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书是本书是《《企业迷思企业迷思》》一书的姊一书的姊
妹篇妹篇，，源于宋志平为清华大学五源于宋志平为清华大学五
道口金融学院开设的道口金融学院开设的““从管理到从管理到
经营经营””课程课程。。这是一部探寻企业这是一部探寻企业
经营本质的书经营本质的书，，这是一部企业家这是一部企业家
活学活用的经营制胜教科书活学活用的经营制胜教科书，，更更
是一部中国企业家探索企业经营是一部中国企业家探索企业经营
制胜秘籍的好书制胜秘籍的好书，，值得深学值得深学、、深深
读读、、深悟深悟。。

产业互联网是下一个风口
互联网经济颠覆了传统企业的商业世界，给企业的生

产、管理和营销模式带来了深刻变革。互联网以实体经济
为基础，制造业企业要主动拥抱互联网，运用互联网思维开
展跨界与融合，用创新推动转型升级，探索推广各行各业的

“+”模式。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是大
势所趋，产业互联网是下一个风口。作为实体经济的两个
翅膀，技术创新和资本市场相辅相成，能够推动有质量的科
技行业独角兽的崛起和高速成长。

互联网颠覆了传统企业的商业世界
互联网最大的贡献到底是什么？其实，“互联网”一词

本身就是个很好的解释。互联网天然具备开放、联通、共
享、透明等特征，它最大的意义就是通过先进技术让人类走
出封闭的自我空间，进入一个人、机、物全面互联的新世
界。从互联网的发展来看，开始是通过计算机实现信息和
资源互联，如发电子邮件、在网上看新闻和搜索信息；后来，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人人互联成为可能，如阿里巴巴的电
商平台、腾讯的社交平台，它们把来自天南海北、毫不相识
的人联系到了一起；近年来，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
能、物联网、5G、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发展，以智能化为核心的
万物互联时代已经到来。对制造业来说，移动互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物联网完全颠覆了传统制造业的商业世界，伴
随着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涌现，企业的生产、管理
和营销等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概括起来，主要变
化有三点。

一是个性化。过去，工厂的生产模式是B2C，企业生产
产品后，客户选择并使用。比如到商场买鞋，试好以后直接
买一双，让客户适应企业的标准化生产，这是企业主导的生
产思维。现在由于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普及，可以做到
C2B，给每个人量身定做，满足每个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这就
是今天的生产思维。

互联网对企业来说最大的挑战是观念和模式。例如，
过去总讲B2C，思考的是怎样让客户买我们的产品；现在讲
的是C2B、O2O等，更尊重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为客户提供
定制化服务。当年，沃尔玛就用这种思路改变了许多供应
商的经营模式和结构流程，淘宝网也引发了中国制造业企
业的变革，让企业更加市场化和个性化。

二是智能化。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
让智能制造成为主攻方向，中国的很多工厂都出现了“机器
换人”的现象。这是怎么做到的呢？通过大数据、互联网和
人工智能等技术，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我国企业在智能化
方面做得非常好，用智能化转型来解决产业因劳动力成本
提高而必须迁移的问题。如今美国、日本等一些国家很后
悔，它们将很多制造业企业都逐步迁出去了，现在想迁回去
却没有相关配套设施了。

2020年年初，我参观了深圳工业富联的“熄灯工厂”，过
去富士康是一个靠人海战术做代工的“血汗工厂”，这种模
式历经了从日本到我国台湾，从我国台湾到东莞和昆山，再
从东莞、昆山到郑州和成都，现在计划发展到印度和越南。
为什么呢？因为人工成本从600元/月涨到了6000元/月，企
业负担不了，这个时候智能化来了。工业富联目前已经有8
条生产线是“熄灯”模式，这样的工厂过去一个车间用368个

人，现在只用38个人。工厂内关着灯，有几个巡回员打着手
电在里边巡回，达沃斯给它命名为“灯塔工厂”。

江中制药的智能化也做得非常好，它的液体制剂生产
线从熬药到制成最终产品的全过程2012年起就实现了自动
化操作，年生产规模可达1亿瓶，是全球首条无人化操作中
药液体生产线。在中药液体生产车间里，没有预想中浓郁
的中草药熬制味道，也没有制剂匠人们忙碌的身影。传统

“智能化”生产都有中央控制室，有很多计算机操作人员；现
在连中央控制室都没有了，一切都靠智能化，这就是变化。
2016年中央领导在视察江中制药时，评价说：“这个车间，给
我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当然，智能化也不是百利而无一害。2020年10月我在
云南白药调研时，一位干部问我：“如果企业都实现智能化、
无人化了，那么工人做什么？”我说，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也
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用科学无法回答，只能
用哲学来回答。因为人类历史上多次工业和技术革命都提
出了同样的问题，当时都觉得无解，但后来人类社会都变得
更加美好。所以，从哲学层面来讲，不用惧怕智能化，企业
该智能化就智能化，产品被机器生产出来供人类使用就可
以了，也就是实现了物质极大丰富，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
配。现在劳动是为了有收入买东西，遵循的是按劳分配的
思路，随着智能化带来的物质极大丰富，这种方式将会改
变，未来人类可能没必要非要劳动。

三是从制造业到制造服务业。这就是从只做制造向服
务的产业链延伸、向市场延伸。比如，中国建材过去只卖水
泥，现在用水泥做装配式建筑，越来越向用户倾斜。

互联网脱离了实业必定会成为泡沫
在发展互联网经济的过程中，我有两点深刻体会：一

是互联网要与实体经济结合。互联网确实能改变商业形
态、生活方式，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但互联网只是手段，
它本身不制造东西，取代不了衣服、食物、房子和汽车等，
只是让我们的衣食住行更加方便。互联网以实体经济为
基础，离不开实体经济的根。如果大家一窝蜂地只做互联
网，势必会形成2000年那样的全球互联网泡沫。二是实体
经济要主动“+互联网”，否则再大的企业都会被时代淘汰。

