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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不组织“多国部队”

李开复
创业者莫妄图超百度腾讯

3月28日，创新工场CEO李开复表

示，正因为看好移动互联网及智能手机

的发展前景，创新工场才选择投资，从而

成为了该领域的领跑者。

对于创业者要超越当前国内几家互

联网巨头的说法，李开复表示很不务实。

他认为，要是抱着这种超越的想法来创

业，不如不做。因为创业的目标在于创造

价值而不是一味的要超越。同时，李开复

建议道，创业者可以尝试着做一些新的领

域，专注于用户，更容易成功些。

EO行踪CC

未来十年收入差距或再扩大
“未来五年到十年，收入差距还将进

一步扩大。”3月25日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主办的“十二五”规划研讨会上，北京师范

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

表示，这其中工薪收入增长乏力是一大原

因。对于“十二五”期间居民收入持续增

长以及收入差距调控目标的实现，与会学

者表示担忧。

对于解决办法，有学者建议增加财政

投入，在再分配领域的财政转移支付、民

生投入等方面下更大功夫。而鉴于政府

支出压缩的空间有限，学者一致建议，推

进社会体制改革才是根本途径，当中包括

打破资源垄断、推进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

革等。 申剑丽

油价或两周内上调
近日，受利比亚局势影响，国际油价

继续上涨，纽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

桶105.75美元。按22个工作日计算，国内

油价调价窗口已经打开，业内人士分析或

在月底月初调价。

广东油气商会油品部部长姚达明表

示，调价可能近两周内突发性出台。鉴于

目前指数已超过上期调价前水平，调幅预

期为350～400元/吨。 张英

《巴伦周刊》评全球最佳CEO
近日，《巴伦周刊》发布2011年度全球

30位最佳CEO榜单，亚马逊CEO杰夫·贝

索斯名列榜首。腾讯CEO马化腾再次入

围，排名第十三位，成为此次榜单中唯一

一名中国企业家。

根据《巴伦周刊》的统计，今年入围

CEO所统领的企业在过去一年中创下辉煌

业绩，公司股票平均涨幅24%，远高于标

普9.6%的涨幅。乔布斯凭借将苹果从落

后的边缘打造成市值居全美第二的创富

神话，被认为是全球最有价值的CEO。

安徽有了节能“谋士”
“十一五”期间，安徽的全省单位生产

总值能耗累计下降了20.3%。“十二五”节能

减排的形势也依然严峻，昨日，安徽省节能

协会成立，我省的节能有了位“谋士”。

“加强对企业在节能方面的指导，推

广先进的节能经验、节能技术，协助他们

争取国家专项资金的支持。”安徽省节能

协会第一届会长、省发改委副主任孔晓宏

告诉记者，省节能协会还将继续当好政府

参谋的助手，对固定资产项目能评、节能

服务体系建设等核心问题，深入开展相关

调查研究。企业如果更加节能，获得的好

处可能在你的料想之外。昨日的成立大

会上，兴业银行就承诺，在同等条件下，优

先给“节能标兵”企业授信。记者 樊立慧

我省房地产投资依然有点“热”
记者昨日从省发改委投资处获悉，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保持高位，但住宅

销售、土地购置等指标增幅明显回落。

今年头2个月，我省房地产开发完成

投资315.9亿元，同比增长35.6%，创2009

年以来最高增速，其中，住宅完成投资

230.7亿元，增长46.4%。从销售来看，增速

大幅放缓。其中，商品住宅销售面积501.3

万平方米，增长15%，同比增幅回落超过

20个百分点；商品住宅销售额完成221.6亿

元，增长36.7%，同比增幅下降超过30个百

分点。房地产土地购置面积240.4万平方

米，增长8.4%，同比增幅回落超过55个百

分点。 记者 樊立慧

“十一五”合肥GDP“前进”三位
昨日，记者从合肥市统计局获悉，

“十一五”期间，在全国26个省会城市中，

合肥 GDP“前进”三位。从 2005 年的

925.61 亿元提高到 2702.5 亿元，合肥市

GDP超越南昌、昆明和太原3市，列省会

城市第 15 位。数据显示，2010 年，合肥

GDP占中部省会城市合计的13%，比2005

年上升2.3个百分点。 记者 沈娟娟

GG 关注 KK 看点

BB 本地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表示，国

内互联网行业的竞争应本着“术业有专

攻”的原则，基于各自的优势实现差异化

发展，从而实现共存、共赢的局面。

马云以搜索业务为例指出，目前，

包括腾讯、阿里巴巴等企业均已涉足

该领域。“我们都想过在搜索领域踩一

脚，这好比多国部队，轰炸利比亚，都

有机会，就像‘多国部队’也想轰炸电

子商务一样。假如有人摇晃百度，我

们可能成为其中之一而已。不为打败

百度，而是让百度睡不着觉，企业和网

民更好。”

