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您知道我省安徽现在

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皖江城市

带承接转移示范区建设，这也是

安徽第一个国字号发展规划。

但您在很多年前，其实就已经在

做产业转移的事了。当时您是

怎么考虑的？

施卫东：当初我来凤阳，主

要是基于凤阳的三个优势：首先

是资源优势，凤阳当时只是卖原

材料，没有产业。第二个优势就

是当初安徽籍员工都是在外地

务工，与其背井离乡，不如就地

就业。第三，当初选择在凤阳，

相对在中原，离港口也不是很

远，出口可以通过南京港，内陆

可以通过京埠线，交通区位优势

十分明显。

现在想来，那时候来到安

徽，看重安徽未来在中国经济发

展中的作用。从沿海开始，安徽

毗邻浙江和江苏，我们可以占领

一个制高点，更多地了解当地的

文化，打好基础。为下一步提供

一个基础平台。来了几年之后，

也证明了当年的预见和判断，皖

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政策的推动，也让我看到了很多

产业从沿海往中西部发展，同时

又给德力在安徽原来的基础上

增加了政策支持。

记者：您知道近期以来，国

内外的经济形势都不容乐观，不

少企业出现了下滑的状态。您

认为这个时候企业应该怎么办？

施卫东：过去的一年应该是

最近十几年来最差的一年，我初

步分析，今年的经济走向一定也

好不到哪里去。

在经济下滑期，不代表企业

无所作为，反而恰恰是一个合适

的时机。经济差的阶段，中国企

业也应该到了一个调整时间了，

没有哪一个经济体，它永远是长

盛不衰的，正好可以利用这个经

济萧条期，把一些不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不能够进行产业升级

的，没有品牌规模，高能耗、高消

耗、资源型、浪费型的企业，应该

停掉一批，然后让那些有规模的

企业，让那些能够投入大量研发

的企业以及有创新能力的企业，

得到快速发展。如果说十二五

大家是共同发展，这个也不符合

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环境代

价、资源代价，应该让规模化企

业做大，让它肩负社会责任。所

以2012年，中国的经济调整大致

要向这个方向来看，关停一些企

业是很正常。

在经济这么差的前提下，我

们应该怎么做，不要大呼“狼来

了”，好像遭遇灭顶之灾，而应这

样看待，明年就是个大考，企业

自己要练练内功，如果考试通过

了，未来 5~10 年将会有个大发

展，如果通过不了，要很好地反

省和自我检讨。这种检讨就是

一种创新能力和产业升级。企

业只要把产业升级这篇文章做

好了，这个企业未来5~10年一定

长久不衰。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是

个好地方。

花鼓灯里的唱腔，道出的

是若干年前的凤阳。有人说，

凤阳这里有着一种天然的创

新精神，若干年前，那鲜艳的

红 手 印 开 创 了 历 史 的 新 纪

元。但更多的人可能不知道，

凤阳还是闻名全国的“石英之

乡”，而石英正是玻璃产品的

生产原料。

循着合蚌公路一路前行，

凤阳就出现在眼前，从县城往

北，门台工业园中，大大小小

的玻璃制品厂家琳琅满目。

在这么多家玻璃制品生产企

业中，德力股份最引人注目，

施卫东就是这家企业的“掌舵

者”。

星级记者 宛月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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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王子”施卫东：

对手就是我的偶像
走进德力股份的会议室，东

西两侧墙上悬挂的匾额吸引了记

者的兴趣。东侧上书“同心同

德，以德为先，以社会道德为企

业立身的道德和底线”，西侧的

那一块则写着：“齐心协力，整合

凝聚一切力量来推动企业及行业

的发展。”

