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残友集团创始人

郑卫宁，像所有成功人士一样，坐下的时

候是放松的仰靠姿势，手指自然、平和地

交 叠 在 腿 上，目 光 很 有 力 量，并 透 着 宽

和、大度的光彩。谁都觉得这又是一个

深受命运眷顾的人。

的 确 ，他 也 是 这 么 看 待 自 己 的 人

生。从过 50 岁生日那天起，生命里的每

一天都像是赚到的，因为和自己同样患

血友病的直系亲属中，还没有人活过 40

岁；（全世界也没有一个血友病患者活过

50 岁，除了他）13 岁之前，他唯一的动作

就是爬；40 岁前，没有家人的帮助，他一

天都活不下去……现在，他令 1200 名残

疾人成为最优质的人力资源——IT 工程

师，这个数字超过了欧美残疾人工程师

的总数。而最令他得意的是，这个终生

只能保持一个姿势——坐在轮椅上的男

人，娶到了厂子里最漂亮的姑娘……

让残疾人成为最优质的人力资源

2010 年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一共邀

请了 1500 名企业界嘉宾参加，每位嘉宾都

需要交纳 8700 瑞士法郎的餐位费。郑卫

宁作为被邀请的全球仅 5 名社会企业家之

一，因为常年靠输血维系生命，也因为残

友集团排名全球公益型企业前列，破例被

免了两个餐位费。这也是他平生第一回

接受了他人的捐助。

在此之前，他的企业没有从银行贷

过一分钱，没有从政府民政部门领过一

次 就 业 补 助。“ 不 是 我 偏 执，不 要 捐 款。

靠捐款，我们也活不下来，不如干干净净

的，给其他残疾人做一个榜样，靠自己活

着，还活得很好。”郑卫宁的话语中底气

十足。

从 1999 年 5 个人合用一台电脑创业，

到今天世界首创的残疾人高科技企业集

团，这不是郑卫宁一个人的理想可以掌

控的。用他的话来说，“是公司 1200 名残

疾员工的理想发生了共振。”

“残疾人——这个曾经的弱势群体，

社会和家庭的包袱，在新经济时代，以电

脑和网络为生产工具，就能成为社会最优

质的人力资源。”郑卫宁掷地有声地说。

圣经有言：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就会为

你打开另一扇窗。这句话阐释着生命的

代偿现象，残疾人丧失了身体某个器官的

功能，身体的其他功能却会异常发达。

“因为残疾屏蔽了欲望、躁动带来的

不 专 注，所 以，残 疾 人 有 大 块 的 时 间 学

习，同时有足够稳定的耐心，这反倒成了

残疾人从事高科技行业的优势。而网络

又让残疾人坐在家里就能连通世界。”

“ 这是知识经济为压抑了千年的残

疾人崛起提供的机会。在荒蛮的年代，

能举起千斤巨石的人是英雄，而知识经

济时代，一个根本没有四肢，却头脑通达

的人，也能成为英雄，就像霍金。”这句话

听着很像郑卫宁自创的真理，却鼓舞着

很多残疾人，并最终在他的残友集团，变

成 了 难 以 撼 动 的 现 实 。 他 的 残 疾 人 员

工，频频挑战世界级的编程大赛、网页制

作以及动漫制作大赛，竟频频揽金归来。

“退养特别激励机制

帮残友赚了很多钱”

很多人都好奇，这个为残疾人提供

尊严和自我价值的企业，真的可以长期

赚钱，还能帮助其他残疾人么？要知道，

这个集团一些核心技术骨干是患有“进

行性疾病”自然寿命只有 30 岁的年轻人；

有 些 人 随 时 会 因 为 身 体 不 适 而 退 出 工

作，甚至面对死亡，接受“残友”的无偿赡

养；更多人一边工作，一边饱受身体痛楚

的干扰……而每年企业用于残疾员工衣

食住行的花费，就高达 46 万元。

面对大家的担忧，郑卫宁显示出经

济学家式的深谋远虑：“只要大家都别被

利益最大化所奴役，企业家不要目光短

浅，那企业就能赚钱。”郑卫宁创办残疾

人企业，终极目的是为了残疾人的自我

价值实现，“好的集体能让个人的多元自

我价值追求和企业发展愿景发生共振，

这样的企业是无敌的。”

