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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财经言论

创富荐书

《平台战略：正在
席卷全球的商业
模式革命》

作者：
陈威如、余卓轩

“我们跟一个新兴企业有所不
同的是，创维有将近4万的员工，大
部队前进，拐弯不能拐急弯，要拐大
弯，不像一个新兴的互联网企业，一
来就是新玩法。”

——— 创维总裁杨东文认为新兴
企业靠的是不断融资，允许它前十
年或者前五年亏损，现金流是靠不
断资本投入来维持的，把巨大的产
业风险转嫁到了资本方，而传统企
业进军新领域时要更为慎重。

“传统经济学中的大量理论宣
称，股东拥有长远视野，他们不会追
求短期利益，并且会在未来做出十
分合理、有据可循的投资。但是事实
上，股东是‘贪婪的’，他们希望尽早
榨干公司的每一滴利润。”

——— 5月2日，华为总裁任正非
在伦敦接受国外媒体采访时表示，
他不会让华为上市。相比之下，华为
特有的员工持股结构，是华为可以
在电信设备业追上若干竞争对手的
理由之一。

“现金是氧气，99%的时间你不
会注意它，直到它没有了。”

——— 在 5月 4日举办的伯克希
尔-哈撒韦公司股东大会上，巴菲
特表示，公司将永远在手头留出200

亿美元现金，不能指望别人和银行。
比如在金融危机期间，伯克希尔就
利用所持有的几百亿美元现金大肆
买进优先股，在低位进行了一些很
划算的投资。

本报记者 张頔 整理

做平台之所以会成为大多
成长性企业梦想，一方面平台
处于产业链的高端，不但收益
丰厚、主动权大，在竞争中也会
处于较为有利的位置，往往可
以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另一方
面也是因为平台的商业模式比
较好，这是一种可以让所有合
作者共赢、经营越久价值越大
的商业模式。

平台企业该如何面对挑
战？新进入的对手，或固有的老
对手应如何实现企业市场内的
你我攻防？或者领先者如何巩
固“赢家通吃”的状况？本书提
供了一些思考方法。

楼市最大的调控

就是反腐

“对房地产行业来讲，最
大的调控就是反腐。你会发
现，反腐以后，高档房子的
需求立刻就减少了，如果能
坚持下去那就太好了。”

——— 王石认为，腐败行
为在房地产行业尤其明显，权

钱交易多数都会跟房子有关，有的
官员甚至拥有几十套、上百套房子。
反腐把这些非刚性需求的腐败购买
力抑制住，特别是对于高端房子的
需求，由于腐败造成的虚高的房价
也被抑制住了，这对房地产行业是
好事。

“在这个投资主导的发展模式
中，楼市是最后一个开始往下滑落
的。”

——— 5月5日召开的2014年全球
移动金融大会上，中国经济体制改
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分析，在目
前的投资链条中，上游部分是钢铁、
水泥、设备制造等供应商，这块现在
深受产能过剩的痛苦；中游部分是
各种各样的融资平台，这块面临的
问题最大；楼市是整个投资链下游，
回收资金取得现金流，如今也开始
明显地下行了。

主动上京“恳谈” 积极靠拢中关村

多多圈圈环环绕绕下下的的““德德州州计计划划””
穿城而过的京沪高铁，使德州步入“高铁时代”，成为北京1小时都市圈重要的节点城市。德州市政府相关人

士介绍说，京沪高铁开通后，德州实现了1小时进京、半小时入津，今后承接京津地区的产业转移、医疗养老项
目，德州有天然的交通优势。近几年，德州政府已频频和京津接触，在科研合作、企业招商、人才引进方面，都有
不少动作。

