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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财经言论

创富荐书

《留住好员工：揭
开员工流失的 7
大隐密》

作者：布拉纳姆

“我肯定不敢去(国企)，无论是
色诱还是钱诱我都经不住。”

——— 在近日召开的一个企业家
论坛上，宁高宁在演讲时称“没有人
想去国企，帮助国企”，随后演讲的
郭广昌回应称，自己不敢去国企，因
为禁不住诱惑。

“假设2008年我把汇源整个事
业的三分之一用25亿美元卖给美国
公司，再加上我原来的三分之二，那
之后一系列汇源品牌出来的话，现
在早就是千亿级公司了。”

——— 谈及6年前错失了可口可
乐的收购，朱新礼表示，两个企业合
作的话，它的整个资源大家分享，能
够给消费者、给社会创造更大的效
益，但是如果不合作，可能大家都在
干，互相阻挠，反而使社会资源利用
得不充分。

“互联网思维的本质是满足用
户各种各样的需求，最根本的还是
我们要有好的产品、好的服务。做对
产品实际上就是互联网思维。”

——— 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
北京车展期间表示，按照汽车行业
的惯例，尊重行业规律，抓住人，抓
住人的生活方式，从市场到市场，研
究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产品，开发产
品然后再回归市场。

本报记者 张頔 整理

据调查，将近90%的经理
认为，他们的员工是被更好
的报酬吸引而离开公司的；
同时，有近90%的员工说，他
们是因为那些非金钱因素不
得不离职。那么到底谁的说
法有道理？

世界上最权威的第三方
离职谈话和员工工作态度调
查研究机构——— 萨拉托葛研
究所为作者提供了该所从
1999年至2003年间对19700名
离职员工和在职员工的调查
数据库。基于对金融、技术、制
造、物流、IT、服务等行业的调
查数据基础，作者揭示了员工
离职的7大原因，并且提供了
54个求才用才方法。

郭台铭：我的员工都

喜欢加班

“80%到90%的员工都喜欢加
班，多赚点钱将来可以回乡买
房子。”

——— 近日，郭台铭在股
东大会上这样解释富士康
的“加班文化”。富士康逐步

机械智能化后，用工数是否
会减少又成了大家关心的问

题，对此郭台铭表示，现在富士康更
注重质的提升而不是量的扩充，所
以要对员工进行教育。

“我们一线员工去年最低工资
达到五万五以上，今年有望在六万
到六万五，你认为这是血汗工厂(能
做到的)吗？”

——— 针对外界指责格力是血汗
工厂的说法，董明珠回应称，如果一
个人没有癌症，他说你有癌症，你就
得癌症了吗？

“我喜欢招民营企业里的‘正人
君子’，跨国企业里的‘叛逆者’。因为
一般来说，民营企业比较野，跨国企
业里规矩又特别多。政府及国有企业
的人一般会缺乏‘危机感’，在他们眼
里似乎没有企业会关门一说。”

——— 马云认为，企业不应该去
费力“挖人”，而应该费力费心培养
自己的年轻人。最好的人才一定是
自己发现、培养和训练出来的。

10年码头建设，一年利润6500万

民民企企参参建建日日照照港港
5500亿亿换换来来优优先先权权

岚桥集团是日照一家由石化产业起家的民营企业，旗下岚桥港务有限公司近10年来已经在港口建设中累
计投入50亿元，其中投资建设的30万吨级矿石泊位1个，是国内最大吨级的专业矿石码头。

本报记者 李虎

本报记者 宋磊

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降低市
场准入门槛，引进社会资本参与建设，
近年来已经作为明确的政策导向被反
复强调。但是对于许多民营企业来说，
如果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没有强大的
背景支持，恐怕也很难在基建领域“分
得一杯羹”。

