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氏技术董事长荣继华：

以创新铸造世界一流材料企业

证券时报记者 李映泉

2014

年

12

月，道氏技术上市，许

多金融圈人士把关注点放在了公司名

称上。当然，道氏技术的主业与金融并

无太大关联， 公司以陶瓷釉面材料和

陶瓷墨水产品起家， 上市后开始不断

向新能源材料领域布局， 如今公司业

务已经涵盖锂、钴、石墨烯和碳纳米管

导电剂以及氢能材料等多条产业链。

道氏技术在锂电材料行业的多点布

局， 促进了客户资源的整合和产品技

术的迭代发展。

聊起道氏技术名称的由来， 创始

人荣继华津津乐道：一方面，“道氏”与

美国百年材料企业“陶氏”谐音，而陶

氏化学正是荣继华心中学习的标杆；

另一方面，熟读《道德经》的荣继华，认

为“道”涵盖了中华文化中的精髓。 道

氏这个名称，既有着中华文化的底蕴，

又有着向西方巨头企业学习的格局和

胸怀。

技术立命

道氏技术掌舵人荣继华， 带着湖

南人特有的激情和狼性。他思维敏捷、

语速极快， 稍不留意就可能跟不上他

的节奏。

2007

年公司成立之初，陶瓷材料

行业已经有一千多家大大小小的企

业，从业者不可胜数。然而学材料出身

的荣继华专注于技术创新，带着

50

万

元的原始投入和一群以博士为主的研

发人员，以创新驱动企业发展，一路披

荆斩棘，仅仅用了

7

年时间，便成功于

2014

年在深交所上市，成为釉面材料

行业第一股。

多年来，道氏技术发明了金属釉、

全抛釉、微晶熔块等材料，这推动了釉

面材料标准化与专业化生产， 令道氏

技术迅速脱颖而出。 公司一直紧密跟

随世界技术的潮流，发明了陶瓷墨水，

改变了陶瓷行业的传统印刷方式，是

陶瓷行业里程碑式的创新， 将陶瓷产

品从丝网印刷时代带进了数码打印时

代。公司不断以新的技术和产品，引领

着建陶行业的主要产品创新， 是陶瓷

釉面材料行业的龙头企业。

回想起创业那些年的 “峥嵘岁

月”，荣继华最深的体会就是“技术立

命”。 “如果要说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在

行业坚持下来， 最主要的就是技术上

的创新。如今这么多年发展下来，我们

也一直都没有停下技术前进的步伐。”

荣继华说。

选好新跑道

2013

年至

2015

年， 凭借新产品

陶瓷墨水的发力， 道氏技术的业绩迭

创新高，公司也成功上市。但荣继华顾

不上喝“庆功酒”，而是把大量精力花

在思考业务转型上， 最终将目光锁定

在新能源材料领域上。

“我认为一个企业想要开启‘二

次飞跃’， 一定要在自身发展比较好

的时候就启动转型；如果等到企业开

始走下坡路再着急‘找路’，那就已经

错失了最佳时机，甚至可能‘病急乱

投医’。 ”

除了提前做好转型的准备， 荣继

华认为， 选好转型跑道也至关重要。

“首先要有广阔的前景，每年需要有确

定性的高速增长；第二，新的跑道我们

不做则已，要做就要做到行业领先。 ”

材料出身的道氏技术， 在业务中

频繁接触到锂云母、钴盐等材料，而这

些材料又是生产新能源汽车电池的上

游原材料。 预料到产业未来巨大的空

间后， 荣继华选择坚定并有韧性地持

续大手笔布局。 从

2016

年起，道氏技

术就通过投资并购的方式， 全资控股

了佳纳能源和青岛昊鑫， 同时也开始

了江西锂云母项目的建设。

佳纳能源是国内非常重要的钴产

品供应商，并通过技术积累和产品研

发将产品线向下游拓展至三元前驱

体，积累了稳定的大型企业客户。 而

青岛昊鑫是国内重要的石墨烯和碳

纳米管导电剂生产商，在国内处于领

先地位。

百年道氏

上市后的几次并购运作， 道氏技

术给资本市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

人认为公司敢想敢为， 但也有人担心

公司风格是否会过于激进。

荣继华对此也是淡然一笑。“并购

本身是好事， 但必须厘清真正的产业

并购和套利式的并购。 与一些迎合热

点、套利并购相比，我们是真正基于产

业机遇、理念一致的并购，与被并购方

都有着长远的、共同的价值观，大家都

必须脚踏实地把实业做好。 ”

