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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在风浪中成长

起来的企业都有一个立足于世界的航海梦
想。对于那些在细分领域的单项冠军来
说，积累与竞争，往往是不拘于国界的。

1984年，37岁的电器厂工人王文鉴
创办了余姚市第二光学仪器厂。时光流
转，这家在破瓦房里成立的小厂已经摇身
一变成了市值过千亿的舜宇光学科技集
团。回顾这段传奇的企业发展史，国际化
布局，是其节节蜕变的重要支撑。

2007年6月，舜宇光学在香港联交
所上市，成为国内首家在光学行业跻身国
际资本市场的企业。当时，王文鉴就坦然
地表示：“舜宇并不缺钱，甚至资金富
足，但市场上对于舜宇的估值有较大的偏
差。上市不仅是为了提高舜宇的知名度，
也是为了让舜宇成长为一家国际化企业。”

一念起，千山过。在舜宇的发展历程
中，有两个重要的年份：

一是 2008 年，舜宇在金融危机的汹
涌波涛中，伺机抄底，以 2102 万港元收
购了韩国力量光学54.9%的股份，一举获
得了设计和生产高端手机镜头的能力，开
始向国际高端市场拓展，并由此切入苹果
等大型手机厂商的供应链。借资本之手，
舜宇完成了一次转型升级和产业的大整
合。

二是 2013 年，舜宇再度出手并购，
收购了柯尼卡美能达的手机镜头生产基
地，经此一役，正式成为顶尖手机摄像头
模组供应商。

“自己研发也可以获得成功，但投入
的成本会很大，时间会拉长，资本运作的
方式能使企业得到快速提升，何乐而不为
呢？”王文鉴认为，越是在外部环境复
杂、行业竞争加剧的时候，对于一些肌体
健康、实力雄厚的企业越是个更进一步的
好机会。

企业“走出去”是眼界和实力的多重
博弈。2005年，博威集团董事长谢识才
也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拍板在越南
购买225亩土地建厂，成为博威在国际化
布局中的重要一站。

在谢识才看来，“走出去”最重要的
目的是“服务于客户的需要”，全球布局
不仅是优化资源配置，还是为了以更好的
姿态迈向世界舞台。

2015年，博威收购了全球密电极丝
行业冠军德国贝肯霍夫，这场谈判历时四
年，最终获得了皆大欢喜的结果。此间，
他们让德国的工人看到并信任博威的企业
管理、制造产业及战略规划，并保证收购
后不裁一名员工，加速了谈判的推进。虽
然德国工厂没有一个中国人，但是互信、
包容的共识，让大洋两边的企业加快了融
合共进的步伐。

从此，博威在切割丝领域正式跻身为
世界冠军。这根直径仅头发六分之一的细
线，为全球的精密模具和零部件带来“硬
核”的助攻。

蛰伏多年，单项冠军们通过后发优势
追赶并重新定义着全球对于行业的标准与
发展进程，跨越的不仅仅是地域，还有对
模式的检验，思想的碰撞，幸而在汹涌的
波涛之中，他们靠着胆识与专注开辟了属
于自己的新航路，在企业发展历程中为旁
观者书写了金石之言：

国际化，是品牌的国际化，是技术的
国际化，也是胸怀的国际化。

在长阳，与“十年十膜”对应的是“百人
计划”——新招募百名海内外行业精英专家和
知名高校应届硕博毕业生。

李博士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深圳来到宁
波加入长阳的。李博士拥有中法双博士学位，
曾就职于世界500强企业，而促使他做出这个
决定，只是与金亚东有过半个小时的对话。加
入团队后，他立马投入到新材料项目的研究中。

“我年近四十了，不能再频繁地跳槽了，对
自己的职业规划也有了更长远的考虑。我希望
能在一个能持续发展的平台长期工作，对于一
个企业来说，老板的思维决定着企业未来发
展，在和金总30分钟的对话中，我看到了长阳
的潜力和发展空间。”

“要完成‘十年十膜’的愿景，前沿技术的
研发是非常重要的，前十年我们的团队构建主
要还是以反射膜为主，但是‘十年十膜’不单
单是反射膜，仅靠反射膜的科研团队是无法开
发其他跨领域的膜产品的，所以提出百人计
划，为我们的研发、小试、中试、量产打下基
础，也为企业建设人才梯队。”金亚东表示。

而当人才引进来了之后，怎样的组织才能
够激发出人才最大的活力？为此，长阳提出，
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流程型和学习型组织”，
邀请曾参与过多家大型企业转型的专家对组织
变革进行指导和授课。

彼时，还是北京大学化学系大四学生的金
亚东翻到了一本当时被IT界创业者们奉为圭臬
的管理学著作——英特尔联合创始人安迪•格
鲁夫的《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比起“噱头”
的书名，书中有关企业经营理念的核心在于

“专注”与“独特”的阐述更令他印象深刻。
“绝大部分的科技型企业到一定阶段后都会

寻求转型，企业创业初期不会
太计较管理方面的东西，首先
以创造价值、创造利润为核
心，但经营稳住了之后，就一
定会面临如何加强管理的问
题。原先，长阳的组织架构还
是以部门制为主，但是未来还
是偏项目制为主，比如，一个
基膜项目，团队里面既有技术
工程师，也有生产工艺的人
员，还要有懂销售的人才。”

同样将目光瞄准人才储备
的单项冠军企业还有海天塑
机。6月18日，宁波首个校企
共建的智能制造领域企业大学

“海天大学”揭牌成立，发起
者正是亚洲最大的注塑机生产
基地海天塑机集团。

“海天作为塑机行业世界
级龙头企业是宁波先进制造的
代表之一。在信息技术瞬息万
变的时代，我们同样面临着如
何解决产业升级带来的高素质
创新人才、复合性技术技能人
才的供给缺口这些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为此，我们就想到
了合作多年的宁波职业技术学
院，双方一拍即合。”海天集
团总裁助理兼人力资源部部长
虞文贤说。

其实，这次牵手的源头还
可追溯到2007年，海天向宁
职院捐赠1000万资金和价值
600多万元的实训设备，在宁
职院组建起了“海天学院”。
2015年，双方进一步深化校
企融合，构建校企“双元”育
人机制，成为教育部首批现代
学徒制试点院校。至今，累计
有1800多名宁职院毕业生在
海天工作过，他们中的大部分
已经成为了设计、生产、销
售、技术等方面的骨干力量。

牵手大学，在宁波单项冠
军企业中并非海天一家。从
“大企”到“大学”，透露着单
项冠军们对于人才层次的需求
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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