星报讯（孙东建 记者 沈娟娟） 去

年三、四季度，我省企业景气指数一直稳

居中部第一的“宝座”，记者昨日从国家

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了解到，今年一季

度全省企业家信心和企业景气两大指数

继续运行在高度景气区间，中部具体位

次尚未“敲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的是，大型企业景气指数“上行”，然而中

小企业却在走“下坡路”。

大中小企业“景气”不等

据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对全省

1200多家企业跟踪监测，2011年一季度全

省企业家信心和企业景气指数“高度景

气”，国民经济八大行业运行情况良好。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企业景气指

数为145.5，比去年同期上升1.2点。从八

大行业看，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

社会服务业、批发零售业、工业运行在高

度景气区间外，其他四个行业均运行在

中度景气区间内。

“大型企业景气指数运行在高度景

气区间，而中小型企业运行在中度景气

区间。”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相关负

责人透露，大中小型企业并不同等景气。

三大难题“裹足”景气指数

记者在调查报告中发现，大型企业

景气指数不仅运行在高度景气区间，而

且比上季度及去年还是同比上升，但是

中小型企业运行在中度景气区间的同

时，景气指数比上季度有小幅下降。

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有关专家

分析，虽然我省企业景气指数运行在高

度景气区间，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所以

指数会稍微降一点。“银行收缩银根，一

些小型企业融资困难，流动资金紧张，两

项指数都运行在不景气区间。”

不仅如此，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

成本压力，技术工人紧缺引起的招工压

力，都是困扰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的

难题。

今年一季度，我省企业融资难，流动资金紧张

中小企业景气指数“下行”

记不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董明珠”

已经成为女强人的代名词。她对工业精神

的专注，对科研投入的重视，对自主创新的

坚持，让格力电器在空调行业的霸主地位

至今无人能够超越；她胸怀天下苍生、勇担

社会责任、视员工如亲人的品质又为这个

“铁娘子”增添了不少柔性色彩。在高手如

云、竞争激烈、以男性为绝对优势的家电

界，董明珠用过人的素质和独到的眼光，从

一个个强敌中脱颖而出，连续三届获得“商

界木兰”的美誉。

董明珠说：“女性怎么样成为一个优秀

的管理者，我认为要具备几个条件：第一，

要有责任心；第二，要有执着的精神；第三，

要有远大的目标。”在格力电器的20年，董

明珠始终把公司的利益放在自身的利益之

上。如今格力电器已经连续6年家用空调

产销量位居世界第一，2010年营业收入已

经超过600亿元，成为世界上最大集研发、

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空调企业。对董明珠

而言，“幸福的感觉”便是在自己的岗位上

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我愿意晚上12点

下班，感觉超好，6万员工要吃饭，我不得有

闪失，这就是幸福。”

2010年，董明珠带领格力电器，取得了

一个又一个的突破：发布了中国企业界第

一份“中国创造之路”倡议书，呼吁中国企

业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在人

民大会堂发布自主研发的三大核心技术。

目前，格力拥有一支3500多人的强大科研

队伍，年科研投入超过20亿元，仅最近三年

拥有技术专利多达1431项，平均每周就有9

项新技术问世。自主研发的超低温数码多

联机组、高效离心式冷水机组、G10变频空

调、超高效定速压缩机等一系列“国际领

先”产品，填补了行业空白。

董明珠把一个默默无名的小厂成功打

造成国内第一的空调大厂，更把“格力”两

个字塑造成世界知名的优秀品牌。而她本

人也获得“中国上市公司最受尊敬10大功

勋企业家”、“全球最具影响力的50名商业

女强人”、华德奖“最受尊敬的企业家、“全

球 50 名最具影响力的商界女强人”；

“2006CCTV中国年度经济人物”等多项颇

具影响力的奖项，也连续三年获评在《中国

企业家》推出的这份商界木兰榜单中榜上

有名。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业女性和全国人

大代表，董明珠在让企业蓬勃发展的同时，

更是以她女性独特的视角关注民生国情，

她提议发挥企业责任，建立多层次住房保

障体系政策，为员工解决后顾之忧；她关注

社会民生问题，尤其把妇女儿童问题放在

心上，提议全社会要关注农村“留守儿童”，

外来女工也应参保生育险。在董明珠的带

领下，多年来，格力电器通过捐资助学、捐

款赈灾、扶贫济困等各种社会形式共向社

会各界捐款捐物总价超过1亿元，是慈善捐

款最多的家电企业之一。“为富念贫，为富

思仁”的博爱精神在董明珠身上得到了淋

漓尽致的体现，也为所有格力人树立了履

行社会责任的典范。

董明珠蝉联三届“商业木兰”

3月CPI或“破五” 负利率施压 加息窗口再度开启
稳定物价是今年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左右着宏观调控的阶段性动向。分析人士认为，3月CPI涨幅再度突破5%的可能性相当大，并可能继

续缓慢攀升，直至6、7月达到6%左右的水平。为了更好地管理通胀预期，央行可能再次启动加息手段，而4月和年中将成为加息敏感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