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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怀敬畏心怀敬畏
方能生存方能生存

素 心

“把寒气传递下去”。
上月底，华为总裁任正非《整个公司

的经营方针要从追求规模转向追求利润和
现金流》的文章在互联网上流传，通篇讲
的都是“华为的冬天”，并称要把这股

“寒气”传递给公司的每位员工。
“我们要先想办法度过这 3 年艰难时

期”“首先要活下来，活下来就有未
来”……

除了对宏观环境的研判，华为也大方
公布了自己的越冬方案——放弃边缘，聚
焦核心，有质量地“活下去”；合理预算
和财务规划，重视“信心和信任”；夯实
人员责任，传递危机和“寒气”；储备战
略人才，加强学习培训，体恤前线“战
士”。

任正非的“寒气”一出，有人觉得是
在贩卖焦虑，有人认为这并不是悲观，而
是远见。

活下去，一直是任正非的基本价值主
张，这在其艰难的孩童时代就已经锚定下
来。

早在 21 年前，在 《华为的冬天》 一
文中，任正非就提出了度过冬天的基本战
略构思：“记住一句话‘物极必反’，这一
场网络、设备供应的冬天，也会像热得人
们不理解一样，冷得出奇。没有预见，没
有预防，就会冻死。那时，谁有棉衣，谁
就活下来了。”

任正非一直把“活下去”作为公司的
最低纲领：“公司所有员工是否考虑过，
如果有一天，公司销售额下滑、利润下滑
甚至会破产，我们怎么办？我们公司的太
平时间太长了，在和平时期升的官太多
了，这也许就是我们的灾难。泰坦尼克号
也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出海的。而且我相
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面对这样的未
来，我们怎样来处理？我们是不是思考
过？我们好多员工盲目自豪，盲目乐观，
如果想过的人太少，危机也许就快来临
了。居安思危，不是危言耸听。”

很多企业“过冬”的方式是抱团取
暖，华为选择将“寒气”传递给每个人，
其实是在鼓励竞争，鼓励上“战场”，鼓
励拉开差距，而非平均主义、大锅饭，让
人们都对未来心怀敬畏。

惶者生存，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和人的寿命比较起来，企业如果没能

力，可能连6天也活不下去。如果一个企业
的发展能够顺应符合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
其生命却可以达到一百多年甚至更长时间。

企业虽然不受自然规律的约束，但同
样受到社会逻辑的约束，经营管理必须

“法”，即遵循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必须
不断地求“是”，即规律。

一个企业活下去并非易事，企业要始
终健康地活下去更难。毕竟，企业每时每
刻都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对复杂的人
际关系，面对变幻莫测的外部环境。

对企业来讲，要长期研究的是如何活
下去，找到活下去的理由和活下去的价
值。活下去的基础是不断提高核心竞争
力，而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必然结果是企业
的发展壮大。

敬畏冬天，方能找到过冬之道。除了
心怀敬畏、脚踏实地，没有任何捷径可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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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数字化转型并不是简单上设备、

“+互联网”，而是一项系统工程、一
个持续变革的过程。

现实中，囿于资金、理念等问
题，多数企业仍“不愿转、不会转、
不敢转”。

随着建设数字中国被写进“十四
五”规划，中小企业数字化加速发展
迎来重要时间窗口。如何通过数字化
转型占领发展制高点，正成为企业迭
代、创新的下一个风口。

价值难现 企业面临数字“负能”

“数字化转型技术复杂，门槛
高，投入成本高，投入大，周期
长……”今年是小曹接手父亲工
厂的第 3年，小曹深谙传统制造
业的短板，正积极酝酿转型，但
企业目前的实力也只能“眼馋”，
不仅是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元的投
入——这几乎是企业一年的利
润，就连数字化转型的人才从哪
里来、怎么留得住，也都是让他
头疼的问题。

