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化龙

中国中车之所以能够成为
中国高铁名片的重要组成部分，
核心的体会是振兴高端制造，提
升实体经济的竞争力，最核心的
两个字是品质。

品质分为两层：一是对企业
提供的产品来讲，要高端、高质、
高品质；二是对企业来讲，就是要
做高品质的企业，要立足实业，通
过高品质的产品赢得世界和用户
的尊重与信赖。

坚守实业，首先是品质为
先，要高端、高质。先进制造是

我国国运昌盛的基础动力，而先
进制造最突出、最重要的特征就
是产品的高品质。2015 年我国
已成为制造大国，但是在品牌塑
造、创新能力等方面，和世界先
进国家还有一定差距。我们要
靠供给端结构性变革来实现产
品的更新换代，来实现产品的升
级和发展，进而引导消费和扩展
市场。

坚守实业要埋头苦干，干实
业熬的是苦功夫，精雕细琢方为
玉，千锤百炼始成钢，干实业需要

的是锲而不舍、生生不息，需要去
除浮躁、自我挑战。作为一个坚
守实业的公司，中车的核心价值
观是正心正道，善做善成。“正”是
指干事充满正气，尊重市场规律；

“善”是指顺应时代的变化，不断
创新。专心致志把事情做成，秉
承这样的实业精神，每时每刻都
是在做匠心营造。

要坚守实业，还应该不忘初
心，这样才能做到基业常青。中
车见证了我国民族工业的全部
历程，最早的工厂已经有136年

的历史，在中车50多家子公司当
中有15家超过百岁。中车当前
正在转型，正在不断地提升软实
力，让软实力和硬实力匹配，目
的就是站在制造业的高端，努力
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
结构更优、后劲更足的发展新
路，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做出贡献。

（以上文字根据刘化龙在
2017年全国企业家活动日暨中国
企业家年会上的发言整理，未经
本人核实，有删节）

中国中车集团公司董事长刘化龙：

振兴中国高端制造的核心是品质

赖小民

金融安全是国家治国理政的
重要大事，国家明确提出金融安
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
部分和重要基石。中国华融最
初就是作为一个政策性金融机
构成立的，专门处置国有企业不
良资产，七年来增加1350亿总资
产，相当于赚了十个最初的中国
华融。

华融的成功实践证明了企业
家精神非常重要，证明了企业家蕴
藏着巨大的活力。企业发展，首要

在人，又在于企业家，所以要培养
和造就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他们
任重道远。6600万户工商注册登
记的企业，要担当起历史使命。第
二，企业家要有本事把企业做好，
企业做好以后才有家国情怀，为别
人做，为国家做。另外，还要有创
新精神和冒险精神，最后才是国际
视野。

当前国内的形势主要是受全
球经济的拖累，企业共同面临的问
题就是一增、一降、一紧。具体讲，

“一增”是不良贷款大幅增加，银行
贷款目前有22000亿元，不良贷款
比例为1.94%，不良率增加，折射
出实体经济的困难。“一降”是GDP
下降，经济总量在下降。“一紧”是
资金层面吃紧。在这种形势下，企
业盈利能力在下降，银行利润去年
仅增长了3.8%，实体企业用钱赚钱
就更加困难。

所以，我们需要企业家精神不
断把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强”是利
润、风险、品牌和责任这四个维

度。利润是实力，风险是保障，品
牌是形象，责任是担当；“优”是结
构、竞争力、质量、可持续这四个维
度。结构是手段，竞争力是核心，
质量是生命，可持续是目标；“大”
是规模大小、影响力强弱、市场占
有率高低、企业排名前后这四个维
度。

（以上文字根据赖小民在
2017年全国企业家活动日暨中国
企业家年会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
人核实，有删节）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赖小民：

企业家应有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

宋志平

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活力和
动力。那么，现阶段企业家需要
做什么新的努力？面临的主要
任务是什么？

第一项任务：创新发展。上
世纪60年代半导体时代，中国和
日本差不多同时起步，但经历了
十年文化大革命，日本人在这方
面远远领先了。但目前，我们正
处在新的技术发展时期和新的时
代——互联网、生物科技、新能源
和新材料等方面，我们和世界是
同步的，在互联网和新能源方面

我们甚至已经走在前面。
第二项任务：振兴实体经

济。振兴实体经济并不是一个
中国话题，而是国际话题。美国
提出了回归实业，欧洲提出了再
工业化，中国提出了振兴实体经
济。另外，实体经济不存在做不
做的问题，而是怎么样做好的问
题。发展实体经济最重要的是
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转型升
级有四个方向：迈向中高端，要
绿色化、要智能化、要国际化。

第三项任务：走出去。中国

企业在“一带一路”上的竞争优势
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三点：第一，
中国中高端技术和装备。以水泥
装备为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65%的水泥装备都是中国建材提
供的；第二，性价比好。我们装备
好、技术好，同时价钱比起国外跨
国公司来还便宜；第三，“一带一
路”发展要搞城市化和工业化，要
搞基础建设，而我国在这方面富
有经验。

要完成以上三项任务，中国
企业家应该对自身提出什么样

的要求？第一，提高学习能力，
学习新技术、新商业模式等；第
二，提高资源整合能力，包括人
才的整合、技术的整合和企业的
整合；第三，扩展国际视野，“一
带一路”就是机会；第四，增加企
业家自身的修养，提高企业家自
身的素质，提高企业家所拥有的
家国情怀。

（以上文字根据宋志平在
2017年全国企业家活动日暨中
国企业家年会上的发言整理，未
经本人核实，有删节）

中国建材集团公司董事长宋志平：

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和动力

20172017年年0505月月0909日日星期二星期二编辑编辑：：康源康源校对校对：：王培娟王培娟美编美编：：王祯磊王祯磊

0606

（上接第二版）
绿色、智能的新能源汽车产

业作为汽车产业中的“朝阳产

业”，更是站上了改革发展的风口

浪尖。在“新能源汽车发展趋势

与展望”论坛上，与会企业家一致

认为，各级政府要分析新能源汽

车产业的政策红利，让新能源汽

车产业在这些政策中获得新机

会、新动能；企业要坚定转型升

级；要创新商业运营、完善充电桩

等产业链，推进中国新能源汽车

产业快速发展。

“‘千企千镇工程’进株洲”论

坛则是以项目发布与招商为主

体，主办方阐明如何认识、响应国

家提出的“特色小镇”的建设计

划。

本届年会特别策划了系列企

业家产业论坛。分别为：“硬质合

金产业高峰论坛暨产需合作对接

会”、“通用航空产业高峰论坛”、

“IGBT 产业化高峰论坛”、“风电

产业高峰论坛”，分别瞄准了国家

布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结合株

洲的产业特点，探讨了相关产业

的未来走势。

此外，主办方还围绕株洲市

打造“中国动力谷”主题，组织与

会企业家到相关企业考察交流，

并举办株洲市投资合作项目签约

仪式、株洲新型城镇化项目发布

会以及“年产 30 万辆整车的北京

汽车株洲基地二工厂项目落成典

礼”等主题活动。

各界精英共话实体经济振兴

（1—6版图片由本报记者林瑞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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