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胡春生

10 年前，国际水
泥杂志曾经有这样的
评价：世界水泥看中
国，中国水泥看海螺。

10 年后的 2015
年3月中旬，缅甸海螺
水泥总经理李鑫正式
对外宣称，2016年的
第一季度前后，日产
5000吨的皎施水泥厂
将在缅甸投产，届时将
大大改变缅甸水泥生
产供应的格局，给缅甸
的基础建设大发展带
来无限的遐想空间。

当前我国经济迈
入新常态，国家正在实
施“一路一带”经济战
略；海螺得风气之先，
敏感判断市场，谋大
局，布子海外，抢滩东
南亚市场，与“一路一
带”战略高度契合，海
螺水泥海外发展让世
界刮目相看，更令同行
称道。3月中旬，市场
星报记者走进缅甸海
螺水泥公司，探寻海螺
水泥精妙发展之路，揭
开企业在发展中遇到
问题、机遇、瓶颈时提
供什么样的启示？

威廉·德莱塞维茨（美）：不要在不断

的优秀里走向平庸

1.为什么中国水泥要走出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大发展，

成就了一大批优秀企业、优秀的企业家，

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情形下，一些优

秀的企业、企业家在思考，中国企业如何

走出去？怎样走出去？海螺走出去的经

验告诉我们：企业不能为了走出去而走出

去，更重要的是输出优质产品、先进技术

和先进装备，向世界展示我国企业的良好

形象，做世界优秀的企业，立行业的标

杆，这也是海螺成功的发展之略。

2.走出去要有什么样的准备
外国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与国内

存在很大差异，简单的了解是不够的。

海螺的启示是：必要的借船下海至关重

要 。 在 缅 甸 ，海 螺 水 泥 找 的 合 作 方

MYINT公司在当地有较大影响，而且是

华裔，熟悉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

沟通等都比较方便，重要的是双方的合作

要“不谋而合”，缅甸MYINT公司也是看

到缅甸近期发展的前景，需要与世界最先

进的水泥生产厂家合作。正可谓：天时不

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3.中国文化与当地文化融合中的问题
海螺水泥刚到缅甸时，想将自己成熟

的管理制度和海螺的企业文化直接应用

到接管的水泥厂中，但是，无论你事前如

何交代，如何将流程贴在墙上，缅甸的工

人依然按自己传统的方式去做，如何让

当地的工人接受先进的管理意识就需要

极大的智慧，海螺人以中国人吃苦耐劳、

无私奉献、科学严谨的实干精神，最后以

事实说话，让对方逐渐接受了正确的管理

方式。海螺水泥倡导是先生活后生产，到

了国外一样保持着。在缅甸我们看到为

缅方人员和中方人员同时修建了生活区，

并专门为缅方请了当地的厨师做缅餐，尊

重他们的文化与生活习惯。在文化的融

合中促进了双方的了解，一下打开了海螺

水泥管理当地工人的金钥匙。

4.走出去的企业必须承担社会责任
缅甸海螺水泥总经理李鑫说，我们吃

过外国对我们技术封锁的苦，吃过以次充

好的亏，所以我们绝不能不做某些所谓先

进国家那种以邻为壑，将污染企业引入他

国的做法。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代表的是

国家形象，要承担的是社会责任。海螺

人到缅甸后捐资为当地修桥修路，建学

校、寺庙。只有当地民众的理解，只有当

地舆论的客观评价，一个企业在当地才可

能有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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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陈澹然：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