本报记者 孟敏

理想对接：

“零污染”企业落地

京津冀协同发展，路径日益清晰：
污染项目集中迁往冀中南地区，重点项
目迁往沿海地区。其中，德州将在这块
大蛋糕中，争得哪一杯羹？“

污染项目，哪里都得慎重引入；重
点项目，哪里都想积极引入。”德州市政
府部门相关人士介绍说，德州正在努力
创造条件，引入重点项目。

“去年，德州市卫生局与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签署了医疗卫
生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实现了医疗
合作。”德州市发改委相关人士介绍，德
州新区的环境绿化越来越好，还是农副
产品供应基地，生活成本、经营成本均
非常实惠。这种后发优势非常适合发展
医疗养老业。

该人士表示，养老是一个朝阳行
业，有了医疗实力的保驾护航，能促进
养老产业更顺畅地发展。“养老行业属
于服务业，零污染，还能带动就业。”德
州市养老行业人士介绍说，目前，德州
民办养老机构多数微利或亏损经营，仅
德城区民营养老院平均空床率就达
50%。未来和京津合作医疗养老，德州
有很大的空间，但也有很多工作要做，
比如改善空气质量、丰富文化生活等。

总部经济也是德州重视的。目前，
德州总部型前期项目有3个，投资均超
1亿元，分别是百仕达电子商务总部基

地、中商产业智慧总部基地和恒川运城
徽商徽企综合基地。其中，中商产业智
慧总部基地以区域自身资源为依托，
以高科技研发、产品展示、企业孵化、
文化创意、信息技术等为支柱产业，
同时具备多功能复合型的智慧产业
总部基地。目前该项目与德州市政
府、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已正式签约，
计划2014年开工建设。

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关人士介
绍说，现在已与中纺、中节能、中建材、
中商等11家央企建立密切联系，中建材
三新产业园、中商智慧总部、中矿低碳
环保装备、中国地理标志企业基地等一
批投资过百亿元、利税过亿元的项目在
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落地生根。

市场反应：

科技创新企业少

事实上，多年前，德州早已不局限
于省内，将目光瞄向北京、天津和河北，
并作出了不少努力。

去年11月和12月，德州分别在北
京、天津举行了融入首都经济圈和渤海
经济圈合作恳谈会，签订各类战略合作
协议 30项、投资合同 82个，涉及总额
1330亿元；签订现代产业人才支撑计划
合作项目39个，引进高端人才68人。

目前，在与清华大学合作方面，德
州市有20多家企业开展科技研发项目
合作，聘请高端人才担任技术顾问，引
进高层次人才(硕士以上研究生)10多

人；多次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研讨
班，培训党政干部、企业家300多人次。

2013年11月22日，山东德州融入
首都经济圈合作恳谈会暨北京德州商
会揭牌仪式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德
州市政府分别与中关村管委会、北京市
经信委合作办、中国节能集团公司等19
家单位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签订投资合
同64个，涉及投资总额1100亿元。签订
人才支撑计划合作项目24个，引进人才
45人，其中包括3名“两院”院士和1名
“千人计划”专家。

“高端人才是德州的‘短板’，近年
来，德州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德州
市经济开发区相关人士说，国家级德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着力打造承接京津冀
地区产业转移的优质平台，已拥有光热
利用、光伏发电、中国太阳城、中国压滤
机之都等“八大国家级品牌”，培育形成
了新能源与节能环保、新材料、装备制
造、食品加工等六大优势特色产业集
群。但目前来看，开发区内的科技创新
企业还是比较少。

如今，天津（红桥）—山东（庆云）红
云高新技术产业园成为全国首个异地
共建飞地经济示范区，已吸引15家央企
名企进驻。同时，德州还分类推进企业上
市，力争每县市区一家企业上市成功，全
年完成直接融资253亿元；实现企业私募
债、集合票据、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县
域全覆盖，确保2支债券进入程序操作或
完成发行；力争成为国家和省开办民营
企业中小金融机构试点城市。

刚刚过去的冬天，德州的6个监测
点时常显示“污染”，PM2 . 5一再爆表。
这让德州市民担心，首都经济协作圈转
移出来的生产加工企业，会不会让德州
的空气霾上加霾。