当生存成为企业第一要务，
疲于求生的企业遑论从数字化投
入中看到价值。

“从软硬件购买到系统运维，
从基础设备更新到组织人力的培
训，覆盖企业生产、运营、营
销、人力资源等各个方面，需要
持续不断的资金投入，且很多投
入是无形的，无法预知成效、回

报周期。”一位企业管理者坦言，
自己对于数字化转型，更多的是
焦虑与迷茫。

数字化的新装备、新武器是
企业的“千里眼”“顺风耳”，能
助力企业迈上发展新台阶。数字
化转型最大的困难不是技术也不
是方法，而是如何激活企业经营
者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

目前，中小企业数字化设施
装备与应用率、信息系统覆盖
率、数字设备联网率都远远低于
大型企业，中小企业核心业务数
字化转型的比例并不高。一方
面，中小企业由于自身规模、资
金投入、数字化人才、数字技术
等方面的制约，往往在网络、设
备、信息系统等资源配置方面投
入相对较少；另一方面，中小企
业自身“造血”机能偏弱，外部

“输血”机制不畅。数字化的基础
和转型条件不足、自身软硬件投
入欠缺、外部资金杠杆和专项扶
持较少，都增加了其数字化转型
的难度和顾虑，也弱化了其转型
的整体意愿。

在“不愿转”的队伍中，还
有一类家族企业，他们普遍规模
小、组织架构简单、流程规范不
成熟，创新突破发展的意愿不
强，更不会将数字化转型纳入到
企业发展战略或者规划中。

同时，数字化转型意味着要
对企业的商业模式、业务流程和
系统制度进行重塑，需要打破原
有的老旧系统、传统管理制度。
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修修补补的过
程中，往往出现无法兼容的问
题，而推倒重建，又容易对企业
造成伤筋动骨的损失。

线上选贷如逛“淘宝”

从“账房先生”到“军师大脑”

“我们正在做自动化办公、员
工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的初步
数字化探索。”采访中，很多中小
企业已经开始着手打基础，但出
于对网络安全的不信任，而未推
动企业数字化的应用实践或深度
应用。

这让相当一部分企业的数字
化转型依然停留在起跑线上。

以企业业务和财务融合为
例，多数中小企业自身的信息化
程度还不高，一般就是已经有了
名义上的 ERP和部分流程的OA。
所谓名义上的 ERP，主要使用模
块是财务部分、仓库管理部分，
有一些也包括销售开单。基本是
围绕财务工作展开的，手工替代
的范围比较有限，主数据管理、
业务闭环基本没有实现，更谈不
上全局的应用。

而仅仅是这一个环节，企业
能够做的功课也非常多：如利用
一些轻型办公软件，使公司拥有
一体化管理信息系统，推动财务
流程的优化，财务和业务数据口
径、数据维度一致化，尽早完成
数据治理，避免积重难返，同
时，实现和提高大数据下现代化
财务分析的能力，从业务部门角

度换位思考如何实现业务和产品
支持，更好地赋能和推动业务落
地，让财务从“账房先生”在真
正意义上升级为“军师”成为企
业的大脑。

打好数据基础，是当下企业
进行数字化转型的第一步。

产品要被数据化之后，才能
够接入到网络中，被产业链上其
他的使用部门识别。同样，设
计、工艺等，也需要数据化之
后，才能沉淀为企业可以复用的
知识。设备信息数据化之后，才

能实现智能化控制。所以，企业
的第一步是构建自己的各种各样
的知识库、数据库。

现阶段，中小企业的数字化
转型大都停留在试点探索阶段，要
么仅在某个职能部门、工作内容或
应用场景进行数字化转型，未涉及
企业全业务、跨职能的系统性改
革；要么将数字化等同于信息化、
网络化、自动化，未对企业核心业
务、重点部门、关键内容进行数字
化转型变革，导致不能最大限度释
放和解锁数字价值。

