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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玉岩

每年花费上千万
咨询产业未来

在整个行业不乐观，市场
下行压力大的情况下，怎么拒
绝诱惑，主攻主业？在企业利润
不高的情况下，又该怎么坚守
初心？论坛上，李稻葵替台下很
多企业问出了心里话。

拿目前中国的乘用车市场
来说，已经连续18个月以上负
增长，对于这个问题，中国第一
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徐留平有底气地说，就
算是在整个市场下滑的情况
下，一汽集团一到十月份的利
润仍实现了比较大的增长。

徐留平说，中国的市场足

够大，即使下降10%，你在这个
市场上只占12%，不应该有影
响。一系列高品质的消费支撑
了利润、销售收入的增长，就看
企业能不能拿出特别优秀、特
别创新的东西。今年1到9月份，
一汽集团三大品牌的增长达到
30%，红旗增长了将近300%，
核心还是好产品、好服务、好品
质。

据了解，潍柴的平均复合
利润增长率47%，增长速度要
比房地产高很多，但不是每一
个制造业企业都能做到。企业
该怎么一心搞主业？针对这个
问题，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谭旭光提出
了三个关键点。一是抓住创新
的牛鼻子，创新不光是科技创
新，还有体制创新、制度创新、
人才创新等；二是压成本、降费
用；三是抓战略，要认识到未来

10年、20年的产品是什么样的，
为此他每年花上千万做咨询，
实现了单一产品平台向全系列
产品平台的跨越。

任何产业
都可以做到先进

面对传统产业的发展，大
咖们也有话说。中国建材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宋
志平，也曾经担任中国国药的
董事长，这两个企业都是实体
企业。对于传统产业的发展，宋
志平认为没有落后和先进之
说，任何产业都可以做到先进，

“我们做实体经济，还是有的
做，因为我们有需求。关键是怎
么把它做好，而不是做不做的
问题。”宋志平说。

宋志平拿“水泥”为例，他
提到，建材在二十年前，地方政

府都很喜欢，但是后面，大家都
不喜欢提了。他认为，建材水泥
是实得不能再实的实业了，山
东一年产销水泥1亿吨，全球45
亿吨，他认为应该让技术改造
传统产业，让它们高端化、绿色
化。

让企业效益
和员工利益正相关

李稻葵在总结宋志平发言
时说：“聚焦主业，不是简单说
不离不弃，而是不断地改革。”
论坛上的各位大咖在提到企业
发展时也都着重讲到企业的改
革。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廖增太提
到，万华集团的发展做对了三
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坚定不移
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从

1998年到现在，万华已经进行
了5次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了
整体上市，管理层级大幅度压
缩，开拓了国际化道路。第二个
事情是打造万华的技术创新，
每个产品从研发到生产都经历
了十多年。第三，好的企业文化
很重要。实事求是，坚韧不拔，
一代代的管理层率先垂范，好
的品质一代代传承下来。

最后，宋志平提到，国企改
革有两件事很重要，一是企业
家精神，第二件事是机制改革。
他认为，国企改革接近尾声，经
过改革，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而
现在正在做的体制改革或者说
企业制度改革，最后要为企业
的机制打基础。也就是说，怎么
做到让企业的效益和员工的利
益之间有正相关的关系，把企
业真正变成所有者、经营者、员
工共享的平台。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高寒

11月3日，第三届中国企
业改革发展论坛在济南举办。
当天下午，由中国移动承办的

“5G时代与高质量发展”平行
论坛举行。来自中国移动、北
京邮电大学、华为、海尔、东方
电子的企业家、业内专家建言
献策，就5G时代中国企业应
该如何抓住机遇，实现高质量
发展阐述了自己观点。

国务院国资委科技创新
和社会责任局副局长袁雷峰
首先致辞。袁雷峰表示，5G已
成为大国争夺科技发展高地
的主战场之一，对于我国在新
一轮国际产业革命中取得领
先、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至关重要。“在国资委的
指导和推动下，各中央企业积
极投身并全面推动5G技术及
产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袁雷峰说，在产品基础不断夯
实、网络建设全面铺开的同
时，我国在5G标准的制定上

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5G
产业生态也逐渐形成。

中国移动副总经理赵大
春则从电信运营商的角度，解
释了5G对于中国企业实现转
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意义。

