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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观察

“我说得新奇？都是旧的东西，只是你

知 道 得 少 罢 了 ！”、“ 让 我 吃 饭（别 跟 着

我）”。在大连·中国经济论坛召开期间，许

小年对媒体只说了这两句话，一如他一贯

的风格，特立独行，孤傲冷漠，仿佛包裹着

一层厚厚的茧。

但是，茧的下面可能就是血。在自助

餐厅，许小年端着盘子转了两圈，才夹了两

片面包、几根蔬菜以及两块咖喱鱼。在一

个烤肉的窗口前，他终于停下脚步点菜，但

很不巧，厨师很忙，头都没抬便回了一句

“等会儿”。在旁人的“注目礼”中，许小年

没说什么，转身离去。

这就是许小年。他从商场转战到讲

台，又从经济研究到历史、人文研究；他曾

是中国机构投资者评选的最佳经济分析

师，却直言官方数字看不懂；他曾说，中国

不需要凯恩斯主义，需要邓小平理论；他还

说，“我活在死后”。

他的眼光只在讲稿上

姗姗来迟，一如他参会的风格。从早

上论坛一开始，许小年就“失踪了”，留下空

空的座位，以及一张写有他名字的牌子。

许小年的演讲时间定在 11 时 30 分，是演讲

的最后一个嘉宾，但直到 11 时 15 分，许小

年才赶到会场。30 分钟的演讲时间，许小

年只用了 20 分钟，而且，在整个演讲期间，

他的眼睛几乎没有离开过稿子。

即便如此，也没有影响到演讲效果。

几乎所有人都在饿着肚子聆听，没有人退

场，并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午餐时，有

人议论：“讲得真好。”

其实，他讲得远谈不上好。在 20 分钟

的时间里，许小年念课文般读了一篇关于

“中国的改革开放要继续下去”的讲稿，这

个稿子在两天前曾经在某专业财经媒体

上刊发，几乎一字不差。而且，其观点依

然是他近一两年来反复说过的“中国不需

要凯恩斯主义，需要邓小平理论”。这是

他一贯的主张：拥护市场化，而对宏观调

控意见相左。如果对他有更多一些了解，

你恐怕会得到这样的结论：市场化也许将

是他毕生捍卫的理念。上世纪 60 年代，许

小年曾经给母亲写过一封信，表达了对陕

北农村贫穷的不解。当时，他在信中说，

是陕北农民懒，不听毛主席的话，不搞梯

田。10 年后，他说他明白了：因为那时没

有走市场化。从此，无论是在“中金”还是

“中欧”，无论是在商界还是学界，他从没

改变过自己的观点。

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论坛，多少显得

有些不够尊重，但这就是许小年。有人不

在乎形式，只要他露面，甚至不管他说什

么，都愿意听。但也许有更多的人对他敬

而远之。从散场到吃饭，几乎没有人与他

交流，哪怕是礼节性的寒暄。

他活在内心的彼岸

今年 4 月，某财经媒体刊发了许小年

的一篇人物报道，标题就是：彼岸许小年。

但是，彼岸到底在哪里？也许只有他的内

心才能作答。

“彼岸说”其实来自许小年自己。在他

看来，能配得上这个尊贵词藻的人只有两

个。“一个是尼采，另外一个是孔子。孔子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他悲天悯人、忧国忧

