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让每个中国人都能穿上皮鞋”的初心，到A
股2000亿元市值化工巨擘，万华化学不仅成为了

敢与国际巨头掰手腕的地方国企，同时它也开创

践行了诸多独有的企业管理机制，不断驱动着企

业持续壮大。

“在一般人眼中，化工就是传统行业，但其实不

然，任何行业都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在化工行业

中也有大量的新兴产业不断涌现。”万华化学董事

长廖增太举例谈道，如电子化学、电池材料等新产

业，其中所需要的几十上百种原料，当前都正蓬勃

发展。同时，还有不少关键的化工原料处于被“卡

脖子”的状态，“一种化学品被别人‘卡住了脖子’，整

条生产线就是废铁一堆”。在廖增太看来，这也正

是中国化工行业所肩负的责任和持续创新的动因。

万华化学正是通过创新赢得发展的典型范

例。公司研发投入从2017年的531亿元逐渐增至

2023年的1753亿元，从全球化工企业第43名跃居

至第18名，如今万华化学集团已成长为世界聚氨酯

行业和中国化工新材料领域的领军企业。经过持

续不断的自主创新，万华化学实现全球首创技术11
项，打破“卡脖子”技术31项，累计申请国内外专利

注册6200余项。2020年~2021年，万华化学连续2
年位列山东省科技型领军企业排行榜榜首。

回顾万华化学崛起的过程，廖增太着重强调了

创新是重要支撑力，而他所理解的创新，其内涵包

括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两方面。

“技术创新固然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核心，但技

术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说我出几个钱、招

几个人就能搞技术创新的。创新是个系统工程，

它的前提是要有好的机制去管理创新。”在廖增太

眼中，通过管理创新，企业能够形成优良的企业文

化，后者是公司发展壮大的根源所在。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要发挥企业在科技

创新方面的作用，既要把科技生产力搞上去，但更

重要的是管理创新。”廖增太说，“比如同样100个

人，不同的组织方式，不同的激励方式，他发挥的

潜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企业治理体系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挣了钱

怎么分配，即如何把员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紧

紧地捆在一起；二是公司最高权力，即股东会、董

事会、监事会、管理层的权力怎么分配。”廖增太指

出，万华发展的几十年时间里，形成了以国有为

主，员工、外资、社会资本一同参与的治理结构，公

司通过与员工共享成长果实，把员工的积极性充

分调动起来，让企业持续焕发生机。此外，重中之

重的是，万华建立起的内涵丰富的企业文化。廖

增太举例谈道：“万华内部形成了‘三个没有’原

则，即没有裙带关系、没有山头主义、没有利益输

送，风清气正，有为有位。公司对这些方面都进行

了明确、严格的规定。”

着眼于公司未来发展，廖增太透露，未来 5
年，万华在烟台投资将超过1300亿元。重点建设

烟台产业园乙烯二期、一批精细化学品项目和万

华新材料低碳产业园一、二期项目，推动自主研

发的一大批高附加值项目早见成效，在黄渤海南

岸打造两个世界一流的高科技化工园区，并为烟

台加快打造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示范城市贡献

万华力量。

烟台企业家面对面：
创新驱动提升发展能力 奋发有为践行使命担当

万华化学董事长廖增太：
以管理创新支撑技术创新

持续聚焦研发，一大批创新型企业逐步将

含“新”量转化成了含“金”量。

在今年2月6日召开的美国西部医疗器械

设计与制造展览会上，隽秀生物的神经修复类

及口腔医学类产品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目

光。成立于2012年的隽秀生物，是一家深耕再

生医学领域的新生代公司，随着这一新兴行业

的快速发展，隽秀生物以其创新优势很快在行

业内站稳脚跟，并开启国际化之路。

隽秀生物董事长高秀岩回顾起公司发展

之路，几度坦言创业维艰。“2012年，国内对周

围神经再生修复领域十分陌生，基础设施、研

发平台、人才引进都是难题，尤其是遇到研发

迟迟不能推进时更是煎熬。”

