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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赵曙明：疫苗事件拷问企业家精神 

7 月 31 日，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赵曙明在《新

华日报》江东观潮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疫苗事件拷问企业家精神》，以下是

文章内容。 

“疫苗事件”的出现再次将企业家与企业管理者纳入公众的视野，同时也

是对企业家精神的再次拷问。正视企业家与企业管理者的操守、道德和责任，

需要用系统管理的思维看待管理是什么？管理为什么？管理做什么？管理怎么

做？这是任何时期都不能回避的问题。笔者认为，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需要我们的企业家和企业管理者要有“三线思维”,即：管理底线、管理防线和

管理红线。 

底线是事物质变的分界线，同时也是做人做事的警戒线。无论是企业家，

还是企业管理者，在承担起企业管理责任的同时，还要切切实实担负起企业的

社会责任。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强调,管理的核心是责任，责任有三重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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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创造绩效；二是做好事；三是不作恶。如果前两点做不到，那么第三点一

定要做到，就是不作恶。作为企业，固然有逐利的本性，但是在利润驱使的背

景下，仍然要固守最基本的“管理底线”，即“不作恶”的底线。 

近些年国内相继发生了一些恶性事件，从“毒奶粉”、“瘦肉精”到“地

沟油”、“彩色馒头”、“假酒”，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件的出现，反映了部分

企业家和企业管理者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没有

了底线思维，意味着坑蒙拐骗、造假欺诈、假冒伪劣等现象层出不穷，屡禁不

止，严重冲击和破坏了整个市场秩序，最终也必然被整个社会所唾弃。 

“褚橙”创始人禇时健告诉我们，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要有一颗敬畏心，遵守自然规律和市场规律，对得起做过的事，对得起相处

过的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企业要想获得财富，首先必须得到社会的认可

和信任，没有这个前提条件，所有努力都是徒劳。坚守管理的基本底线，坚持

做人的基本价值观，常怀“敬畏之心”、“感恩之心”和“进取之心”，这是

当代每个企业家和企业管理者在管理实践中应有的积极的处事方式。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我们不难发现，企业家群体和企业管理者肩

负着完成社会资源整合、创造财富和提供就业机会的重任。与此同时，企业家

和企业管理者的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同样值得关注。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与企业

管理者，无论在起步阶段还是在发展阶段，都应该时刻将商业伦理与商业道德

置于重要位置，摈弃精致利己主义的传统思维，将利众、利他作为企业成长的

“座右铭”。本着对公众、客户和社会负责的态度，严守产品、质量、安全等

“管理防线”，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造就一个受人尊重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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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 80 年代，时任青岛电冰箱总厂厂长的张瑞敏先生带领员工将 76

台有缺陷的冰箱全部砸掉重新生产，在当时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在今天看

来，正是因为海尔人坚守商业伦理，对质量、信誉、诚信的严苛把关，才为海

尔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直到现在这些仍然是海尔集团的重要精神支

柱。以“人民的名义”树立正确的荣辱观、义利观和道德观，一切以社会和公

众的满意为第一要务，这是企业生存和长远发展的“不二法则”。 

2016 年以来，国家先后出台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

见》、《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

用的意见》等政策文件，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企业家群体的高度关切。遵纪守

法、诚实守信、公平竞争、恪尽责任，这是对企业家和企业管理者的最基本要

求。 

当前部分企业以所谓的“行业潜规则”为借口，打政策“擦边球”、钻政

策“漏洞”，甚至出现破坏市场秩序、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行为，这些都是国家

和社会所不允许的，也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作为企业的掌舵人和经营

者，企业家和企业管理者要时刻谨记“管理红线”，真正做到法律红线不可

碰、纪律红线不可踩、政策红线不可违、道德红线不可犯，合理、合法、合规

经营，这是企业健康发展的前置条件。 

改革开放四十年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告诉我们，企业家不仅是市场经济的重

要主体，同时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当前，国家正处于一个历史

性的关键拐点，党的十九大为我们描绘了新时代的宏伟蓝图，作出了新时代的

战略部署，我们要大力弘扬新时代的企业家精神，树立大局意识和战略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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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知识、见识、胆识和共识的有机统一，有勇气、有责任、有义务、有信心

加快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报：中心理事会、学术委员会，教育部“2011 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教育部社科司、南开大学党委、中心各协同单位 

  送：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战略发展部、社科处，各专业学院、研究单位， 

      中心各团队首席专家、研究人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办公室 

  2018 年 8 月 1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