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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盛会是民营企业高效学
习、快速成长的绝佳平台。

聆听了来自各国的精英掀起
的一场场头脑风暴，我受益良多。
目前，我国正步入高质量发展阶
段，而发达国家经济建设的中高端
化走在我们前面。借鉴他们的成
功经验，学习他们的发展路径，是
我此次参会的重要任务，这对奥克
集团今后的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当下，全球化进入了4.0时代，
这是企业加速进入全球化的最好
时机。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
君开。寻找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
是我此行的另一目标，这么多优秀
企业来到家门口，机会不容错过。

“一带一路”倡议已提出近6年，互
联互通合作取得了许多突破，红利
不断凸显。我们希望借此机会，能
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开展合作，为企业寻找商机。
近年来，融入并践行经济全球

化，我们一直在行动。奥克集团始
终坚持专注环氧乙烷精深加工主
业不动摇，成功实现了由晶硅切割
液向减水剂聚醚的市场平稳跨越，
圆满完成了奥克百万吨环氧乙烷
精深加工产能在国内沿海沿江的
战略布局，进一步巩固了奥克集团
在国内环氧乙烷精深加工产业的
领军地位，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
展、走向世界一流强企的道路。

今年上半年，奥克集团仍然保
持了50%以上的利润增长，与同行
业相比优势进一步扩大，这增强了
我们进入全球化的底气和信心。
做全球化新时代的企业家，我们将
继续依靠创新这个第一动力，将自
主开发、产学研合作与技术引进有
机结合，通过进一步加大联合开
发、引进技术等方式，推动产品升
级，提升公司整体科技创新实力。

听世界声音 寻发展机遇
奥克控股集团股份公司董事局主席 朱建民
本报记者 赵 铭

达沃斯在家门口举办6届了，
以前只能从媒体上了解新趋势、新
思想，今年首次以非会员企业身份
参会，近距离与来自全球的企业
家、学者共同探寻世界经济增长和
变革的新路径、新动能，不仅为大
连光洋，也为其他辽宁企业的发展
带来了宝贵的新思想、新动力。

这样难得的学习机会，我非常
珍惜。年会的主题是“领导力4.0：
全球化新时代的成功之道”，对此
我做了认真的研究。结合大连光
洋的实际，我把此次参会的目标确
定为“寻找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新动
力”，这也是同行们的期待。

增长和创新是达沃斯始终关
注的主题，也是大连光洋在企业发
展中坚持的核心理念。今年的主
题让我联想到工业4.0和正在全球

范围内进行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连续多年成
为夏季达沃斯的焦点。在新一轮
工业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的
关键时刻，从国家、行业和企业角
度，如何深度参与甚至引领改革？
作为一家深耕高端装备制造业 22
年企业的管理者，我将就这方面议
题与各界精英充分交流，学习前沿
思路，携手面对挑战。

大连光洋经过 20 多年发展，
已构建起高档数控产业领域内完
整的技术链和产业链，具备研制性
价比位于全球前列的多种类多规
格五轴数控机床的能力。虽然是
第一次参会，但作为辽宁制造业的
一员，大连光洋会既做“输入”也做

“输出”，将自身的好理念与全球制
造业同行分享。

学到新思路 找到新动力
大连光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于本宏
本报记者 吕 丽

围绕科技产业的创新发展，
标准是不会变的，这是全球科技
企业的竞争动力。敢于创造和建
立未来的标准，是中国企业科技
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在标准方
面谁越走在前面，谁就越有能力
打破封锁，不断地创新和发展。

努力推进科技产业链的全球
化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与此同
时这也给中国的科技企业提出挑
战。如果一个产业链条的一个环
节被卡住，企业就没有办法进行
生产和销售，因此，中国企业必须
注重核心技术的科研和工艺，并
且应重视建立国际标准。