事实上，无论是在锂、钴、石墨烯，

还是今年介入的氢能材料领域， 荣继

华都已经提前

2-3

年做了调研和准

备。他将自己比作一个“温度计”，时刻

在产业中感受前沿技术的热度。

近期，科创板的开市吸引了极高

的关注度。 其中，正在申报科创板的

企业天奈科技的招股书中，将道氏技

术旗下的青岛昊鑫列为重要同行竞

争对手。

对于科创板，荣继华认为这是党

和国家领导重视科技创新的一个标

志，未来科技创新将在社会发展中迸

发出更大的能量。 而对于同行的上

市，荣继华认为是一件好事，因为这

样能更大地推动行业发展，同时公司

也会从竞争中不断地为行业创造价

值与进步。

放眼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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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荣继华有一个

“百年道氏”之梦：“首先，一个企业的

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高度相连的，未

来几十年， 我认为中国将会进入一个

高质量发展的黄金时期， 这个时期会

走出许多伟大的企业， 我希望道氏就

是其中之一。未来，我们将以核心技术

为突破口，以优秀的人才为基石，向更

多的知名跨国企业学习， 以创新铸造

世界一流材料企业。 ”

中南传媒董事长龚曙光：

做滋养人类灵魂的文化产品

证券时报记者 薛源

和中南传媒董事长龚曙光的采

访相约于西安第

29

届全国图书交易

博览会。 展会上，中南传媒领衔的湖

南展团携近

3000

种弘扬时代主旋

律、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精品

出版物华丽亮相。

中南传媒去年在经济下行压力

和教辅政策影响完全释放的局面下，

公司的图书出版却创新纪录，在全国

出版机构市场占有率中排名第二，同

比上升两位， 仅次于中国出版集团，

位居地方出版集团榜首，并创湖南出

版历史最好排名。 从今年第一季度收

入来看，增长幅度进一步扩大，同比

增长

12.36%

。 龚曙光称，这份沉甸甸

的成绩单源自于中南人坚定的创业

性战略选择。

放眼世界超前变革图新

“湖南出版”与共和国同岁，企

业发展中天然形成的“厚重感”并没

有让中南传媒人拥有绝对的优越

感，相反，湖南人身上特有的“先天

下之忧而忧”情怀，让龚曙光和他的

团队较早地洞察到自身一方面在资

源上不如北京、上海、南京、西安等

地丰富。 另外， 他们一直坚定地相

信，受互联网冲击，传统出版媒体的

介质革命一定会发生， 如何在今后

不同轮次的行业“洗牌”过程中成为

主流出版机构， 早已成为多年来中

南人的日常命题。

龚曙光把它视为是一场难度更

大、成本更高的创业，因为它是要对

一个已经运行了很长的机构进行功

能性地变革，同时，又是对某一个机

遇期更深刻地把握。

基于在教育出版领域多年积累

的雄厚实力，以“立足湖南、面向全

国、走向世界”的胸襟和气魄，中南传

媒将服务于教育改革和教育服务体

系数字化融合作为变革的一个重要

发力点。

2018

年中南传媒与全球出版与

教育龙头———培生集团达成合资合

作，通过合作，中南传媒将进一步丰

富教育产品序列， 拓展教育出版和数

字教育等业务。 龚曙光表示，合资公司

将给读者提供在教育思想上更具领先

性、在产品研发上更具世界水平、在技

术支撑上更具前沿性、 在本土化改造

上更具适应性的产品与服务。

此外，为了使中南传媒数字化教育

拥有更多的用户和市场，公司旗下的天

闻数媒、 贝壳网、 中南迅智聚焦于

K12

教育的数字化，围绕教育产业线上线下

融合发展方向，不断优化推出数字化教

育产品，向学校提供智慧教育云、智慧

校园、智慧课堂、智慧沟通组成的教育

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

在出版领域， 中南传媒把做原创、

出精品作为企业的追求和定位，除了教

育出版，不断在大众出版和专业出版领

域里发力增长。 此次西安书展上，中南

传媒参展的

3000

种精品图书， 其中

2018

年

1

月后出版的图书达到

70%

以

上。 正是教育出版、大众出版和专业出

版三个版块齐头并进的发展战略，公司

去年因政策因素导致的教育出版市场

损失被控制在了有限的范围之内。

在国际市场方面，中南传媒作为中

国出版界的代表企业，每年有

300

种左

右的图书进入全球主流出版市场。 不仅

如此，中南传媒也在全世界寻找优秀的

作者，《无限接近自然》作者是越南著名

的建筑师武重义。 这部独特的作品，是

国内出版机构直接策划国外作者原创

内容的一次尝试，代表着中南传媒原创

战略的突破。

伴随着以

5G

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

