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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5月23日，应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邀请，香港溢达集团董事长、著名社会活动家杨敏德女士

在北京大学理科楼做了题为“新经济和传统产业腾飞”的讲座。现摘要如下： 

溢达集团是一家从事纺织业的大型跨国企业，它的年销售额在5亿美元以上，全球的雇员大约有43,000

人。然而伴随着所谓新经济时代的来临，许多人对溢达这样从事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企业能否适应

未来的经济发展提出了疑问。在他们看来，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网络经济才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主流，包

括纺织业在内的传统产业要逐渐从社会经济的舞台中退出。我想这样的看法至少在评价传统产业的作用

上犯了错误。到底什么是评价一国经济实力的关键呢？我们不能想象如果没有生产能力的增长，一国的

经济形势怎么会好。就在几年以前，大家都在炒房地产，房子的价格被炒到了天上，造出了很大的经济

泡沫。然而，这种房地产虚热的情形并没有持续多久，泡沫破灭给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今天人们对新经济的巨大热情来自于它所允诺的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提高的美好前景。在这方面新的信

息技术也确实是潜力无穷。以溢达集团为例，由于它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组织生产，对各地生产和管理信

息的收集和整理就是企业日常经营的一个重要任务。有了先进的信息技术，公司可以通过网络把各地不

同的数据集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处理，大大减少了决策的中间环节、提高了经营效率、节约了成本。这个

例子虽然简单，但是却指出了新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是与传统产业相结合，运用它所带来的新的技

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的改造，帮助它降低成本、改变发展模式。以纺织业为例，它是传统的劳动密

集型产业，需要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来支持产业的发展。可是，在纺织业发展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之后，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当地劳动力便宜的优势将不复存在，这样留给纺织业的发展空间就很有限

了。如果先进的信息技术能够全面的运用于纺织业，包括提高工业连锁线的运行效率、减少生产和管理

环节的浪费以及增加生产者和零售商的协调，那么纺织业的发展空间就能够被大大拓展。 

但是，很多新经济的领导者并不是致力于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而是指望用单纯的技术增长来带动

经济增长。这有些类似于前面提到的房地产市场的虚热：网络股被炒起来以后，拉动的只是未来的需

求，如果生产能力的增长不能赶上价格的增长，人们的初始投资得不到预期的回报，那么随着后续投资

的逐渐减少，所谓新经济的神话是注定要破灭的。至少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一点并没有引起国内网络企

业应有的重视。以一些从事电子商务的网站为例，它们大多数心里只是想着上市，想着用自己的广告去

做买卖，忽视了很多从事电子商务必备的要素。从一个做企业的人的角度，我认为一个好的电子商务网

站应当向用户提供有关其行业的知识，并帮助用户更方便的完成交易。而国内能做到这种程度的又有几

家呢？大多数电子商务网站缺乏对其从事的行业起码的了解，无法向用户提供真正有价值的服务，这样

的电子商务又怎么能吸引用户呢？所以说，对目前国内炒得很热的电子商务，我的看法是前面的路还很

长，电子商务的重心应当转移到向客户服务上来，要静下心来加深对生产部门（包括传统产业）的了

解，帮助生产部门提高效率，这样的电子商务才真正有前途。 

新经济是在信息高速公路上运行的，因此为了促进新经济的发展加强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是绝对必要

的。但是，中国目前更缺乏的是物理高速公路的建设，而离开了这一点新经济同样无法发展。溢达集团

在新疆有一个长绒棉生产基地，这个基地为解决当地的就业、促进经济发展还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

是，制约它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整个西北地区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中最突出的是交通。从溢达来

说，把棉花从新疆运出来的成本非常高，这大大削弱了新疆的吸引力。然而这些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

的，比如说国家可以开放内地的运输市场，允许以多种形式开发交通体系。只要有思想观念上的转变，

很多问题都会有很好的解决。中国目前提出的开发大西北，目的是带动西部资源密集地区的经济发展，

加强西北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实现这一目标尤为重要，它会大大加快西部地区工业的发展。所以说，

新经济下物理高速公路的完善也是完全必要的，它与新技术的结合会进一步促进新传统产业的腾飞。 

演讲结束之后，杨敏德女士又与北大的同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回答很多同学们关心的问题。 

有同学问，新经济下传统企业怎样才能够留住优秀的人才。杨女士认为，新经济下优秀的人才不愿意进

 



入传统行业，是其发展的重要障碍。事实上，企业最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就是它所拥有的人力资源。从传

统产业的角度来讲，它应当提高人才的待遇，付与他们与贡献相称的报酬。从求职者的角度来讲，杨女

士认为做企业他们会有成就感，因为这是真正在和人打交道，企业做得好甚至可以改变一个地区人们的

生活质量，做到这一点人们会有成就感。 

有同学问，溢达集团进入中国内地的原料市场有什么困难。杨女士指出，中国目前的棉花市场价格过

高，而这个高是相对与棉花的质量而言的。由于国家棉库里积压过多，每年都会释放出一定的棉花库

存。但这些棉花的质量都比较差，不能满足工业的用途。因此溢达集团选择自己在新疆种棉花、加工棉

花的发展模式。同时，由于是跨国企业，加工的棉花必须运往国外做进一步的加工。然而，由于我国的

出口退税制度并不利于深加工企业的发展，溢达在这方面负担很沉重。杨女士希望，中国在棉花市场的

发育以及各项制度的完善上做进一步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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