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湖行走，必有利器。陈邦把一半的功劳归
于“一个好的运营模式”。“爱尔眼科的成功，是
‘分级连锁’商业模式的成功！”谈到这个开创先
河的医院管理模式，陈邦尤感自豪。

打破了中国公立医院一统天下的局面，改变
了中国医疗行业的竞争模式，具有医疗服务面向
基层，集团各医院连接成网，医疗资源高效使用
等特点，极大地缓解了当地老百姓“看病难、看病
贵”。 爱尔的发展速度也被国内外誉称为中国医
疗行业的“爱尔现象”。

爱尔眼科旗下各连锁医院按照区位、技术、
战略和资源整合能力的不同划分为不同的层
级， 其中公司把中心城市医院技术定位为爱尔
眼科医院的核心，借助其一流的医疗、科研、教
学水平，为“爱尔”品牌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对省
会及地级市城市的医院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
把具有一定规模和较强临床能力、 位于省会城
市的医院技术定位为构成爱尔眼科的主体，其

眼科综合技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对地级市的
医院提供技术支持； 把建立在地级市城市的医
院作为延伸爱尔眼科的服务网络， 侧重于眼视
光和一般眼科疾病的诊疗服务。陈邦表示，适当
的时候，爱尔还将开到县级城市，不断渗透基层
医疗市场，同时借助分级模式，让老百姓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眼科医疗服务。

“这样一来， 我的每个医院都是疑难眼病治
疗中心。无论患者在哪，病情有多复杂，都有一个
强大的医疗集团为之服务。” 陈邦这个“以患者
为中心”的运营模式，很好地适应了我国眼科医
疗服务行业“全国分散、地区集中”的市场格局。

不仅如此，上市以后，爱尔眼科开始对各连
锁医院进行区域划分，并采取“大区管理模式”
对各医院施行更集中化管理。通过“片区管理模
式” 的推行， 陈邦希望以优秀医院带动新开医
院，以片区发展带动全国发展，进一步提升整体
服务品质和管理成效。

创业即是创业者对自己拥有的资源或通过努
力能够拥有的资源进行优化整合，从而创造出更大
经济或社会价值的过程。对于陈邦而言，无疑是最
契合这个定义的。15年时间，从3万元到数十亿元的
蜕变，有的不仅是财富路上稳健长远、铿锵有力的
成功，更是社会对一位实干家的有力回馈。

而巨额财富的背后，爱尔眼科为千千万万的患
者要回了光明、要回了希望，更是赠人玫瑰、手有余
香的双赢之举。如果时下或者将来，人们要给成功
提出更高更全面的标准， 陈邦无疑是一大热门人
选。陈邦和他的爱尔眼科还向我们诠释了，用慈善
续写贫穷患者的光明，不仅让人心灵伟大，还会赢
得社会的尊重和财富的追随。

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
你是我的眼，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
因为你是我的眼，让我看见世界就在我眼前。
白沙乡是长沙县非常有名的长寿之乡， 这里

90岁以上的老人已达30多人，89岁高龄的向佑枚
老人便是其中的一位。然而，由于双眼患上老年性
白内障， 从此她的生活渐渐蒙上了一层阴霾。
2012年9月的一天，向娭毑的生活变得光明起来。

因为眼睛看不见， 老人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也
不敢外出。因为家庭贫困也一直没有机会到医院检
查，当听说长沙爱尔眼科医院要来白沙乡举行防盲
公益活动，老人这天早上七点就来到了活动现场。

老人的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术后视力已达
0.4， 老人的笑容也一直挂在脸上，“本来以为再
也看不清家乡的山山水水了，没想到手术之后效
果这么好，真的要感谢政府和医院的关心。”现在

老人的生活也基本可以自理了。
据了解，在我国致盲的主要原因中，排在第一

位的就是白内障，占46.1%�。而白内障患者中的大
多数是可避免盲的，即通过手术治疗，大多数患者
是可以治愈能重见光明的。

可惜的是，大部分生活在农村的白内障患者，
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正常的手术费，而使
眼睛失明陷入黑暗之中，丧失了劳动能力和生活自
理能力，倍受黑暗和贫困的煎熬，患者一旦失明，不
仅自己生活不能自理，还给家庭和社会造成负担，许
多盲人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重获光明是他们最
大的梦想，看见阳光是他们最真的期许。

陈邦介绍，像向娭毑这样的贫困患者，只要
带上身份证或户口本、贫困证明和农合证，到长
沙爱尔眼科医院通过资格认定后，便可以享受指
定晶体免费复明手术治疗。

这10年，陈邦始终在用实际行动说，我要引
盲人行不认识的道，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