在中央电视台2012年和2013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颁奖仪式上，有两次激辩格外引人关注。一次是万达董
事长王健林和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以1亿元打赌“10年
内电商能否取代零售商”；另一次是格力董事长董明珠与
小米创始人雷军，以10亿元打赌“5年内小米营业额能否
超过格力”。归根结底，两次辩论都是关于实体经济与互
联网经济孰优孰劣以及谁输谁赢的问题。

制造业要主动拥抱互联网，用创新推动转型升级，除
此之外别无他途。我有个比喻，经济好像一架飞机，机身
是实体经济，技术创新和资本市场是两个翅膀，互联网应
是高高竖起的尾翼，这些都应完美地结合起来。

中国建材所处的基础原材料行业是典型的实体经
济。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命脉，基础原材料行业是
实体经济的根。基础建材行业有两大应遵循的基本规律。

规模效益：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
市场掌控力：没有市场掌控力就没有话语权和竞争

力，也赚不到钱。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供需关系的急剧变化，传统商

业模式正在受到挑战，在坚守实体经济的同时，中国建材
也积极探索商业模式创新，发展互联网等新经济。

作为较早“触网”的一家企业，中国建材20多年前就在
工厂中引入了计算机、ERP，后来成立北新数码公司做起电
子商务，现在又在做大数据、智能化、云计算，可以说一路走
来与互联网一同成长。中国建材易单网是中国最大的建材
电子商务出口平台，也是中国目前唯一一家全流程自营的
B2B跨境电子商务服务平台。易单网采取“跨境电商+海外
仓”的外贸新模式，通过整合银行、中信保、商检等外贸上下
游资源，结合海外仓和海外营销网络，可以提供金融、通关、
退税、外汇、销售、物流、售后服务、全球营销推广、出口代理
等一站式外贸服务，使整个外贸流程变得更加简单、透明、
高效。贸易的本质是搭建平台服务，而不是垄断信息，一旦
信息对称了，传统的贸易公司就失去了生命力。互联网在
电子商务方面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去中介化，减少信息不
对称带来的高成本，在公共平台上赚取服务效益。

制造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是大势所趋
制造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是大势所趋。从国际上来

看，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正席卷全球，在新工业革命的变局
中，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围绕核心标准、技术、平台等纷
纷加快布局。美国2012年发布了先进制造国家战略计划，
把工业互联网作为先进制造的重要基础，成立了工业互联
网联盟，汇聚了全球200多家企业。德国2013年提出工业
4.0概念，后来把工业4.0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启动了跨学
科、跨领域的“工业4.0共同平台”。日本推出再兴战略，将
工业4.0作为创新转型的契机，通过发展“互联工业”构建基
于机器人、物联网和工业价值链的顶层体系。虽然各国叫
法不同，内容也有所区别，但目标都是希望抓住新工业革命
的先机提振经济，提高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

从国内来看，大家现在都在谈论互联网发展的“下半
场”。这是因为在互联网进入中国的20多年里，受益于人
口红利、通信事业发展、商业模式创新等多重因素，互联
网技术在我国消费领域大展拳脚，处于全球领先水平，但
在产业领域的发展则相对欠缺，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
距。因此，当前任务就是在巩固“上半场”优势的基础上，
把“下半场”的重心转向工业互联网。消费互联网服务的
主体是人，工业互联网服务的主体是企业，其中又以制造
业为主战场。我国是制造大国、互联网大国，制造业与新
一代网络信息技术的融合前景广阔、潜力巨大，这也是我
国构建制造业竞争新优势、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迫切
要求。我国早在2013年就提出信息化和工业化“两化”深
度融合的行动计划，2015年推出《中国制造2025》，其后又
就推动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深化“互联网+先进制
造业”、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等出台一系列文件
及配套政策，布局速度非常快。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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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一向被视为传统工业的代表，这样的行业能不

能实现智能制造呢？中国建材打造的全球首条工业4.0

智能化水泥工厂颠覆了人们的想象，让世人看到在水泥

这个传统得不能再传统的行业，也能与先进的生产方式

实现完美结合。

被称为世界水泥“梦工厂”的项目位于山东泰安，隶

属中联水泥，承包方是中国建材的南京凯盛。经过反复

论证，技术人员从智能物流、智能质控、智能生产、智能巡

检、智能远程管理五个方面对生产线进行优化完善，应用

GPS定位、互联网、大数据处理、无人值守系统等先进设

计，使整个工厂生产线管理如“行云流水”。五大智能模

块既可独立运行，也可协作运行，通过数据共享，系统如

同具备自我学习能力的智慧生物一样，对工厂进行实时

监控和决策。另外，智能化系统还具有可拓展和可升级

的特性，确保工厂智能制造能贯穿全生命周期。

智能工厂不仅实现了矿山开采智能化、原料处理无

均化、生产管理信息化、生产控制自动化、耐火材料无铬

化、物料粉磨无球化、生产现场无人化、生产过程可视化，

而且还把低碳、节能、环保等理念体现得淋漓尽致。生产

线全封闭无尘化，吨产品能耗同比节约20%以上，人均劳

动生产率提高约80%，各项经济指标均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该项目获评工信部“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并入

选全球契约组织“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成果”。目前，智能

工厂还在推动智能物流园区、光伏发电等生态园区项目

建设，比如通过余热发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等可以

满足全部工厂用电。智能化不仅是智能制造，还要与绿

色环保、新能源等结合起来。这才是我心中新一代工厂

应有的样子。

中国建材的世界水泥“梦工厂”

【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