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的企业名列

中国最赚钱的民营企业行列，同时他自己

也是大陆首富,但娃哈哈至今没有成为上

市企业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疑惑。近

日，宗庆后就娃哈哈未上市的问题对外界

表示，娃哈哈目前没有上市的迫切性。

对 宗 庆 后 来 说 ，2010 年 是 个“ 丰 收

年”。先是在 3 月，他以 70 亿美元的资产荣

登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富豪榜

首；时隔仅半年，又以 800 亿元身价问鼎胡

润百富榜中国首富。由此，他成为 2010 年

中国商界名副其实的“双料首富”。 就在

宗庆后的声誉如日中天时，宗氏家族的一

位年轻人也日益引起外界的关注。她，就

是宗庆后的独生女儿宗馥莉。

作为宗氏家族中的新生力量，28 岁的

宗 馥 莉 已 经 开 始 在 很 多 方 面 辅 佐 父 亲。

从家族企业传承方面看，宗馥莉在娃哈哈

的企业管理中正日益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而在慈善方面，她也已行动起来，积极践

行父亲倡导的“产业报国、泽被社会”的企

业家精神。

两代人经营理念的碰撞

白手起家的宗庆后，有着一段传奇的

创业历程。初中毕业后，他曾在舟山马目

农场淘过盐，在浙江绿兴农场当过调度。

文革结束后他才回到杭州，进入工农校办

纸箱厂，做起了一名推销员。1987 年，宗庆

后带着 3 名员工，靠走街串巷卖棒冰开始

了 最 初 的 原 始 积 累 。 直 到 1989 年，年 过

“不惑”的宗庆后终于创建了杭州娃哈哈营

养食品厂，并出任厂长，从此开始了他的

“娃哈哈生涯”。

如 今 ，宗 庆 后 已 奋 斗 20 余 载 ，他 曾

公 开 表 示，不 赞 赏 动 辄 捐 资 产 的 慈 善 行

为，认 为 只 有 持 续 地 为 社 会 创 造 财 富 才

是 真 正 的 慈 善 。 那 么，宗 氏 庞 大 的 家 业

将如何处置？能不能找到称心如意的管

理者？这成为了一个企业的优良基因能

否 得 以 传 承 和 继 续 发 展 的 关 键 。 这 时

候，宗 庆 后 的 独 生 女 宗 馥 莉 进 入 了 公 众

的视野。

与父亲不同，宗馥莉是“衔玉而生”的

一代。她受过优质教育，拥有多年的海外

留学经历。在美国时，她学的是国际贸易，

在学业上很早就开始了做企业家的准备。

2005 年，学成归国的宗馥莉任娃哈哈集团

萧山二号基地管委会主任助理，之后分别

历任萧山基地管委会副主任、杭州宏胜饮

料集团总裁等职。从这样的履历中可以看

出，宗馥莉正沿着父亲铺设的道路，慢慢向

娃哈哈的核心管理层靠近。

同样是做老板，同样是经营企业，两代

人却有着不同的理念。可以说，无论在管

理理念还是思维方式上，宗馥莉和父亲宗

庆后都存在着很多不同。但不可否认的

是，宗庆后的许多优秀品质也对宗馥莉产

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宗馥莉自己也坦

承，父亲的许多观点和理念确实很值得学

习和借鉴，“父亲的管理理念中体现出一种

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而这一点，也正是

需要我用很多年去学习和领悟的。”她说。

首富家族的慈善传统

“ 首富只是代表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其 实，我 个 人 并 不 像 他 们 所 说 的 有 那 么