——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
民在分论坛“塑造中国未来金融业”
上的发言

本报记者 吕 丽 整理

中国企业应重视
并建立国际标准

一年以前，有 1/3 的人认为
世界经济会向好，有 1/3 的人认
为会向坏，还有 1/3 的人认为持
续不变。现在认为向好的人变为
3%，认为向坏的人占 57%，其他
觉得不会有大变化。但有一点是
肯定的，就是经济发展不确定性
会持续。

中国仍是全球经济最大的增
长点，世界需要中国的程度超过
中国需要世界的程度。中国仍保
持着较高速的增长，经济对出口
的依赖性越来越低，国内市场发
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贸易摩擦
一定会得到解决，世界无法忽略
中国。

——麦肯锡全球管理合伙人
凯文·斯奈德在分论坛“中国经济
前景展望”上的发言

本报记者 王荣琦 整理

中国仍是全球经济
最大的增长点

过去30年，所有关于中国经
济走向不好的预测都错了，中国
经济增长的大趋势是强大的。政
府目前没有强刺激经济的措施，
而是坚定不移推进“三去一降一
补”“三大攻坚战”，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经济还在继续增长。

中国企业现在更加注重长远
规划、研发、企业内部治理，注重对
国际市场重新布局，投资、发展的
方式更理性了，中国企业进入了一
个非常好的发展阶段。10年以后，
中国是一个由研发驱动的国家。
中国工业化的阶段是不可阻挡的，
国家稳定、经济制度稳定、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优化，这个
工业化阶段会继续往前走。

——中化集团党组书记、董
事长宁高宁在分论坛“中国经济
前景展望”上的发言

本报记者 吕 丽 整理

10年以后中国将是
由研发驱动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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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ANSU辽宁元素

SHENGYIN辽宁声音

7 月 1 日，美丽滨城，碧空如洗。
2019大连夏季达沃斯年会盛装启幕，
世界进入“夏季达沃斯时间”。

这一天，必将载入辽宁与世界经
济论坛合作史册——自 2007 年牵手
以来，12年7届，辽宁议题首次登上达
沃斯论坛。

由我省策划并推动的议题——
“塑造中国未来金融业”被安排在开幕
当日上午 9 时开讲，这也是今年夏季
达沃斯200场会议的首场。

从坐在台下当听众，到登上讲台
做嘉宾，辽宁企业家走向国际舞台，面
向世界，发出辽宁声音，贡献辽宁智
慧，分享中国经验。

辽宁议题带来“思想盛宴”

当日早 8 时多，就有嘉宾陆续进
场，能容纳 405 人的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三楼演播厅很快座无虚席。正式
开始时，会场后面已经站了 20 多位
嘉宾。

参与议题讨论的，除来自我省的
主讲嘉宾大连商品交易所理事长李正
强外，还有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
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黄毅、花旗银行
董事总经理简·梅茨格等 4 位中外重
量级嘉宾。

台上，5位主讲嘉宾你来我往，围
绕中国金融业发展现状、转型升级、中
国未来金融业发展前景以及国际金融
市场发展，展开观点上的交锋与碰撞；
台下，参会嘉宾认真聆听，仔细记录，
分享一场“思想盛宴”。

李正强结合大连商品交易所实
际，从深化多元开放转型，给全球提供
公开透明的价格和风险管理工具为切
入点，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由
远期、期货、期权和互换等工具构成的
衍生品市场能够为企业提供有效的价
格风险管理平台，在实体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过程中，实体企业需要具备风
险管理能力、用好衍生品市场，以应对
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冲击。虽然大宗
商品价格有所波动，但相关商品衍生
品交易理性，期货套期保值功能有效
发挥，在稳定市场、对冲风险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

微神马科技（大连）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 CEO 曹天佑表示，主讲嘉宾
们的一些新颖观点让他大开眼界，
尤其是李正强所讲的实体经济如何
化解风险，对自己刚起步的金融科
技企业很有启发，在企业解决了融
资难、融资贵问题获得足够的资金
后，还需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风
险管理能力。

借助达沃斯平台加速国际化

“能将衍生品市场发展纳入达沃
斯议题，实属不易！”李正强在论坛结
束后感慨地说，今天参会嘉宾这么多，
这么热情，说明我省当初争取设立这
个议题是对的，取得了成功。

