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华东周刊特约撰稿人 陈博君 /文

在照相机和带有摄像功能的手机近乎

完全普及的今天，人们对镜头都已不再陌

生。但是，一枚小小的镜头，究竟能被一家企

业演绎成多大的产业规模？绝大多数人穷尽

了自己的想象维度，估计仍很难达到这样的

高度：年销售突破 300 亿！

2020 年 3 月，浙江舜宇光学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正式公布上一年的业绩：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现总销售额

378.49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6%。

这可不是建造高楼大厦，更不是制造航

空母舰，就凭着这小小的镜头以及相关的衍

生产品，竟能打造出数百亿的产业，这难道

不是奇迹么？

这样的奇迹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一个

叫做“余姚”的地方。

余姚，位于浙江省东部，自古以来就是

一个不断诞生奇迹的地方。

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远古人

类就在这里耕耘收获、繁衍生息。他们用智

慧的大脑和勤劳的双手，创造出了令世人瞩

目的农业、建筑、纺织、艺术等一系列人类文

明成就，使得余姚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文明

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五百多年前，一位对中国乃至整个亚洲

产生深远影响的哲人在这里诞生。王阳明，

这位文武双全、智胆兼备的明代著名思想

家、哲学家、书法家、军事家和教育家，以他

丰富曲折、堪称神奇的人生经历，为世人奉

献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伟大

的心学理论，构成了一套博大精深的哲学思

想体系。

而今天，就在火热的当下，这家名为“舜

宇”的民营企业，正乘着时代的东风，在余姚

这片神奇的大地上演绎着一个全新的奇迹。

他们从一张白纸起家，依靠小小的镜头产

品，步履维艰但却坚定扎实地一步一步成长

起来，只用了 35 年的时间，就壮大成市值过

千亿、年销售超 300 亿的中国光学龙头企

业，成为闪耀在世界东方的“中国光电之

星”，开创了一种新时代的商业典范模式。

“中国光电之星”的腾飞究竟有哪些奥

秘？舜宇奇迹的缔造者王文鉴又是怎样的一

个人？2018 年一个阳光灿烂的盛夏之日，我

怀着探究的心态第一次走进舜宇，见到了这

位面容十分亲善，目光却异常坚定的老人。

夏日的阳光透过窗户静静地洒在他那微微

卷曲的花白头发上，仿佛涂上了一层耀眼的

光晕，让人在亲和安详的氛围之中油然萌生

出一种敬意。这不禁让我对这次探寻创业奇

迹的写作之旅，更增了几分莫名的期许和向

往。

从那以后，我一次又一次踏上余姚这片

热土，与一个又一个舜宇人近距离接触交

流。聆听着他们动情的叙述，记录着他们真

情的回忆，这个企业 35 年来艰辛曲折的创

业发展历程和充满个性的形象轮廓特征，在

我眼前渐次清晰起来。那个原本显得遥远而

又神秘的“奇迹”，终于真实而又生动地展现

在面前。

这是一家富有远见、善于借力的企业。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叶，目光敏锐的王文

鉴就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遵循“科技就是

第一生产力”的理念，按照科技型企业的定

位创办了舜宇的前身余姚第二光仪厂；创业

早期，他们通过与浙江大学厂校联袂“借力

登高”，与当时国内顶尖的光学企业多头联

营“借水行舟”，利用国家政策与香港企业合

资“借船出海”，实现了超常规、跳跃式的发

展；企业发展壮大之后，又超前预判未来的

发展趋势，审时度势地提出“名配角战略”，

通过与三星、美能达、华为、联想、索尼等全

球“名主角”开展战略合作，继续趁势而上。

正是凭借着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舜宇才得

以在波诡云谲的行业竞流中一次又一次占

得先机，并最终脱颖而出。

这是一家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企业。

1988 年，面对国外相机来势汹汹和国内相

继举步维艰的市场态势，舜宇首次制定了

“两个转变”的战略方针，提出要“从单一的

国内市场转变为国内和国外市场同时并举。

从单一的元部件加工转变为元部件加工和

整机生产同时并举”，从而成功避开了 1989
年市场疲软引发的重大危机。1999 年，面对

IT 产业发展为光学行业带来巨大市场空间

的新行情，舜宇适时调整战略，提出了“两个

新的转变”，即“在产品方向上，由现在的传

统光学转变为传统光学与现代光电并举。在

经营方式上，从单一的产品经营转变为产品

经营与资本经营同时并举”，使企业在坚守