民，生前很惨，‘惶惶如丧家之犬，逃难于陈

蔡之间’。突然之间，我就觉得我怎么能这

么理解孔子啊，在这个时候我就有一点感

觉到了‘彼岸’的意思了。”许小年曾经说。

尼采有一句名言：“我活在死后”，许小年也

经常这样说。如此来看，在他的字典里，彼

岸等于后世。

他的论调以及特立独行的方式让他拥

有追随者以及反对者，他的反对者们在网

络上斥责他“ 重理论，不考虑中国实际情

况”、“ 食 洋 不 化”。 对 此，许 小 年 不 屑 一

顾。他从不和反对派交流，他讽刺他们为

“歌功颂德派”，简称“歌德派”。但同时，在

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他被学生评为“最

受欢迎的教授”。在一次论坛上，当他做完

一篇论企业家精神的演讲后，台下企业家

集体起立长时间鼓掌。

对于他的长期争议，让许小年渐渐背

上了一层厚厚的茧。早年，他曾经说，“经

济领域对经济学家来说是幸运也是不幸，

幸运是有说话的自由，不幸是滥竽充数的

太多。”而最近，许小年又说，“其实我有很

多话没有说，不想说，是因为不想伤害别

人。”曾有一位经济学家因为一番言论而引

发轩然大波，许小年很有些兔死狐悲的感

觉——“不应该对人家这样的。”他甚至承

认，“我（的观点）有一些过分。”

他更多选择用笔而不是嘴

在经历了长期的是非争议之后，如今

的许小年似乎更多希望用笔来表达自己，

而不是嘴。而博客就是他最好的阵地。

他在各种各样的论坛上讲得越来越

少，但博客的篇幅却越来越长。除了关注

经济，他的博客内容也涉及到历史、人文。

比如，他写下“从秦到清，不是封建主义”、

“是重塑孔子雕塑还是孔子精神”。其文字

之细腻甚至不亚于当代作家。在这些博文

中，既有他的思想，也包含着对自己的顾影

自怜。他甚至承认，自己是孤独的。

而一旦用到嘴，似乎没有一次不给他

惹麻烦。2009 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许小年

让数百名中国记者感到尴尬。“ 你知道我

为什么不愿意接受你们的采访吗？是你

们问的问题根本就不对！”但转过身，他便

与《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谈笑自如，用英文

对答如流，这让所有的中国记者感到深深

的刺痛。

即便在演讲中，他的嘴似乎也没给他带

来什么好的效果。在本届大连·中国经济论

坛上，即便演讲是照本宣科，但许小年还是

不经意地说出“保障房是大跃进”这样的话。

不过，关于许小年永不再接受中国记

者 采 访 的 段 子 ，如 今 看 来 却 像 是 以 讹 传

讹。在大连·中国经济论坛开幕前，许小

年曾一度应允接受记者半个小时的采访，

但最终还是又反悔了。记者曾与他的秘

书 有 过 一 番 交 流 ，详 细 地 阐 述 过 采 访 想

法。临行前，秘书告诉记者，许小年七八

月份还将来一次大连，“我们提前联系，那

时可以做一个专访。”

这也许是一句托词，但是否也在说明，许

小年的内心并未外界想像的那般孤傲？或者

说，孤的成分更大一些。当茧越来越厚，他也

想出来透透气，他也不想总被人误读。

写过《吴敬琏传》的吴晓波曾说，“你不

能指望一位经济学家‘永远正确’，也不能

苛求他穷尽当代所有的困惑，然而，你却可

以期望他始终保持清醒、自由思考的姿态，

这是时代进步的一部分。”

也许，对许小年，也应该是这样的态度。

嘉宾扫描

人物特写

第三届大连·中国经济论坛闭幕之

前，我 让 执 行 主 席 宋 金 伦 为 论 坛 打 个

分。结果他说：“还是不及格。”