基于对行业的看好，高秀岩带领着海归高

层次人才组成的初创团队克服重重困难，硬生

生地开辟了一条自己的发展路径。仅仅几年的

时间，隽秀生物便打破外企对神经修复领域的

技术垄断。2019年，公司成功研发出全球首款

采用“同源异种技术路径”开发的脱细胞基质周

围神经修复膜并获批上市，填补了国内市场在

该领域的长期空白。2023年，公司接续取得骨

修复材料和口腔可吸收生物膜2款 III类医疗器

械注册证，凭借国际先进的产品力，实现了与国

际一流医疗器械公司的商业化合作，为国内高

值耗材产品实现进口替代树立了标杆。

“我们现在能做到国外产品价格的 1/3甚

至更低，而且主要性能指标等同于甚至优于进

口头部产品，基本上实现了国产替代。”高秀岩

表示，在这一速度的背后，是公司高强度的研

发创新投入，每年的研发支出占比达到20%。

在产业布局上，隽秀生物还注重打造产业

闭环。“只有搭建起先进的研发平台，形成研

发、检测、动物实验、注册、生产、销售的高端生

物医用材料产业闭环，才能真正走向高端医疗

器械领域的头部位置。”高秀岩表示。

2023年 1月，投资近 2亿元建设的隽秀生

物科技产业园投入使用。至此，隽秀生物的发

展进入到又一个全新阶段。

“当前，公司正加速推进新产品研发，特别

是有几款科技含量高的产品已经进入临床阶

段，今年预计有2到3款产品获批注册证，所以

我们正全力加强商业化能力，加快成果转化，

尽快推进产品面市，引领高端医疗器械行业稳

步发展。”高秀岩说。

隽秀生物董事长高秀岩：
将含“新”量转化成含“金”量

创新，往往需要一个企业敢于投入，并

敢于坚守，在烟台的生物制药产业中，每一

项创新产品的问世，无不缘于背后企业多

年坚守主业的定力。聚焦再生医学领域的

正海生物，其研发出的首个国产活性生物

骨产品，也同样经历了14年的光阴。

正海生物董事长宋侃向记者介绍，活

性生物骨是一种新型骨修复材料，骨缺损

的患者使用该种材料后，可引导细胞和血

管长入，进而促进骨组织再生。这一技术

的生产难度大，行业准入门槛较高，正海生

物也成为了该领域的前行者。

“做一件事，把周期拉长了，就要面对

政策变化、经济周期等因素的扰动，需要

考验企业的眼光和定力。”宋侃认为，企业

在坚持长期主义的同时，也要兼顾企业的

安全底线，在进行决策时要保持理性。就

正海生物而言，一直以来，公司视创新为

企业发展的原动力，不断保持高投入，近

年来公司每年的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均超8%。

目前，正海生物已拥有口腔修复膜、可

吸收硬脑（脊）膜补片、活性生物骨、皮肤修

复膜、骨修复材料等。其中，口腔修复膜、

可吸收硬脑（脊）膜补片为公司贡献了主要

的营收和利润。

宋侃表示，目前正海生物制定了“销售

一代、注册一代、临床一代、研发一代”的产

品梯队计划，未来的3到5年公司预计将有

4款增量品种上市。在产业布局方面，公

司将积极研究和发展包括信号分子、种子

细胞、增材制造、基因工程、合成生物学在

内的产品和技术，在再生医学领域不断扩

大产品布局，打造支架、材料、因子、细胞等

多学科全方位的组织再生研发平台，并且

公司将借助已经形成的渠道和品牌优势，

不断追求创新和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医疗解

决方案。

正海生物稳扎稳打的风格，也体现

在其股东回报上。自 2017 年上市后，截

至 2022 年，正海生物已累计分红 3.92 亿

元，累计股利支付率达到 53.85%，分红

总额已超过公司 IPO 时募集资金的 1.5
