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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辽宁：
接过中国光学之棒，延续甬商改革传奇

1984年成立到今天已
走过34年，舜宇潜心于光
学制造业的精耕细作，致
力于综合光学产品的创新
创造，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如今，舜宇产品主要
应用于手机、汽车、相机
等消费电子领域。其中，
车载光学镜头市场占有率
连续多年位居全球首位，
手机摄像镜头与手机摄像
模组市场占有率均达到全
球第二位。车载光学镜头
已进入奔驰、宝马、奥
迪、雷克萨斯等豪华车领
域。手机摄像模组已进入
包括三星、华为、联想、
小米等大部分国内外知名
品牌手机厂商。公司主导
产品30%左右均出口国际
著名客户，产品档次属于
国内领先水平，部分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舜宇已发
展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
力的光电企业，位居“中
国民营企业 500 强”第
333位，“中国民营制造业
500强”第191位。

而在这段向阳而生的
岁月中，公司掌门人的更
迭与接续传承成了舜宇持
续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2012年，从创始人王文鉴
手中接过“接力棒”的舜
宇光学科技 （集团） 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舜宇） 董
事长叶辽宁将讲述这段燃
情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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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宇的创业和发展历程，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缩
影。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为什么许多原本颇有实力的光学企业举
步维艰，而一个白手起家的草根企业却一跃成为行业明星？这是一
个长期在我脑海里思索的问题。

而在采访叶辽宁后，我脑海里的答案逐渐清晰——不懈的创新
与有力的传承成为舜宇发展的最关键钥匙。

在创新道路上，从“两个转变”战略到新世纪的“两个新的转
变”，到2004年起提出“坚定不移实施名配角”战略，再到2014年
提出“奋斗十年，成为销售跨千亿的伟大企业”的新目标，舜宇以
创新为动力，步步为营，拾级而上。

而在传承过程中，一个万人企业，创始人在离任的时候，没有
自己的亲属在任何关键岗位上任职，其精神境界，令人仰视。

制造企业如何迎难而上，做大做强，如何投身供给侧改革，舜宇
的发展经验和发展战略、理念、思考，值得其他企业学习和借鉴。

接续光学之棒，拓展光学业务
舜宇原来是一家乡镇企业，创立于1984年。当年，4间

厂房、6万元贷款和8名高中毕业生就是企业起步的所有资
本。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舜宇就确定了“两个转变”的
战略决策，在现代光学的市场机会来临前做好了相应的准
备。但仅仅是舜宇的光学产品进入现代光学市场还不够，还
需要开发出现代光学（光电结合）产品，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
的战略转变。

2001年，我在访问日本时，在与客户的交流中得知“配
置照相功能的手机在日本市场上开始发售，目前销售量还
比较少，会否形成潮流，要看市场的反应以及手机使用者的
接受度”。我意识到，照相功能在手机上的应用将为舜宇进
入现代光学（光电结合）领域平添了一条途径。

其实，早在1999年，公司就组建了光电信息事业部（即
宁波舜宇光电信息有限公司前身），专门从事光电结合产品
的研发与制造。但在很长一段时间，该部门在光电领域作了
不少探索与尝试，终因不能找到市场，而没有获得成功。正当
公司干部职工都对光电事业发展赶到迷茫的时候，叶辽宁从
台湾带回了照相模组的“样品”，一下子点燃了事业部员工的
工作激情。

我带着大家继续分析市场、研究技术信息、论证手机照
片模组的项目。功夫不负有心人，2004年2月，光电信息事
业部接到了第一个订单。之后，公司凭借出色的产品和能
力，赢得了越来越多客户的信任，迅速打开市场。到2015
年，宁波舜宇光电信息有限公司销售超过80亿元，成为支
撑整个舜宇集团高速发展的最强点。

2007年，德国一家知名跨国公司与舜宇浙江光学签订
了一个合作项目，就是将光学镜头用于监控汽车行驶时的
道路状况。我马上意识到，在汽车上安装光学镜头将是未来
汽车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于是，我会同相关人员一起向集团高层提案，成立独立
运作的车载镜头事业部，使舜宇开始从光电领域扩展进入了
全新的汽车零配件行业。如今，舜宇车载镜头在国内已经是
高端车载镜头的代名词，产品全面进入奔驰、宝马、奥迪等世
界知名汽车品牌。到2017年，年产值13亿元，舜宇车载镜头
年均增长率超30%，连续七年市场占有率居全球首位。

坚持钱散人聚，构建人才高地
对于许多民营企业来说，企业制度变革存在

一个悖论：不改革家族管理模式很难做大，引入
现代产权制度可能“自掘坟墓”。这被称为民企的

“产权陷阱”。
舜宇脱胎于乡镇企业，1994年公司进行股

份制改造时，曾经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产权向企
业的主要经营者及其家族成员集中；二是产权由
创造财富的员工按照贡献大小量化配股。

