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化融合的主要目标是推动企业提升创

新能力，在产品、技术、商业模式、资源利用等

方面都建立起创新体系。近年来荣事达不仅

在创造品类多样的智能化电器，更在想法设

法将信息技术全面应用到生产、运营、管理、

服务等各个体系之中，提升生产和生活的效

率，降低企业和用户的成本。

在荣事达一款“零能耗节能房”设计中，

仅仅是利用阳光、空气等洁净能源，就能为用

户提供饮水、空调、地热、电能等多种生活所

需；在荣事达全新智控物联网电动车研发中，

通过物联网平台、通信网络平台、物联网车载

终端模块联动，实现车辆精准定位/轨迹显

示/远程锁车控制等功能。

下一步，荣事达希望全面引入物联网系

统，推动大数据技术在工业领域的集成创新

和应用，早日实现两化融合低碳环保大目标。

张华玮

引言：4月8日，合肥市经信委下发文件，正式确认合肥荣事达太阳能公司入选首批两化

融合管理体系试点企业；5月5日，合肥市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现场推进会在荣事

达双凤工业园会议室举行，荣事达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工作步入发展新台阶。

深化两化融合 助推企业发展
——荣事达坚定不移的两化融合之路

两化融合，即信息化和工业化的高层次深

度结合，是指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

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两化融合的核心

就是信息化支撑，追求可持续发展模式。可以

说，两化融合，是工业企业追求的“最高境界”。

今年4月，荣事达顺利入选两化融合体系

首批试点单位名单，荣事达多年来为提高企业

的竞争力和经济社会效益，积极筹备人力物

力，投入企业信息化项目建设：生产经营过程

全部以信息程序文件系统控制；建立CIO首席

信息官制度等等思路和举措，都得到了省市相

关部门的充分肯定。

利用信息网络技术推动制造业革命

从荣事达品牌诞生，到年度冰洗销量四

连冠，再到荣事达厨卫、太阳能、车业、小家电、

水工业、电子电器等公司相继成立，荣事达已

从传统冰洗产业成功转型到多元化领域……

荣事达的成长历史，就是一本两化融合的教科

书和制造业的革命史。

荣事达充分认识到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

应用正给传统制造业带来颠覆性影响，并及时

采取应对措施，通过智能生产技术和模式，将

产品、机器、资源、人有机相联，推动各环节以

数据方式共享，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和全制造

流程的数字化。在这里，信息网络技术与传统

制造业相互渗透、深度融合，正在深刻改变产

业组织方式，加速形成新的企业与用户关系。

以互联网思维创新工作思路和机制

曾入选MBA管理教程的荣事达“零缺

陷管理”，涵盖生产、服务、决策、执行、供应等

多个方面，以顾客为核心，不向市场或消费者

提供有缺陷的产品或服务；各环节及时纠偏，

持续改进……好的管理模式和思路，如何在

一个偌大的企业贯彻执行，并不断创新，并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在信息化时代，又并非遥

不可及。

在如今信息高度密集、技术频繁更新的

时代，管理和技术现代化无疑是一个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近年来，随着企业合肥、广东、

浙江、郑州、常州等生产基地的快速发展，对

于信息传递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高，必须更

加及时、准确和安全，于是荣事达开始了管理

系统的升级拓展，相继开发了采购系统、库存

管理系统、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资金管理系统

等，建立起成熟完善的公司ERP系统架构。

事实上，这样的升级，正是运用了互联网

的思维，使各地的资源无缝对接，同时打通上

下游企业供应链，有效运行预警机制，提高了

公司的决策精准度和绩效管理。

持续投入追求两化融合更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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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可侠昨日下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企业融资难是一个长久的问题，一直

没有解决。“食品加工领域企业，又是一

个品牌企业，出现资金危机的话，可能真

的要考虑怎么进行资金扶持了。”