倍，体现了公司的价值创造能力和社会

责任。

正海生物董事长宋侃：
推动企业行稳致远

“10年时间、10亿美元、10%成功率”——人

们常用这 3个“10”来形容创新药研发的艰辛，但

这也没有抵挡住中国药企前赴后继走上这条崎

岖道路。

“创新药的特征是什么？是前人没有做过，

必须靠自己去探索，而且就连向哪里探索也是不

可预知的，最终成功与否存在极大的变数。”荣昌

生物董事长王威东向记者表示。

荣昌生物成立于2008年，虽然公司本身的历

史不长，但其前身荣昌制药，已经成立了近30年，

基本见证了中国现代化医药产业的崛起。自成

立之初，荣昌生物便定位于开发创新的、有特色

的生物药，从 2008年到 2021年，荣昌生物潜心研

发，历经13年才终于迎来第一个收获期。

2021年 3月，荣昌生物自免用药泰它西普在

中国获批，成为全球首个获批用于治疗系统性红

斑狼疮的双靶生物新药。此后，同年6月，荣昌生

物的维迪西妥单抗获批上市，成为首个在中国获

批的中国企业自主研发的 ADC（抗体药物偶联

物）创新药物。

截至目前，基于抗体和融合蛋白平台、ADC
平台和双功能抗体平台三大技术平台，荣昌生物

构建了覆盖自身免疫、肿瘤和眼科三大疾病领域

的产品管线。管线储备上，荣昌生物开发了20余

款候选生物药产品。

创新药道路之艰难，“十年磨一药”的研发过程

只是第一步。王威东坦言，创新药在推广上更要经

历一番“磨练”，对于中国创新药来说更是如此。

“拿泰它西普这个药来说，它在全球治疗系统性

红斑狼疮药物中是首创的，但最初大家很难接受这

一概念，因为它是新药，研制的全过程我们都需要讲

述清楚，而且很多人还似信非信，怎么欧美那么多大

药厂弄不出来，你中国一个小药厂就能弄出来了？

所以推广新药不是容易的事。”王威东讲述道。

此外，推广新药遇到的另一个难点在于销售

人才队伍的组建。“我们国内免疫学科发达程度

是不够的，国内销售自身免疫药产品的公司很

少，市场规模也小，所以我们在组建销售队伍的

时候很难找到有经验的人，需要我们自己慢慢地

培养人才。”王威东表示，经过几年的培养，公司

自体免疫药物的销售队伍从一开始的几个人发

展到现在的700多人。

2022 年 3 月 31 日，荣昌生物正式登陆科创

板，在资本市场再一次成功完成借力跳跃，自此

进入“A+H”时间。通过长期坚守赛道，荣昌生物

也在逐步孕育果实。王威东介绍，今年公司继续

将重心放在新产品的研发，以及两大重点产品的

商业化推广上。

王威东展望王威东展望，，荣昌生物的战略规划是要完成荣昌生物的战略规划是要完成

““三个转变三个转变””———从研发型公司到商业化公司的—从研发型公司到商业化公司的

转变转变，，从区域化公司到国际化公司的转变从区域化公司到国际化公司的转变，，从不从不

成熟的公司到成熟公司的转变成熟的公司到成熟公司的转变。。目前目前，，荣昌生物荣昌生物

已在上海建立了研发中心已在上海建立了研发中心，，并在旧金山并在旧金山、、华盛顿华盛顿

进行了布局进行了布局，，公司将作为国产创新药的重要代表公司将作为国产创新药的重要代表

持续迈出国际化步伐持续迈出国际化步伐。。

荣昌生物董事长王威东：
以长期主义坚守创新药研制

如何持续激发企业生命力，是企业家始终面临

的一道思考题。在烟台，也诞生出了一些独特经验。

新材料企业泰和新材，从 30多年前的年产 300
吨的氨纶小厂，发展到如今业务横跨特种纤维、精细

化工、复合材料等多个产业领域的行业头部公司。

作为国企，泰和新材也与万华化学一样，将体制机制

的灵活度视为创新的前提。在泰和新材董事长宋西

全看来，公司的一步步成长，既离不开技术上的持续