“办医院绝对不能像办企业一样，企业的天
性是追求利益最大化， 而医院是担负着公益性
职能的。做医院，如果完全照搬企业的做法，就
容易因为短期利益而损害长期发展。”陈邦反复
强调这句话。在他看来，任何医疗机构要发展，
首先要用良好的医疗质量、技术和服务来赢得广
大患者的信任和认同，然后必不可少的，就是责
任感和爱心。“我们先是医院，其次才是企业。”

事实上，创业之初陈邦就已为他的团队注入
了大爱文化：“使所有的人，无论贫富贵贱，都能
享受到眼健康的权利。”今天，在爱尔眼科的任何
一家医院、任何一个宣传品上，都能看到这行醒
目的大字。

2003年至2012年， 爱尔眼科免费实施各类
眼科慈善手术达10万多台，救助、捐赠和减免的
金额达3亿元。在全国40多个城市的村镇、社区、
学校、敬老院等开展义诊近3万次，使超过4000

万国人接受了最先进的眼健康义诊和宣教。同时
培训了近2万名基层眼科医生， 极大程度上提升
了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同时， 从2006年开始， 爱尔眼科陆续在长
沙、沈阳、武汉、成都、重庆等医院中成立眼库，配
备专业设备和工作人员。如今，爱尔眼库眼角膜
捐献人数已位居全国前列，500多位角膜捐献者
的爱心， 由爱尔传递给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眼
库成立伊始，陈邦和管理高层们就都签署了角膜
捐献志愿书，“身体力行是对这项事业最直接的
支持。”

“我相信爱尔的努力可以优化中国的医疗格
局，实现一个屹立百年的品牌，给更多人带来优
质的视觉感受，让中国人在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
兴的同时，不再受到眼科问题的困扰。”陈邦和他
的百年爱尔眼科梦，浓缩了一个普通中国人对于
生命和使命的全部理解和独特解读，融入了千家
万户追求爱和光明的梦想，也由此嵌入了中华文
明伟大复兴的宏阔版图。

勤于此道，以此为幸———
先是医院，再是企业

优于此道，以此为荣———
中国医疗行业的“爱尔现象”商界英才

大爱无疆

“你是我的眼,让我看见世界就在我眼前”
用慈善续写
贫穷患者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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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邦和他的百年爱尔梦

陈邦，男，汉族，1965年9月出生，湖南
长沙人，无党派，硕士研究生，湖南大学
MBA兼职导师，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

2011年、2012年连续两届获评“中国
上市公司最受尊敬董事长”，2012年当选
为第十一届湖南省工商联副主席。其创办
的爱尔眼科是中国最大眼科医院集团、中
国唯一上市的医疗机构、 中国唯一荣获
“中国驰名商标”的医疗机构。

“我要引盲人行不认识的道， 在他们
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

“使所有的人，无论贫富贵贱，都能享
受到眼健康的权利。”

“财富只是数字和符号， 不是人生的
终极目的，只是事业发展的附属物。”

“我有生之年， 都会围着医疗事业来
发展。”

“我的竞争对手，是自己。”

十年磨一剑，砺得梅花香。2013年，爱尔
眼科即将迎来十周岁生日。 从倾尽3万元起
家， 到成长为中国最大规模眼科医院集团、
首家IPO上市及唯一荣获“中国驰名商标”医
疗机构、44家连锁眼科医院遍布全国。 爱尔
眼科如一枚火种， 点亮中国医疗格局新版
图，燃起资本市场新火种。

目前，陈邦的爱尔眼科医院已遍及全国
23个省、直辖市，用业内人士的话来形容：中
国铁路主干线“三横五纵”任何一个大站下
车，都能找到爱尔眼科医院。

多年以前，陈邦看到古语“不为良相，便
为良医”后，颇有感触。他明白，一个人真正的
胸怀和格局体现在他对这个世界的贡献上。
尽管陈邦没有跻身政界， 但是这一点儿都不
影响他创办一家伟大的医疗机构， 让那些优
秀的医生们， 有一个可以放手施展才华的平
台，为这个世间减少病痛做出种种努力。

如今的爱尔眼科，早已囊括了多项业内
外的“第一”。除了第一家IPO上市医疗机构、
驰名商标眼科机构，爱尔每年参加全国眼科
学术会议的医生和投稿数量也是名列第一
的。而每年超过12万台的手术量、每年200多

万患者的就诊数，以及50%递增的年门诊量，
更使爱尔逐渐成为眼疾患者心中第一位的金
字招牌。

十年的千锤百炼，铸就了大家公认的“爱
尔宝剑”。而这把宝剑的铸就者，也就是爱尔
眼科的创始人陈邦， 而他的创业故事亦成了
妇孺皆知的一段传奇：上世纪90年代，他揣着
3万元到上海打拼，租住在弄堂，碰到一位靠
给医院租赁眼科治疗仪器为生的邻居， 几番
闲聊下来， 全无行业经验的陈邦决定入行淘
金，并且没过多久“就找到了感觉”。