国人知道经济论坛是近几年的事

情，要归功于达沃斯论坛和博鳌论坛。

这两个论坛的火爆，引发了一种新的经

济模式——论坛经济。各地的论坛如同

雨后春笋，一夜之间破土而出。这其中，

也包括已经 3 岁的大连·中国经济论坛。

在资讯爆炸的当下，我一度不解，论坛

为何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如果想了解某

位学者或企业家的思想，微博、博客、专栏、

访谈、视频……铺天盖地，又何必像学生一

样坐在台下用心笔记。然而，通过论坛，我

似乎又找到了部分答案。

这并非学术界的经济探讨或企业界

的经验交流，这既是多元化与多向度的

思想展示，又是学院派与实战派的零距

离对接。有争论、有交锋，也有英雄所见

略同下的惺惺相惜。创新、走出去、寻找

向上的力量，这是思想的交集，而经济学

家偏重宏观大势的分析、企业家侧重于

战略的选择，这又是差异。

比如，学者中，卢中原关注于问卷调

查下的企业战略；樊纲重点分析今明两年

国内外经济形势；许小年阐述了宏观调控

未来的发展与走向，这些观点代表了转型

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意识与精

神。而作为商界精英，王健林阐述了民营

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思考；柳传志分享了金

融危机下的人才观以及祁玉民关于提高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牛鼻子”理论，无疑凝

聚着业界向心突击的勇气与智慧。

而正是论坛这一平台，让共识与差异

得到最大化的体现，让思想碰撞出火花。这

种氛围、气场所营造下的思想张力，又岂能

是某一种媒介以某一种表现形式所能取代？

所以，我们看到了台下那一张张热切而

专注的面庞。这很像是一种抱团取暖，又像

是在相互感染。就如同演唱会的现场版，你

的情绪会被现场的氛围和周围人的情绪所引

爆，甚至无法自已。这绝不会等同于端坐在

家里看电视、听CD，因为前者是用全身每一

个细胞在看、在聆听，而后者则是眼睛与耳朵

在忙活。虽然，他们只能看与听，但无疑，台

上的学界意见领袖以及商界精英们提供了一

个绝佳的“对话中国”的价值样本，终有一天，

他们也要、也必须要走上这个舞台。

但是，是否又需要那么多论坛呢？

曾经有人质疑，既然已经有了一个达沃

斯，已经有了一个博鳌，为什么还要有那

么多的论坛在各地生根发芽。为此，有人

说，“这就是中国式的跟风与效仿——别

人有的东西，我们也必须有。”

然而，跟风也好，效仿也罢，事实证明，

中国还真需要多一些这样的论坛。毕竟，

一个达沃斯只能让有限的中国企业家去

参与这场思想盛宴，只有更多的优秀论坛

的涌现，才能让更多的企业家吸收到思想

的营养。宋金伦并不否认花钱来参加论

坛的企业家们并非都是为了学习，“达沃

斯还有一个结交生意伙伴的功能，博鳌如

今一票难求，谁敢说参加论坛的企业家没

有学习以外的目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而

言，存在即合理，合理的需求就有市场。

至于宋金伦说的“不及格”，言外之意

也在于此。大连·中国经济论坛能像达沃

斯那样商机无限吗？至少目前不能；能像

博鳌那样让参会企业倍感有面子吗？显然

现在也不及。包括思想的营养，也相差甚

远。大连·中国经济论坛一整天只有3个平

行论坛，而3天的达沃斯有上百个。从“我

给你吃嘛你就吃嘛”到“你想吃嘛我给你上

嘛”，这是截然不同的本质区别。

所以，宋金伦说，以后的论坛时间上

要从一天变成两天。我希望这并不只是

规模的扩大，而是从“不及格”到“及格”

的真正转型。

当年并购 IBM 的 PC 事业部，让柳传志

名声大噪，而关于跨国并购表面风光背后的

巨大风险，外界一直所知甚少。此次，柳传志

首次披露其中内幕：“是经济危机救了我。”

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联想投入巨资实施

的跨国并购一直进行得一帆风顺。2008 年，

金融危机爆发并加速蔓延，受此冲击，联想

亏损超过 2 亿美元。联想的跨国并购，其核

心是获得海外高技术团队，一旦这个技术团

队出现大面积流失，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跨

国并购将一败涂地。

柳传志说：“我们并购的时候，国际员工

将近 1 万人，联想员工国内有 1.5 万人。这

些人有着不同的国家和文化背景，企业文化

不同，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不同，他们如何在

一起很好地工作，这才是磨合的最大问题。”

在大家的努力下，当年的人才一个没

走，联想的业绩重新蒸蒸日上。

“我首先觉得，这些国际骨干虽然认为

公司岌岌可危，可能要关门了，但他们不会

轻易跳槽，因为经济危机时期，往哪跳都有

损失；第二，他们主动跳槽肯定有损失，他们

需要一个等待的时间，我们就是要利用这段

时间。”柳传志直言他打了一个时间差——

而这只是第一步。

此外，杨元庆在新位置上的作用，被发挥

得淋漓尽致。“杨元庆制定了 4 年的激励计

划，如果业务做到什么情况，这个激励将会非

常诱人，有长期的，有短期的。这个计划制定

以后，其他国际的 PE 董事都认为要用期权支

付，我当时坚持现金支付，业绩出色的员工马

上可以获得直接而可观的收入。这取得了立

竿见影的效果。”柳传志回忆说。

华晨机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祁玉民此次参加大连·中国经济论坛，他给大家

带来的演讲发人深思，因为我们的民族汽车产

业，确实面临着诸多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说：“我接手的时候，华晨 157 家下属