新技术进一步产业化， 传统的出版媒

体人不约而同地集体紧迫起来， 在龚

曙光看来， 新的技术要适应传统的内

容呈现， 传统的内容也要逐渐地满足

新的呈现方式， 这个过程中蕴藏着重

大产业机遇。

在中南传媒的展台前，记者看到了

一套新版《红楼梦》，从表面看，这套书

和传统出版的书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但

实际上这套书不仅可以看、 还可以听，

除了故事本身还可以查看相关的历史

文献资料， 成为了集各种研究成果，以

及相关历史素材的数据库，技术层面利

用了数据存储

AI

技术，是一套真正的富

媒体出版物。

正是因为超前的变革意识，在

5G

时

代来临之前， 中南传媒已经做好了与

5G

技术相适应的各种富媒体的出版， 龚曙

光预测这应该是未来一个阶段内人们阅

读的一个新的兴奋点， 也是一个新的市

场点。

龚曙光表示， 中南传媒为了适应新

技术、新体验、新需求，时至今日已经布

局了众多的转型项目， 绝大多数成长良

好， 这不仅仅为公司的全面转型提供了

各个版块区域性实践经验， 还为进一步

推进这种战略在人才、 资源方面完成了

储备。

情系读者信仰“内容为王”

出版作为人类最古老的传播方

式，虽然经过多轮次的媒介革命，但是

书籍作为人类最重要的精神产品，并

没有因为媒体介质的变化而丢掉它传

统的意义。

在龚曙光看来， 互联网技术虽然衍

生出来很多内容传播平台公司， 但他相

信任何一个技术公司最后都要嫁接到传

统的出版内容。

“做内容是给人提供精神滋养，身

体是需要有滋养的， 灵魂也是需要滋

养的。 ”

龚曙光认为，作为一个内容企业，所

做的事情本质就是用自己的产品在社会

民众的心灵内“圈地”，一个文化企业的

品牌所具有的心灵的响应度有多大，这

个企业所拥有的市场就有多大。

龚曙光除了企业家的身份， 自身还

拥有作家、评论家等诸多头衔，此次书展

时间也正值龚曙光的新书 《满世界》发

布，封面中的龚曙光戴着墨镜，穿着花色

衬衫低头沉思的形象文艺范十足， 一改

之前印象中的企业家龚曙光形象。 上面

一行很小却瞬间让人思考的小字：“终

归，灵魂是没有理由自我囿囚的”，显得

神秘而又亲切。

龚曙光坦陈， 写作除了是个人对文

学的追求之外，更能将其不断地从读者、

编者、作者等不同角色进行切换，这样会

大大提升其对一本书的判断。对他而言，

写作更像是作为文化企业管理者必须体

验的一门功课。

“很多人做文化产品只是强调它的

商业属性， 实际上文化产品的商业属性

和商业价值的最大化是由它的非商业属

性实现的。 ”

龚曙光旗帜鲜明地在业界提出了做

文化产业的“反向”商业逻辑，所以中南

传媒提出了绝对不沾成瘾性游戏的经营

底线。 在他看来，就是让读者和家长有一

个最基本的认同， 中南传媒在经济利益

和社会效益面前， 会非常鲜明地选择社

会效益。

“我们努力把自己的品牌、自己的产

品烙到读者的心灵上去， 努力把自己在

读者心灵上所能圈的地圈下来。 ”

龚曙光曾在自己写的 《李白评传》

中， 评价李白是中国一个少有的有欲望

的诗人， 盛赞李白在有限的生命里把自

己的欲望都展开了。 从中南传媒发展变

革的轨迹中不难看出， 龚曙光正在用身

心诠释着《满世界》封面那句“终归，灵魂

是没有理由自我囿囚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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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音，而陶氏化学正是荣继华心中学习的

标杆；道氏这个名称，既有着中华文化的

底蕴，又有着向西方巨头企业学习的格局

和胸怀。

“我认为一个企业想要开启‘二次飞

跃’ ， 一定要在自身发展比较好的时候就

启动转型；如果等到企业开始走下坡路再

着急‘找路’ ，那就已经错失了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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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然形成的“厚重感” 并没有让中南传

媒人拥有绝对的优越感，相反，湖南人身上

特有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情怀，让龚曙光

和他的团队一直坚定地相信， 受互联网冲

击，传统出版媒体的介质革命一定会发生，

如何在今后不同轮次的行业“洗牌” 过程

中成为主流出版机构， 早已成为多年来中

南人的日常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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