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入“+”思维概念
互联网带给企业的影响，不只是技术本身的应用，更

重要的是它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后者的意义远远大
于前者。互联网思维最大的好处就是，想问题不拘泥于
某个点，而是发散思考，发挥特定业务或技术在生产要素
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拓展服务空间，不断创造新的
商机。站在互联网的风口上，任何企业都要顺势而为，从
封闭式发展走向基于互联网模式的跨界融合。

“互联网+”和“+互联网”，这两个概念有区别又有联
系。“互联网+”指的是以互联网这种先进的生产力去革新
生产关系，实现互联网创新成果与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深
度融合，从而催生新的经济形态，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
和组织变革。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交通、互联网教育、互联
网农业都是其中的代表。“+互联网”是把互联网作为实体
经济发展的手段和工具，推动转型升级，本质还是实业。

互联网的思维本质上就是“+”思维，即从单一封闭的
线性思维到开放共享的网状思维，开展跨界与融合。如
果企业真正理解了“+”思维概念，生意可能就做活了。做
企业的人都想盈利，有了一个业务，就想接着再做第二
个、第三个。其实，企业可以先看看已有业务能不能“+”
一下，如果能“+”出东西来，可能就会投资少，获利多。

有一次我去西宁参观了几何书店，两万平方米的文化
广场里面可以做手工、看展览等，其中有一块区域是书
店。当时，我问这家书店的经理：卖书赚钱吗？他说不
赚，到这里买书的顾客很少，大都是翻翻看看，看了之后
就用手机网上下单，可以便宜几块钱。我说那书店靠什
么赚钱呢？他说顾客在这儿看书或游览，累了渴了都得
买瓶矿泉水喝，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一人买瓶矿泉水就
能收回成本了。这就是“书店+”，说是个书店，实际上并
不是靠卖书赚钱。

我在国药的时候开展健康事业，在新乡重组了一家医
院，病床的数量在河南的医院中是最多的。我有一次遇
到医院的负责人，问他最近药价在下降，医院办得怎么
样。那位负责人跟我说医院经营得可好了，虽然卖药不
怎么赚钱，但医院有3000多个病床，住了那么多患者及家
属，需要在医院里买很多生活用品，医院靠供应这些生活
用品一年就能赚几千万。所以，医院里可能卖药不赚钱，
诊疗也不赚钱，但在那些“+”业务上赚了不少。这就是

“医院+”。

“+”思维并不是只依赖于互联网
当然，提倡“+”思维不是乱加一气。随着新一代信息

技术的崛起，各行各业的边界正变得模糊，但互联网思维
下的跨界经营绝不是进入完全不同的领域，而是从核心
业务出发，进行一些相关扩展，目的是让核心业务跟上时
代变化。“互联网+”通过跨界会撬动庞大的共享经济，如
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共享旅店。对制造业企业来说，跨
界不是今天做点这，明天做点那，做建材的去做旅游，做
医药的去做建材，而是在“+互联网”的同时，借助“+”思
维，从专业出发进行适当的延伸。

“+”思维并不只依赖互联网才存在。现在很多“+”模

式，其实和互联网毫不沾边。这让我联想到社会上的许
多新技术、新模式、新概念，它们可能都非常好，但并不是
每一个都适用于自己，关键在于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
比如3D打印，这种技术很先进，既能打印塑料和金属，还
能打印衣服和鞋子。对建材行业来说，现在用3D打印技
术去打印水泥钢筋结构的大楼还很有难度，不过，它的原
理可以抽象出来，就是怎么让工作更有效率、更简单，应
该朝着这样的方向去思考问题。新事物永远层出不穷，
不适合自己的不必非要简单复制，但我们要研究和学习
它背后的逻辑与方法，这可能比应用新事物本身还重要。

