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西廷 愿人间无痛

特约记者 张凤春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今年

6

月到广

东调研时， 专程到位于深圳光明区的迈

瑞医疗生产制造中心考察， 对迈瑞医疗

在疫情中迎难而上、快速反应、高效配合

的贡献表示肯定，对迈瑞医疗近

30

年来

取得的自主研发、 技术创新成就表示赞

叹，称赞迈瑞医疗为国争光。迈瑞作为抗

疫的幕后功臣开始被社会广泛关注。

其实，早在新冠疫情初发时，迈瑞

医疗就成立了疫情应对领导小组，由公

司董事长李西廷任总指挥。 大年初二，

公司就把正在休假的员工火速召回，启

动规模化复工，两班倒加急生产，短短

半个月向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交付

设备

3000

余台， 其后在全国范围内累

计紧急交付医疗设备超过

8

万台。

后来疫情在欧美蔓延，呼吸机、监

护仪等设备供不应求， 迈瑞扩大产能

全球驰援， 发往海外的核心设备超过

10

万台。

迈瑞医疗成为抗疫中坚力量，同

时公司市值一度突破

4000

亿元，成为

创业板龙头， 这也让一向低调的迈瑞

创始人李西廷逐渐走进大众视野，从

贫寒农家子弟到医械行业领军人物，

李西廷的丰富经历堪称中国梦缩影。

走出大山

穿上军装 从“门缝” 里跻身中科

大 留学法国

李西廷

1951

年出生于安徽砀山，

少时家境贫寒， 但艰苦的环境培养了

他自强不息的品格， 也让他学会珍惜

人生当中的每一次机遇。

1969

年，李西廷

18

岁时，适逢部队

到当地招募工程兵，去湖北神农架修路，

很苦，但他还是毅然决定参军。在那个年

代， 这是年轻人走向外面世界仅有的一

条路，李西廷迈出了人生关键一步。

多年以后， 回忆起当年吃不饱睡

不好的军旅岁月， 李西廷说：“这段难

得的人生经历就像磨刀石一样磨砺了

自己的个性，让此后的人生，再大的苦

也不会觉得苦， 再大的难也敢于攻坚

克难。 ”

经受住了这一轮脱胎换骨的考验之

后，苦尽甘来。

1973

年，国家举行了十年

动乱期间唯一的一次高考， 招收两年以

上经验的工农兵上大学深造， 李西廷四

年军龄根红苗正，完全符合报名条件。

李西廷后来形容这次机遇就像命

运之神打开了一道转瞬即逝的门缝，自

己恰好走到了门边，“除去政审合格，成

绩也要达标，同时还必须未婚。 这些条

件筛掉很多人，让我脱颖而出，数理化

一举考到全县第二名，结果就被同处在

安徽的中国科技大学录取。 ”李西廷虽

然不信命，但却坦承这的确是人生的多

重机缘巧合的结果，只要稍微改变一两

个条件，都无法挤过这道门缝。

1973

年， 李西廷进入了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物理系低温物理专业。时至今

日，回忆起“南七技校”的流金岁月，李

西廷内心里都充满无尽的骄傲与感恩。

“校园文化对世界观的形成影响非常

大，像华罗庚曾任数学系主任，钱学森

曾是物理系主任，这些大科学家一直到

死都在科研岗位上，这种‘献身科学、报

效祖国、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成

为我们科大人一生的榜样。 ”至今依然

全职操盘迈瑞医疗的李西廷说。

大学毕业后， 李西廷被分配到中

科院武汉物理所，负责低温工程工作。

文革刚结束，举国拨乱反正，迎来了老

校长郭沫若提出的 “科学的春天”，全

国人民都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拼

搏，此时的李西廷堪称又红又专，业务

上攻坚克难，技术上勤奋好学，很快获

得同事赞扬与领导肯定。

这些付出为他赢得了下一次命运

转折机会。

1980

年，中科院系统与法国

互换

80

名访问学者，经过选拔与考试，

李西廷因表现优异顺利到法国巴黎第

十一大学深造三年， 主攻超导磁体，这

一经历让他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与市场

经济都有了更直观感受，也让他坚信唯

有以开放的格局融入国际社会，才能最

快推动科学进步与经济发展。

南下特区

袁庚支持下海创业 取得中国最

早风投

1983

年，李西廷学成回国被中科

院分配到了深圳的安科公司， 后者是

中国科学院与美国上市公司

Analogic

合资成立的中国最早的高科技医疗器

械公司，主营磁共振成像，正是他在法

国所学专业。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样一家先进

企业却沿用了内地国企体制，主要负责

人由内地领导兼任，战略及管理与深圳

的改革开放气氛形成强烈反差。

尽管李西廷很快成为公司技术骨

干，还当上办公室主任，但这种氛围和

风格让他感到窒息：“时间一长， 内心

开始迷茫，未来一眼就看到头了，做点

事情又束手束脚。要实现人生的价值，

还是要走出去才可能干一番事业。 ”