在残友集团，实行退养特别激励机

制，主要是针对那些工作没几年就要面对

人生终点的员工。他们退养之后，每月将

领取他们历史工资的最高值，同时，公司

还会一如既往地提供可口的膳食和温暖

的床铺。这一政策的出台，犹如在公司内

部掀起一阵强台风，撼动了每位员工的

心。这样的承诺，即使是至亲，也未必可

以给予。“这个政策造成的结果是，员工残

疾越重，业绩越重，贡献也越大。我们因

此赚了很多钱，虽然这不是我们的本意。”

郑卫宁如此总结他赚钱的秘诀。

“ 社会企业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流

行，不仅仅因为解决了社会问题，也为企

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更有眼光的方向。”眼

睛只盯着钱，被郑卫宁奚落为目光短浅，

他 很 少 提 及 道 德 ，但 他 更 强 调 自 我 价

值。在这个道德被漠视、被嘲弄，甚至被

利用的时代，“自我实现”无论对个人，还

是对企业来说，都是更好的内在驱动器，

令有残缺的生命重获生机，也让社会道

德真正得以实现。

乌托邦式的企业

很多置身于郑卫宁企业的人，都产生

了恍若乌托邦的感受。开敞的大办公间

里，残疾人员工和所有高科技精英一样，在

闪烁的电脑屏幕前，凝神专注，手指飞动，

额头泛着智慧的光亮；空气里弥散着进取

心、成就感带来的快乐，他们上扬的嘴角流

露出的，是对自我和集体发自内心的满足

感。郑卫宁没有传统意义的接班人，他把

公司 90%的股份都交由基金会管理，用于 8

小时之外残疾员工的生活消耗和照料，剩

下的10%是内部职工股。“这样，我死了之后

就不怕了……”郑卫宁相信制度，不相信任

何个体，甚至他自己，在他眼里，任何人都

有私欲，有一时的冲动，他不愿让残友的社

会型企业性质受到半点损害。直到今天，

他仍然需要每月去会计那领取 6000 元工

资，以勉强支付他输血的费用。

郑卫宁利用自己走在钢丝绳上的余

生，尽力在各地复制他的“乌托邦”式分支

机构，澳门残友、香港残友、上海残友、北

京残友……全国每年都诞生 1.2 万名残疾

人大学生，但“区区”深圳残友只能容纳

1200 名，而郑卫宁的理想很大——为中国

8300 万残疾人进行生存革命提供有益的

借鉴模式。

在残疾人成为主流的“残友”内部，只

有两个岗位留给正常人，后勤保障部和市

场推销部，他们受到残疾人生命力的感

染，也焕发出来自生命深处的活力。

前段时间，因为和另一名残疾人被

深航拒载，在机场，他愤然从轮椅上跌落

到满是坚硬玻璃碴的地上，静坐两个多

小时，希望能唤起修改残疾人不能乘坐

飞机的深航内部规定。为此，“我可以用

命来搏！”郑卫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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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特约记者 袁 远