传统光学的同时成功跨入现代光电领域，并

最终实现了资本上市。2015 年，面对互联网

时代的新趋势，舜宇又提出全新的“两个转

变”战略，即实现“从光学产品制造商向智能

光学系统方案解决商的转变、从仪器产品制

造商向系统方案集成商的转变”，为舜宇奋

力实现“千亿目标”、打造光学行业的百年

“老字号”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这是一家不忘初心、富有定力的企业。

创业 35 年来，舜宇也曾经历过多元化发展

的泥沼，面临过转行金融、房地产的诱惑，但

关键时刻，他们及时自我反省、拨乱反正，最

终以顽强的定力抵住了一次次的诱惑。在瞬

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舜宇以不变应万变的

姿态，始终不忘初心、坚守主业，潜心于光电

制造业的精耕细作，致力于光电零部件的创

新创造。这种“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定力，

充分彰显了这家民营企业为振兴民族制造

业的那份责任与担当，最终成为舜宇笑傲江

湖、展翅腾飞的底气与资本。

这是一家乐于分享、共同创造的企业。

在舜宇集团，无时不刻能够感受到一种齐心

协力、和谐上进的干事氛围，主人翁的自豪

感写在了每一名员工的脸上。为什么一家民

营企业能够焕发起如此强大的凝聚力？奥妙

就在于以“共同创造”为核心价值观的企业

文化，在于“钱散人聚”的产权理念和制度，

在于一系列实实在在的防止家族化举措。在

这个企业中，一大批老员工、中高层管理者

和优秀员工都是企业的股东，他们的命运都

与舜宇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在舜宇的发展轨迹中，处处闪耀着王文

鉴的经营理念与思想。因为王文鉴酷爱阅

读、善于思考，并且经常迸发出发人深省的

理论观点，故被人冠以“儒商”誉称。但我却

更愿意视其为“哲商”，因为他不仅具备了

“儒商”的道德与才智，更擅长于用哲学思维

搞经营、搞管理。他用一系列蕴含着深刻哲

理的经营理念，推动着舜宇不断向前迈进，

为世人提供了一个哲学思想与商业实践跨

界融合的经典案例。

舜宇，这颗熠熠生辉的“中国光电之

星”，这个由哲商王文鉴一手缔造起来的余

姚新奇迹，当我们重新回顾她的整个发展历

程，就仿佛翻开了一部现代企业成长史的经

典教科书。

（本文图片由舜宇集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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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周刊特约撰稿人 赵鑫鑫 /文

刚刚过去的这个双十一，号称是史上最热闹的狂欢购物节，除了漫天的广告，头部电

商牵手各大卫视，各种预热直播晚会赚足了大家的眼球。回想往年的双十一，除了天猫，其

他平台很少会公布当天的具体销售数据，就是因为怕体量不同，再好看的数字在巨无霸天

猫面前也会抬不起头。估计今年马云学到了电商同侪的手法，2020 双十一提前开跑，有样

学样，玩出了高招，所以身边的朋友们手剁得嗷嗷叫，却也依然乐在其中。

我不是程序员，也没有在电商企业呆过，但是那种没日没夜的压力可想而知，在宏大

且急速前进的中国市场中，怎样才能不被消费者抛弃？那些头部电商一定绞尽脑汁，想尽

办法要在这场欣欣向荣却血光四溅的商业厮杀中立足壮大。那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想想都

让人不免浮躁起来。

近日细读这本由中国经济出版社最新推出的《中国光电之星》，跟随着作者细致的笔

触历经了这家诞生于浙江余姚的千亿企业的成长发展道路，忽然间就平添了诸多的感慨。

是啊，这短短的几十年，我们就亲身经历了一个盲目崇拜巨无霸的年代，每个新兴企业都

在极度渴望成长，渴望冲出中国，渴望进军世界。当年，这个梦确实很中国，却也很沉重。

还记得曾经红极一时的凡客诚品及其创始人陈年吗？那个从一件衬衫一双板鞋起家

的凡客，无论是高品质低价位的产品，还是快捷的物流体验，抑或流量明星加持的“凡客

体”，都曾给过我们最好的互联网商业形态启蒙。可惜，凡客最终却走上了盲目布局、肆意

扩张的道路，于是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互联网商战中，伴随着雷军的正式卸任董事，陈年和

他的凡客诚品就已然成为过客。

2020 风云诡谲，中美之间的贸易拉锯点醒了世人，原来最中国的企业，不光要大，更要

强。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武器，才能立足世界商战。你看，早在数十年前，中国光电之星舜

宇集团的创始人王文鉴，走的不就是和诸多互联网巨头截然相反的创业之路吗？在有些人

眼里，王文鉴的创业故事，可能就是一个闷头只做一件事的“傻”案例。“傻子”很简单，“傻

子”只会低头干。但是今天看来，已然成为中国光电之星的舜宇，却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这