一个半路出家的人凭借什么打造了中国
眼科的典范？一言以蔽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
“有次站在协和医院的门口，看到来自全国各地
的病患挤在水泄不通的门诊大厅里，有的等不
到床位只能在走廊上打点滴。我突然明白了这
份事业的意义！”陈邦如是说，“这些情景和医疗
资源的现状告诉我，你不得不做。”

从被邻居引进门， 到如今成为中国眼科
行业的排头兵， 陈邦一直以来只做了一件
事———为盲人找回光明， 为有视觉困扰的人
找回清晰的世界， 并以此作为自己一生的事
业和责任。

悬壶济世

“上市不是目的，而是成就‘百年爱尔’理
想的手段”。对于上市的目的，陈邦头脑清晰。
这家医院登陆创业板市场，在全国开辟了医
疗企业一条全新的融资模式。

还没有上市前，陈邦早就敏锐地观察到，
资本市场作为现代金融的核心，随着股权分
制、创业板、融资融券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对
经济的推动作用也日渐突出。

爱尔眼科在积极扩张的同时，最头疼的
是资金问题。陈邦意识到，单靠某一家金融
伙伴的支持， 无法更好地推动爱尔的发展。
这时他将目光投向了充满活力的资本市场。

2009年9月30日，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在
深圳创业板成功上市，作为创业板首批上市
的28家企业之一， 爱尔眼科当时募集资金9
亿多元。创建者陈邦也以当时30多亿的账面
市值一度成为创业板首富。作为全国第一家
首次公开发行的医疗机构，凭借在创业板募
集的充裕资金开启它的大举扩张。 如今，爱
尔眼科的市值已近百亿元。

就在爱尔眼科成功IPO、 陈邦敲响财富
之钟的那一瞬间，中国民营资本与医疗行业
对接的历史也同时开启。媒体兴奋地称陈邦
为“中国让医院上市的第一人”。省委省政府
和卫生部领导高度赞扬了这家推动中国医

疗服务优化的湖湘企业，“爱尔眼科的上市，
表明民营医疗资本正逐渐成为国家卫生医疗
的有益组成部分”。

爱尔开启的医疗资本新格局， 也得到了
经济学界的充分肯定。“医疗服务这么贵就是
资本进入不自由， 没有外国人到中国来开医
院，民营医院有一些，但是很困难，竞争很不
充分，所以医疗就缺，缺就贵，民营资本进去
就可以解决‘缺’的问题！”——— 中国最具影
响力的经济学家茅于轼， 话锋犀利地肯定了
这个“资本市场一小步，医疗行业一大步”的
创举。

对于企业的发展， 喜欢打高尔夫球的陈
邦这样形容。他说，企业要想获得长远发展，
就必须像这推杆一样，瞄准主营目标，心无杂
念，稳步推进，“做企业必须要专注、专业，外
面的诱惑太多，这个也想做，那个也想做，实
际上很难做好一件事情。”

长于此道，以此为乐。正是这样的理念成
就了陈邦创造了那么多个“第一”。陈邦说，公
司上市之后， 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更好的基
础，随着国家新医改政策的不断推进，爱尔眼
科为中国非公医院的发展创立了一大模式。
为如何借力资本市场将医疗行业做大做强，
提供了一个标杆。

精于此道，以此为生———
十年磨出“爱尔剑”

长于此道，以此为乐———
让医院上市的“第一人”资本先锋

20世纪，美国聋哑人海伦·凯勒的一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以独特的生命个体体验震撼了整个世界：眼前一片黑
暗，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孤独与煎熬，盲人成了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下一个世纪的今天，湖湘大地上出现了这么一位企业家：他让无数盲人告别黑暗，无数视觉模糊的人摘掉眼镜，重新
拾回了一个清晰的世界；他实现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与资本市场成功对接的零突破，成为中国让医院上市的第一人，并
演绎了一个财富传奇；尽管身家数亿，他依然坚信“人不能只为了钱而活着，使所有的人，无论贫富贵贱，都能享受到眼健
康的权利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他便是爱尔眼科的创始人陈邦。他的梦想平凡而伟大，即让这个世上每一双眼睛都
清澈光明。而这个梦想，正在华夏沃土上生根，发芽，开花，成长…… ■记者 肖志芳 通讯员 刘语菲

陈邦说自己爱好广泛，业余时间也有好玩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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