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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社长兼总编辑何伟对话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

曹德旺：做企业家先做人 福耀坚持持续创新

证券时报记者 杨苏

以市场换技术艰辛发展的中国汽车工业，

却拥有着独占全球汽车玻璃鳌头的福耀玻璃。

公司掌门人曹德旺是中国最知名的企业家之

一，不仅公司发展经历令人好奇和尊重，而且曹

德旺个人对国家社会有着少见的传统士大夫风

范，常以一颗赤诚之心对公共事务直言利弊。

中国汽车工业基础羸弱， 为何福耀玻璃三

四十年发展成为业内全球龙头？ 汽车玻璃是传

统行业还是高科技行业， 福耀玻璃未来将如何

重塑汽车玻璃的智能化？

近日，证券时报“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在行

动”采访团走进福耀玻璃，证券时报社长兼总编辑

何伟与公司董事长曹德旺进行了一场深度对话。

“做企业家先做人， 要有三个

自信”

何伟：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

最大的成果

之一是出现了许多企业家

，

大家认为您是一个

当之无愧的代表

。

许多企业家成色不一

，

但是真

正的企业家非常不容易

。

您的自传体著作

《

心若

菩提

》，

我昨天晚上也在学习

，

我感觉不论做产

品

、

做企业

，

还是做人

，

您都很成功

。

曹德旺：实际上要想做好企业、做好事业，

先学做人， 做人很关键。 企业家不是成色不一

样，而是中国人对企业家的认定是没有标准的。

何伟：

您认为企业家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

曹德旺：按照国际评选标准，企业家必须是

创业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诚信经营，企业业

绩良好、有持续发展的能力。他不是白手起家不

算企业家，不是创业者不算企业家。

何伟：

先决条件必须通过创业

，

从零到一地发展

起来

。

所以

，

现在一些所谓的企业家是不够格的

。

曹德旺： 现在把有生意做的就称为企业家。

但是，对歌唱家、歌手，或者画家、画师、画工区别

得很清楚，反而对企业家没有区分。 有的人看不

起企业家， 觉得做生意就是为了赚两头的钱，我

觉得这些人非常奇怪。 反而，有些读书人一当官，

贪污、受贿一大堆，弄得满地垃圾也是这些人。

何伟：

可以锁定一下国家改革开放以后的

一些民营企业家

，

比方说柳传志

、

李书福等

，

企

业家对社会有着积极的作用

。

曹德旺： 作为企业家应该要服从国家的大

局，服从政府的决策。 企业家靠自己自觉，他不能

靠别人来提供什么。

企业家是一个很高尚的职业， 真正做企业

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首先， 必须具备文化自

信。 他首先有信仰、肯读书，有很丰富的阅历来

支持他的工作，能够适时地把所学转化成所用，

要达到孔子讲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的状态，

这叫文化自信。

第二，必须行为自信，敢作敢当，能够实实在

在地、切实地履行商道。 什么叫商道？ 商道就是义

利兼济，做到不犯天条，不犯众怒，像这次长生生

物出的问题就是犯天条、同时犯众怒。始终坚持敬

天爱人，把这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才会有自信。

你做的事情不是犯规就是犯法的时候， 分分钟公

安局会追捕你，你敢自信吗？你在任何场合都不敢

讲话，也不敢出门，一走出去就被人家看见了。

第三是能力自信，作为公司董事长，无论是

决策能力，还是对公司的管理能力，应有足够的

经验来支持他。

如果说想追求成功， 要先深入到行业的第

一线去，踏踏实实去学。学到什么都懂以后再上

来，坐到那个位置上面，一步一步来。 不可能说

今天注册一家公司，明天上市，后天就变成世界

级的富豪， 没有这么容易， 成功没有捷径可以

走。 这就是我几十年创业对企业家的感悟。

“下等人讲话直来直去， 像我

这样没有遮拦的”