样一个现实：中国企业最需要的，就是这份踏实稳重和步步为营的从容与淡定。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企业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中国时代更迭的浪潮中遇见、经

历、抓住、成长和微笑，但是王文鉴的“名配角战略”却值得每一个国人深思，一句简单的口

号，我们读到的却是数十年如一日的、不以己悲不以物喜的踏实和执着。这种精神，难道不

更中国吗？

我理解的中国力量，并非指那些功成名就的行业翘楚，而是遍布于 960 万平方公里的

各行各业。每一个微小的坚持，每一份默默的努力，最终必将汇成巨大的力量洪流。只有拥

有这种力量，我们的国家才会根深蒂固，才会傲然挺立。

感谢作者用无数次的探访、用最细腻真实的笔触，为我们还原了舜宇集团创始人王文

鉴的创业之路。这本《中国光电之星》仿佛是一道醒世名言，在浮躁的日子里，告诫着我们

每一个新时代的年轻人：别急，慢慢来。

■ 华东周刊特约撰稿人 陈卉缘 / 文

“舜宇”这个名字可能并不为大众所熟知，但是“福布斯企业 2000 强”“中国民营 500
强”“中国电子信息百强”“华为供应商”等一个个标签，却让这家公司的形象在人们心中变

得丰满起来。

今年 3 月，浙江舜宇光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正式公布上一年的业绩：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现总销售额 378.49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6%。

这不是一家建造高楼大厦的企业，更不是一家制造航空母舰的企业，而是只凭小小的

镜头以及相关的衍生产品打造出数百亿产值的企业。这家企业究竟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

故事，竟能取得如此骄人的发展态势？在这些数字背后，又有多少精神的力量在支撑着这

家企业？

由中国经济出版社近日出版的《中国光电之星》，为我们揭开了心中的这些疑问。该书

的作者陈博君用第三人称的视角，将舜宇集团 35 年来走过的波澜岁月缓缓道来，细腻的

描写令我们仿佛重走了一遍舜宇的创业发展之路。35 年的发展历程并不算漫长，但正是

因为在这并不太长的时间里，舜宇实现了从 0 到 300 亿的成长，才令人不禁感叹其腾飞速

度和背后这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细读全书不难发现，从创业伊始“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做百分之百努力”的执

着，到发展过程中全方位多领域的“合作”；从不断升级的“两个转变”方针，到主动接轨国

际的“名配角”战略；从“共同创造”的企业文化建设，到“千亿计划”宏伟目标的提出与实施

……舜宇集团发展所走过的每一步，早已将优秀的精神、理念、文化、品格汇成了一套经典

的范本体系。

在一贯追求“大”、崇尚“快”的中国，在宏观经济热得发烫之时，在人人争相做“加法”

之际，舜宇的当家人却能抵挡各种诱惑，果断砍掉转行金融、房地产的机会，在瞬息万变的

市场环境中，以不变应万变的姿态潜心于光电制造业的精耕细作，致力于光电零部件的创

新创造，这成为其带领舜宇走上成功的最大秘诀。就在舜宇决定聚焦本业的第二年，德国

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出版了《隐形冠军》一书，在一定程度上，为舜宇的战略做出了绝佳

的注脚。

在企业蒸蒸日上之时，不忘企业发展之初心，以“钱散人聚”的产权理念和制度，以及

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防止企业家族化，将老员工、中高层管理者和公司骨干化为股东，

使他们的命运都与舜宇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些都形成了舜宇乐于分享、共同创造、齐

心协力、和谐上进的干事氛围，主人翁的自豪感写在了每一名员工的脸上，从中焕发出的

强大凝聚力，助力舜宇在发展的路上越走越远，越飞越高。

正是因为这份“谋”后的定力，“踏石留印”的恒心，充分彰显了这家民营企业为振兴民

族制造业的那份责任与担当，诠释了舜宇为何能笑傲江湖、展翅腾飞的底气与资本，这也

许就是这本《中国光电之星》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谋定而后动
———陈博君新著《中国光电之星》读后感

别急，慢慢来

《中国光电之星》

作者：陈博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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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宇集团创始人王文鉴

舜宇奇迹：
一部现代企业成长史的
经典教科书 “中国光电之星”的腾飞究竟有哪些奥秘？舜宇奇

迹的缔造者王文鉴又是怎样的一个人？2018 年一个阳

光灿烂的盛夏之日，我怀着探究的心态第一次走进舜

宇，见到了这位面容十分亲善，目光却异常坚定的老

人。夏日的阳光透过窗户静静地洒在他那微微卷曲的

花白头发上，仿佛涂上了一层耀眼的光晕，让人在亲

和安详的氛围之中油然萌生出一种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