纽约华人超市林立
服务当地民众

近日，中国家电零售连锁店北京大中电

器有限公司总裁张大中接替陈晓担任国美董

事会主席。

据悉，张大中此次出山之后，首先要做的

是安抚工作。国美方面相关人士表示，如何

让国美上上下下重建信心，如何平衡大股东

与国美电器之间的利益关系将非常重要，必

须看到，二者利益不完全一致，同时还要让大

股东和其他投资者满意。

据了解，当初，陈晓出任国美电器总裁之时，

黄光裕曾说过一句令陈晓十分感动的话：没有人

比陈总更适合总裁这个职务了。但是后来，这成

了一个传说。张大中呢，不知能否笑到最后。

张大中：
出任国美董事会主席

■ 静 安

日 前，美 国 财 经 杂 志《福 布 斯》公 布 了

“2011 年全球亿万富豪榜单”，百度总裁李彦

宏超越去年的内地首富宗庆后，成为首名进

入该排行榜前百名的中国内地富豪。

与去年相比，中国内地富豪入榜人数由 64

人上升至 115 人。而香港富商李嘉诚以 260 亿

美元位列榜单第11名，蝉联全球华人首富。

今年上榜的富豪人数从去年的 1011 人

增至 1210 人，为历年来最多，其中有 214 人是

新进榜富豪；上榜富豪的资产总额也达到创

纪录的 4.5 万亿美元。 （本报综合报道）

李彦宏：摘内地首富桂冠

日前，苏宁电器集团董事长张近东对媒体

表示，苏宁电器的下一站将主攻电子商务市场。

据悉，在两会期间，张近东表示希望与腾

讯合作。苏宁是家电连锁，腾讯则根植互联

网，而在两者间挑起沟通欲望的，则是苏宁

2011 年的电子商务经营目标——苏宁易购要

实现 80 亿元销售额。

相比于苏宁集团超千亿元的年营业额，

2010 年 2 月 1 日苏宁易购正式上线，7 月正式运

行，2010年，苏宁易购共实现销售额逾 20亿元，

业绩大幅超出上线之初提出的12亿元目标。

张近东：
下一战主攻电子商务

据美国《侨报》报道，在华裔居民集聚的纽约

法拉盛中心地区，不仅中餐馆林立，华人经营的

大型超市也是到处可见。不知从何时起，美国传

统超市越来越少。

经粗略统计，仅在法拉盛商业中心地区，华

人经营的大型超市就超过 10 家，包括金山、香

港、昌发、中美、大中华、中国城和金城发超市等，

这些超市提供华人喜爱的海鲜肉类、副食品和果

蔬，让远离家乡的新老移民尽享“民以食为天”的

特殊待遇。不少法拉盛华裔居民向别人夸耀说，

在法拉盛及周边的中国超市里，“只有你想不到

的，没有你买不到的”。

社区观察人士表示，华裔超市的业者善于经

营、肯吃苦，通常还在纽约周边地带开设农场，自

己养殖水产、种植蔬菜，常年以货品新鲜、物美价

廉来吸引顾客。美国传统超市的经营成本高，在

与中国超市的长期竞争中不是华裔业者的对手，

最终只有撤出法拉盛。然而，西方消费者仍然是

一个不可忽略的群体，华裔超市业者同样应该将

他们视为“上帝”，这是繁荣法拉盛经济、提升社

区生活品质的有效保证。

近期开业的中国城超市华裔业者邓龙表示，

“中国城超市”在开张之前就备受周围居民争议和

关注，为此，他们在货品调配方面花费了不少心

力，不仅为欧美顾客专门设置了西方食品专柜，还

特别标明美国传统食品、墨西哥食品，以及东南亚

食品和调料等，希望为他们提供贴心的服务和齐

全的货品。邓龙表示，事实上，任何超市业者都不

会排斥其他族裔的消费群体，华裔经营的超市也

可以提供品质最好的东西方食品。

纽约市议员顾雅明表示，华人超市的兴旺是

法拉盛经济繁荣的推动力，超市能够兼顾多元族

裔的需求、提供多元化食物和货品，不仅可以扩

大市场和固定消费群，对族裔和谐也有着正面和

积极的影响。

编者按：世界上最著名的公益企业家是来自孟加拉国的诺贝尔奖得主

尤努斯，他开创和发展了“微额贷款”的服务，专门提供给因贫穷而无法获得

传统银行贷款的创业者，使当地穷人的生活和收入都得到了明显改善。

不同于普通慈善家的善款是来自募捐，或是个人财富，尤努斯式的公

益创业者的慈善事业经费来自于企业式的“资本主义”经营，这样，他们的

慈善事业可以实现高效率与可持续。

中国公益创业者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起步比较晚，所幸觉悟并不晚，

他们可以借助国外先进的创业模式，让公益企业在中国遍地开花。即使是

草根中国创业者，也向来不缺少爱心、智慧和自立精神。他们在各自所长

中，信手拈来的经营思路，渐渐壮大，生成汩汩财源，又润物无声地流向弱

势群体干涸的心田。

从本期开始，本报将陆续报道四位公益创业家，他们的故事不仅启发

了人们的创业理念，更能带给人无尽的精神助力，同时体验到以慈善为目

标的经商给人生带来的美好“第二春”！

“公益创业家”系列人物之一——深圳残友集团创始人郑卫宁

“在知识经济年代，我们残疾人也能成为英雄”

郑卫宁郑卫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