识。经济学是一

种生活的常识，对于现实中的选择与决策非常有价

值。要修炼眼光，就要养成对事物未来前景进行判断

的习惯，不断在实践中检验、调整自己的判断，提高准

确判断的概率。

眼光判断的是未来和趋势，决定的是大方向。在

职业选择上或者是商业投资决策中，这种眼光是尤其

重要的。而在细节把控上，风险控制的第二种能力

——技术和经验就会派上用场。

艺高人胆大，说的就是技术和经验的重要性。比

如山区的司机在经常路过的悬崖陡峭的山路上，比起

偶尔经过这里的司机就会轻松自如得多。这里既有经

验的成分，也有技术的成分。而无论是经验还是技术

的提高，都是来自于长期反复的训练和实践。

对于职场人来说也是这样，经历过的事情越多，亲

自参与处理的事情越多，解决过的难题越多，经验就会

更丰富，能力就会越强。

技术能力的提升，最忌讳的就是只看不练，只练不

想。现实中有经历没经验、有技术没技巧的人非常之

多，明明应该会干的事却干不好，总会在细节上出现问

题。之所以会这样，第一位的原因就是由于思想的懒

惰，不去思考事物的前因后果，不去比较相近问题和工

作中看似细微却有根本性差别的关键点。在这一点

上，德国人和日本人的工作态度和作风，非常值得中国

人学习。同样的原材料，在人家手里生产出来的就是

精品，但在我们手里，就很可能只是合格品甚至是次

品。而每一个次品，都可能意味着一个风险。

中国民间有句俗语，叫做“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却

在小阴沟里翻了船”；国外同样的一句谚语，说是“魔鬼

隐藏在细节中”，这两句话说的都是同一个道理，即如

果控制不好细节就可能造成巨大的风险。而对于细节

的把控，需要的是技术的娴熟与精湛。

当你能力很强的时候，你所面对的风险就变得很

小，而当你能力很欠缺的时候，风险就会无处不在。提

高能力是减少和控制风险的第一选择。根本不要相信

收益越高风险越大的鬼话。

【正话工匠精神之四】
人本论

差异化创新
是“工匠精神”的内核

许意强

模仿和跟随导致企业的道路越走越窄，未来企业只有走差异化的创新之路才有可能闯出新

天地。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走差异化之路与“工匠精神”，在追寻的目标上或是求新，或是求精，