像本期封面文章提到的广州胜洲
投资有限公司，其背后的股东就有着强
大的背景和资源，其公司股东由多家具
有实力的国内民企、军工装备企业以及
个人投资者共同出资组成。胜洲的主要
股东之一徐增平，是香港创律集团董事
局主席和全国政协委员，他就是曾经斥
资2000万美元，将乌克兰退役航母“瓦
良格号”买回国的商人。

王强说，母公司的强大经济实力和
背景，是他们能够在山东成功中标文莱
高速和岚山至罗庄高速这两条高速公

路的强力支撑。“这两条高速公路都是
主线的断头路，连接了多个地市以及港
口，我们对建成后的收益很有信心。”

那么，对于我省推出的十几条高速
公路收费权益转让项目，民企又是如何
看待的呢？

据了解，2013年，我省推出青兰高
速青岛至莱芜段、荣乌高速烟台至新河
段等十余条高速公路的收费权益转让
项目，面向社会公开招标，但至今无一
家公司接手。

以青兰高速青岛至莱芜段为例，这
是继原有的济青高速公路之后，山东内
地沟通胶东沿海经济开发区的又一条
重要大通道，被称为“济青高速南线”。
据了解，青兰高速青岛至莱芜段总投资
额约106 . 6亿元人民币，项目于2007年
12月17日批准收费。2010年、2011年、
2012年平均日交通量分别为9236辆、
10440辆、13201辆。

但是由于济青高速南线途经的地

区大部分属于欠发达地区，南线偏离了
淄博和潍坊这两个济青之间重要的城
市，与胶东半岛烟台、威海等城市的联
系也不如济青北线便捷，车流量较少，
分流的仅仅是往来青岛、济南两头的车
辆，而对于到潍坊、淄博以及胶东半岛
地区的车辆基本上起不到分流作用，走
南线就绕远了。

一家民营企业的资本负责人告诉
记者，像济青南线这条高速，车流量这
么少，如果投标获得收费权益，收回投
资遥遥无期。

王强建议，要把民间资本激发出
来，国家让出一部分有诱惑力有经济收
益的，而不是“烫手山芋”。“对于收益艰
难的项目可以推出来，但一定要让人看
到光明。哪怕利薄点，也得让人有利可
图。”王强认为，政府应该想办法对那些
回报率不高的项目进行相应补贴，以发
挥其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维持其正常
运转。

“像煤炭、大豆、粮油这类大宗货品
受价格波动影响很大，市场行情瞬息万
变，船舶在海上的时间耽误不起。”谈及
投资港口的初衷，岚桥集团副总裁、日
照岚桥港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田林说，由
于岸线泊位不够，锚地船舶滞港后会给
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自己投资建港，就能够获得港口
的优先使用权，船舶及时靠港装卸能最
大限度降低滞港造成的损失。”田林介
绍说，以一艘5万吨散货船为例，航运船
舶每天租金近1万美元，不能及时靠港
的话，每72小时带来的滞期费损失就在
7千至1万美元左右。

2004年1月1日，《港口法》施行，为
港口投资经营主体多元化提供了法律
支持，拉开了民间资本进入港口的序
幕。也就在这个时候，岚桥港务有限公
司有了自己投资建设港口的想法。

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岚桥集团除了
希望满足自身石化原料和成品进出的
便捷之外，更加看重的是港口建设投资
带来的长期稳定性的收益。

仅2013年一年，岚桥集团完成港口
投资13 . 1亿元。“日照市广阔的经济腹

地，市场对港口泊位、仓储、堆场、运输
的需求很大，公司通过延伸产业链增加
了收益。”田林说，虽然港口业务营收与
投入比例相对较低，但对民营企业来说
依然具有相当大吸引力。

公开报道显示，2013年，岚桥港吞
吐量816万吨，营业收入2 . 08亿元，利
润6500万元。2014年预计完成投资14
亿元，完成吞吐量达2000万吨。

业内人士分析，岚桥集团在港口建
设上投入巨资，单从港口业务营业收入
来说投入产出比不高。但对于其主营的
石化行业来说，通过港口投资建成的油
品码头和管道，让其原料和油品运输成
本大大降低，这样一来油品价格竞争优
势更加明显。