水泥业务是中国建材的核心业务之一。近年来，我们
在做水泥的同时，也在帮助解决一些环境污染问题。现
在，中国建材做的主要有三件事。

一是垃圾焚烧。因为垃圾厂的垃圾焚烧温度是
800℃，而 600℃—800℃是产生二噁噁英的阶段，所以焚烧
垃圾的工厂很容易释放二噁噁英。二噁噁英是致癌的剧毒物
质，现在空气中二噁噁英的含量比较高，就是焚烧垃圾带来
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用水泥的窑炉把垃
圾给烧掉。因为水泥的窑炉温度高达1600℃，二噁噁英全
部能被分解掉。在工业烧垃圾方面，中国建材有几个工
厂做得非常好，比如巢湖工厂，把巢湖市整个生活垃圾全
部烧掉，因为垃圾是有机的，还为工厂提供了能源，同时
生物液产生的菌吸附臭气，能够消除垃圾的臭味，这样排
放的气体也没有味道，这些都是最新的装备和技术。国
内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这么做主要针对
的是二噁噁英，这种技术和普通焚烧垃圾的根本区别就在
于高温可以分解二噁噁英。

二是处理危险废品。化工行业的危险废品，如医院里
用后的药瓶、药剂、纱布等危险废品，都要焚烧。现在我
们也都是在水泥厂将这些废品焚烧，因为有1600℃的高
温，可以把它们全部分解掉。

三是焚烧被污染的土壤。因为做水泥需要黏土，碳酸
钙和黏土一起混着烧，最后形成硅酸钙的水泥。这样的
话，水泥窑就可以烧一些被污染的土壤，因为很多地方都
有被油或各种化工材料污染的土地，污染的土壤怎么处
理？拉到哪儿都是污染，就放在水泥窑煅烧分解掉，这样
黏土也可以作为水泥的一部分原料。

山东、江苏的一些化工厂过去有很多固体废弃物、危
险废弃物，都没法排放，放在哪里也不行，所以现在都要
烧掉。我们在南京的一个工厂，一年仅仅烧这些废弃物
就有几千万元的利润。其实，今天日本的很多水泥厂靠
水泥赚不到多少钱，都是靠垃圾焚烧处理赚钱，改变了水
泥经营的传统逻辑。原来水泥厂就是生产水泥，现在变
成了利用窑炉特殊的环境来烧掉城市里的废弃物，同时
生产水泥。最终，水泥行业成为一个处理废弃物的出口，
逐渐拓展成处理废弃物的产业。

“水泥+”模式
中国建材近年来应用“+”模式，做出了不少亮点。其

中，“水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水泥行业进入平台期
后，需求量会逐渐下行，那么这个行业要如何盈利呢？这
些年来，中国建材探索了很多路子，包括联合重组、市场
竞合、技术革新等，总之，都是围绕水泥本身想办法，那还

有没有其他盈利方式呢？
尽管中国建材过去也做水泥相关的业务和产品，但是

并没有把它当成一种商业模式去运营，只是既做这个也
做那个；现在把“+”的思维移植到水泥行业里，视野一下
子打开了，我们发现原来只赚水泥这点钱是一种笨做法，
即使水泥的潜力还没有挖掘完，也要做另外的更赚钱的

“水泥+”业务。
“水泥+”不仅仅是“+商混”“+骨料”“+制品”，还包含

“+焚烧垃圾”“+焚烧危废”“+焚烧污染”等模式。中国建
材运用“+”思维，确立了“做强水泥、做优商混、做大骨料、
做好综合利用”的一体化经营思路，即紧密围绕水泥主
业，做好产业链延伸，探索发展商混、骨料、砂石等业务，
推进水泥窑协同处理城市垃圾、危险废弃物、污泥、受污
染土壤等资源综合利用项目。通过这一模式，中国建材
既提高了水泥业务的经营能力，拓展了盈利空间，又提高
了对资源开发和创新路径的认识，这些都是难得的收获。

中国建材在山东青州有一个中等规模的水泥厂，这个
厂有两条水泥生产线，占地 700 亩，2016 年税后利润为
6000万元，2017年税后利润为1.6亿元。厂长是一位年轻
的小伙子。我问他 2018 年赚了多少钱，他说赚了 4.5 亿
元。我接着问他做了什么，怎么赚这么多钱，他说光做水
泥只能赚 1.6 亿元，但在水泥的基础上开展了“水泥+商
混+骨料+机制砂+干拌砂浆+固废处理”的全产业链经营，
打造出了产业一体化的“青州模式”。“+”出来的这些产品
收获了约 3 亿元的利润，相信总利润很快就能超过 6 亿
元。这就是经营的逻辑。

