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3年到深圳后，我的创业词典中没有
“妥协”二字，但在公益组织里，企业家学
会了妥协。妥协不仅是一种修养，而且是
一种自信、包容，甚至是代表着未来。

现在的国进民退不是大问题，竞争力才
代表未来

中国未来， 企业家用脚移民是一种
选择，但我希望在这种转型社会中，企业
家更多还是用手投票，而不是用脚。

在中国整个转型中有三种力量，一
种是政府，一种是企业，第三是社会。企业
家更多的是在社会中扮演角色， 在社会
上尽责任。进中委、中常委不是企业家的
最佳选择，还是要政商分开。

现在讲国进民退， 我个人觉得这不
是大问题， 更大的问题是官商勾结。国
有，从经济学效力原理来讲，不是最有效
力的，一定会失去竞争力。有今天的国进
民退，就会有明天的国退民进。

过去一百年， 从上世纪初到抗日战
争之前， 民族资本家最强的才成长成多
大？看看过去三十年，现在最大的民营企
业大到什么程度？华为、腾讯、阿里巴巴、
万科的规模在国际上都可有一比。 虽然
现在是国进民退， 但中国经济发展非常
快，城市化非常快，即使在被挤压的情况
下，民营企业增长的空间还是不小。中国
民营企业现在的问题不是增长速度的问
题和资源得不到的问题， 而是我们能否
做出丰田的汽车、三星的手机，能不能具
备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上的同等竞争
力，有这个才能代表未来。

企业家要在社会面临危险的时候站出
来说“不”

中国未来怎么走是不确定的， 是要
否定财富，还是要劫富济贫、绝对平均主
义？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绝对没有自
由的平均主义。

重庆唱红打黑时，我虽然很反感，但
没有公开出来说过。有一位学者，北京大
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先生， 公开地站出
来说“不”。我相信中国在走向现代化，如
何忘却过去不好的东西， 如何与世界接
轨？企业家不能光干活不说话，即使少说
话， 也应该在社会面临倒退和危险的时
候站出来说“不”。

五年前我去金沙江漂流， 我们知道
金沙江水流湍急，但有堰塞湖，遇到堰塞
湖时水非常缓慢， 这时候可以欣赏两面
的峭壁，峭壁上有潺潺流水，你会突然意
识到， 这滔滔江水是由一股一股泉水汇
成的。在座各位都是那一股一股泉水。中
国未来怎么走？在不在上层？我觉得是在
的。但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中间。

（本文素材由腾讯网提供）

2013年7月28日 星期日 编辑/匡 萍 校对/刘 湘

04 讲 坛
http : //cs . voc . com . cn

■整理/记者 匡萍

中国现在的企业家成为一
个被消费的群体

企业家一般来讲应该是
多干少说，很可惜中国的现状
是， 企业家不但干而且说，成
为一个很活跃的、 多讲的、被
消费的群体。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
后，很多企业捐款，万科捐了
200万， 很多企业捐500万、
1000万。 很多网民说万科怎
么这么抠门。 我作了回应，大
意是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
国度，进行慈善捐款是可持续
的。我认为200万不是一个小
数目，对万科的普通员工一般
要求捐款不超过10块钱。

但如此言论遭到铺天盖
地的攻击。我曾是作为一个登
上珠峰的企业家被当作英雄来
看待的， 是中国改革开放20年
20人纪录片的主角之一， 是一
个非常正面的形象， 却因为这
样一个帖子被打翻在地， 被叫
做“王十元”。有网友说，虽然你
登上了珠峰， 但你的道德高度
还不如一个坟头。 一些官员也
很愤愤不平： 你企业家不就是
赚两个臭钱吗？ 那是我们让你
赚的。这个时候就要你表现，你
怎么不表现？ 一些官员和网上
民间舆论形成了惊人的一致，
对我进行人身攻击。

有些官员屁股决定大脑，
这个可以理解，他们认为一切
都是他们创造的，企业家就是
要服从。中国传统社会历来重
农轻商，认为无奸不商。但问
题是，在商品社会下成长的一
代人，“80后”甚至是“90后”
的思想也是这样，这令我很担
忧。传统社会对于工商阶层靠
自身努力积累的财富至今没
有一个正经的看法。

