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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文化

董明珠又上热搜了，原因是她在

格力电器临时股东大会上发飙了。

背后原因不简单，但是董明珠从来就

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企业家。

为何发飙

10月28日，董明珠在临时股东大

会上发飙，因为没有听到掌声。进门

没掌声，这还是她“唯一一次”遇到。

董明珠怒火中烧，在回答股东

提问环节时，她一梭子“子弹”噼里

啪啦地打了过去：“两年给你们分了

180 亿元，去看看哪家企业能给你

们这么多？格力从 1 亿元、1%利润

都没有甚至亏损的企业做到今天，

达到 13%的利润，是靠你们吗……”

在董明珠看来，之所以没有掌

声，是因为参会者都是带着各种“心

思”来的。这次股东大会将对增发

股份并募资收购银隆新能源的提案

进行投票表决。此前，格力电器公

布收购方案后，在投资者群体中引

发了极大的争议。

她这脾气一发，马上就震住了

全场。随即，董明珠话锋一转，又打

起了感情牌：“到现在为止，我出门

都是一个人。难道我花不起雇人的

钱吗？花得起！何况花的又不是我

董明珠的钱……”

这话的意思很明显：我一个小

女子，风里来雨里去，天天为你们着

想，你们却隔三差五搞下歪门邪道，

还能算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吗？

背后真相

格力在今年 2 月开始了长达 6
个 月 的 停 牌 ，开 始 筹 划 并 购 和 募

资。在 8 月抛出了 35 条公告，出了

一个 130 亿元+100 亿元的定增投资

方 案 收 购 珠 海 银 隆 合 计 100% 股

权。据悉，银隆是一家做新能源电

池、电动车的企业。

格力股东怨声载道。格力两项

增发总共增发约 14.8 亿股，占原有

股本的 25%。增发完成后，格力电

器总股本将从 60.2 亿增加到 75 亿

股，这意味着除了参与 100 亿元定

增的格力集团和董明珠，所有股东

持股比例都被摊薄了 20%。

诸多压力之下，格力电器于9月1
日发布了修订版增发草案。然而从内

容上看，除了小部分进行了细微调整

外，大的框架基本无变化，意味着中小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依然被严重损害。

这件事情还有个很大的槽点，

就是格力的财报显示公司还有 1000
多亿元的现金，公司这么看好跨界

为何不直接拿出 130 亿元买银隆？

但是，董明珠从来就不是没有

故事的女同学。

经历传奇

1954 年，董明珠出生在江苏南

京一个普通家庭。虽不是大富大贵，

但也算顺风顺水：她靠自己的努力，

考上了安徽省芜湖干部教育学院，毕

业后在南京一家化工研究所做行政

工作，然后结婚生子，平淡幸福。

1984 年，即儿子两岁时，董明

珠的丈夫突然去世，晴天霹雳。那

年她已 30 岁，在很多人眼里，她这

辈子不会有戏了。

然而，丈夫去世 6 年后，36 岁的

董明珠决定：不再接受老天不公的

安排，要翻身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她把 8 岁的儿子托付给母亲抚养，

独自一人南下珠海打工，进入格力

做了一名最基层的业务员。

加入格力的第二年，董明珠在安

徽的销售额突破 1600 万元，占公司

总销售额的 1/8。随后，被调往几乎

没有一丝市场裂缝的南京，并签下了

一张 200 万元的空调大单。一年之

内，个人销售额上蹿至3650万元。

1994 年，格力内部出现了一次

严重的危机，部分骨干业务员突然

“集体辞职”，但董明珠坚持留在格

力，被全票推选为公司经营部部长

（此时距董明珠进入格力仅 4 年）。

1995 年 ，董 明 珠 升 为 销 售 经

理。在她的带领下，格力电器连续

11 年空调产销量、销售收入、市场

占有率均居全国首位。

董明珠于 2007 年出任格力电

器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在 2012 年正

式被任命为格力集团董事长，她带

领格力成为中国首家营收破千亿的

家电上市企业。

2015 年，61 岁的董明珠终于实

现了愿望：格力打入世界 500 强企

业行列，排名家用电器类全球第一，

年纳税额 150 亿元。

性格硬派

六亲不认，是董明珠的一贯作

风。但格力的投资者和 8 万员工都

很爱戴她。因为大家知道，她的每

一个决策都是从公司利益出发，经

过充分论证后做出的决定。格力就

是她的命。