何伟：

刚才说到了做企业

，

做产品

，

您都很

成功

，

其实大家对您非常关注

，

粉丝很多

，

您也

是明星企业家

，

不知道您接不接受这个称号

？

曹德旺：这个不是我接受不接受，是看大家

有没有这个雅兴。 当然， 谁都想当明星企业家

了，而且不是我花钱实现的，明星企业家是大家

评价的。

何伟：

我们分析

，

主要是您说了一些行业里

面的实话

，

仗义执言

，

特别是比方说到美国投资

的税收问题

，

各种成本的事情

。

您现在是一位智

者了

，

过去您需要开悟

，

向一些名师

、

名家去讨

教

，

现在很多人都要向您讨教了

。

您觉得现在回

头看

，

有哪些做企业家的感悟

？

曹德旺：为什么我会在公共场所那么敢讲，

你们现在不敢讲呢？ 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代文化

糟糕的地方。鬼谷子把人分成三等，下等人讲话

直来直去，像我这样没有遮拦的，胡说八道的，

见什么说什么；中等人是拐弯抹角的，一个事情

绕着弯子讲；上等人惜字如金，一句不讲，要千

金才讲一句。

这就是中国的文化， 您看今天采访您就比

我讲得少。 我反正是农民企业家，无所谓，下等

就下等，胡说八道。 但是我认为，这也就是中国

的现状，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个得到我们祖

宗的真传，美国人可不是这样的，比如特朗普就

跟我一样，会胡说八道，但他在中国的话，肯定

也是惜字如金。

“他们说我长得很帅， 我说就

是做慈善做的”