而与德力股份董事长施卫东

的话题便从这两块匾额说起。他

告诉记者，之所以取名“德力”，这

两块匾额能代表这两字的精髓。

实际上，在施卫东还没有下海之

前，就已经注册了这个名字。当

初的想法是想做一家公司，首先

是品德在先，做生意一定要赚该

赚的钱，不该赚的钱千万不去

赚。同时，企业责任、经营理念都

围绕“德”展开，有了德，才可能用

这种力量汇聚更多的力量。

德力也正是以这样的品德焕

发出强劲的生命力和发展力。

2002年，身为江苏南通人的施卫

东 开 启 了 德 力 与 凤 阳 的“ 姻

缘”。目前，德力的注册资本

8510万元，占地451亩，在岗员工

2000余人，其中具有专业技术的

人员500余人，是国内品种系列

齐全的玻璃制造企业，是日用玻

璃器皿行业的领头兵。去年4月

12日公司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

牌成功上市。

做企业有“德”才有“力”

清瘦，敏捷，思路开阔，语速较

快，有着中青年企业家难得的沉

稳。如果人们仔细打量这位“玻璃

王子”时，就会发现他的这些特

质。从当初一个淘金凤阳石英砂

的小玻璃厂，到如今国内同行业首

屈一指的上市企业，在旁人看来，

施卫东的创业经历颇具传奇色彩，

但从他口里讲述起来，却显得轻描

淡写，甚至还带着几分调侃。

学校毕业后，父亲把他放在

一个做玻璃的乡镇企业做一个最

底层的工人。“在刚开始的那3年

当中，我很埋怨父亲，也很有自

卑感。困惑、迷惘，经常萦绕在

心头，然后自己就经常旷工、懈

怠。后来，我又请了半年假，自

己到外面去混了6个月，碰了一

鼻子灰回来，什么事也没有做

成，回来以后，就非常安逸地面

对自己的现状，做工人也很敬

业。”现在的施卫东回忆起当年

的情景，仍不免有些激动，也正

是因为这样的“启蒙”经历，让他

跨进了玻璃行业的门槛，并从此

与玻璃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那10年里，施卫东几乎做

过了从生产车间到市场销售的所

有部门工作，“这是我人生中最

宝贵的一段经历和财富之源。正

是有了这些经历，我才知道一条

玻璃生产线成本究竟有多少，利

润空间有多大。而后来就渐渐开

始自己创业了。”

从南通到凤阳，这不是简单

的投资或扩张，这是一个从上到

下的战略大转移。现在想来，德

力无疑要面对迁移带来的难以想

象的诸多问题。

“做企业，关键是要非常勤

奋、用心，一个人只要有认真、刻

苦、顽强的毅力，没有不成功

的。总结创业就只几个词，碰到

一件事，就畏畏缩缩，算了，不干

了，肯定就不会成功。”施卫东坦

言，自己一路走来，别人在打牌

的时候，他在车间，别人在睡觉

时他还在车间，别人在过着高品

质生活的时候，他还是在车间。

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一直延

续着自己做工人时的工作状态。

在施卫东看来，起步阶段，做企

业成功一定是靠意志、勤奋、理

念，以及领导者的个人魅力。引

导一批人坚持不懈地做下去，产

业就是这样做起来。

除了勤奋之外，施卫东坦言

自己的秘诀还有“专注”。当被问

起是否有自己比较敬佩的企业家

时，他的回答有些特别：“我还真

没有自己的企业家偶像，但我一

直把我们这个行业的世界第一当

成是自己的榜样，同时也是竞争

对手，那就是法国的一家公司，是

全球玻璃行业的第一位。我经常

以他们为自己的学习对象，并总

想着如何超越他们。”从启蒙阶

段，被“狠心”的父亲拉进了这行，

施卫东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玻璃行

业，他也始终认为一个人一生只

做一件事，把一个产业做到极致，

这个人就很了不起，这个企业就

很优秀。所以，他不支持产业多

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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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创业“传奇”

勤奋是通往成功的“密钥”

宋鸿兵 《货币战争》作者

在美国负债是一种生活习惯，住房、刷卡、买车、上学都贷款，甚至买家用电器也借钱。几年

前刚回北京想买车，咨询一位朋友怎么办汽车贷款，朋友吃惊地看着我好几分钟，下巴差点儿掉

下来，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真成了火星人。在当代的金融制度下，负债者就是奴隶，储蓄者则是羔

羊，相比之下奴隶的待遇似乎好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