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海螺水泥的前身是宁国水泥厂。上世纪

90年代初期改革大潮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水

泥厂变得生机勃勃，当时中国正进入高速建设

期，对优质水泥的需求可以用供不应求来形

容。所以当时地处华东腹地、位于宁国山门的

宁国水泥厂日子非常好过，“小富即安”固化在

很多职工的意识中。1994年，担任宁国水泥厂

厂长不久的郭文叁第一次提出要“居安思危，

多种经营，走出山沟”的战略后，如同一石激起

千层浪，各种各样的议论纷至沓来。在大多职

工疑惑、部分管理者不理解的情形下，厂里把

所有中层以上干部拉到处于开放前沿的芜湖

市进行实地考察，回厂后召开座谈会，通过分

析形势，进行激烈的思想碰撞，最终统一了思

想认识，进而落户芜湖，组建了第一个跨地区、

跨行业发展的芜湖海螺型材公司，实现了一业

为主、跨行业发展的第一次飞跃。1995年，海

螺人开始接管铜陵水泥厂，凭借技术、管理、资

金优势，通过10个月的努力，将这个长达13年

的“胡子”工程画上了句号，投资也从原来16个

亿降到了13亿多元。1996年海螺集团的成

立，可视为海螺人新的里程碑，同时海螺人的

“T”型战略的那一横已经随着长江特有优势的

发挥越来越清晰。

西汉·司马迁：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作为我国的经济大都市上海，一直以来是

海螺的传统市场，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等标志

性工程全部使用海螺牌水泥建造的。

面对新的形势和挑战，随着集团的组建成

立，海螺人开始大手笔布局长三角地区。针对

上海市场，海螺人采取的是以退为进的战略。

他们经过大量的调研，着手收购浙江、江苏、上

海等地的小水泥厂，将其改造成水泥粉磨站，

再将海螺水泥的优质熟料运来加工，就地销

售，一方面促进了结构调整，一方面扩大了市

场份额。几年间就在江浙沪地区改造组建上

十家水泥粉磨站，熟料加粉磨站的“海螺商业

模式”由此成型，成为后来水泥行业竞相学习

的样板。海螺水泥的优势在上海地区再次确

立，1997年9月1日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成

立。1997年10月21日在香港挂牌上市，开创

了中国水泥行业境外上市的先河。

进入新世纪以后，海螺人借助行业结构调

整的东风，充分发挥自身技术、管理等优势，

开始实施“立足省内，巩固华东，拓展华南”战

略，并迅速布局珠三角和中部地区。2001年

起，短短五年间，海螺人以新建、并购改造等

方式，先后在广东、广西、湖南等地建成了多

个大型水泥厂，在加快区域水泥产业结构的

同时，拓展了自身的市场版图。2008年，汶川

地震后，海螺人加速了向西部挺进的步伐，先

后落子四川、重庆、陕西、贵州、甘肃等地。

2011年起，海螺水泥进入西南边陲重地，海螺

水泥已广泛应用于云桂铁路、大瑞铁路、龙瑞

高速、瑞陇高速、富龙高速、昆明万达广场双

子塔等云南省重点工程和标志性建筑。通过

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海螺的足迹已遍布中国

20多个省市区，占据全国10%的水泥市场份

额，2014年，其利润贡献率占据了行业利润的

18%之多。

托马斯·弗里德曼（美）：世界是平的。也

就是说全球的就是最好的。如果你能让全球

认同,那么你将是最成功的。

缅甸的曼德勒市以北20多公里的山区，二

十多个中国和缅甸的工人抬着重达几吨的钻

机，沿着崎岖而陡峭的山路往山顶艰难地挪着

步子。他们要通过实地钻探找到一个能够满

足在此修建世界最先进的水泥厂而需要的石

灰石矿山。这只是海螺人走出中国战略的一

个缩影。

2014 年 1 月 24 日，海螺水泥联合缅甸

MYINT投资集团公司组成联合体，成功中标

缅甸工业部第三重工集团下属皎施水泥项

目。2014年7月，海螺水泥在缅正式设立区域

管理委员会，筹建缅甸区域内水泥生产线、粉

磨站、码头等项目。在此之前，海螺人已在印

尼迈出了海外发展的第一步，并于2014年11

月底建成了首个海外项目——印尼南加海螺

一期日产3200吨熟料生产线，同时，印尼孔雀

港粉磨站、马诺斯、西巴布亚等水泥项目有序

推进；并对老挝、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多个

水泥项目载体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调研，并开展

前期准备工作。

海螺水泥稳健地拓展市场，来自于其先导

的战略规划。规划着眼于对未来十年，甚至十

年以上的谋划。“海螺水泥的战略都是一次规

划，分步实施。”海螺水泥郭文叁董事长在此前

与相关媒体的交流中也如此描述。相信，在不

久的将来，一个更具实力的、世界的海螺将会

展现在世人面前。

迎接改革大潮 走出山门

布局全国市场 逐鹿华夏

打造世界的海螺 走出中国

海螺水泥走出去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