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中 国 企 业 家》杂 志 社 主 办 的
“2018（第十七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12
月1日至2日在北京举行。

本届年会以“改革关头勇者胜”为主
题。企业家们纷纷表示，在 40 年改革开
放历程中，企业和企业家们既是参与者、
见证者，也是贡献者、受益者。在改革开
放 40 周年之际，我国启动更大力度、更
高水平的新一轮改革开放，企业家须继
续坚守企业家品质，勇担企业家责任，弘
扬企业家精神，在开拓创新道路上坚定
前行，以“勇者”精神向改革开放 40 周年
致敬。

围绕 40 年来企业家的作用、企业家
精神等话题，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
明珠、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娃哈哈
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中国建材
集团董事长宋志平、360 集团董事长兼
CEO 周鸿祎、新奥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玉
锁、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CEO王文京等众多知名企业家以及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马
建堂，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兆前，中国社
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扬，原国家税务总
局副局长许善达等作了精彩演讲。同
时，本届年会还围绕中国制造、大健康、
人工智能、创业、节能环保、新零售、新消
费、文化产业、资本市场、不良资产管理、
精准扶贫等话题，开设了 30 余场尖峰论
坛、导师课堂、管理课堂等活动。

在此之前，《中国企业家》杂志通过
网络投票和评委评审，评选出25位“影响

改革开放进程的企业领袖”，柳传志、任
正非、张瑞敏、马云、马化腾、董明珠、刘
永好、宗庆后等25位企业领袖入选。

不忘初心，激发企业精神

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企业和企业家
的作用不容忽视。

民营经济是中国奇迹的创造者，民
营企业是永不懈怠的攀登者，民营企业
家是敢于拼搏的时代先锋。无论市场风
云如何变幻，企业家们一直矢志不渝地
推动创新，凭借敢为人先的冒险精神在
市场大潮中搏浪前行。

经济日报社社长张小影表示，中国
企业家有非常强的时代特质。“在改革开
放再出发的历史背景下，我们依然需要
敢为人先、奋力拼搏、敢于做时代弄潮儿
的企业家精神。”

在李扬看来，企业是现代经济的基
本细胞。要充分认识企业的作用，没有
企业就没有经济增长、收入和税收。企
业家是现代生产要素的核心，要强调企
业家的重要性，继续弘扬企业家精神。

周鸿祎说，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互
联网数十年的高速发展，没有改革开放
就没有中国互联网业界这么多企业和企
业家们。“今天的互联网创业者有义务也
有勇气利用已有的机会，把更多资源投
入到核心技术研发和商业模式创新中。
同时，我们也同很多传统企业家开展合

作，努力让互联网的下半场——产业互
联网真正对中国制造贡献点滴之力。”

“改革开放激发了企业创新活力，鼓
励勤劳致富，极大地调动了城乡劳动者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宗庆后
说。73岁的宗庆后如今依然坚持每天早
上 7 点上班，晚上 11 点下班。他觉得自
己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创业的这30
年。“娃哈哈矗立在那儿，就意味着我的
人生没有虚耗，我在这个世界上活过的
证据就矗立在那儿。”

直面挑战，勇担企业家责任

与会者认为，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
入，加之内、外部挑战日益增多，企业家
们不仅要有担责任、过难关的勇气，更要
有大视野、大智慧。

李兆前表示，面对挑战，企业家首先
要直面问题，坚定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支持
高质量发展的生产要素条件没有改变，
长期稳定向好的总体趋势没有改变。在
此基础上，我国还有巨大的内需市场、快
速升级的消费需求等有利条件。所以，
企业家们要坚定发展的信心，增强高质
量发展的决心。

信心与决心很重要，选择也很重
要。在董明珠看来，压力与困难天天都
有，关键要看企业家在面对困难时的作
为和选择。她认为，企业的出路在于自
力更生、自主创新。

刘永好表示，传统企业要转型就离
不开创新。一是机制创新，要努力用共
建、共创、共享、共担的“四共”模式培育
合伙企业；二是把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
有机结合起来，谋求新发展；三是狠抓科
技创新，寻找新的利润点。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克
兴表示，企业要谋求发展就必须要追求
高品质。同时，要提供多元化产品，满足
多元化需求。“困难不可怕，只要勇于变
革，勇于开拓创新，任何困难都能克服。”

