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以前前是是员员工工,,现现在在是是动动态态合合伙伙人人””
张瑞敏详解海尔互联网转型:颠覆雇佣制,从出产品到出创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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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就会，一干就砸”

古香古色的周村古城人来
人往，导游带着一队游客来到了
周村烧饼博物馆。从周村烧饼源
于汉代的“胡饼”、制作烧饼的

“鏊子”，到企业获得的“中华老
字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等荣誉，各种介绍应有尽有。而
最能拉近与周村烧饼距离的，是
体验区，每位来参观的游客都可
以亲自制作烧饼并带走，记者也
体验了一把。

把 手 沾 湿 ，取 一 块 汤 圆 大
小 的 面 团 放 到 磨 盘 上 ，用 手 压
平。再将面团翻过来，延展成面
皮，揭起面皮单面沾上芝麻，最
后 将 没 有 芝 麻 的 一 面 贴 在 炉
顶，过 4 分钟就可以食用了。在
资 深 制 作 师 傅 薛 桂 云 的 指 导
下，记者做了3个。烧饼做好后，
咬一口，倒也可口，却比工人制
作 的 厚 很 多 ，吃 起 来 自 然 也 没
那么酥脆。

正如周村烧饼董事长张兆
海说的“一看就会，一干就砸”，
由于饼皮比较劲道，延展后会收
缩，且从磨盘上揭起时会起皱，
需要一点点抚平，整个过程大概
需要一两分钟。而有着十多年经
验的薛桂云仅需六七秒钟就可
以做好一个。市面上销售的周村
烧饼，就是这样一张张手工做出
来的。

周村烧饼只能手工做

自1956年建厂至今，经过了50
多年的发展，目前周村烧饼已有职
工500多人，在周村、济阳、蒙水等
地有4处工厂，年销售额近亿元且
在逐年增长。这样大规模的食品加
工厂却全部手工生产，原因到底是
什么？

1995年左右，周村烧饼的发展受
到政府重视，并帮助食品厂研发、引
进了一台自动化设备。贷款投资1000
万元，从和面到出产品，全部机械化。

但产品流入市场后，却遭遇了大量
的退货。原来，机器生产出来的烧饼
虽然外形好看，却失去了手工制作
的口感，吃起来更像饼干。

花重金引入的机器闲置了不
说，还导致食品厂资不抵债，就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兆海接手了公
司。临危受命的张兆海一心带领公
司上下做好手工烧饼，并将周村的
文化底蕴做到烧饼里，公司相继获
得中华老字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中国驰名商标等荣誉，还编纂
了《周村烧饼志》，建设了如今已是
周村一景的周村烧饼博物馆。

不做大，只做精做强做长

周村烧饼“主料为小麦粉，但
这并不是从市面上可以买得到的
普通面粉，而是根据周村烧饼配料
需求而定制的低筋面粉。芝麻全部
来自湖北的生产基地，熟得好、颗
粒饱满的才能使用。“国产芝麻比
进口芝麻香、营养结构合理，且是
非转基因产品，但是价格贵。”张兆
海说。

作为一家传统企业，从2012年
起，周村烧饼也开始做电商。由于

产品特性，在运送过程中特别容易
碎，为此该公司电商主管王兴峰也
是想尽了办法。“在包装上，能装袋
的就装袋，以起到缓冲作用。礼盒
装的都单独拿出来用气泡袋缠起
来再装盒，所有产品至少三层包
装，但还是不可避免地碎一部分。”

在张兆海看来，周村烧饼不仅
是一种产品，还承载着很多人的情
怀、乡情。作为一个传统食品企业，

“触电”是一种创新，特别是老字号
企业，传承的同时要兼顾创新。但
无论如何创新、发展，周村烧饼做
食品都会像做药一样负责任、用
心。“做企业，一辈子只吃一碗饭，
一辈子只干一件事。”张兆海说。

周村烧饼董事长张兆海：

做做食食品品要要像像做做药药品品一一样样负负责责

“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如果跟不上时代的节拍,很容易万劫不复。”1月5日,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到大众报业
集团作主题报告,讲述海尔企业平台化、员工创客化、用户个性化的“三化”改革。尽管没有任何经验可循,但张瑞敏觉得方向没有问题,如果“三化”
成功,海尔将在管理上走到世界前列。

本报记者 刘帅 韩笑 孟敏 朱洪蕾

●必须由大规模制造转向定制制造

●放弃决策权、用人权、分配权

“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有一
句话,互联网消除了距离,这就是它
的影响。”在张瑞敏看来,原来产品
销售是以企业为中心,信息不对称,
互联网让不对称消失了。在互联网
化的今天,制造模式必须由大规模
制造转向定制制造。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劳动力成
本低,以加工为主的‘中国制造’迅
速发展起来。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劳
动力成本上升,国外许多大企业的
生产线在收缩 ,定制模式慢慢来
临。”张瑞敏拿GE(通用电气公司)
举例,“GE一些洗衣机、热水器产品,
生产地从中国南方回迁到美国路
易斯维尔,成本没高出多少,由于按
需生产,利润还高出30%。”

