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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三项评选”特别报道

民企创新，亟待破解人才瓶颈
乐陵华乐：

先进管理手段

打造产业集团

华乐集团坐落在乐陵偏僻的乡

下公路边，令人难以想象，这里的庄

稼地里竟然隐藏着这么一个大企业，

一个穷乡僻壤，竟养育了一个用世界

最先进管理手段运作的企业。目前，

华乐集团拥有纺织、化纤、热电、房地

产四大产业。

11月底的一天，静谧的集团办公

区里，记者见到了华乐集团当家人苏

寿堂。这位德州农民企业家、农民“北

大经济学博士”、乐陵乐华集团董事

长，给记者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作

为一个大企业的管理者，他如庖丁解

牛，游刃有余。

1980年，苏寿堂看到市场上帆布

走俏，果断决定：乐陵县寨头堡乡农

机修配厂(华乐的前身)改换门庭，转

产帆布。帆布厂正式投产后，7个月

就收回全部投资。

1983年，他主持设计了“自动计

数观察台”用于企业管理，这一项自

动化管理工具产生了神奇的力量：减

少管理人员 1 8名，生产效率提高

29%，耗电量降低7%。

到1986年的时候，苏寿堂已把原

来的小农机厂经营成为拥有固定资

产300多万元、年创产值1284万元、利

税140多万元的企业，各项指标均达

到了全国乡镇企业行列的先进水平。

这一年，苏寿堂又投资2800多万元建

起了棉纺织厂，开始了又一个新产业

的探索与开拓。

1987年，团中央委派一批优秀青

年企业家去日本研修企业管理，苏寿

堂成为其中的一员。从日本回国时，

别人带回来的都是国内十分紧俏的

日本家电，而他带回来的却是用省吃

俭用节省的十多万日元购买的100

多册企业管理书籍。回国后，苏寿堂

就把在日本学到的先进管理技术和

新的管理理念应用到企业内部，其核

心内容是全面推行企业预算管理。

在实行预算管理后的1989年，企

业实现利税550万元，比1988年翻了

一番。

30年的艰苦创业，一个资产不足

7万元、濒临倒闭的乡办小厂扩张到

总资产60亿元、经济效益每年以高于

40%的幅度稳步增长，连续28年缴纳税

金占乐陵市地方财政收入的15%以上，

连续7年被评为全国同行业最具竞争

力的企业集团，苏寿堂靠创新，靠管

理，把“华乐”做成了农民的骄傲。

民企转型创新

遭遇人才缺口

山东临沂立晨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是目

前山东最大的第三方物流企业。立晨副总

经理束庆君说，自2007年至今，立晨物流进

入了第二个重要转型期——— 将物流服务前

端延伸到服务企业的采购物流，后端拉长

到物流金融服务。作为公司未来发展的一
个重要方向，2009 年，立晨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成立了临沂商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为临沂商城电子交易中心，这个

被简称为临商网的物流服务平台，其最终目

标将是“买全国、卖全国”。这种与以往公司货

物配送为主的传统物流业相比，运营电子商

务，必须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才。“没有这方
面的专业人才，临商网转不起来”，立晨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束庆君说。

临沂翔宇集团董事长林凡儒受访时

称，翔宇目前正处在重大转型期间，通过股权

置换，翔宇已将此前主业——— 汽车经销，转而

成为医药为主业、房地产和金

融投资为两翼的企业格局。

这种企业重大战略转型

中，人才补充和结构更

新是前提，“我们正

在全省大规模的招人”，林凡儒一再说。

“我们不认为多元经营是民营企业的

死穴”，林凡儒反复重申这个观点，“但多元

经营一定要有专业的人才支撑”。求贤若渴

溢于言表。

为求发展只能

四处“挖”人

“按需引进”的人才，在很多企业能迅
速将人力资源转化为企业创新能力，这一
特征在山东五征集团表现尤为突出。让五
征董事长姜卫东津津乐道的是，五征集团

拥有三个留美的汽车工业方面的博士生，

“这在全国汽车生产企业中也是绝无仅有

的”，而这三位高端人才加盟后，五征在轻

型卡车、农用设备和农用车辆的设计生产
水平得到巨大提高。

五征集团企业文化部主任郑庆泽捧出

的一沓宣传资料中，五征自主开发的“奥

驰”轻卡获“2010 年中国卡车年度车型轻

卡奖”的介绍，反复出现在企业大小各异的

宣传材料中，郑庆泽认为，五征“奥驰”之所

以能获这个全国轻卡的最高奖项，与三位
高水平博士的

加 盟 有 很

大关系，

“直接提高了五征的设计水平，五征集团的

产品创新能力上了一个台阶”。

迎合企业转型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

高，获得“按需订制”的人才，最简捷的方式

就是“挖”。按照立晨物流宣传材料中的描

述，临商网是“商城临沂的交易方式变革和

服务质量的全面提升”。这种表述背后，新

型人才的全面补充是基础。立晨物流副总

经理束庆君称，临商网的高端人才几乎全

部是从外地挖过来的，“总经理是留美硕

士，两个副总也是曾在北京从事IT行业的

高端人才”。而临商网日常运营维护需要技

术人才，不仅仅是企业此前所不曾拥有的，

“临沂本地也不多见”，靠企业自身培养显

然不可能，而“挖”人也是企业做出战略转

型决策后的唯一选择。

民企留人才

靠的是“高薪”

与北京、上海等国内一线城市相比，省

内一个普通市、一个更小的县城，显然不具
备竞争力，怎样才能让企业需要的高端人

才放弃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到市、县城

的民营企业驻足？采访中，不少企
业负责人都婉转地透露出，“高

薪”是法宝。

五征招揽三位博士的过程充满

了传奇色彩，日照工商联负责人称，

社会上一度流传着“一碗面条的故

事”，故事大意是姜卫东“礼贤下

士”，多次赴美力邀三博士加盟，

其间一次宴请，见剩下一碗面条，

姜卫东不愿浪费，自己吃了下去，

企业家的勤俭节约打动了博士们，博士们

终于加盟五征。但对于这个故事，姜卫东

并未提及。五征集团企业文化部主任郑庆

泽的说法是，“三位博士认为到企业来能充

分发挥一技之长”。

但这仅是招揽人才加盟的一方面原

因，采访中，不少企业称，“高薪”才是挖得

人才最重要的法宝。

山东立晨副总经理束庆君承认，吸引
高端人才从一线城市到三线城市临沂驻

足，“最主要的是高薪”。虽然没有透露具体

的薪酬数目，但束庆君称，这些外来高端人

才的年薪是临沂当地人才的十几倍甚至几

十倍，这部分高昂的人力资源成本也是目

前临商网的主要运营成本。临沂工商联有

关负责人称，这批高端人才的年薪甚至要
比参与企业创业的副总高。而束庆君的解
释是，这种高昂的成本已经为企业所认可，

“只有高薪挖来人才，才能留住人才”。

而在翔宇集团相关负责人给出的答案

中，转型中“建立健全薪酬体制”是企业制

度建设中重要一条，翔宇称“将通过薪酬杠

杆，吸引优秀人才，留住关键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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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之惑
“发展到一定规模，资金、技术等问题已不再是民企前行最大的障碍，如何为企业找到合适的人才、留住人才才是企业业面

临的一个难题。”采访中，省内不少企业明确表示，企业的转型与创新力提高，对人才的需求是迫切的，甚至是必须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