何伟：

您最早创业从事水表玻璃

，

然后与汽

车玻璃结下一生缘

。

改革开放发展四十年了

，

您

觉得福耀几十年来经历了哪些重要阶段

，

为什

么要扎根玻璃行业

？

曹德旺：我最早开始做汽车玻璃，开始做水表

玻璃只是为了离开农村，不要当农民，就这么简单。

中国真正结束票证时代是在

1995

年，到今

年才

23

年，有今天，我认为中国人太伟大了，太

了不起，应该值得骄傲。我一开始是乡镇企业的

采购员， 后来工厂实在不行了， 我给它包过来

做，赚了钱以后，那些一起承包的股东把钱分了

就要赶快走人，他们担心政策变化。

我认为总得要做下去，政策本来就是会根据

情况调整的，如果一个政策长期不变，就完蛋了，

因此我想，你们不做，那我继续做下去。 他们说企

业家有罪，我认为我没罪，别人说我卖高价，但是

日本人在中国一片玻璃卖几千元甚至上万元，我

比他们便宜得多，这对国家是有贡献的。 而且我

不走私、不偷税、分红的钱拿去捐，我变成慈善家

是这样来的。 后来捐上瘾了，我认为钱没有用，够

吃就行，捐款了心里才会开心。

何伟：

做慈善心里很快乐

。

曹德旺：他们说我长得很帅，我说就是做慈

善做的。

何伟：

所以说

，

回过头来看

，

好多事情都是

环境逼出来的

，

然后一直走到今天的成功

。

曹德旺：对，但是自己心要正，我当初要心

没有正，第一次就被他们整倒了，后面我就更加

严谨一点。 这样也好，福耀现在非常健康，就是

这样逼出来的， 我们从发股票到现在， 包括

2015

年在香港发

H

股募集的资金在内，福耀总

共向资本市场拿回来的钱不足

80

亿元，我们派

息

100

多亿元了。

何伟：

福耀分红已经达到

100

多个亿了

。

曹德旺：我们交税交了

100

多亿元；我做慈

善，个人也捐了

100

多亿元。福耀集团现在没有

负债，企业非常健康。因为我们知道可能这一波

危机非常严重，我们提前做好准备。

何伟：

三个一百多亿元

。

曹德旺：现在福耀资产情况很健康，我很开心。

何伟：

我觉得您对佛教文化有很多的学习

和感悟

，

这当中有没有什么机缘

？

佛教文化对您

做人

、

做企业是有很大帮助的

，

在您的创业当

中

，

实际上是给您很大的帮助的

，

特别是在精神

层面上

。

曹德旺：不仅仅是佛教，我知道美国芝加哥

有一个教堂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耶稣的像，也没

有佛教，没有释迦牟尼也没有老子，也没有孔子，

空空荡荡的。 但礼拜六的时候，礼拜天的时候，人

家天主教到天主教教堂，基督教到基督教教堂，还

有一种没有地方去的人，全部到这个教堂，自己面

壁，您想什么就是什么，因为任何教派都是劝善，

信仰宗教是教您学会做人。

“跑得太快的话， 没有灵魂，乱

跑也没有用”

何伟：

汽车玻璃从替代进口

，

到现在国内市场

占有率达到了

65%

，

应该说在自主零部件是非常

成功了

。

为什么中国自主品牌乘用车

，

到现在还不

尽如人意

？

曹德旺： 为什么中国的乘用车很多人都非常

优秀，但他们现在没有办法做到像奔驰那样呢？因

为他不能独立生产，有很多行业影响他，包括应用

材料的技术、工装模具技术、零件加工等等，包括

汽车生产线的管理干部、工人，与国外都有一定的

差距，需要提升。这一点，我认为中国人应该承认。

成功需要努力， 同时需要时间来沉淀它的文

化。 中国真正发展的时间毕竟太短，

1978

年提出

来改革开放，

80

年代初真正执行，我

1983

年承包

工厂，那时大家对政策还有一些顾虑。您说什么时

候做起来？ 从不会到会，个别很聪明的企业，也得

十几二十年。

何伟：

做汽车需要一个积淀的过程

。

曹德旺： 任何企业、 任何事情都需要一个积

淀，我做汽车玻璃也需要。

何伟：

但是

，

为什么福耀玻璃这么快就走向国

际化了

？

曹德旺：我们千万不要太高兴，因为玻璃行业

是传统产业。我们研究了欧美的市场，美国七八十

年代开始去工业化，把有污染、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转到亚洲，技术含量有一点高的就转到欧洲去，玻

璃当时算技术含量比较高，所以没有转。

进入

2000

年以后， 玻璃开始从欧美转出来，

刚好我赶上了这个时候， 所以借助他们的技术做

第一条生产线。我们中国人很聪明，我的员工很努

力，生产线很成功，然后

2005

年、

2006

年开始大

发展，到今年才

13

年的时间。

何伟：

福耀玻璃大发展有

13

年时间

，

也是从

新世纪之后才开始的

。

但是

，

我们乘用车已经做了

20

多年了

。

曹德旺：从

1976

年到今年，我已经是连续

42

年一直在做玻璃。 开始

20

多年，我从不会做玻璃

到学会做玻璃， 后面经受住其他诱惑， 专注做玻

璃。 现在，福耀玻璃每年投入超过

20

亿元，不断革

新这块玻璃。

中国企业去做汽车，不能什么都做。 一部汽车

五大件里面，有变速器总成、发动机总成等等，最

多它们只能做到车身总成，很多现在做不出来，整

车制造就会受到限制。

何伟：

您觉得现在咱们国家自主品牌汽车下一

步还需要在哪些方面下功夫

？

曹德旺：我认为慢一点走，让灵魂跟上你的脚

步。 跑得太快的话，没有灵魂，乱跑也没有用。

何伟：

原一汽集团总经理竺延风在中国汽车

工业界有一句名言

，“

要耐得住寂寞

，

埋头苦干

20

年

”。

中国汽车自主品牌应该希望寄托于产权比较

清晰

、

真正有事业心的企业家身上

？

曹德旺：竺延风已经缩短时间了，但是我们已

经错过了黄金发展的时间。 我最大的优点，做了对

得起中国人的事情，在汽车玻璃领域，我赚了钱没

有拿走，不断在投资汽车玻璃。 我的想法就是，为

中国人做一片好玻璃。

“不发愁美国市场， 肯定要跟

我买”