多 钱 。 而 且 钱 多 到 一 定 程 度 之 后，就 不

属 于 自 己 了，而 是 整 个 社 会 的。”宗 庆 后

如 是 说 。 其 简 单 言 词 背 后 所 流 露 出 的，

正是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深深的慈

善情怀。

此 前 ，宗 庆 后 曾 因 要 参 加 福 布 斯

CEO 大 会 而 婉 拒“ 巴 比 慈 善 宴”，并 公 开

表示不赞赏动辄捐资产的慈善行为。在

他 看 来，这 种 行 为 不 过 是 为 了 避 免 支 付

高 额 的 遗 产 税 和 企 业 避 税 的 变 通 之 法，

并不是真慈善。而只有持续地为社会创

造 财 富，才 是 真 正 的 慈 善 。 虽 然 他 表 示

不 赞 赏 捐 赠 资 产，但 娃 哈 哈 集 团 自 从 创

办以来，在慈善事业上从不马虎，每年花

在 慈 善 上 的 投 入 绝 非 小 数，他 本 人 更 是

身体力行。

多年来，宗庆后始终坚持“产业报国、

泽被社会”的信念，积极以行动回报社会，

将企业发展与当地经济发展相结合，改“献

血”为“造血”。汶川大地震刚刚发生时，宗

庆后即发出“举全国企业之力，托起灾民之

家，为 国 家 分 忧 解 难”的 号 召，先 后 捐 资

1500 万元。

宗庆后多年坚持做慈善的行为，也深

深影响着宗馥莉。“父亲很注重引导我做慈

善，我最早也是从父亲身上看到了慈善精

神的闪光。”提起慈善事业，宗馥莉甚至显

示出了比对企业管理更大的兴趣，尤其是

当说到“馥莉慈善基金”的时候。

传承慈善也是一项事业

“2005 年我刚回国时，看到很多国内企

业做慈善的方式是，直接将款项捐给慈善

组织，之后就很少再过问。而我希望的是，

能将国外 NGO 组织的先进理念带到国内，

创立一个不一样的基金，用心去经营慈善

事业，由自己的基金管委会从选项、跟踪、

执行到每个受助人都有责任将慈善精神发

扬光大。所以 2007 年，当我提出想在自己

名下设立一个慈善基金的想法时，父亲就

非常支持我，还帮我引荐了浙江省慈善总

会的负责人。当年 9 月，‘馥莉慈善基金’

就成立了。”

在慈善事业的方向选择上，宗馥莉更

偏重于教育。“在慈善理念方面，我受父亲

的影响很大，而且我和父亲有着一样的教

育情结。这是因为娃哈哈起源于一家教育

局下属企业。同时，教育又代表着未来，所

以，我们都特别关注教育。”

谈及“馥莉慈善基金”今后的发展，宗

馥莉表示，“目前，基金的规模还很小，尚处

在尝试阶段。希望通过几年的摸索，基金

可以专注于教育的某方面，不只是‘授人以

鱼’，还能‘授人以渔’，并带动更多人、整合

更多资源、惠及更多人。”

在宗氏家族如此多的善举背后可以看

到，第一代企业家的精神正悄然渗透到下

一代的行为中。不单单是企业管理风格的

延续和创新，还有慈善传统的传承。第二

代企业家正承继着家族的荣光，背负着社

会的期望，开始属于他们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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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想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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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静 安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刚落幕的洛