“向哪儿转”道阻且长

在位于泊头市的河北兴林车
身制造集团有限公司的技术中
心，经过 2 个月的数字化演示，
一款精度高、稳定性强的车身框
架模具产品，各项指标均达到生
产标准，开始下线批量生产。

模具作为逆向工程，每一款
产品的诞生都蕴含着科技人员无
数的心血。兴林为济南重汽开发
的车身框架模具包含了 3 个专
利，其中复合选冲机构专利的应
用，为客户企业节省了成本，缩
短了开发周期。

在兴林的生产车间，处处是
数字化转型的痕迹。早在多年
前，公司就积极推进数字化和工
业化的深度融合，用数字化助推
汽车模具产业提档升级。而今，

模具产品适用于 SUV越野轿车、
商务车、皮卡、轿车、微型面包
车、工程机械等全套车型，销往
全国 10多个省市，与一汽集团、
北京奔驰、广州本田等 20余家知
名汽车生产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
作关系。

兴林的数字化转型一直在路
上。

对于企业而言，首先要明确
的就是，数字化转型“向哪儿
转”。

战略方向不明晰，是阻碍企
业跨出转型第一步的重要因素。
企业对数字技术的能力没有清晰
认识，对市场边界模糊的，就很
难准确定义数字化转型的目标。

数字化转型本质上是以数据

作为生产要素、数字技术作为生产
力对企业业务、管理、组织模式进
行的深度变革与重构。对于企业而
言，不仅仅是技术革新，更是经营
理念、战略、组织、运营等全方位
的变革，必须从全局谋划。

数字技术开辟了新的价值创
造模式，重构中小企业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不仅可以提高中小企
业敏捷度和坚韧性，快速响应环
境变化、客户需求、内部变革等
突发事件，并做出有针对性、及
时性的调整，还能弥补中小企业
自身软硬件的短板，赋予中小企
业“多快好省”的特性，即更多
的种类和选择、更快的生产和交
付、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更省的
成本和价格。

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 激活企业认知激活企业认知激活企业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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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小企业发展所面临的痛
点、堵点、难点，我市对企业加大帮
扶力度，与实体经济共克时艰，充分
激发市场活力——

“我在‘金融超市’河间市
服务站像‘赶大集’一样对比
了各银行的信贷政策，选择了
建设银行的‘客群贷’，500万
元资金两周时间就办完了，‘金
融超市’帮了我大忙，解决了企
业的大问题，让我吃下了‘定心
丸’。”河间市百盛食品有限公司
是河间一家驴肉加工企业，负
责人赵中胜为应对即将到来的
中秋节销售旺季，打算扩大生
产，需要一笔周转资金，求助
无门时，通过乡政府了解到

“金融超市”，经过线下实体店
“一站式”办理，资金很快得到
解决，极大缓解了企业的短期
资金压力，保障了企业的正常
生产经营。

今年6月以来，我市采取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打造了服
务实体经济融资的“金融超
市”，以创新金融服务形式破解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问

题，精准服务中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让企业线上选贷如逛

“淘宝”，线下体验金融服务如赶
“大集”。

截至目前，沧州线上“金融
超市”已入驻金融机构 39 家，
发布金融产品 229 个，入驻企
业 85593 家 ，融 资 额 298.24 亿
元；线下“金融超市”工作站对
接 服 务 8600 多 人 次 ，融 资 额
17.87 亿元，提升了银企对接质
量和效率，缓解了中小微企业
发展中出现的资金“短板”难
题。

目前，我市线上“金融超
市”已实现与全国平台跳转链
接，功能更加完备、大数据分析
更加科学、服务内容更加精准；
线下实体“金融超市”带动市县
两级银企对接质量和效率取得新
提升，助力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纾困取得新成效，存贷比显
著提升。

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

“为我们申请绿色通道、将
倒贷时间缩短为1天，真是雪中
送炭。”回忆起不久前的一幕，
河北金洁卫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张杰依然满心感动。