何伟：

所以打造中国汽车品牌

，

需要我们更多

的耐心

。

回到福耀玻璃所属的汽车零部件行业

，

我

们看到中汽协最近的数据显示

，

汽车产销首次出

现了下降

，

加上中美贸易摩擦不断

，

是否意味着福

耀玻璃已经遇到发展的天花板

？

曹德旺：福耀玻璃的发展不存在天花板。 打个

比方，您到菜市场买菜时，老太太说我这个菜好，

我卖给您五毛钱一斤卖亏本了， 那么亏本您为啥

卖，您肯定有赚钱。 但是，老太太不管您愿不愿意

听，她必须那样吆喝、忽悠。 特朗普作为美国的总

统，自然为美国利益争夺时发出各种言论，他是在

扮演他自己的角色。

您在菜市场买菜， 有时卖方啰啰嗦嗦说卖亏

本了，有时买方啰啰嗦嗦提出各种要求。 那卖方他

只能笑一笑说，我卖不了，您出的价格太低，我不

卖给您，但是他们不会在市场上打起来。

何伟：

福耀玻璃在美国有很大的一块市场

，

会

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

曹德旺：我不发愁。 因为我知道您肯定要跟我

买，您没其他地方去买，全世界只有中国人在做玻

璃。 而且，卖玻璃总共才赚您

5%

，您征

25%

税，导

致我没法做生意，那您怎么办、去哪儿买？ 这是现

实的事情。

刚才提到

2000

年后玻璃行业从美国转出来，

但是如果美国现在想继续做，是高难度的。 高劳动

密集型的产业应该是要继续转出来的， 但美国想

要恢复制造业大国的话，要几十年才拿得回去。 因

为现在已经像决堤一样，水往下冲是止不住的，没

有熟练工、队伍不稳定，做不起来，企业会亏本。

何伟：

如此看来

，

福耀玻璃下一步会继续聚焦

主业发展

，

还要扩大

、

优化汽车玻璃的结构和品

种

。

但是好多企业会在主业之外做一些多元化的

扩展

，

福耀聚焦汽车玻璃的战略未来会有变化

？

曹德旺：不会变化。 福耀玻璃的发展已经有

30

多年，我个人在业内做了

42

年。

何伟：

福耀玻璃在国内没有竞争对手了

，

是否还

有值得福耀学习的国外企业

？

曹德旺：肯定有。 因为各有所长，不同的人、不

同的角色，都有不同的长处值得我学习。 福耀能够

有今天，源于我们的文化是学习型的、创新型的，

要虚心地向天下学习，坚持持续创新，这是我们总

的纲领性思想。

真人怪杰曹德旺

何伟

在摄像机前落座后

，

为向这位明星企业家

示好

，

我手持一本他的得意之作

《

心若菩提

》，

谈

了我的读后感

。

“

我可从不看证券报

”。

他的回敬一点也不

客气

。

这小老头

，

手带串珠

、

个头敦实

、

口音明显

，

一双不大的眼睛偶尔会闪露出锐利的目光

。

72

岁了依然活跃在国际商战的舞台上

，

毫无倦态

退意

。

他不喜欢正襟危坐的访谈

，

自嘲喜欢胡说

八道

，

我们事先准备好的问题也被他任性推翻

了

。

我索性与他一起

，

进行没有提纲的访谈

。

曹德旺是个爱讲实话的企业家

。

他经常有

一些惊世之言

、

盛世危言

。

房市正火的时候他放

炮

“

房地产崩盘是早晚的事

，

手里多余的房子应

该尽快卖掉

”。

国家推出

“

中国制造

2025

”

的时

候

，

他直言

“

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比美国高出

35%

。 ”

到美国办厂的老总又不止他一人

，

独他要

大喊美国办厂的优势

，

显得很没城府

。

本来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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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海外建厂就易遭非议

，

在参加一场企业

家活动演讲时他脱稿反问

：“

我什么时候跑了

？

跑到哪里去了

？ ”