西方大的水泥企业都是水泥、商混、骨料一体化经营，
约30%的水泥供应自有商混企业，骨料是水泥产量的两三
倍。中国建材是全球最大的水泥和商混制造商，下一个
增长极就是骨料。其实，做企业不光是要赚高科技业务
的钱，还要赚零科技业务的钱。比如石头子，学名叫骨
料，由砂子和石头混合制成，是混凝土的重要原料。这些
东西看起来不起眼，但是用量很大，在建筑物中能起到骨
架和填充作用，北京大兴机场、港珠澳大桥等建设中使用
了大量的骨料。在我国，以前骨料砂石多是由小企业做，
市场很混乱，而且存在着过度开采、非法开采、环境污染、
资源浪费等问题，地方政府对此也很头疼。现在不让随
意开采了，谁来做？中国建材来做，帮助政府把很散很乱
的市场整理一下，把骨料的生意规模化地做起来。中国
建材正在着手市场整合，希望能规范有序地做好骨料开
发和应用，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

石灰石、骨料砂石这类材料都是自然科技的成果，经
过数亿年演变而成，也就是古人讲的“天工开物”。自然
资源有稀缺性，不可再生，所以人类要敬畏自然，善用资
源，并发挥它的有效价值。水泥是个好东西，石子和砂子
也是好东西，它们不落后，从这个角度来看处处是资源。
就像沙漠地带，那里的阳光和风可以用于发电，盐碱地上
也可以做温室大棚，进行无土栽培的农业生产。自然科
技造出的是原料，而人类科技造出的是材料。做企业要
把自然科技与人类科技有机结合起来，学会“两头挣钱”，
一方面要做好原料的保护和合理的开发利用，另一方面
要用原料挣的钱反哺高科技、新材料的研发。中国建材
目前同时在做这两件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自然资源
是稀缺的，用一点少一点，要合理使用。

互联网是技术，更是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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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三版）
对中国企业来说，以前“两化”融合、智能制造说得比

较多，现在明确的重点就是工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虽
是个新概念，但我们在实践中一直在探索，通俗地说，就
是通过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把工业系统中
能联结的要素全联结起来，如工人、设备、生产线、供应
商、产品和客户等，从而形成覆盖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
商业生态。这种全新生态的工业模式，被看成是新工业
革命的基石。智能制造的实现实际上依靠的是技术和网
络，技术是根本，网络是关键，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都要通过这个载体推动工业生产的资源优化、
协同制造和服务延伸。中国建材能知道在全世界安装的
水泥线的生产状况，了解每家公司的情况。水泥以前都

是线下销售，以后中国建材可以通过线上采购支付，实时
掌握动态并提供售后服务。

当然，制造业与互联网的融合需要基础建设和长期深
耕。以智能工厂为例，一个工厂只有从基础建设阶段开
始数字化设计，才能嵌入信息管理手段；只有经过大数据
分析并结合商务智能进行生产控制、决策，才能真正实现
智能化。针对工业互联网，中国建材近年来从两个方面
加大了攻关力度：

一是建立大数据云平台，“站在云端看世界”，用平台
思维创造自己的云生态、云秩序，这是创新驱动的新引
擎。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等企业都在大力推进云平台建
设，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向工业互联网发力，公有云、私有
云等做得风生水起。中国建材也在加紧研究，现在虽然有

ERP系统，但信息仍是碎片化的状态，下一步将要整合资
源，加快建设云平台，提升云平台计算能力，持续推进业务
数据共享，同时也会借助专业机构的力量做整体规划。

二是提升技术装备智能化水平，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
向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在水泥智能工厂的基
础上，加大其他领域技术装备改造提升的力度，重点推进
玻纤、碳纤维、高压电瓷、新能源玻璃等国家智能制造项
目建设，提升整体智能制造水平。

总之，在互联网发展的“下半场”，制造业要当好主
角，任何企业都不能采取“鸵鸟战术”，而要顺应趋势，以
变应变，紧抓工业互联网的时代机遇，主动“+互联网”，把
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
心驱动力，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提升创新发展能力。

产业互联网是下一个风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