创新突破，更离不开体制机制的不断优化改革。

“一个企业要长期发展，前期是靠好的产品，中

期要有足够的创新能力，而长期则需要形成好的机

制。”宋西全向记者表示，泰和新材把建立一个尊重

市场规律、人性规律以及科学规律的中长期激励约

束机制，作为企业的“一号工程”。

宋西全指出，一直以来，泰和新材不断探索优

化企业体制机制，近年来公司建立了一系列制度，

如职业经理人制度、超额利润分享制度，搭建了企

业员工的投资平台，进行了股权激励，以及子公司

分拆上市等资本运作。

2022年 12月，在宋西全的推动下，泰和新材在

全国率先实现由“市管企业”向“市直企业”的管理体

制转变，一字之差，管理效能却大不一样。

以泰和新材的项目跟投机制为例，宋西全介

绍，“我们要求新设立的公司，主要负责人必须投

资，公司投了个人也得投，跟投制度对决策层和骨

干员工形成压力，鞭策他们在决策时更谨慎，运营

时更负责任。”目前，泰和新材已建立起事业合伙人

机制和均衡的价值分配体系，将个人收入与公司事

业业绩紧密捆绑。不仅员工薪酬能增能减，还充分

调动起员工参与企业业务建设的积极性，塑造起共

创、共担、共享的发展价值观。

宋西全表示：“这几年，我们花了很大的精力来做这

些事情，我们愿做国有企业改革的‘试验田’，希望能够在

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突破，能够把企业的发展动能真正

激发出来，让我们的员工有意愿为企业去奋斗。”

基于公司在氨纶、芳纶产业的多年深耕，近年

来泰和新材将业务板块延伸扩展至四大事业群、六

大赛道，包括新能源汽车、智能穿戴、绿色印染、生

物基材料、信息通信、绿色化工。

专访中，宋西全也向记者谈到他对于产业发展

布局的思考。“近几年，随着材料下游应用领域的扩

展，市场和客户对我们的需求量不断加大，从中我

们也看到很多发展得不充分，或是存在明显痛点的

领域，需要我们材料企业亲自下场，这是一个思考

逻辑。另一个是如何能够充分发挥我们的技术平

台优势，将我们的一系列材料创新技术，来帮助一

些产业变得更有科技含量、更绿色、更柔性，为一些

传统行业塑造新质生产力。”

宋西全着重讲解了泰和新材进入纺织行业的案

例。“纺织行业作为非常典型的传统行业，属于劳动

密集型产业且高污染。但通过技术创新，我们将印

染行业改造成绿色制造，并且通过柔性化智能制造

使其升级，这个传统行业也可以成为新质生产力。”

宋西全展望宋西全展望，，未来泰和新材的目标是将企业每个未来泰和新材的目标是将企业每个

事业群实现一体化生产事业群实现一体化生产，，围绕每一个赛道都能实现立围绕每一个赛道都能实现立

体生长体生长，，推动泰和新材从小而美向大而强转变推动泰和新材从小而美向大而强转变。。

泰和新材董事长宋西全：
灵活机制催化企业“立体生长”

优秀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观察迈入“万亿之城”的烟台，除了从产业结构、行

业布局等角度出发外，扎根烟台的企业家们也是重要窗口。

作为中国经济重镇山东省的一座滨海之城，烟台以其特有的人文风貌，孕育了一批朴实又兼具开创精神，坚守

长期主义的企业家群体。

此次烟台之行，证券时报记者走进万华化学、泰和新材、荣昌生物、正海生物、隽秀生物等企业，对话企业掌舵

人，谈及产业发展、公司治理、机制改革等话题，从他们的话语间，为我们解读烟台，提供了一个更为立体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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