“我比较直截了当，就事论事，

不管任何场合、任何地点、任何时

间，我会很直率地说出来。你不喜

欢？我不在乎你喜不喜欢，我心中

只有消费者和产品，我是做企业的

而不是搞关系的。”董明珠说。

有一次，一个年销售额 1.5 亿

元的大经销商跑来格力找董明珠要

特殊待遇，语气十分傲慢。当时，董

明珠刚升任销售经理，位子还没坐

稳，但她不光没答应，还直接将其从

格力经销网中除名了。

一个人的成功，自然有其道理，

尤其是像董明珠那般的巨大成功。

有人骂她，有人推崇她，论成败，由

后人评价才更科学。

发飙算啥 董明珠的人生够精彩
■ 泰 勒

为何说商业大佬
都是讲故事高手

为 什 么 很 多 企 业 虽 然 表 面

上不盈利，但市值很高？为什么

同等条件的企业，投资者更倾向

于某个“ 明星企业”？这一切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会不会讲

故事。

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马斯克和他的“科幻帝国”

伊隆·马斯克，大概是我们这

个时代“ 最酷炫的明星企业家”

了。他的电动汽车公司 Tesla 和

太阳能公司 SolarCity 改变了人类

的能源使用结构，而他的太空商

业公司 SpaceX 将创造人类多星

球居住的未来，带领人类实现一

百万人移居火星。

马斯克的故事拥有一个非常

“酷”的主角，无论是电动汽车还

是太空运输，都是这个时代非常

超前的产物。

Tesla 及 SpaceX 都采取了这

个时代创新的商业模式——“移

动互联+”的商业模式，即通过互

联网与用户产生互动，搭建平台

进行资源整合，为用户提供小众

化服务。可以说，消费者一旦购

买了产品，就踏入了它控制的生

态系统。“酷”的主角配上超现实

主义主题，想不吸引人也难。

SpaceX 从 谷 歌 和 富 达 基 金

处共筹集了 10 亿美元，公司估值

达 120 亿美元。

看得见也摸得着——
软硬整合的甲骨文

在 微 软 和 IBM 统 治 的 云 计

算领域，甲骨文能杀开一条血路

并站稳脚跟有赖于其差异化的优

势服务。

甲骨文的故事主角是当今最

红的“角儿”——云计算，关于它的

故事数不胜数，并且微软和 IBM
为其创作的故事早已深入人心。

甲骨文讲故事成功，在于其

讲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IBM
主要以 BPaaS（商业流程即服务）

突出自己的商业模式创新，而微

软则突出自己的“云+”端的优势

和平滑迁移的能力。与他们不

同，甲骨文重点突出软硬整合的

集成创新优势。

甲骨文通过收购 Sun 等公司

拥有了完整的软硬件平台体系，

不断推出软硬件一体化的集成设

计系统，为企业部署云计算提供

了高可用性、高可扩展性的基础。

故事中早已耳熟能详的人物有

了新故事，怎能不调动起读者兴趣？

最新数据显示，甲骨文市值1557亿

美元，超过了其竞争对手IBM。

当 然 ，故 事 的 关 键 在 于 价

值。通过讲故事，马斯克的“改变

未来”及甲骨文的“整合创新”价

值被很好地展示出来。无论这个

价值是在未来还是当下，必须能

让听故事的人有不同的价值想象

空间，这才是“讲好故事”的最终

奥秘和意义。

（来源：海尔大学）

中国文化产业上升趋势明显

本报讯 10 月 31 日，国家统计

局公布了 2016 年前三季度全国规

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

收入数据。

据该局对全国规模以上文化

及相关产业 4.9 万家企业的调查，

前三季度，上述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55881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7.0%
（名义增长未扣除价格因素），增速

尽管比上半年回落 0.9 个百分点，

但依然保持较快增长。

据该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文化

及相关产业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

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

动的集合。数据显示，前三季度，

文化及相关产业 10 个行业的营业

收入均实现增长，文化服务业快速

增长。其中，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

的 4 个行业分别是：以“互联网+”