王可侠分析说，资金问题或只是该

企业多种矛盾集中的一种表现，企业可

能存在其他多种问题，如经营模式是否

跟得上，产品有没有更新换代等。

“也许20多年前，它的竞争力很强，

但不代表如今还拥有较强竞争力。”王可

侠表示，市场环境在变，消费理念也在变

化，炒货市场的竞争日渐加剧，品种在增

多，外来的炒货零食等非常超前，而如果

此时以不变的心态去应对，那么市场的

竞争力必然会削弱。

此外，王可侠还认为，原先家族式的

企业，现在也需要转变经营模式了，“在

经营好的时候，不考虑模式的变化，不考

虑引进投资人，一旦出现问题，更没人愿

意参与进来。”王可侠因此建议，家族式

的小企业要想今后更好发展，需调整成

现代企业的资产结构。

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王可侠

资金问题或为多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对于小刘瓜子出现的资金断裂问

题，吴义海认为，家族式的小企业必须要

进行规范式的运作了。

“不论是决策、发展战略，还是经营

管理等都要规范化。”吴义海称，这种规

范化，就是运用现代企业运营模式运

营，将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

投资者逐步退至后台，职业经理人团队

要冲在前面。

“民营企业家积累了一定财富后，容

易放松自己。”吴义海分析，但职业经理

人团队往往在寻找市场、控制成本以及

测算投资效益等方面会更专业。“引入职

业经理人，或许可以降低企业出现危机

的可能性。”吴义海称。

同时，对于已经引进职业经理人的

家族企业，吴义海称，老板和“掌柜”之间

要各司其职，“一旦共事就得相互信任”。

省职业经理人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吴义海

家族企业亟待规范化运作

“小刘瓜子”再度引发中小企业发展困境话题

年广九：“小刘还年轻，有机会东山再起”
“小刘瓜子”陷入资金困境，让中小企

业、民营经济究竟该如何稳步前行的话
题，再次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很多老合
肥也表示，对小刘瓜子有感情，是一代人
的青春记忆。昨日下午，市场星报记者采
访了合肥市民及多位专家，听他们谈一谈
如何看待小刘瓜子困局，及中小企业、民
营企业的“生路”问题。

记者 赵汗青 丁林 鲁龙飞 马冰璐

老合肥人：
“‘小刘瓜子’，我们都知道”

合肥市民小黄小时候住在梨花巷附

近，经常吃小刘瓜子。逢年过节，平时走

亲戚，都会买几斤，“说起小刘瓜子，合肥

人都知道。”

他至今记得，那时，买瓜子的人经常

排队排得很长，“生意特别红火。”对他来

说，一家人坐在一起嗑瓜子、聊聊天是童

年美好的回忆之一。

60岁的谢阿姨是老合肥，提起小刘

瓜子，她由衷地感叹了一句：“香”。

年轻时，她在宿州路附近上班，“下班

后，同事们经常喜欢结伴去买小刘瓜子。”

排再久的队，她都不着急，最怕的是刚

排到自己，恰好卖完了，“当时对瓜子的喜

爱就像现在的年轻人排队买烤猪蹄一样。”

过年前，备点小刘瓜子当做年货也是

老合肥人的习惯，“在我们老合肥人眼里，小

刘瓜子就是老合肥的味道，既怀旧又温暖。”

今年已经77岁的年广九被刘天成

视为老师。昨天下午，记者专访了傻子

瓜子创始人年广九，他认为，刘天成的问

题在于管理和市场没有抓好。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刘天成

第一是信佛，第二是画画。合肥市场那

么大，在合肥都没做好，家里没做好，他

却到外地去做。”年广九说。

“市场是我们的财富，消费者是我们

的上帝，这两个不懂的话，他不会做好生

意。我们第一要有事业，第二要去闯，他

信佛、画画，对生意不大管，管理就疏漏

了。一个企业要把握好市场，什么好卖，

什么不好卖，都是老板的眼光，干这一行

这是根本，应该说，小刘的本没有做好。”

谈起刘天成的困境，年广九十分激动。

刘天成曾经去芜湖向“傻子”取经，

当时大名鼎鼎的年广九热情接待了他，

刘天成也一直把年广九当做行业老师。

除去管理问题，年广九也并不认同

刘天成的经营思路和理念。

傻子瓜子没有银行贷款，而且做连

锁经营，但小刘瓜子做的是进商超，年广

九认为，如果小刘瓜子当年做连锁，现在

应该有很好的规模。去做超市，还去做

其他东西，结果都没做好。

“我喜欢他，人比较实，他还年轻，有

机会再走回头路，我希望他东山再起。”

年广九说。

“老师”年广九：“当年做连锁经营，或许比现在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