据介绍，2014 年，大连商品交易
所被正式吸纳为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会
员，也是目前为止中国国内交易所里
唯一会员。连续多年参加夏季达沃斯
年会的李正强说，他从第一次参加夏
季达沃斯年会开始，接连两次提议在
年会期间举办期货市场论坛，吸引全
球各地的交易所参加。在他看来，这
既是对夏季达沃斯年会内容的丰富，
也将对中国的期货市场和大连的区域
性金融中心建设产生推动作用，但由
于组织方在议题设置方面的限制，这
一提议当时未被采纳。

功夫不负有心人，愿望终于在今
年得以实现！

为全面展示发展成就，分享辽宁
智慧，在筹办今年夏季达沃斯年会期
间，大连市政府成立了专门的议题组，
其职责之一就是根据国际、国内经济
形势，提出涉及中国特别是辽宁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议题组

汇聚我省高校的智库专家，经过广泛
发动，研究提出了 12项议题和 3项日
程。在此基础上，与世界经济论坛积
极协商，争取将与辽宁经济社会发展
相关的议题纳入年会的议题范围。

最终，由大连提交的涉及中国金融
衍生品发展和《外商投资法》解读两项
议题成为本届年会正式议题，名称分别
确定为“塑造中国未来金融业”和“中国
对外国企业采取的新政策”，议题开讲
的时间分别为7月1日和7月2日。

获得达沃斯论坛登台机遇，充分
表明了大商所乃至中国期货市场发展
历程和多元发展成果，得到全球市场
的关注和认可。李正强说，本届达沃
斯首次将衍生品市场发展纳入议题，
有助于我国期货市场借助国际顶级论
坛更好地传递“中国声音”，展现改革
开放 40 年来我国衍生品市场取得的
突出成就，分享发展经验，为我国乃至
全球经济贡献辽宁智慧与中国经验。

从当初坐在台下“看戏”到如今走
到台上“唱戏”，这种变化的背后，折射
的是自信的辽宁企业家越来越渴望在
国际舞台上展示风采。

夏季达沃斯，成为辽宁加速国际化
进程的新平台。这一世界级平台，让世
界近距离聆听来自辽宁的声音。而辽
宁，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

从“看戏”到“唱戏”
——辽宁议题首次登上达沃斯论坛分享中国经验

本报记者 侯国政 杨丽娟 杨少明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
链……前沿科技层出不穷的第
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辽宁老
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如何寻找新的发力点？在
2019 夏季达沃斯年会上，东软
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刘积
仁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数字经济正在构建制造业的新
生态，辽宁传统产业要学会顺
应产业变革的趋势和未来发展
方向，和其他产业融合共生。

“在这方面，达沃斯带来了很多
新的概念和想法。”

如今，刘积仁已经同时成为
冬季达沃斯和夏季达沃斯的参
会嘉宾，常常只身背包前往瑞士
参加论坛。他认为，企业要发
展，不仅要了解自己，同时也要
了解世界。

“达沃斯带来不同国家、不
同区域、不同行业对一个问题的
不同看法，可以让我们更清醒，
让我们知道更多的风险，识别更
多的机会。”刘积仁说，这类世界
型的经济论坛，讨论最多的是一
种“不确定性”，这对一家企业而
言十分重要。“我们到这里不是
来寻找一个答案，而是学习理性
判断商业机会背后风险的一种

识别能力。”
在刘积仁看来，第四次工业

革命推动了生产力水平提升，也
为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
提供了新的动能和机会。这背
后蕴含着更多的“融合”和“连
接”，将传统的工业产业融入一
个大的生态供应链。这样的背
景之下，辽宁应该以更加开放的
心态顺应产业变革，在保持现有
产业优势的同时，学会顺应产业
变革的趋势和未来发展方向，和
其他产业融合共生。