在上海， 中国人的财富观才
开始和国际接轨

第二个故事，三头牛的故
事。

第一头牛是我到深圳之
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84年，
中国著名雕塑家潘鹤先生应
当时深圳市委书记梁湘的邀
请， 为反映特区精神塑造的。
盘根错节的树根，牛用拨千斤
之力，要把树根拔出来。有一
次我跟潘先生交流，他说创造
牛拔这个树，是拓荒、开疆拓
土、 公众创造财富的寓意，是

把千年的封建思想连根拔掉。
我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天
下、集权主义、小农意识还严
重束缚着中华民族走向现代
社会，这并不等于说中华文化
没有优秀的东西，但有些东西
是阻碍我们前进的。

深圳这一头牛是拓荒牛。
但现在它有了另外一个名字：
孺子牛。 孺子牛是非常溺爱小
孩的牛，当然在鲁迅的“俯首甘
为孺子牛”中有另外一种新意，
为人民心甘情愿奉献一切。这
跟拓荒牛的意义完全不一样。

还有两头牛 。 一个是
2010年世博会时， 黄浦区政
府约请一位美国雕塑家塑造
的外滩牛， 放在金融广场上
的， 还有一个是华尔街的铜
牛。这两个雕塑都出自于美国
雕塑家莫迪卡，只不过上海的
牛比较年轻， 初生牛犊不怕
虎。显然，现在上海要打造金
融中心，重塑上海曾作为远东
金融中心的地位。我发现在上
海，中国人的财富观才开始和
国际接轨。在这里我们找到了
普世，首先是对财富的一种肯
定、一种向往。

企业家如何回应偏见：不用
脚投票，用行动担责

不要以为，创造财富的美
帝国主义的企业家的形象比
我们更好， 距今不到一百年

前， 我们的同行的形象是：唯
利是图、不顾工人死活、不管
社会福利。1917年俄国革命
那一年，洛克菲勒就是这样的
形象。看到这，我就平衡了，也
对我们的民族充满了希望。

当年美国企业家是如何回
应的？他们在做什么？是诉苦？
还是用脚投票，移民到国外？

世界上有一种抗菌素的
发明拯救了很多病人，就是青
霉素。青霉素是洛克菲勒基金
里的科学研究工作者发明的。
另外，洛克菲勒在中国也有援
助项目，洛克菲勒基金援助的
协和医院现在是中国排名第
一的医院。万科的公益基金曾
经和一个基金打交道，它专门
在中国农村进行贫穷地区的
医疗救治，后来发现，这个基
金的前身是洛克菲勒基金援
助中国协和医院的工程尾款，
这让我感到非常惊讶。洛克菲
勒基金的活动始终还在中国
往前走，无论中国走向哪条道
路，它都向中国中下贫穷的人
群进行道义上、 实际上的支
援。洛克菲勒靠自己及家族的
行动，向社会证明了什么是企
业家，企业家如何对待财富。

反过来说说中国。2004
年，我有幸参加了中国企业家
成立的组织阿拉善SEE。很多
人以为我是发起人，实际上我
是被发起的。 在这个组织中，
我收获最大的是“妥协”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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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商阶层靠努力积累的财富
中国社会至今没有一个正经的看法

他是在改革春风中
迅猛成长的地产大王，是
央视直播登上珠穆朗玛
峰顶峰的英雄企业家，因
在汶川地震后捐款“不够
大方”被网友冠名“王十
元”。近期，在2013腾讯
网夏季思享沙龙上，王石
事隔五年回顾“王十元”
的故事，感慨中国社会官
民一致地对财富没有一
个正经的看法， 称自己在
公益中学会了妥协， 认为
企业家应该更多地用手投
票， 在社会面临倒退和危
险的时候站出来说“不”。

企业家应该是多干少说，很可惜中国的现状是，企业家不但干而且说，成为一个很活跃的、多讲的、被消费的群体。

王石，企业家，探险运动
家。祖籍安徽金寨县，1951年1
月出生于广西柳州，兰州交通
大学给排水专业毕业。1988年
起任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1991年，公
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挂
牌上市交易，1999年2月辞去
总经理职务，任万科董事长。
2011年赴美游学。

人物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