杉矶华埠第 112 届金龙大游行，吸引众多华

人共襄盛举。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邱绍芳

乘坐的 1987 年劳斯莱斯古董敞篷礼车，免

费赞助者是洛杉矶知名华商、好莱坞公园

赌场拥有人和水晶大赌场合伙人朱裕民。

20 多年前起，朱裕民收藏的古董汽车

无数次出现在洛杉矶各种大型活动上，从

奥斯卡红地毯到格莱美颁奖礼，从电影《蝙

蝠侠》中安琪裘莉的座车到金龙大游行。

朱裕民拥有水晶大赌场、私人住宅等三

处私人汽车博物馆，30 多辆古董车包括不少

洛杉矶最知名的收藏，如 30年代的绝版古董

车、1962 年纽约市长洛克菲勒的座车、全球

只产 800 辆的保时捷等，一辆辆沉淀着往昔

岁月的光辉，每辆汽车都有一段精彩故事。

上海纺织世家出身的朱裕民收藏古董

车早年在香港就已开始。当时香港寸土寸

金，朱裕民的收藏就有六、七辆，大多是欧洲

车。因为父亲喜欢美国车的宽大舒适，朱裕

民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移民美国后也成为美

国古董车收藏家，目前收藏中不少是凯迪拉

克极品车。

上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是美国汽车

拍卖最风行的年代，朱裕民的

收藏足迹遍及全美各地，在结

识大批名流的同时，也成为全

美知名的古董车收藏家。

朱裕民的车库中，皇家风

范的劳斯莱斯占相当比例，其

中最特别的一辆，几乎与英国

女王座驾相差无几。

“它当年的拥有人是通用

动力老板”，朱裕民说，据说当

年 很 希 望 拥 有 一 辆 与 英 国 女

王座驾一样的汽车，但按劳斯莱斯汽车量

身订做的传统，这一要求绝对不可能，最后

双方多次讨价还价，终于决定生产一辆与

女王座驾类似的车子。这辆 1963 年出产

的黑色、深红两色汽车，如今就在朱裕民的

车库中。

收集古董汽车不易，保养汽车同样不

易。为保养这些宝贝，朱裕民专门聘请好

莱坞知名技师来给汽车当保姆，平常擦洗、

修理、打蜡维护、定期查看电池，还要不时

出去兜风以保持运行良好。即便是常年都

藏在车库中，每辆汽车也还要买保险。朱

裕民笑称，“确实是一份不便宜的爱好”。

不过，朱裕民说，这些宝贝也有用做商

业赚钱的时候，比如借给好莱坞拍电影，一

天租金 6000 美元。

平常开奔驰，也开雪佛兰的朱裕民表

示，在他看来，收藏古董汽车只是个人爱

好，并非身份、地位或财富的象征，“我最开

心的是朋友买车都来找我问问”，给能大家

说说汽车历史，给大家买车出谋划策，有时

还将爱车免费借给新郎新娘们举办婚礼或

帮朋友办大事，就很开心。 （杨 青）

美知名华商珍藏30辆极品古董车

在风云变幻的 2010 年，沈南鹏迎来了

收获的季节。

红杉资本创始合伙人沈南鹏在资本市

场上可谓呼风唤雨。2010 年，经红杉资本

“包装”而赴美上市的中国企业达到 7 家。

这还没有算上国内的新晋上市公司中浮现

的红杉身影。

2010 年 12 月 7 日，《福布斯》中文版网

站发布了本年度最佳创业投资人榜单，红

杉资本沈南鹏首度登上“福布斯中国最佳

创投人”排行榜榜首。

生于浙江海宁，长于上海的沈南鹏，离

开美国耶鲁之后，曾连续 8 年时间先后在

世界三大顶级投行工作，练就了敏锐的投

资眼力。1999 年，沈与梁建章等人创办携

程网，与季琦等人并称为“携程四君子”。

2005 年 8 月，沈南鹏离开携程，加入红杉资

本，成为创始合伙人。此后，红杉资本陆续

缔造出分众传媒等业内巨擘。

入局高德软件，携手乡村基，漫步新高

地，营建利农国际，掘金诺亚财富，入主麦考

林，触电博纳影业……2010年，沈南鹏带领国

内企业一路过关斩将，七度登上纳斯达克角

斗场，以风险投资改造传统产业，颠覆纳斯达

克的中国概念。五年蓄力，潜伏资本市场，深

谙美股，根植大陆，沈南鹏这一年，可谓收获

之年，堪称点石成金的年度“金手指”。

在 2010 年度成功推动近十家公司登

陆各地资本市场之后，初尝甜头的沈南鹏

还在继续打造着他的上市“后备队”。譬

如，乡村基甫一上市，沈南鹏即投资了第二

家传统餐饮业——红杉资本中国基金、涌

铧投资两家风险投资公司，对中式快餐连

锁北京嘉和一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进行近