“事实上，如今的任何行业
都在与其他行业相互渗透、融
合。”刘积仁以东软集团的发展
举例说，集团过去是一家软件
企业，如今，则更多地把软件作
为赋能，与“大健康”等智慧城
市建设的多种产业相结合。软
件正在定义社会和商业模式，
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
部分。

刘积仁说，当下，第四次工
业革命正在悄然改变人们的生
活方式。随着数字技术与传统
制造技术相互结合，会创造出越
来越多的新产品与新服务，继而
推动传统制造业向互联网智能
化方向转变。

顺应产业变革 学会融合共生
——访东软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刘积仁

本报记者 苏 琳

7月1日，2019大连夏季达沃斯年
会启幕，来自全球 12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政界、商界、学术界嘉宾齐聚一
堂，为推动全球合作、实现高质量增长
提供智力帮助。

上图为参会嘉宾围绕发展等话题
进行交流。

左图为参会嘉宾在“塑造中国未
来金融业”分论坛上发言。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精英汇聚
共话发展

凉爽的晚风从海湾拂过，海边广
场上空的音乐悠扬动听；一群海鸥从
海面掠向广场，在炫丽的舞台上欢快
穿梭……7月1日晚，在美丽的大连东
港商务区音乐喷泉广场，一场中西合
璧、凸显中国元素和辽宁文化风情的
晚宴——“大连之夜”正在举行。

文化晚宴是夏季达沃斯年会期间
唯一由东道主自主举办的重要活动。
为了向中外嘉宾展示本土文化的独特
魅力，大连市今年在场地布局、节目编
排、饮食设计上作了精心安排。

从晚宴安检口至主会场，400 米
长的通道两侧，“醒狮迎宾”“京剧传统
与创新展演”……数个主题表演区吸
引着嘉宾的目光，他们被这扑面而来
的中国风所感染，纷纷掏出手机拍照，
邀请演员合影留念。

主会场入口前，由 13 块错落有
致 的 长 方 体 立 式 LED 屏 拼 接 出 一

个美轮美奂的迎宾舞台，20 位古筝
演奏者轻捻慢拢，一首首经典的中
国名曲顺着他们的指缝流出，令人
沉醉。

别具一格的非遗文化展示区留住
了众多嘉宾的脚步。我省多位民间艺
术大师和工匠带来了手工麦秸画、剪
纸、漆雕葫芦、面塑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作品，并现场制作演示，嘉宾不时
驻足流连，啧啧称奇。

饮食方面，海凉粉、三鲜锅贴、虾
爬子锅贴、蒸海鲜、大骨鸡炖粉皮榛
蘑、拔丝地瓜等40余种辽宁美食让人
驻足品尝。晚宴形式类似于大排档，
在主会场的舞台前以饮食岛的形式分
布，嘉宾们可以自主选择食物，每一个
档口前都排着长长的队伍。

晚 7 时 40 分，精彩纷呈的文艺演
出正式开始，辽宁芭蕾舞团、大连歌舞
团、大连杂技团、大连京剧院的演员相

继登场。融民族舞、汉唐古典舞等舞
蹈元素为一体的《龙飞凤舞》，在第40
届法国“明日”世界马戏节上斩获金奖
的《流星》，独具中华民族韵味的舞蹈

《茉莉花》，浪漫主义芭蕾舞剧《吉赛
尔》，展示中华传统艺术形式之美的京
剧武戏集锦，还有极具地方特色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经典表演节目《长穗花
鼓》……精彩的演出让嘉宾看得如痴
如醉。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来
自美国的杰西对这场文化晚宴赞不绝
口，“视觉、听觉、味觉、嗅觉……什么
都好，真正让我们感受到了了不起的
灿烂文化。”

大连与世界经济论坛第七次牵
手，“大连之夜”又一次向世界打开了
辽宁文化之窗，通过鲜明的文化符号
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进一步读懂大
连、熟悉辽宁、认识中国。

向世界打开辽宁文化之窗
本报记者 侯国政 杨少明

图为参会嘉宾体验5G环境下的全景VR。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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