“5G不仅仅是一张网，更是
AICDE新技术（人工智能、物
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边缘计
算）的加速器，将赋能千行百
业的数字化转型；同时，5G也
仅仅是一张网，唯有与其他技
术结合，才能助力数字经济加
速增长。”目前，中国移动已经
面向智慧电网、智慧医疗、工
业互联网、智慧城市、远程教
育等14个垂直行业，联合业界
协同创新，打造100个示范应
用场景，创造多个“第一”。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吕廷
杰介绍了学界对于5G未来发
展方向的探索。吕廷杰认为，
为工业互联网而生的5G，其
最终应用，一定不会局限在消
费领域，而是会踏入广阔的工
业生产。因为现阶段实现连接
的三种手段——— WIFI、光纤

和4G，均不能同时实现大带
宽、广连接与低时延的要求，而
这正是5G技术最重要的三大
特性。“目前三大运营商推出的
5G套餐，都是导入性的，目的
只是为了让现有的4G用户过
渡到5G时代。未来，运营商一
定会把5G接入工业互联网。”

海尔集团首席信息官郭
乾继也介绍了海尔在5G领域
的探索和实践。“5G已经对海
尔的多个产业实现了赋能，如
智能制造、智慧家庭、智慧医
疗、智慧物流与智慧园区。”以
智慧制造为例，利用5G网络
的特点，海尔一方面可以实现
人工智能质检、机器人智能输
送等场景，还能在生产中实现
同大数据的融合，减少数据孤
岛，最终实现在提高效率的同
时降低生产成本。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一直
致力于实现5G同高端装备制
造行业的结合。集团副总经理
徐鹏介绍，东方电气等高端装
备制造业对5G技术落地的期
盼，主要基于“5G+产品设备

通讯与控制”“5G+基于VR/
AR的装配、人员培训、设备维
护”“5G+现场安全监测”。徐
鹏认为，5G赋能高端装备制
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主要体现
在5G可以让制造业更加高
效、更加智能、对创新更加友
好，并促进融合发展。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高级
副总裁邓泰华重点关注了高
质量5G网络对行业发展的意
义。邓泰华相信，未来中国5G
将继续领先世界，其中重要的
原因，就是包括华为在内的中
国通信企业一直在持续提供
性能领先的5G产品，如5G宏
站、多天线杆站、小站，以及
NPC、工业模组、终端基带
等。这带来的，就是中国5G拥
有最先进的网络性能和更高
的能效、更简单的安装与维
护。邓泰华表示，目前在5G+
制造、矿场、港口等场景，已经
取得了一定成效。而未来，华
为将继续支持中国移动共同
推进5G产业化，促进各行业
高质量发展。

本报济南11月3日讯（记者
吴浩） 3日下午，“混合所有

制改革 高质量发展之路”平
行论坛举行。不少“联姻”企业
参加了论坛。

君联资本董事总经理、首
席投资官李家庆说，企业的混
改就像“过日子”，公司需要志
同道合的伙伴，共创心仪的事
业，并且分享成功。混改双方就
要在理念层面、战略层面、愿景
等层面保持高度一致。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
书记、总经理李伟说，混改企业
要面临着战略、人力、文化、制
度等资源的整合。双方价值观
要一致。兖矿集团和永锋集团
就是这样，双方在顶层设计方
面很匹配。另外，从公司治理
上，要想把民营机制引进来，就
要在很多硬件方面跟上，把权
力放一放。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总裁助理王晟说，混改双方
要建立明确的制度并落实到
位，民企最怕国企领导换届带
来的影响。

如何心无旁骛攻主业，大咖们展开思想碰撞

““要要不不离离不不弃弃，，更更要要不不断断改改革革””
11月3日，第三届中国企业改革发展论坛在济南举办。当天下午，“聚焦主业实业 争当高质量发展主力军”平行论坛举行。各各位大

咖围绕着“心无旁骛攻主业”“实体经济发展”“改革”等话题展开了精彩的思想碰撞。主持人李稻葵在总结嘉宾发言言时说：“聚焦主业，不
是简单说不离不弃，而是不断地改革。”

未未来来运运营营商商会会把把55GG接接入入工工业业互互联联网网
5G赋能企业应怎样抓住机遇，业内专家共谋产业未来

企业负责人谈混改：

找找志志同同道道合合的的伙伙伴伴

把把制制度度落落实实到到位位

3日，就如何抓住5G发展的机遇，业内大咖展开交流。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高寒 摄

第三届中国企业改革发展论坛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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