“除了公益心、担当、创新等品质之
外，企业家还应有执着的精神，选择自己
的领域发挥坚守和执着品格，承担属于每

个企业的责任。除了敢闯敢试的冒险精
神，执着和担当应是所有企业家的底色。”
卓尔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阎志表示。

把握机遇，苦练创新内功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民营企业家要坚定中国经济发展必
胜的信念，一心一意谋主业创新。”经济
日报社副总编辑郑波说。

“改革开放 40 年来，技术创新是企
业不断进步的原动力。”王文京表示，40
年来，技术类企业的主要产品和业务形
态不断变化，用友的产品也从财务软件
发展到企业管理软件。最近，用友的产
品业务从纯软件形态升级到云服务形
态，以云服务的方式为企业经营管理提
供服务。“这是产业升级的缩影。”

宋志平表示，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
问题要通过积极改革与主动开放解决。
他认为，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应注
意几方面工作，一是要积极参与国际分
工；二是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三是要加
强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合作，继续发
扬企业家精神，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共
同进步。

马建堂表示，要从政府优环境、企业
练内功两个角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
展。一方面，民营企业已成为市场经济
的主体，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真
谛是公平，要义是不歧视，要保证各种所
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
参与市场竞争，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真
正使民营企业成为同等地位的市场主
体；另一方面，民营企业要苦练内功，营
商环境越是优化，民营企业越要奋发作
为、奋力创新。

在物美集团董事长张文中看来，中
国经济新动能的重点在“新”，也即新技
术、新模式、新业态、新市场等。近年来，
零售行业面临诸多新挑战。例如，在生
鲜和快消品方面，越来越多新资本和新
创业者进入，传统企业纷纷“拥抱互联
网”，消费需求也在发生变化，行业增长
的新动能正在倒逼各类企业加快转型，
把握新机遇。

“国企也罢，民企也罢，内资也罢，外
资也罢，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平等、
同等的市场竞争主体。政府的主要职责
就是创造环境、制定规则，让这些企业在
同等、公平的环境中开展竞争。”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建堂
表示。

12 月 2 日，经济日报与全国工商联
在“2018（第十七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
上联合召开企业家座谈会，马建堂在这
次座谈会上发表了上述观点。

在此次座谈会上，多位企业家在谈
及贯彻落实民营企业座谈会精神时，表
达了对更加稳定、确定的发展环境的关
注。马建堂认为，让企业家大有作为，首
先要做的是为企业发展创造确定性的环
境，不能让某些企业“吃偏饭”。

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董事
长左晖认为，企业的投入应建立在几个
具有确定性的基础上。一是法治环境的
确定性；二是产权环境的确定性；三是
政策环境的确定性，包括产业政策、税

收政策等；四是舆论环境的确定性；五
是资本环境的确定性。当这 5 个要素相
对确定且比较稳定时，企业发展的底气
就会更足。

有了确定性，还要创造公平的市场
环境。武汉当代集团董事长艾路明认
为，企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公
平的市场环境。“我们希望所有企业都得
到平等对待，只有大家都遵循市场规则，
市场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在创造公平市场环境方面，我们
也要回归常识。”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
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认为，支持民营企
业发展不能“工具化”民营企业，要从尊
重产权的角度去理解。对于民营企业
的支持，本质上是对于个体产权和自由
选择的保护与尊重，所有制的标签应该
淡化。

此外，还有一些企业家呼吁进一步
推动“放管服”落到实处，真正发挥市场
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
府作用。北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兵表示，中国经济、中国企业要实现
健康发展，必须主动融入全球化，加快
推动全球布局。这意味着，企业家们迫
切需要政策层面支持企业正常的海外并
购与投资。

当前，各地不断出台政策，促进民企
健康发展。中泽嘉盟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长吴鹰表示，这些政策能否落实到位关
乎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如果政策落实打
了折扣，问题解决不了，信心也不会长
久。管清友进一步表示，当务之急是要
结合民企发展，把改革的目标、时间表、路
线图进一步阐释清楚。“目标清楚了，企业
发展肯定有信心。”