另外，全球航运市场目前还在下行
期，港口营收暂时不会给岚桥集团带来
太大甜头。一旦航运业回暖，岚桥集团
搭建的集港口装卸、仓储物流、船舶代
理于一体的港口物流产业链将收到更
大回报。

“目前30万吨级矿石码头主体基本
建设完成，预计今年年底完工。”田林告诉
记者，2013年通过油品码头和1 .8公里的

管道，岚桥集团的油品输送量达到200万
吨左右，矿石码头建成后，公司物流成本
优势更明显，经济效益将大大提高。

从岚桥集团有意投资建港到现在
已经整整10年过去了，2013年的福布
斯中国富豪榜上，岚桥集团董事长叶成
以70 . 8亿元的身家位列第127位。叶成
还被山东省政府评为“山东省优秀民营
企业家”，并兼任日照市政协常委、日照
市商业银行董事、日照市慈善总会荣誉
会长等多个要职。但即便是这样一家重
量级民营企业，办起事来还是很难。

“最大的门槛还是在审批上。”田林
很是感慨。为了完成30万吨级矿石码头
的审批，光是大大小小各类审批会就开
了20多次，从项目立项到最后完成审批
历时3年多的时间，直到2011年12月31
日，岚桥集团才拿到发改委正式的批
复。

田林说，港口建设周期本来就很
长，建成后不一定马上能有产出。岚桥
集团不缺钱，当时就是希望手续能尽快
办下了，将资金尽快用于建设，缩短整
个投资周期。而且项目时间拖得时间太
长容易滋生变数。

激发民间资本，要让它们有利可图

十余条高速路转让收费权无人接手

本报记者 李虎

“资金上原本就没什么优势可言，民营油企对于投资周期长、见效慢的大型基建项目并没有多少兴趣。”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地炼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山东地炼企业的优势在于拥有大量优质的炼化产能和石油
化工衍生品的生产能力，与两桶油合作，无非是想要获得生存发展所必需的油源。

业内人士表示，相对于两桶油而言，民营地方炼厂就是弱势，要想在与两桶油的合资中占有控股地位几
乎不可能。政府开放能源、基建领域还是希望民资投钱进去，但企业投资后股东权益和投资回报如何保证，
让经营和发展都要看垄断大佬脸色的民营企业心里没底。

民营油企若进口原油，必须有两桶油出具的安排生产证明，海关才放行；进口原油后必须返销给两大集
团，销售由其统一安排。“这些禁令死死卡住山东地方炼厂，谈什么市场资源优化配置！”上述负责人表示，相
对于在国企控股下参与投资，他们最迫切的希望是打破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巨头对原油进口配额的垄断。

去年，国家能源局为引导更多地炼企业加入，计划放开对地方炼化企业加工进口原油的限制，给予1000

万吨/年原油非国有贸易进口资质，其中大头给予地炼大省山东。据业内人士透露，该方案出台后就立即遭
到中石化、中石油两大石油集团强烈反对。原以为原油进口配额2013年国庆期间就能下发，没想到因为内部
协调问题，最终还是在国家发改委那里卡壳了。

相关人士透露，原油进口配额问题，目前依然停留在国家发改委内部相关部门不停讨论之中。在各方的
利益博弈中，留给山东地方炼厂的是无尽的等待。

对于资金本就没有优势可言的民营地炼企业来说，即使是放开垄断行业的基建项目，大多数企业也是
有心无力。地炼企业能够以合理的价格，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获得发展必需的油源，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业内
人士表示，想要打破垄断，更重要的是给予民营油气和两桶油同样的市场地位，通过公平竞争让市场来配置
资源。“基建领域的开放或是能源垄断领域开发的一个信号，但还远远不够，民营油企需要真正的松绑。”

来自地炼企业的呼声———

打破油源垄断，这才是真正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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