“到了体验经济的时代,谁满足用

户的要求,客户就选择谁的产品,体验
不好随时要更换。”张瑞敏说,比如iSee
mini(一款智能微型投影电脑),几个员
工在网上看到,很多孕妇说怀孕后坐
沙发上看电视很别扭,能不能躺在床
上看天花板?这些人觉得市场需求量
挺大,于是就开始做产品。“世界上最
大的问题就是最大的商机。”

一个项目行不行,过去要审批
后方可立项,立项后由企业给钱,现
在不需要。要技术美国硅谷有,自己
去谈,交专利费还是入股?怎么都可
以；要关键零部件,美国得州能造；
要最后加工,武汉光谷就行；要资金
可以众筹,现在风投也进来了。“人
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互联
网时代更是这样,你一定要颠覆,否
则时代就会抛弃你。”张瑞敏说道。

一张薄脆饼，完全
手工制作，几十年来产
品销往全国20多个省、
市、自治区。作为一个有
着50多年生产历史的老
字号食品企业，周村烧
饼依然沿用手工制作。

“不管未来如何发展，周
村烧饼都只生产放心食
品，做食品像做药品一
样负责。做企业，一辈子
只干这一件事。”山东周
村烧饼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兆海说。

本报记者 王颖颖

周村烧饼董事长张兆海

张瑞敏介绍,互联网时代海尔转
型提出“三化”:企业平台化、员工创客
化、用户个性化。颠覆成网络化后,海
尔没有中层管理了,只有三类人。

“一类人叫做平台主,平台主不
是领导,是看平台上有多少创业公
司,创业公司成功与否,能冒出多少
新的跨界创业公司。一类人是小微
主,也就是小型创业公司,看能不能
够自主找寻机会创业；最后就是创
客,所有的员工都应该是创客。”

“企业不再开工资,让员工自己
创造价值,企业就从原来制造产品
的加速器 ,变成孵化创客的加速
器。”张瑞敏介绍,员工创客化颠覆
了雇佣制。员工从被雇佣者、执行者
转化为创业者、动态合伙人。

海尔内部有八个字:竞单上岗,
按单聚散。这个“单”不是订单,而是

项目的目标。“一个项目的目标明确
之后,不管是谁,只要有这个能力,都
可以竞单上岗,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按单聚散,目标会不断提升,有的人
会散掉,有的人会再聚进来。聚散的
一个基本原则是:一定要面向全球
最好的资源。”张瑞敏介绍说。

据张瑞敏介绍,全世界做内部
创业平台 ,最大的企业就是海尔。

“我们有2000多个小微平台,现在已
有200家团队在工商局注册成独立
的公司。很多员工创业激情被点燃
起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就像康德说
的,人是目的,不是工具。”

张瑞敏还表示,“大企业探索创
业平台确实很难,我认为领导必须
放弃决策权、用人权、分配权。每个
小微都有决策,让团队自己决定用
什么人、利益怎么分配。”

●要在快成功时寻找下一个方向

“没有成功的企业 ,只有时
代的企业”,张瑞敏说这是海尔
探索转型的一个思想支柱 ,所
有企业都不能说自己已经成
功 ,只不过踏上了时代的节拍
而已。

张瑞敏借用英国人查尔
斯·汉迪的“第二曲线”理论来
阐述踏上时代节拍的重要性。

“成功就是当第一条曲线达到
顶峰之前 ,就开始第二曲线 ,让
财务、人力等好的资源都支持
第二曲线。”张瑞敏介绍 ,如果
开始走下坡路 ,再走“第二曲
线”非常困难。因为在做得很好

的时候 ,很多企业在想 ,“我是
行业老大,凭什么考虑改变?”

张瑞敏将海尔的发展分为
五个阶段 ,先是第一阶段名牌
战略到第二阶段多元化阶段 ,
然后是国家化战略和全球化战
略 ,现在海尔正处于第五个阶
段,网络化战略阶段。

张瑞敏说 ,自己体验最深
的就是国际化战略阶段。当时
去国外的中国企业 ,一般是“创
汇”,就是给人家做代工。但海
尔当时选择了“创牌”,在母国
之外的地方创立品牌 ,必须要
经过八年的赔付期 ,海尔赔了

九年甚至十年。
“道理很简单 ,到国外研发

网络和市场网络都要建立 ,投
入的钱数额巨大。比如在日本 ,
别说利润 ,很多年的营业额都
不高 ,但在银座打一个广告就
要耗费很多资金。2004年利润
率降到1 . 2%,之后经过十年,慢
慢上来了。”

“我们的方向没错。”张瑞
敏说 , 如果“三化”成功 , 海尔
将 在 管 理 上 走 到 世 界 前 列 。

“时代变化越来越快 ,如果跟
不上时代的节拍 ,很容易万劫
不复。”

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在大众报业集团作主题报告。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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