为主要形式的文化信息传输服务

业 营 业 收 入 3917 亿 元 ，增 长

30.8%；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业 878
亿元，增长 20.1%；文化艺术服务

业 203 亿元，增长 17.7%；广 播 电

影 电 视 服 务 业 1081 亿 元 ，增

长 13.6% 。

分区域看，东部地区规模以上

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

入 42001 亿 元 ，占 全 国 比 重 为

75.2%，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

为 9176 亿 元、3994 亿 元 和 711 亿

元 ，占 全 国 比 重 分 别 为 16.4% 、

7.1%和 1.3%。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近 日 发 布 的

“2016 中 国 文 化 产 业 指 数 ”也 显

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正保持上升

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创意产业技

术 研 究 院 院 长 彭 翊 指 出 ，结 合

2010 年 到 2016 年 指 数 的 变 化 趋

势，从整体态势来看，中国文化产

业发展指数平均值基本呈现正增

长 的 态 势 ，年 平 均 增 速 达 到

1.08%，体现文化产业在经济下行

大环境中逆势上扬的特征。

据了解，为进一步推动文化产

业发展，2016 年财政部对文化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模式作出重

大调整，即加快由无偿向有偿、由

直接分配向间接分配转变，努力实

现市场化配置目标。一方面，完善

财政参股基金出资模式，适当扩大

参股基金范围，安排 10 亿元参股

全国 14 支优秀文化产业基金，直

接 撬 动 其 他 各 类 资 本 120 亿 元 。

另一方面，聚焦“双创”融资难题，

首次探索开展债权投资扶持计划，

形成财政出资引导、文投集团配套

跟进的全新投入机制。其中，中央

财政出资 5.6 亿元、带动配套 46.8
亿元，为破解长期困扰文化企业发

展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提供了新

的思路。 （邱海峰）

文化产业将成为财富收割机
文化产业已经没有悬念地成

为了地产之后“ 国民经济支柱产

业”的继任者。历史，为什么会选

择文化产业？是“内需”。中国拥

有丰富而庞大的文化艺术资产以

及强大的现当代的文化艺术创作

力，积淀与积攒了颇为可观的产业

力量。同时也是“外需”。中国经

济高速发展，财富暴涨，中国在国

际上、声誉上都需要与经济总量相

匹配的文化形象和声音，需要有力

的“国家形象”。

从不久前习近平主席欧洲之

行的众多言论，就可以看出高层对

中国“文化输出”的殷切期望与迫

切期待。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产

业是未来中国的“国家战略”。

在文化产业诸多分支中，艺术

产业是创作积淀最为丰厚、产业链

最为简单、交易最为灵活的业态分

支。 据预测，中国艺术品市场潜在

需求为 6 万多亿元。

近几年，伴随着中国艺术市场

的迅猛发展，介入艺术领域的金融

机构随之迅速增加，金融资本进入

艺术产业，将艺术品变成一种投资

品，实现金融资本与收藏、艺术品

投资的融合，艺术资源变为金融资

产。随着这些资本的介入及相关

体系的建立完善，中国已进入艺术

金融化的初级阶段。

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西沐分析了其中原因：一是因为国

家经济取得长足发展，人们生活富

裕，高净值人群参与艺术品投资的

愿望加强。二是因为艺术品市场

不断壮大，从不成熟到形成体系，

艺术品资源的价值被认知、开发，

而其高投资回报率也成为吸引买

家入场的主要原因。

摩帝富艺术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兼亚洲区总经理黄文叡表示，

艺术金融化的构想非常好，可以刺激

艺术产业发展，如果没有资本进场，

这个产业就发展不起来。

“艺术金融是一个经济或者金

融概念，一定要用产业化的观念来

看待艺术金融。”西沐强调。在他

看来，艺术金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

产业链条，不仅有自己的产品体

系，还有独立的交易平台以及相应

的支撑和服务系统，只有建立起相

应的产业链条，艺术金融才能按照

产业化的理念发展。

艺术金融化的核心是产业化、

规模化、大众化和社会化，这是艺