据了解，在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
“总部在北京，生产到河北”已经成为北
京企业外迁的共识。根据《北京市2013
年-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4年
北京计划调整退出300多家污染企业，
这300多家污染企业迁往何方？

“相比京津等经济发达地区，德
州属于经济开放后发地区，希望在承
接产业转移时多引进‘高大上’的企
业。”德州市民刘先生眼里的经济开
发区是很干净的，理应配上“干净高
端”的外来企业，而不是一些重污染

的企业，“就算富起来了，花钱也买不
来新鲜空气”。

刘先生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对市
民来说，能在冬天里顺畅地“深呼吸”，
能买得起房，看得起病，这比引来几个
京津冀大企业重要得多。

德州2014年将新建25个空气自动
监测站，反映13个县市区空气质量状
况和变化趋势。同时，将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列入今年工作重点，推进蓝天行
动计划，协调推动建设施工扬尘、道路
扬尘、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等
治理项目的落实，切实减少灰霾污染；
抓好重点企业脱硫脱硝设施提标改
造，推进区域集中供热替代工程；加强
机动车污染防治，推进机动车污染监
管能力建设，努力促进黄标车淘汰；完

善大气环境质量改善考核机制，促进
总量减排工作推进。

除了空气污染，市民还担心房价被
“忽悠”起来。5月，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
4月百城价格指数，山东省有九市作为
样本，有六市住宅均价环比上涨，其中
德州市住宅均价环比涨幅最高，达到
0 . 38%，4月住宅均价为5022元/平方
米。在住宅均价环比出现下降的三市
中，潍坊降幅最高，3 月环比下降了
1 . 56%，4月住宅均价为4613元/平方
米。

“德州的房价比潍坊都高，这和德
州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德州市
民彭云说。不少当地居民觉得，德州4月
房价上涨成了“全省最快”，应该和加入
首都经济协作圈的传言有关。

4月房价领涨全省

德德州州居居民民担担心心房房价价被被““忽忽悠悠””起起来来
本报记者 孟敏

延伸阅读

京津冀一体化对接路径

北京：

正在制定产业“负面清单”，总体思
路是除了一些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
文化创意产业以及其他必要的生产性、
生活性服务业之外，将要调整、转移大
批产业项目，对于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
的产业和企业将提出关停或转移的路
线图和时间表。

河北：

转移思路是“北京技术研发——— 河
北成果转化”模式。目前，河北各地都在
加强与北京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特别
是中关村的对接，希望北京的专利、知
识产权能够在河北转化为产能。

作为京津水源地的张(家口)承(德)

地区侧重于对接绿色产业、高新技术产

业；秦(皇岛)唐(山)沧(州)沿海地区特别
是曹妃甸和渤海新区，侧重于承接重化
工业、装备制造业；廊(坊)保(定)地区侧
重于承接新能源、装备制造以及电子信
息产业，冀中南地区侧重于承接战略性
新兴产业、高端产业制造环节和一般制
造业的整体转移。

沧州：在承接北京产业转移时明确
要求“干净高端”，目前已有北汽、中国
一重等51个央企落户。

进展：

2014年北京集中清退的行业为锻
铸造、家具、建材等，其中锻铸造企业
282家，规模以上家具企业有83家。由于
治霾压力，河北很多地方并不愿意接收
这些污染项目，经过双方协商，这些企

业将集中迁往冀中南地区。

企业：

研发留京 生产销售转移

北京凌云建材化工有限公司：是京
津冀一体化政策出台以来北京首家外
迁企业，采用“研发+基地”经营模式，将
总部和研发中心留在北京，生产基地搬
到邯郸武安市。

北汽：将北京总部建设成为技术创
新、销售服务和高端产品制造中心，将
旗下汽车制造厂整体移至沧州黄骅。

首钢：将石景山作为总部，将生产
功能全部迁往唐山曹妃甸。

本报记者 孟敏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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