“公司发展究竟靠什么？”舜宇创始人王文鉴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企业发展靠人，“钱聚人
散，钱散人聚”。根据这一经营理念，三十多年来，
舜宇以期权期股等形式，突出对专业技术人才和
职业经理人的中长期激励，始终把激活人才资源
作为企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工程。

1994年，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脱胎于乡镇
企业的舜宇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产权向企业
的主要经营者集中；一种是有创造资产的员工按
照贡献大小量化配股。按照当时民营企业通行的
做法，企业创始人可以占股30%~50%，但是王文
鉴只拿了7%，包括食堂人员、清洁工在内350名
员工全部成为股东。

2003年，舜宇建立了人才评价和激励制度，
构建由职业道德、素质、能力、业绩等四要素组成
的人才评价指标体系，每年对获评优秀人才的员
工给予股份奖励。

2010年，公司拿出1亿股上市公司股份，在
对优秀人才进行股份奖励的同时，又每年对中层
以上管理人员、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给予相应
的岗位股份。

舜宇在创始人王文鉴的带领下形成了一套
以“共同创造”为核心的企业文化体系，成了舜宇
发展取之不竭的精神动力来源。

作为接班人，我跟随王文鉴董事长的脚
步，同样践行着“钱散人聚”的经营理念：2015
年，舜宇全面启动任职资格体系建设项目和新
一轮的长期股权激励计划，把股份激励面扩大
到科级以上管理人员和工程师以上专业技术
人员；及时调整员工薪酬，使员工共同分享企
业的发展成果，最近五年，员工工资年均增长
13.5%左右。

以创新为驱动
持续推进千亿规划

2014年，在舜宇成立三十周年庆典上，舜宇
提出了到2025年实现千亿销售的战略目标。根据
这个目标，舜宇形成了新的“两个转变”战略，
即由光学产品制造商向智能光学系统方案解决商
转变，由仪器产品制造商向系统方案集成商转
变。围绕“两个转变”战略，舜宇在创新机制、
分配方式、标杆学习、业务发展、资源配置等方
面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实践。

在创新机制上，舜宇设立了全新的机构——
“中央研究院”。董事会执行董事挂帅，抽调内部
研发骨干，引进外部行业专家，构建起架构合
理、配置优化、富于创新的研发团队，肩负公司
向高科技企业转型的重要使命。在公司内部，基
于“共同创造”核心价值观，建立了“内部创
业”机制，激发内部团队“再创业”活力和奋斗
激情；加强与外部相关机构合作，设立专业“产
业基金”，通过产业基金的资本纽带，实现对外产
业联盟、产业整合。“中央研究院”是“共同创
业”及“产业基金与联盟”的重要基础，后者又
是保证“中央研究院”科研成果转化的两个重要
手段，三者的有效协同，成为支撑企业未来创新
发展的“铁三角”。

在分配机制上，舜宇深化“钱散人聚”理
念，完善和优化了股权激励制度。在全面启动员
工岗位任职资格的基础上扩大了激励范围，将涉
及股权激励的岗位由原来的部长及高级工程师以
上层级覆盖至科长、工程师一级。极大的激励了
员工共同奋斗的热情，进一步凝聚了全体舜宇人
实现千亿目标的信心与决心。

在标杆学习上，舜宇启动了“全面对标学华
为”活动。2016年年初，舜宇组织公司管理层开
展封闭式集中学习，向曾任华为高管的资深人士
学习探讨华为的发展模式与理念，统一认识与改
善方向。同时以“客户至上、快速反应”为主
题，在全公司组织开展学习讨论，强化客户意
识，提升响应速度，全面优化组织、流程与人员
配置。

在业务发展上，舜宇以舜宇智能光学为平
台，聚焦VR/AR、无人机、全景\深度相机、生
物识别等新兴领域的产业应用。通过舜宇智能科
技在光学测量、智能传感器的基础上进军工业智
能制造领域，结合现代化大数据分析，在智能数
字工厂管理系统（IFMS/MES+）的基础上开发出
智能柔性生产系统、智能物流系统、行业设备物
联系统、智能测量系统、非标设备控制系统与工
业大数据平台，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智能工厂整
体解决方案，助力宁波建设“中国制造2025”试
点示范城市。

在资源配置上，舜宇抓紧推进“千亿计划产
业园”项目。在余姚市委、市政府的大力关心和
支持下，项目进展顺利。一期厂房已全部建设完
成，二期厂房也已进入施工阶段为舜宇千亿规划
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舜宇相信，始终坚持以
战略为导向不动摇，深化落实“两个转变”战略
执行，通过多个维度、立体全面的创新实践，在
宁波这片充满活力的热土上，在全体舜宇人共同
创造、不懈努力的奋斗下，“千亿梦想”一定会加
快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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