术金融发展的大方向。要适应这

种发展，必须建立更广泛、具有公

信力的交易平台，让大众参与，实

现艺术与金融的对接。

艺术资源与金融资本对接有

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没有形成具

有共识的定价机制。

此外，艺术金融化还需要建立

多元的艺术品退出机制和体系。

目前，我国艺术品退出主要依靠拍

卖，不仅公信力不足，而且单一狭

窄，严重阻碍了艺术金融化进程的

发展。如果没有形成多元的退出

渠道，就不可能建立完整的退出机

制，资本进入就成问题。

目前，国内的艺术金融化更多

的是产品层面，比如基金或者信托

当然也有文交所这样的交易形式，

或者一些公司提供增值保值的平

台，还有一些提供艺术品金融的咨

询服务。虽然诸多金融机构在艺

术品产品交易、服务业方面都有尝

试，艺术金融发展的亮点已经有

了，但是目前缺乏的是具有前瞻

性、产业化的理念，来把这些点延

展、连接起来，形成一个产业链。

而且，在宏观层面缺乏这种战略规

划的研究，也缺少相应的政策、对

策。西沐认为，在这些需要建立的

体系中，每个环节都是巨大的发展

机遇和潜力。正如黄文叡所言，一

旦这种架构建立起来，将带动中国

之前并没有的产业，这是一条很看

好的产业链。

当 前，文 化 产 业 已 上 升 为 国

家战略。艺术金融化无疑会成为

推动文化艺术产业发展，推进艺术

市场壮大，促进中国文化艺术传播

的重要途径。借助金融化的手段，

促进艺术的影响，只有以强有力的

推广方式，中国文化艺术在世界竞

争中才能站得住脚。 （金 蓉）

1754 年至 1763 年，英国取得了

对法国“七年战争”的胜利。然而，

战争也带来了庞大的军费开支。为

转嫁军费负担，英国政府开始加强

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与压榨。

1765年3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印

花税法》，要求北美殖民地的印刷品使

用伦敦特制的带有浮雕印花税票的印

花纸，进而上交印花纸的税费；1767
年 1月，通过《唐森德税法》，规定自英

国输往殖民地的纸张、玻璃、铅、颜料、

茶叶等一律征收进口税。

对于英国政府而言，向自家的

殖民地多搜刮点财富，有一种无可

厚非的思维惯性，却没有意识到经

过 100 多年的殖民统治，北美殖民

地已发生巨大变化。1620 年前后，

北美殖民地人口不过几千人，此时

已达 300 万。1700 年，北美殖民地

产值为英国总产值的 1/4，此时已

达英国总产值的 1/3。彼时弱小，

可以呼来唤去，现在强大了，仍如此

压榨，只会引起殖民地居民的仇视

和反抗。

然而，一浪又一浪来自殖民地

的反抗声音，并没有引起英国执政

者的重视。为倾销东印度公司囤积

的茶叶，英国政府出台了量身定制

的《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该条例

给予东印度公司到北美殖民地销售

积压茶叶的专利权，并禁止殖民地

贩卖“私茶”。

此举使北美殖民地居民的愤怒

达到了极点。1773 年 11 月，一群示

威者乔装成印第安人模样潜入商船，

将东印度公司运来的一整船茶叶倾

入波士顿湾，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波士顿倾茶事件”。此事件掀起了

殖民地的反英斗争。

到 1783 年 9 月 3 日，英国被迫

承认美国独立。国家虽然建立了，

但如何生存发展，成为“国父们”面

临的更加严峻的问题。当初，为对

抗英国的经济政策而独立，现在，经

济上对英国依赖性很大也是现实，

进出口贸易主要与英国进行，财政

收入主要依靠进口税。

摆在美国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是

以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第一任国务

卿、第三任总统）为代表，要求实行自

由贸易政策，继续向英、法等国出口

农产品，换回他们的工业品，这种贸

易格局有利于美国南方种植园主，但

不利于美国北方工业制造业的发展；

二是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第

一任财政部长）为代表，要求实行保

护关税政策，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的

工业，减少对外国工业品的依赖，反

映美国北方工业资本家的要求。

需要指出的是，第一次工业革

命于 1750 年左右始于英国，当时，

美国工业还不发达，人们没有认识

到工业发展所能带来的变革。且美

国地广人稀，包括杰斐逊在内的不

少人坚持农业立国。

1791 年，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