但不管是哪种，都与“拿来主义”天然不相为伍。

核
心
提
要

丁是钉

应对高风险
必有高能力

《中国企业报》：当前国家大力提

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您认为创新

对于中国企业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

性？

郝聚民：创新对于中国企业而言，

不是简单地贯彻政策要求，不是可有

可无，创新是这个时代生存与发展的

法则，一句话“创新定生死”。这主要

源于两个判断。

第一，互联网等新技术为人类打

开了全新的天地，企业处于重大的转

型机遇期。互联网带来无处不在的联

接和人类智慧的空前共振（Holos），导

致我们进入了陌生的VUCA时代，即

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跨界颠覆的时代，

同一个领域的人，容易遵循着相同的

惯性思维，颠覆这个领域的往往是外

行，可能跟你今天的业务没有任何关

系，他要做的就是运用互联网的思维

对以往的模式进行颠覆。如果用 10

年以后的眼光看2016年，90%的商业

模式2016年还没有出现；90%的传统

管理模式下的企业将要消亡或者被迫

转型。在凯文·凯利看来，30 年以后

看今天，那时运作人类生活的伟大产

品，在当前根本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在这样一个技术快速迭代和经济持续

低迷的时代，创新关乎生死存亡。

第二，创新创业是企业转型升级

的必由之路。全球经济低迷，中国经

济进入新常态，传统企业面临巨大的

生存与发展压力。一方面我们产能过

剩、产品过剩，我们进入了相对过剩经

济状态；另一方面，我们大量进口国外

先进的原材料和产品，中国消费者更

是买空了日本和韩国的货架，我们似

乎又是处于相对短缺经济中。这就是

我们面临的纠结，一方面低端产能过

剩，一方面高端产能严重不足，要打开

这种纠结，必须依靠企业的创新创业

才能完成。

《中国企业报》：您觉得企业创新

最大的绊脚石是什么？

郝聚民：制约组织创新的障碍不

外乎三大类，即知识与技能方面的障

碍、心智模式方面的障碍和制度方面

的障碍。主要表现在六个具体障碍和

对应的六个重大范式转变：个体层面

能否从惯性思维转变到创新思维，群

体层面能否从乌合之众到群体智慧，

创新体系能否从封闭式创新到开放式

创新，管理模式能否从管理1.0到管理

2.0，个体心智模式能否从故步自封到

创新颠覆，高层的思维理念能否从创

新障碍到创新引领。其中，最核心的

无疑是作为企业引领者的领导理念。

不同的理念决定了企业能否解放人的

能动性，激发员工的智慧共享，领导者

的思维理念无疑决定了组织的发展方

向。

《中国企业报》：在职业技能如此

分化的今天，是否每个人都有创新的

能力？

郝聚民：产品创新的过程要经历

两个阶段：点子酝酿和技术实现。很

显然，没有专业能力的积累，无法进行

技术实现。但点子酝酿则不然，任何

一件伟大的发明都是开始于点子，实

现于技术。一帮异想天开的人提出点

子，一群技术专家负责实现。

最近，整个硅谷被一件“疯狂”的

事件刷屏。依据蓝图发布者伊隆·马

斯克的设计，对Hyperloop的“超级高

铁”进行原型测试取得成功。凭借设

计在高架管道中弹射的胶囊，将打造

未来全球最快列车1200km/h（上海磁

悬浮3倍速度，飞机的1.5倍速度），上

海到北京仅需1小时。

从事件中，我们明确看到点子创

意与技术创新两个阶段的不同。正是

基于这种“万众创新”的理念，上海灵

众投资有限公司从 2015 年初开始全

力打造随心创平台。它是一个点子聚

集的平台、一个智慧共享的平台，通过

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实现企业内部

各类创新和创业。在这个平台上，人

人可以发起项目，人人可以发表观点，

人人可以参与决策，人人都是合伙人。

《中国企业报》：创新是所有企业

家关心的问题，这里面不仅有“小企

业”，还有很多“大企业”，有些大企业

会担心自己被“颠覆”，您怎么看待？

郝聚民：这个时代的竞争特点，就

是外行打劫内行，快鱼吃慢鱼。一些

渐渐意识到时代困境的大企业，对于

这种被颠覆的可能性开始反击。然

而，有些大企业采取了错误的反击策

略，他们视小企业为敌人，从开始的围

追堵截，到刻意模仿小企业的战略战

术。出租车行业在滴滴打车等网上约

车软件的竞争下，就经历了这样的过

程。不恰当的反击，反倒加速了大企

业的衰退。

在此，这些大企业要明白，大企业

的优势是在过去的业务当中聚集了大

量的资源，比如制造资源、研发资源、

供应商网络、销售网络、品牌及渠道，

乃至大量的客户数据，这些正是传统

企业的优势。然而很多大企业与小企

业竞争时，却扔掉这些资源，丧失了大

企业得天独厚的优势。当大企业采取

与小企业一样的动作时，大企业最终

会被小企业带入其所擅长的领域，也

就注定了失败。大企业想要和小企业

竞争，必须彻底转变游戏规则，主动将

自己平台化，让小企业在平台上实现

创业，使竞争关系转变为合作关系，这

样才能把现有优势发挥到极致。

《中国企业报》：在这些大企业中，

很大一部分是国有企业，对于国有企

业的双创，您有什么建议？

郝聚民：国企与其他企业最核心

的不同是机制体制，由于国家对国企

有明确的保值增值要求，稳定发展是

基调，而快速变化的环境需要企业持

续创新，如何把握好稳步发展与创新

求变之间的尺度，给国企带来考验。

“特区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

要经验，我们给国企的建议是建立企

业双创特区，将创新的风险在早期阶

段剥离国企的母体，在特区中孵化，等

项目进入确定性收益阶段再收购到母

体中，这个特区则成为国企双创的桥

梁，我们称之为“第五代孵化器”，它包

括特区机制建设、线上平台应用、线下

辅导过程和外部资源对接四位一体的

功能。

《中国企业报》：能否详细讲解一

下您所说的“第五代孵化器”？

郝聚民：第五代孵化器是双生态

型孵化器，旨在针对创新创业特区在

创业生态和产业生态两方面进行集

成。创业生态是指为创业团队提供一

站式的创业服务，如场地、财务、品牌、

人才招聘等服务支持。而产业生态则

是为创业团队提供基于产业的研发、

制造、渠道、客户、供应网络等资源支

持，离开产业生态圈思维，项目成功率

很低。一个完整的创业体系，应该是

双生态圈的，即创业服务生态圈和产

业生态圈的集成。

灵众投资第一个提出了“第五代

孵化器”的概念，我们不是从发现好的

创业项目出发，而是基于传统的产业

生态圈，对接创业团队和项目。这种

方式，有别于一般创业项目追求颠覆

传统行业，相反，它促进了传统企业尽

快实现互联网+，尽快实现转型和升

级。举一个例子，“润湾孵化器”是灵

众投资和华立集团携手打造的国内首

个“第五代孵化器”，经过短短一年的

实践，润湾孵化中心已成为浙江省乃

至全国孵化器的明星，不仅各级主管

部门多次莅临指导，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等国际机构也多次到孵化器考察交

流。今年，华立集团进一步提出打造

“创意—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

产业生态”全产业生态的“创客社区”，

引领华立集团加速转型升级。

双创践行者郝聚民博士：
推动双创落地 助力企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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