公司只有一家赚钱，其余的全亏损，而现在华

晨已经逐步走出了低谷。在这个过程中，我

最深的体会是创新。”祁玉民认为，“十二五”

期间，华晨还得坚持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做

强。对此，祁玉民提出了“牛鼻子理论”：即品

牌、核心技术和低成本的发展资金。

改革开放 30 余年，中国汽车产业推行的

“以市场换技术”被验证失败。对此，祁玉民

表示这一状况在未来一段时间将有所改善。

华晨“十二五”期间将尽最大努力去提升技

术，因为国际大品牌云集，中国汽车产业必须

要去面对市场上“血淋淋的竞争”。他说：“其

实做一个汽车企业，跟养一个孩子没啥区

别。孩子在 23 岁之前，父母不能急躁，要锲

而不舍，一步步培养他走向成熟，走向成功。

而这也是我们培养品牌的必经之路。”

多元化发展战略、低成本国家化战略，

企业长线发展战略等等，这些词汇在企业

界可谓司空见惯，但从每年下发的上万份

企业调查问卷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

主任卢中原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发现更多

的是问题。

卢中原认为，在企业总体战略上，我国

企业更多采用多元化经营战略，而外资企业

更多倾向于专业化经营战略。但相关多元

化战略绩效好于不相关多元化战略，而专业

化经营战略绩效又好于相关多元化战略。

“我们的企业难道是傻子吗？既然相关多元

化和专业化绩效好，为什么我们企业倾向于

不好的战略呢？这不是悖理吗？”卢中原觉

得，这样的现象需要我们的企业家好好研

究，“我们面临的市场机会和发展空间是空

前的，很不规范，就像一个大门突然打开了，

一时间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结果很多人在

其中可能会迷失方向。”

企业调查问卷的结果显示，中国企业的

竞争战略是更多的企业倾向于低成本竞争，

总结起来是低成本、宽产品线、同质化，产品

的差异化竞争不够。卢中原说：“较多企业

采取这种竞争战略，在中国的低端、低附加

值行业确实是有效的。而且在中国现在劳

动密集型发展还有前景的时候，人口红利还

可以维持几年的时候还可以，但再过 5 年，

中国的人口将停止增长，未来的人口红利很

难再吃了，这种形势下，持这种竞争战略的

企业，能否维持的更长久将很难说。”

而悖论同样存在其中的那就是差异化、

技术含量较高的竞争战略绩效相对较好，可

偏偏更多人在遵循着绩效不那么好的竞争

战略，这让卢中原感慨不已。

而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同样存在很

大问题。中国企业更多的是依靠出口，事实

上国际化战略包含的环节和内容包括到境

外去并购、投资、承接外国的服务外包或者

发包自己的服务项目等等。卢中原认为，中

国企业“走出去”仍然受各种各样的制约，但

是企业自身国际化战略不够成熟却是不争

的事实。

论坛3年 还是“不及格”

柳传志：留住人才是化解危机的关键

卢中原：企业需要成熟的国际化战略

编者按 近日，主题为“新格局下的共同机遇”的 2011 大连·中国

经济论坛在大连举行。500 多名学界意见领袖及商界领军人物共同

把脉世界及中国经济走势，探讨新格局下的经济转型。作为东北地

区最高端、最具影响力的经济盛会，大连·中国经济论坛至今已走过

3 个年头。俗话说，3 岁看大，7 岁看老。本版特此聚焦年满 3 岁的大

连·中国经济论坛，分享她的群星璀璨，也关注她的成长之惑。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浦兆海 通讯员 罗 丹 周吉来

许小年许小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