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前瞻性地

提出美国应该向英国学习，要坚定地

走工商立国之路，但基于美国工业基

础薄弱，需要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以

保护国内市场，使本国幼稚的工业得

以顺利发展。由于这份报告过于超

前，与当时国情不符，遭到大多数人

的反对，第一任总统华盛顿虽然在心

里是认可的，但没有明确表态。最

终，这份报告未获国会通过。

客观地讲，当时美国初建，国力

较弱，从国情出发，能够尽快发展起

来，获得看得见的现实利益是首要

任务。套用邓小平的话“不管黑猫、

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何种方

式能尽快富起来就用何种方式。实

行自由贸易、发展农业，提高进出口

贸易额，于当时同样具有积极意义。

《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在当时虽

未获通过，却为后世留下一笔经济理

论财富。颇为有意思的是，杰斐逊当

上总统后开始转变自己的观念，尤其

受拿破仑战争期间种种现象触动，认

识到发展制造业对美国的迫切性，重

新提出了“农业、制造业、商业和航运

业是国家繁荣的四根支柱”。

1816 年 美 国 关 税 税 率 为 7.5%
至 30% ，1824 年 平 均 税 率 提 高 到

40%，1828 年又提高到 45%。可以

看出，杰斐逊之后的总统们对提高

关税、保护工业发展的认识逐步提

高。待到 1830 年之后，工业革命震

撼了世人，这个报告就毫不意外地

得到了极大关注和研究。保护关税

使美国工业得以避免外国竞争而顺

利发展，并很快赶上英国。

不过，快速发展的工业所实行

的资本主义制度与农业发展所实行

的种植园黑人奴隶制度之间的矛盾

也在若干年后凸显，埋下了美国南

北战争的伏笔。那时，美国再次站

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是走向强大还

是走向分裂，决定着美国的命运，也

考验着未来的领导人们。

美国外贸史之超世文件
■ 苏旭辉

◆经贸史话

海归企业文化：开放包容是关键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在

一定的条件下，企业生产经营和管

理活动中所创造的具有该企业特色

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包括企业

精神、企业制度、文化环境、企业产

品等各个方面……

近日，2016侨界创新发展论坛在

京举行。论坛其中一个议题就关乎企

业文化。海归企业应该构建怎样的企

业文化来助力企业的创新发展？

蚂蚁计划发起人、蚂蚁基金合

伙人，上海市突出贡献专家协会青

年英才分会常务副会长、上海市侨

联青年总会副会长张相廷强调，企

业要充分发挥员工个人的创造力，

在此过程中企业文化对企业的创新

精神至关重要。企业要使个人感受

到其付出得到了认可，同时要鼓励

他们对新技术、新思维等保持开放

的心态。张相廷特别强调：“海归企

业要想成功，一定要接地气，一定要

适应海归企业所在地的客户需求。

公司为每个人提供了一个可以发展

的平台，而每个人又都是这家公司

的合伙人。员工在这个平台上为自

己而干，在成就自己的同时也成就

了公司。我认为，这种符合平台加

合伙的企业文化是目前最利于企业

发展的模式。”

微 软 大 中 华 区 招 聘 总 监 王 姣

也在论坛上谈到，企业文化对于企

业从创立、成长到发展壮大都有着

重要的作用。“我认为，一家企业想

要保持活力，发展创新，就一定要

有成长的心态，这种心态包括很多

方面的内容。首先企业要给员工

敢 于 冒 险 、敢 于 犯 错 的 包 容 的 环

境。有时候正是这种大胆的尝试，

才会萌发创新的点子。其次，要善

于接受反馈，不管是来自员工还是

来自客户的建议，都要从中吸取一

些对企业发展有利的经验。最后，

企业一定要保持开放姿态，不断学

习，同时也要时刻准备迎接来自市

场以及其他方面的挑战。其实，我

们从来不缺人才，但最难的是如何

在一个团队内协调好有着不同背

景的人才，构建最有利于发展的企

业文化，将他们各自的特长和创造

性发挥到极致。”王姣说。

由于具有海外留学经历，不少

海归在回国创业时会借鉴国外企业

优 秀 的 管 理 理 念 ，并 深 入 结 合 国

情。海归企业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

人们的广泛关注，他们的企业文化

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孙雅静）

◆商海传奇

◆
贸
促
画
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