这期间，李西廷回家省亲，看到县

城医院的手术室里只有一张普通病

床，唯一的医疗器械就是一个血压计，

与自己在国外看到的医疗条件天壤之

别。这也深深触动了他，自己作为专业

人士有责任有义务改变这种落后现

状，开发更多的先进医疗设备，抢救更

多宝贵生命。

在这两种因素的推动下，

1991

年，不惑之年的李西廷下海创业，希望

填补中国医疗器械领域的诸多空白。

那个时候个人成立公司还是很难的

事，折腾了近半年，迟迟无法注册。幸好蛇

口招商局负责人袁庚得知此事， 亲自出

面协调：“年轻人想出来创业，就让他们试

一试嘛。 ”这样迈瑞才得以成功面世。 李

西廷提起这位长者，至今仍然无限崇敬，

深情缅怀， 当年教导之声仿佛还在耳畔

回响：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彼时深圳市政府正主抓科技兴

市， 迈瑞医疗的自主创新得到了科技

局高度重视， 主动提供

95

万元借款，

顺利解决了初期的研发费用。

迈瑞也不负众望， 次年即研发

出中国第一台血氧饱和度监护仪，

1993

年又研发出中国第一台多参数

监护仪， 遗憾的是当时主要竞争对

手都是国外知名企业， 想打开市场

相当困难。

创业初期的迈瑞医疗只好以贸养

研，很多迈瑞元老都还记得，第一次参

加展览会，迈瑞医疗仅拿到

36

万元的

订单。尽管如此，据说李西廷签合同时

手都在发抖。他说，一方面激动于公司

有了活命钱，一方面也是暗下决心，要

让自主研发品牌受到市场欢迎。

迈瑞医疗对研发的坚持和创新能

力也得到了资本市场的垂青，

1997

年

美国华登国际资本投资

200

万美元，为

中国最早引进风投案例。这也成为迈瑞

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此后迈瑞医疗

进入第二发展阶段———自主研发期，研

发力量进一步加强，对代理业务依赖渐次

减轻，开始与洋对手正面交锋。

迈向世界

登陆纽交所 海外并购 用资本运营

弯道超车

李西廷认为

2003

年以后，是迈瑞医

疗的第三个发展阶段， 成功国际化以及

专业化。

在业内人士看来， 只有成功占领北

美市场才算得上真正的国际品牌， 李西

廷为此采取了三步走战略。

第一步是收购美国一家有

500

多人

的当地服务公司， 与本土企业站到同一

起跑线，事后证明这是极关键的一步。

第二步则是用性价比打动当地医疗

机构。美国的医院经常组织三五十家的联

合采购，所有厂家供应产品都一起投标供

医院联合专家组盲测打分。迈瑞医疗每次

打分都较为领先，加上价格优势，终于用

实力拼出一条生路。

第三步则是用资本市场打品牌。

2006

年， 李西廷把迈瑞送进纽约证券交易所，

成为中国医疗器械行业第一家海外上市

公司。李西廷开玩笑说：“以前美国客户会

担心你这中国企业会不会跑掉， 上市以

后，就可以让他们放心了，出问题可以到

纽交所找我们。 ”