哪里有汽车

，

就

“

跑

”

到哪里去

。

他很讨厌说套话假话

，

很不屑于说话的国粹艺

术

：

三等人直着说

、

二等人绕着说

、

一等人不大

说

，

并自嘲自己是三等人

，

不怕得罪人

。

传奇色

彩浓郁的自传

《

心若菩提

》，

口口相传

，

市场几近

脱销

，

通篇都是实话实说

，

其中不乏隐私爆料

，

情节之坦率令人瞠目

。

他不太在意修饰维护自

己的名人形象

，

这反倒让公众不讨厌这位富豪

，

甚至冠以明星企业家的良好口碑

。

曹德旺是个透明的企业家

，

一如通透的玻

璃

，

连自己的婚外情也不遮挡

。

别的老总遇到红

颜知己

，

藏还藏不过来

，

曹德旺却通过媒体主动

坦白

：

曾经遇到过一个不同的女人

，

那是一个让

我想把家都扔掉的女人

。

别人建了豪宅总要防

着媒体

，

他却主动让电视台直播福州

7000

万的

大宅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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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美女管家

，

满屋茅台

，

还有私家菜

园

……

似乎生怕别人不知道

。

他显然不是苦行

僧

，

心安理得享受成功带来的回报

，

买豪车建豪

宅犒劳自己

，

不会矫情地大谈奉献或高尚

。

另一

件事是做慈善

。

别人捐钱都会有高大上的动机

，

他却坦白起初的动机很自私

：

因为担惊受怕被

游街批斗

，

挣到的第一笔大钱不敢往口袋里揣

，

索性捐出去

，

落个睡觉踏实

，

还赚个好名声

。

孰

料钱捐出后

，

曹德旺有个意外发现

：

行善可以让

内心感受到无比的快乐

。

后来捐款就一发而不

可收

，

无心插柳成了

“

慈善大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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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他

一口气捐掉了上百亿

。

曹德旺是个另类的企业家

。

做产品做成

“

玻璃

大王

”，

做企业做成行业龙头老大

，

做人做成了明

星企业家

。

然而

，

他的心思却很怪

，

说这些常人眼

里的成功在他看来没啥意思

，

他想出家当和尚

，

去

寻求人生迷茫的答案

。

换个企业家谈成功

，

总有几

条属于自己的聪明才智

，

他却说自己的每一步成绩

都是被逼出来的

。

例如福耀创业以来

，

一直小心翼

翼遵纪守规

，

不敢偷税漏税

，

是因为早年曹德旺得

罪了乡镇领导

，

怕他们找茬打击报复

。

这一担心反

倒保佑福耀一路坦荡

，

成为

A

股的模范企业

，

福建

省的标杆

。

他是一个只有中国土壤才能长成的企业

家

，

来自底层

，

有着底层的实诚也有底层的智慧

，

有

着民营企业家的魄力也有可遇不可求的运气

。

对曹德旺的成功

，

专家说他机会好

，

做玻璃赶

上了汽车大发展

，

走出去赶上了美国制造业转移

，

但是

，

我更感兴趣他把机遇提供的可能性发挥到

极致的能力

。

这就是个人的禀赋在起作用

。

曹德旺

从小跟随父亲学做生意

，

父亲教诲说做事要用心

，

让他掰着小手指头数数要用多少颗心

：

用心

，

真

心

，

爱心

，

决心

，

专心

，

恒心

，

怜悯心

……

等到几十

年后功成名就

，

曹德旺一一悟出这些个

“

心

”

的含

义时

，

他伤心伤感

“

父亲已不在了

”。

与他的访谈并不轻松也不愉快

，

因为他不客

气

、

不迎合

、

不配合

。

我思忖

，

也许正是这种个性

，

让他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业绩

。

中华民族的复兴

，

需要纯真的企业家

，

遗憾的是还不够多

，

曹德旺算

一个

。

（作者系证券时报社长兼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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