1 亿元人民币战略投资。

2010 年 11月 3日，就在麦考林上市的同

时，沈南鹏旗下的红杉资本继续加注电子商

务。10 月 24 日，红杉资本联合英特尔投资、

德杰丰投资，共同宣布对鞋类电子商务网站

好乐买注资 1700 万美元。这已经是红杉资

本对好乐买的第二轮注资，距离 2009年年底

的第一轮1000万美元的注资不到一年。

仅过了一天，捷报再度传来：红杉资

本联手启明创投向中国领先的健康管理

服 务 提 供 商 国 康 网 注 资 1 亿 元 人 民 币 。

经 过 此 轮 融 资，国 康 网 的 上 市 计 划 也 将

随 之 提 上 日 程 。 而 上 市 地 点，也 可 能 由

最 初 设 想 的 海 外 上 市，转 为 在 国 内 资 本

市场上市。

“2011 年的投资方向上，有四个是我

比较关注的行业：一是科技传媒，包括互

联网，第二就是消费品和服务，第三是健

康行业，第四是新能源和清洁技术。”在清

科创投论坛上说。在其看来，2010 年度的

丰收不过是牛刀小试，未来的行业井喷更

值得期待。

（欣 华）

沈南鹏：风投“金手指”

日前，李书福宣布了“希望把吉利控股

集团打造成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全球竞

争力、受人尊敬的世界 500 强企业”的豪

言。2010 年，吉利成功收购了沃尔沃，并

实现了 3 亿元的利润。

李书福说：“2010 年，沃尔沃全球实现

销售 37.4 万辆，同比增长 11%，超过了我们

预期的产销目标，全年实现了较大幅度的

盈利；2011 年 1 月 12 日，沃尔沃电动汽车

C30 进行了安全碰撞测试，取得了可以与

普通内燃机汽车相媲美的安全指标；最新

员工满意度调查显示：沃尔沃全球员工满

意度达到 84%，这是近几十年来的最高满

意度指数。”

李书福更是期待进一步提升沃尔沃

“北欧设计、全球豪华品牌”的伟大传统，使

“一个更加全球化、更加豪华、更加高档的

沃尔沃，在实现‘零伤亡、零排放’的伟大愿

景的同时，继续为世界汽车工业和文明的

发展贡献力量。”

李书福：跻身世界 500 强

有“股神”之称的巴菲特及有“超人”之

称的李嘉诚，均是股坛殿堂级人士。近日，

为了争购英国电网，两位“宗师”或将正面

交手。

据相关消息，德国公用企业 E.ON 拟

出 售 英 国 电 网 资 产 再 有 进 展，除 了 李 嘉

诚 旗 下 长 江 基 建 有 意 洽 购 外，“ 股 神”巴

菲 特 旗 下 投 资 公 司，连 同 美 国 公 用 能 源

企 业 也 加 入 竞 争 行 列 。 消 息 指 出，有 关

交 易 仍 在 初 步 谈 判 阶 段，尚 未 落 实 任 何

细 节 ，料 交 易 金 额 达 60 亿 美 元 ( 折 合 约

468 亿港元)。

外界有看法指出，本次除了两大“宗

师”比拼，亦考验接棒者，因为长建的舵手

正是李嘉诚长子李泽钜，市场预料他日后

会接掌长和业务；而中美能源的舵手是主

席 David L. Sokol，曾被视为巴菲特接班人

大热门。据过去战绩，David L. Sokol 曾因

出手入股比亚迪，令股价飞升数倍，反观李

泽钜，则未见有类似战绩。

李嘉诚：与巴菲特争购英国电网

继2010年12月8日在美国成功上市后，

优酷首次在业内公开其战略举措。日前，优

酷 CEO 古永锵表示，2011 年将重点关注综

艺影视和自制剧，他说：“优酷除了视频什么

都不做，只要是视频就什么都做。”

古永锵认为，中国互联网在前12年野蛮

生长，未来唯有专注、创新、合作，互联网行

业才能创造让世界敬仰的中国模式，才能产

生比领先美国互联网公司更大的价值。

业界普遍认为，中国互联网是靠模仿

国外模式成功的。不过，古永锵却不认为

中国只能复制美国模式，他说：“我在中国

互联网从业 12 年，我不认为这个观点完全

正确，更希望在未来 12 年里，中国模式的

互联网有一个新的定义。”他颇为大胆地提

出，用符合中国国情的优酷模式，可以超越

这些美国模式在中国的发展。

（本报综合报道）

古永锵：打造“中国模式”的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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