迈瑞医疗的品牌开始在美国以及全

球得到认可，但李西廷仍然觉得步子不够

快， 他发现超常规发展最好办法就是收

购兼并，可以快速获得市场、提升技术、吸

纳人才、拓展产品，一举数得，这一战略决

策成为迈瑞后来居上的关键一步。

最令李西廷满意的是

2008

年成功

收购美国

Datascope

生命信息监护业

务， 让迈瑞迅速跻身全球监护领域前三

大品牌；

2013

年又投资

1

亿多美元拿下

位于美国加州的

Zonare

， 成为了世界高

端放射领域的领军企业。

到

2014

年， 迈瑞医疗在海内外通过

并购控股

13

家专业优秀企业， 让迈瑞多

条产品线快速成长，同时拥有海外经销商

超过

2200

家，产品遍布亚洲、欧洲、北美

以及拉美等主要区域，海外市场的销售已

占到其总收入的一半，迈瑞翻开了新的发

展篇章。

回归A股

领军中国医械行业 跻身创业板龙头

迈瑞打开了海外销售市场， 但同时

却受困于美国的资本市场。李西廷说，首

先是美国上市维护成本太高， 每年都要

支付上千万美元费用； 其次是做空机构

炮制无中生有的报告， 让上市公司疲于

奔命； 再有就是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科技

公司不了解、不信任，导致迈瑞的研发创

新无法得到合理估值。

因此，李西廷果断决定回归国内资本

市场。

2016

年，迈瑞医疗以

33

亿美元完

成私有化，经过两年审核等待，

2018

年

10

月

16

日，成功登陆创业板，上市三天后总

市值突破千亿元，深受投资者追捧。

有了资本的支持，迈瑞医疗更加专注

于创新，坚持每年投下总收入

10%

的资金

作为研发费用， 位列

A

股上市公司前十

名。 迈瑞如今建有八大研发中心， 拥有

2500

多名研发工程师，分布在深圳、南京、

北京、美国硅谷、新泽西和西雅图等地，第

九大研发中心———武汉研究院也已开建。

迈瑞医疗已是技术专利发明最多

的医疗企业， 总申请量近

5000

项，约

15%

为美国欧洲发明专利。

2017

年，公

司参与的“超声剪切波弹性成像关键技

术及应用”获得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

等奖，

2018

年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全国发

明专利拥有量前

50

名企业名单中，迈

瑞医疗是唯一上榜的医疗器械企业。

2019

年全球医疗设备供应商排行榜中

位列第

42

位。 公司每年推出

7

到

10

款

新产品，累计创造中国医疗器械产品数

十项全国第一。

在国内，迈瑞医疗产品应用于近

11

万家医疗机构，服务于

99%

以上的三甲

医院。 在海外，迈瑞医疗拥有

39

家子公

司，全球员工近万人，产品远销全球

19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美国，迈瑞医疗已进

入约

2/3

的医院、近万家医疗机构，全美

排名前十的心脏医院， 已有九家在使用

迈瑞医疗的产品， 迈瑞医疗赢得了顶级

临床专家与管理者的认可。

李西廷总结道：“如果说迈瑞的发展

在上一个十年靠的是性价比红利， 这一

个十年靠的是领先行业的工程师红利和

品牌红利， 那么引领迈瑞未来黄金十年

大发展的，必定是创新成长红利。 ”谈及

未来， 李西廷表示， 希望能再用几年时

间，跻身销售规模全球前二十行列，同时

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能再翻一到两番，争

取达到

20%~30%

水平。

社会责任

科技抢救生命 爱心回报家国

面对今天的成绩， 李西廷说：“我们并

不觉得迈瑞很成功， 论规模论名气都比华

为差得太远，勉强在医疗行业有点成绩。迈

瑞就像一个刚近而立之年的年轻人， 未来

还有很多路要走。”他认为企业家除去实现

经营目标，还应该更多承担社会责任。

在

SARS

暴发、 新疆地震、 印度洋海

啸、“碧利斯”南方洪灾、汶川大地震、青海

玉树大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时， 李西廷都

会带领迈瑞第一时间捐赠医疗设备， 同时

公司与个人还积极捐款捐物。 为支持扶贫

和教育事业发展， 迈瑞医疗在多地捐建希

望小学，设立教育基金，捐赠扶贫资金。

但在李西廷看来， 企业家最高级的

社会责任是移风易俗， 这才是他这么多

年从事医疗器械创新发展的深层渴望与

追求。 其中对

AED

（即自动体外除颤仪）

的推广最能代表他的理念。

据统计，中国每年约有

50

多万人死

于心脏骤停未及时救治，若能在“黄金

4

分钟”应用

AED

，大概率能将病人从死亡

线拉回。 每

10

万人

AED

配有量美国为

400

多台，但中国不到

1

台。

从

2004

年起，李西廷带领迈瑞为此做

了三件事情： 一是为立项自主研发中国的

AED

产品； 二是推动国家立法普及

AED

；

三是为中国医疗界引进

AED

理念，不遗余

力宣传、培训，提高全民急救意识和技能。

到

2013

年，迈瑞首台自主研发

AED

成功投放市场， 改写了国际巨头垄断市

场的历史， 帮助挽救更多心脏骤停患者

的生命。经过十多年持续努力，国内众多

机构和场所纷纷配备了迈瑞医疗的 “急

救神器”