作为一家生产成人纸尿裤的
企业，公司在材料和技术上多点
突破，成长为省专精特新企业。
疫情以来，公司积极出口转内
销，但今年原材料价格上涨，物
流受阻，资金短缺。为使企业资
金正常流转使用，沧州银行积极
转变倒贷思路及方式，变更担保
方式，为企业申请绿色通道，将
倒贷时间缩短为1天，在保证客
户贷款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
也使贷款风险降低，与企业共克
时艰。

就在不久前，一场专门针
对中小微企业的普惠金融银企
对接会在中捷产业园区举办。
与传统银企对接会不同的是，
这是一场专门为融资难、融资
成本高、无抵押物的中小微企
业量身打造的对接会，中小微
企业可以根据企业的纳税额、
用电量、缴纳社保人数等指标
测算企业信用贷款额度，企业
信誉度在关键时刻实现“变

现”。
这是中捷产业园区与沧州银

行中捷支行签订《全面战略合作
协议》的一个案例。协议明确，
沧州银行总行在“十四五”期间
将为中捷提供约 50亿元额度的
信贷支持。

中小微企业是稳经济的重要
基础、稳就业的主力支撑，是保
市场主体的重要对象，是提升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关
键环节。把这些市场主体保护
好，就是在为经济发展积蓄基本
力量。

随着“我帮企业办件事——
八问、八促专项行动”的深入开
展，中捷产业园区在助力中小微
企业平稳健康发展上再发力。

经过详细分析银行贷款政
策，中捷产业园区携手建设银行
中捷支行共同举办普惠金融银企
对接会，园区国资金融办从区内
1000余家中小微企业中筛选出
37家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参加对
接会。通过现场办公，为 18家
企业发放信用贷款额度共 1800
万元，现场达成合作意向企业
10 家，对接会后按程序发放
1200万元贷款额度。

急速审批“与时间赛跑”

这几天，河北泓瑞祥通重工
有限公司经历了一场“与时间的
赛跑”。

公司的汽车配套压力罐项目
立项，项目多个申请材料需要审
批。就在企业安排专人准备跑办
的过程中，渤海新区黄骅市行政
审批局主动靠前服务，开启了

“极速审批”模式，推动项目多
个申请材料同步办理，避免了企
业跑办过程中的耗时窝工。

“我们对泓瑞祥通施工许
可 9 个要件中的 6 个进行了容
缺，由项目方作出承诺后立即
批复施工许可，为企业节约了
20 天的时间。”渤海新区黄骅
市行政审批局投资项目科相关
负责人介绍，如今项目正在加
速建设中。

与此同时，渤海新区黄骅市
还在全力做好项目对接和配套设
施建设上下功夫，在政策落实、
流程减化、资源要素配备等方
面，为客商提供全方位、高效率
的服务保障，推动洽谈项目早签
约、签约项目早开工、开工项目
早投产。

沧州格锐特钻头有限公司的
二期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

一派繁忙景象。
现场有几位工作人员忙着看

图纸、解难题，他们并不是公司
员工，而是河间市行政审批局相
关工作人员。

“我们预计办证时间是 30
天，行政审批局提前介入、提
前帮扶，把办证时间缩短到了 2
天，节省下来的时间可以让我
们提前开工、提前验收、提前
完成任务。”沧州格锐特钻头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微介绍，作
为省重点项目，格锐特有许多
程序、规定、国家政策不了
解，通过行政审批局“保姆
式”的贴心服务，帮助企业节
省时间、提高效率，让项目在
河间快速落地投产。

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生命之
氧、经济发展活力之源。近年
来，我市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全
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
措，紧扣企业办事痛点、堵点，
全力推进减环节、减时间、减跑
动、减成本，积极提供便捷、优
质、高效的政务服务，加快由

“以审批为中心”向“以服务为
中心”转变，充分激发市场活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