卓尔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阎志表
示，政策“东风”具备，企业家也要做好
自己的分内事。聚焦实业，做精主业，
在自己的企业内下大力气，这是企业家
的“本分”。

中诚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毛振华
认为，很多企业在过去经济高速发展过
程中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思维方式，一遇

到新问题就会出现不适应的情况。“面
对困难，企业家们要摆正心态，不要总
是依赖政府，要习惯依靠自身的力量，
通过重组、并购等市场化方式积极消化
不良影响。”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兆前则建议
企业家们反思，“经济形势好了，有没
有头脑发热，有没有脱实就虚赚热钱快
钱 ，我 们 有 没 有 偷 税 漏 税 不 规 范 经
营”。当然，他同时也表示，政策的公
平、透明、可操作性、可预见性非常重
要，要引导企业家有合理的预期，提前
作好预判。

经济日报社社长张小影表示，当前
民营企业面临着三重考验，一是中国经
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挑战；二是经
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波折带来的考
验；三是民营企业自身的制度建设，特
别是法人治理结构尚不完善。要跨过这
些难关，有 3 个关键点要把握好，一是用
好政策，二是要深化改革和创新，三是
要弘扬企业家精神。

经济日报与全国工商联联合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倾听企业家诉求——

不 能 让 某 些 企 业“ 吃 偏 饭 ”

本版撰文 周 琳 孟 飞

本版编辑 韩 叙

在“2018（第十七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与会者热议中国经济新动能、企业家精神、民营经

济作用等议题——

致敬 40年 改革再出发

柔性技术改变的不仅是显

示和传感，更是万物互联当中最

基础的人机交互方式。今天的

万物互联还远远未成熟，因为

没有合适的数据输入、输出

口。很多东西不是方方正正

的，比如衣服、鞋子、桌布、沙发

都是柔性的，有显示和传感之

后才有被连接的可能性。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做

企业的难度也上升了。过去我

们可以跟着别人走，现在我们

已经逐步赶上了先进国家、先

进企业的脚步，大家“并排走”，

既没有人领航，也没有现成的

经验可以复制。这意味着开拓

“无人区”的责任必然会落到我

们身上，需要我们承担起来。

太平人寿党委书记、总经理张可：

承担起开拓“无人区”的责任

当当创立 19年，经历了很

多个周期。从某种意义上讲，

创始人要无视周期。比如，当

当网会依据顾客及供应商的情

况，制定自己的节奏。宏观形

势对不同行业的影响非常不一

样。作为企业高管，我们得淡

定，不能“张三感冒，李四也跟

着看病”，那是不必要的。

当当网创始人、董事长俞渝：

做 企 业 不 妨 无 视 周 期

智能电动汽车代表了未来

的趋势。一方面，因为技术原

因，智能电动汽车在自动驾驶

方面拥有结构性优势。另一方

面，随着移动生活空间理念深

入人心，车会变成一个移动的

生活空间。所以，发展智能电

动汽车不仅是为了保护环境，

更是为了更好满足用户体验。

蔚来汽车创始人李斌：

智 能 电 动 汽 车 机 遇 来 临

AI（人工智能）产业落地

有5个关键点。第一个是真实

有效的刚需。只有理解用户的

真实需求，才能给行业带来价

值；第二个是需求的技术红线；

第三个是融合创新能力；第四

个是数据价值；最后一个是如

何在持续提供价值的同时构建

起自身技术之外的壁垒。

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杨帆：

AI 创新落地有 5 个关键点

每位普通人的故事共同成

就了今天的快手。我们的使命

是希望用科技手段提升每个人

的独特幸福感。所以，快手是

“为所有人的存在而存在”的，

不是只服务于明星或网红的平

台。每个人的生活都值得被记

录，我们希望每一位用户都能

在快手上收获幸福感。

快手创始人程一笑：

普通人的故事成就了快手

柔宇科技创始人兼CEO刘自鸿：

柔性技术将改变人机交互方式

12月2日，

“2018（第十七

届）中 国 企 业

领 袖 年 会 ”闭

幕 主 题 论 坛

“ 企 业 家 精 神

激荡 40 年”在

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