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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很多人在担心产业转移会给中国
经济带来不利时，施展在他的著作 《溢
出》中却说：“从贸易战的背景来说，不是
产业的转移而是溢出”一样。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一
想到有着一个光明的未来，当下所经受的
艰难都无足轻重了。但疫情对经济的影
响，不止是有目共睹，而且是感同身受。
灾难让人焦虑，甚至有些灰心。商业经营
受到冲击，每个人的生活亦是如此。过去
的几年里，很多企业经营惨淡，利润微
薄，这次疫情的爆发，让它们雪上加霜。
随着疫情在海外的蔓延，加剧了人流物流
受阻、产业链供应链断裂等风险，严重影
响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世界经济面临深度
调整，主要国际组织均作出悲观预测，今
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负增长3%，甚至陷入
衰退。联合国贸发会更是预测全球外商直
接投资在 2020-2021 年间将下降 30%-
40%。

危机面前，上至最高层，下至地方政
府，都有推出切切实实帮助企业缓解困难
的政策和措施，让企业感受到了暖意，也
成为了企业在后疫情时期发展的信心来源
之一。而且，浙江经济当下的能量和活
力，足以给想战胜困难的人汲取勇气。宁
波的块状经济发达，这些块状经济，企业
分工明确、合作紧密，其优势在于专业化
和协作，在于体制和机制创新。它灵活、
敏捷、善于把握机遇。

而放眼浙江，2019年，浙江省GDP已
突破6万亿元大关，外贸进出口总额首次
突破3万亿元，对外直接投资连续三年保
持120亿美元以上规模，稳居全国第三。
涌现出一批像吉利、海亮、正泰、华立等
行业领先、总部在浙江、产业布局完备、
国际竞争力强的大型本土民营跨国公司。

疫情是一种突然的变化，面对突变，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心态？在 《留候论》
中，苏东坡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
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
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
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
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扶持者甚大，而其
志甚远也。”他认为，大勇之人是那种在突
变面前面不改色的人，也就是能保持冷静
始终坚守本心的人。

伟大的企业，也应当立足于危机中，
在走向未来中应对改变。不久前故去的

“全球第一CEO”的杰克·韦尔杰在《商
业的本质》中写道：大灾大难是罕见的，
更多时候，公司之所以遭到创伤，是因为
事先没有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没有看到
某个问题正在悄然走来。比如一个威胁自
身竞争力的因素、一场文化变革、一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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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恰是企业成长的机会

“从短期来看，疫情对中国的制造业不会有太大冲击，但是把视野放到十几年、二十
年之后，西方可能会与中国形成技术代差，这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严峻的挑战。从绝
对值上来说，中国制造业可能会遭遇困难，但从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对比的相对值来说，
疫情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并不大。”

6月12日，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在第22届中国浙江投资贸易洽谈会
跨国产业链合作专场演讲时说了上述这段话。他的这番话，给了我们另一种视野去看待逆
境和挑战。其实，好的企业正是通过一次次逆境来谋取更大的发展。

责任编辑 诸辰 美编 曹优静 校对 张波

技术等。正如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说的
那样：“在我看来，导致公司失败的最主要
因素，是他们自己错失了未来。”

稻盛和夫曾在一篇题为《把萧条当作
再发展的飞跃台》的文章中说，萧条越是
严重，越是要咬紧牙关，坚忍不拔，下定
决心，无论如何也要闯过这道难关。决不
悲观，必须以积极开朗的态度应对难局。
在这基础之上，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逆境
也是成长的机会”。

“凡不能杀死你的，最终会使你更加强
大”。尼采的这话，总是能给人一种力量。
真正的企业家，一直以来就在身体力行这
个道理，于风暴中逆风而行，本身就是他
们的一种品格。

变化才会形成新的格局，变化才会倒
逼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疫情是企业将
危机转化为自我变革的契机。

2003年，非典引发了互联网消费的热
潮，诞生了一批伟大的互联网企业。这次
疫情，也同样促发了更多互联网化和数字
化产业，在线办公、远程医疗……无数场
景在现实世界真实上演。也同样地，生命
科学以及健康产业，成为了当下人们的最
大渴求。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全球化的当
下，牵一发而动全身。变化和影响都是深
层次、全方位的。施展在演讲时说得很清
楚：“中国在中低端制造业上的成本优势并
未受到实质影响。但是，在疫情中，西方
国家开始从安全角度考虑问题，也会考虑
重建安全产业，而安全产业往往能引领技
术的前沿走向，西方进行技术迭代的效率
比中国更高，从长远视角考虑，这可能会
导致中国和西方形成技术代差，这是一个
值得警惕的趋势。”

面对疫情带来产业链发展的重大不确
定性，我们迫切需要坚韧不拔的精神，直
面危机，需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
求变，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
局，在“后疫情”时代积极布局全球，立
于潮头，知难而上，改变自我，创新发
展，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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