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诸晓红 美编 曹优静 照排 陈鸿燕 校对 张波

A21
2017年11月27日

COVER STORY封面故事

这一连串动作

之后，华茂的内外

部环境渐渐恢复了

平静。

一家从大山里走出来的老企业与一位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新掌门；一条
完善但逐渐老旧的产业链与一个瞬息万变的新市场；一门势必要稳压稳打
的主业与一个为了发展而不得不创新的抉择。

这些都是21世纪的头17年，华茂新掌门徐立勋必然要面对的矛盾
与必须承担的责任。作为改革开放后，宁波家族企业最成功的二代之
一，徐立勋总能在传统与创新中寻找到那个最佳平衡点，带着华茂在父
亲的既定路线中，走出属于自己的新篇章。

徐立勋：古道新履，不破不立
记者 乐骁立 殷浩

临危受命
2000年，华茂美国分公司被内鬼冒用徐万茂签名转

移了资产。事情败露后，徐万茂火速赶往美国启动法律
程序，结果反被该内鬼以“国有资产流失”的名义向有
关部门举报，事件一时间演化得扑朔迷离，徐万茂无法
回国。

当时，华茂年收入已超10亿元，在宁波影响力很
大，此事传开，满城风雨，华茂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为
了稳定企业，当地政府与徐万茂取得联系：你最信任的是
谁？徐万茂回答：徐立勋。随即，由政府出面召开华茂临
时董事会，任命徐立勋为集团副总裁，全面主持工作。

“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接了父亲的班。”徐立勋说。

对很多中国家族企业的二代来说，接班意味着他们一
上任就立刻面临两大难题。一是，跟随父辈“打江山”的
老臣尚在，他要如何服众；二是，父亲（或母亲）治下的
企业历时30年，无论业务还是人员都呈现老化的状态，
企业亟待转型。

当时，徐立勋面临着三重挑战：一是银行。当时华茂
的主营业务是教育学具，资产负债率在30%以下，但由
于学校的回款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如果银行突然收贷，即
便应付得过去，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将会对企业造成冲击；
二是学校。华茂办学进入第二年，总计招收了近1600名
学生，教师已配备齐整，一旦出现信用危机，后果不堪设
想；三是员工心态，当时流言四起，各路信息真假不明，
员工需要听到真相。

徐立勋仔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这三个挑战中，哪一
个先爆发，哪一个解决不掉，都可能引发连锁危机，处理
不好甚至会葬送华茂。“我们必须主动出击。”他决定。

按事先排好的优先级，徐立勋连续做了3个当时谁都
没有料到的动作：第一，运筹各路资金，提前还清贷款，
首先化解掉银行催贷的可能；第二，将旗下宁波华茂外国
语学校的注册资金增资到1亿，安抚好家长以及教职员工
的情绪；第三，召开全员大会，清晰地通报了整个事件的
来龙去脉，对员工有问必答，解除了大家的担忧，稳住了
人心。

之后，北京方面也传来消息，徐万茂是清白的。该
事件历时3个月，当徐立勋在机场接到回国的徐万茂
时，第一眼差点儿没有认出父亲，此时的徐万茂已是满
头白发。“那3个月对父亲来说，是从未有过的心理煎

熬。”徐立勋说。
很久之后，在与徐立勋的一次交谈中，徐万茂坦露

出心迹：“这次意外危机，给华茂带来的影响总体上是利
大于弊的，它给你提供了一次压力测试，让你展现出承
担责任的勇气和智慧，毕竟，能力不够可以慢慢提高，
但没有这种品质，就接不了班。”

找到新机遇
尽管徐立勋临危受命，并在此后的十余年中出色地

扮演着新掌门人的角色，但华茂毕竟30年了，这个企业
已经站在了转型的十字路口上。

从推动了公司体制和组织结构变革，使各个业务板
块分别成立子分公司，独立运营，自负盈亏，到成梯队
地培养新团队、新人才，构造新的业务平台，形成新的
增长点；从先后投资了智慧校园、幼儿益智玩具等十几
个新兴项目，到不断推动着华茂的产品、商业模式的升
级，徐立勋在公司转型升级的道路上不断展现着自己的
智慧，同时树立着威信。

“我始终在寻找短线机会，我要找到真正属于我的机
遇和爆发点，只有这样才可以向大家证明我的能力，才
能得到大家的信服。”他说。

如今，随着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对于华茂来说，
新的机遇与挑战又再次到来。而徐立勋也早已悄无声息
的在巨大的市场棋盘中部下了自己所看好的棋子。

他在公司的大框架之外组建了全新的团队，以应对
教育装备产业的转型升级。这个团队包括了国际顶尖的
设计人才与管理人才，包括10名博士与10名硕士。

锁定三个领域
在徐立勋的管理哲学中，制度与对应制度的执行力是他最为看重

的。他不愿意应酬，喜欢把任何事情简单化，体现在组织结构设计
上，就是追求简化、扁平化，喜欢授权，追求团队协同，讲究用制度
去管理企业，强调总裁也要服从于制度，一旦制度形成，就决不能打
折扣。

也许这一点是他与父亲徐万茂在管理上的最大区别。尽管父子在
管理的理念上有着截然相反的认识，但对于教育这项主业，两个人在
价值观上一脉相承。

本月初，徐万茂在胡润2017最尊敬企业家晚宴上获得了本年度终
身成就奖，在得奖后，徐万茂对自己经营终身的事业做出了评价：“做
教育的时间不是按‘年’算的，是按‘代’计算的。”有了这样的认
识，父子两个的目光也随之开阔、深远。

由首位中国籍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王澍设计的华茂美术馆，鱼化
龙造型的东钱湖国际论坛(一期)会议中心，由普利兹克奖获得者葡萄牙
设计大师阿尔瓦罗·西扎先生设计、正在施工建设中的浙江华茂艺术
教育博物馆，以及美术馆中常年展出的书画、瓷器等各类艺术品……
作为宁波代表性的商业家族，华茂一直试图努力为这座城市留下一些
可以传承的物质与精神财富。

现在，徐立勋把华茂的战略锁定在教育、文化、医疗三个领域，
并将收入与利润的增速控制在10%左右，他认为这个增长率是良性
的，既可以高速、匀速发展，又可以保证整个体系的健康。为此，徐
立勋制定的很多政策都是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我们需要的是有质
量的内涵式发展，不需要跨越式发展。”他说。“我理想的甬商群体或
许也该是这样。”

记者 崔引 摄

新力量

姓名：徐立勋
职务：华茂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执行董事、总裁
社会职务：宁波市工商联第十五届执行会副主席、
宁波市创二代联谊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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