AED

，让他内心倍感欣慰。

李西廷认为，这才是企业家履行社会

责任的理想方式： 用产品创新填补需求空

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移风易俗，最终推动

全社会观念转变、生活方式变革，一起帮助

最有需要的人，愿天下无病，人间无痛。

迈瑞成功的“密码”

特约记者 张凤春

迈瑞医疗董事长李西廷很喜欢书

法，办公室里挂着两幅醒目的楷书，透露

出主人的严谨与方正。 内容则是一文一

武，恰是主人经历的写照。

座椅后是岳飞的满江红， 折射出军

旅出身的主人内心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的万丈豪情；主座对面进门处，写的是礼

记名句：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

乐不可极。经典的儒家智慧，警示人在江

湖要理性中庸。

我们对李西廷的专访就是在这里展

开的。

证券时报记者：

您带领迈瑞实现了

超常规发展

，

创造了多项全国第一

，

成为

行业龙头

，

请分享一下您这方面的经验

。

李西廷：做我们这种科技创新为主的

企业， 首先从动机上就别想着赚快钱，有

这种想法就很难沉下心来搞出自己的核

心产品，长远就没有核心竞争力，走不下

去的；其次就是你选的方向要符合国家政

策，满足大众需求，与社会三观一致，得道

就会多助；其三就是要不断根据自己的基

础条件、外在资源、企业素质、管理水平以

及市场变化来修正未来三到五年的目标，

循序渐进，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与国家命运

保持一致，与时代节拍保持共振，看大局，

看政策，看方向。做到这一点也未必成功，

但做不到一定不会成功。

证券时报记者：

迈瑞已是业界知名

品牌

，

请问您认为企业应如何打造自己

的品牌

？

李西廷： 品牌不是靠广告宣传，而

是一个企业的综合实力的体现。 像科技

企业，你要有强大的研发团队，不断推

出创新的优秀产品， 性能要比别人好，

价格还要比别人便宜。 其次就是售后服

务要跟上， 包括员工的素质要到位，真

心真意做好保障服务，吃点亏受些委屈

也要让顾客满意，花笨功夫综合展现立

体实力，一点一点的，经过多年积累，最

终彻底被市场认可， 形成良好的口碑，

这才叫品牌。

证券时报记者：

作为企业家您有自

己的职业偶像吗

？

李西廷：论做企业，我最佩服华为创

始人任正非，他展现出来的思想、眼光、气

魄、 做法的确是一个真正大企业家风范。

通信产业过去长期被西方垄断，他能够带

领华为后来居上，非常不易，迈瑞有过类

似经历，更能理解他的难处；另外，就是华

为为了突破国际反华力量封锁，任正非几

乎倾尽身家性命， 根本不是为了金钱名

利，完全是家国情怀，这种精神值得尊重，

令人敬佩。

证券时报记者：

您如何看待自己的

财富排名

，

企业家应该如何处理财富

？

李西廷：企业家创造了财富，只相当

于游戏的一个中间环节， 根本上还是为

我所用，非我所有。财富越多，责任越大，

除去改善一下家庭生活，这是人之常情，

其余都应该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推

动社会进步，助力民富国强。

而且， 所谓的财富排行都是算那个

股票市值，今天高了明天低了，这种毫无

意义的统计只会形成错误导向， 增加整

个社会的焦虑感，诱导年轻人急功近利，

间接导致社会上很多基础的工作都不认

真去做了，长此下去，企业以及国家的竞

争力就堪忧了。

证券时报记者：

回顾自己的人生路

，

您

觉得当年梦想是否实现

？

还有哪些遗憾

？

李西廷：人这一生，有时候梦想的东

西都得不到，不梦想的东西都来了。小时

梦想是军事家和科学家， 皖北祖祖辈辈

重文轻商， 长大后结果鬼使神差变成了

一个商人，造化弄人，做梦也没想过会领

导一个上万人的企业。

我的理解人生就是走一步看两步想

三步， 根据时局变化找到自己的跑道发

挥出自身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处在上升期，

给国人提供了很多机会， 有的人成功

了，有的人没抓住，这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自己是否努力过，努力并且

成功最好，努力而没有成功，同样是无

悔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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