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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职风采：

融科技之力，传艺术之美

【编者按】近日，《政协委员履职风采·万捷》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该文集收录了万捷委员在政协平台上参政议政、履行职责的情况和成

果，是对万捷委员在政协平台履职情况的一次系统回顾，同时万捷委

员的提案和媒体采访也被收纳其中。

全国政协委员、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作为我国文化产业领域的领

军人物，自 2008 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以来，在每年的“两会”上始

终关注优秀文化艺术的传承与保护。万捷委员结合行业实际和企业实

践，提出系列的文化保护、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提案，并获得了财政部

等国家部委的广泛关注和反馈。

雅昌承载着“传承、提升、传播艺术价值”的企业使命，努力提升中

国文化软实力，助力艺术家实现艺术梦想，助力艺术教育的推行和推广。

“热爱”成就梦想

雅昌一直在通过“为人民艺术服务”实现“艺术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融

科技之力，传艺术之美”。

此外，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积极践行者，万捷委员还在提高环境和生

态保护意识和措施等领域，提出了诸多建议。

服务人民艺术，提升大众审美

1962 年，我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父亲爱书，家里除了书还

是书。我看书，很容易看痴，找到一本好书，钻进被窝儿里，横拿竖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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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吃饭时也一只眼看着碗一只眼盯着书，往往一本书看完了，同时也

翻烂了。扎到书里就出不来的我长大了，爱逛书店，看见书就走不动

道的习惯一直没变。读书的习惯，让我受益良多。读书，让人视野开

阔，在思考问题时，更善于从庞杂的信息中，把握住事情发展的走向，

从而也铸就了我理性的一面。

成就一番伟业的唯一途径就是热爱自己的事业。我在中学时，已经清

楚地知道自己热爱的事业就是做个电影导演。然而对一个中学生来说，

那个时候，还不具备坚守自己理想的能力。父亲从事与印刷相关的复

印技术的科研工作，觉得这个领域会有前途，于是听从父亲的建议，

考进了印刷学院。在印刷学院，我一直放不下我的电影梦。印刷技师

与电影导演，看似两列行驶在完全不同轨道上的列车，似乎不会有交

叉点。但我一直没有放弃自己喜欢的导演梦。只是在一个工科学校里，

我这个文艺青年，又上哪儿去寻找自己热爱的事业呢？

看似偶然，但偶然中又有必然。在大三的时候，我接触到了管理课程，

这让我立刻来了兴趣。作为一个管理者，不仅要有想法，还要懂调度，

既是策划者，又是大管家。这是一种和做导演一样，富有创造性和挑

战性的工作。创意、设计、调度样样都得精通，我喜欢那种掌控全局

的感觉。唯一不同的是，导演的剧本是已经写好的，而管理者的剧情，

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更能挑战一个人的勇气和能力。想通了这一点，

我的求学生活有了新的方向——做一个管理者。

很可惜毕竟学的不是管理专业，学校开设的课程蜻蜓点水似的太简单，

我再次把希望寄托在读书上。在书店里，我找到了一本 3 毛 6 分钱的

小册子，那是一本译自日本的企业管理小书，讲的是企业家的一百条

守则。这本管理小册子，虽然薄，却让我如获至宝，它印证了我的想法，

导演就是一个管理者，管人、管物、管钱，一部电影就是导演的一个产品。

而一个企业，就是企业家的电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的一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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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管理》，也成为我的案头书。如果说，3 毛 6 分钱的小册子，讲的

是“道”，是企业家的精神，那么这套《生产管理》，讲的就是“术”，

是管理的一些实用方法，再也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枯燥的机械制图上，

我重新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将来一定要当厂长，做个管理者。带

着责任感生活，尝试为这个世界带来点有意义的事情。

当然，在我的学生时代，那时候无论是“导演梦”，还是“厂长梦”，

看上去都很渺茫。一个人只要考上大学，就已被纳入体制内，在获得

国家干部身份的同时，工作也要服从国家分配。在体制内，论资排辈

还是一种强大的习惯，熬资历、熬职称，想当厂长，那将是一条漫长

的煎熬之路。

然而机会还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中国大的出版社要出版美术画册、摄影杂志这

些需要高档印刷的图书，不是拿到日本就是拿到中国香港地区。中国

在900多年前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然而在900年后，中国的彩印水平，

似乎仍停留在作坊式印年画的水平上。无论是原材料，还是工艺设备，

都落后于发达国家。

在我毕业的 1984 年，邓小平南巡谈话，肯定了特区发展的道路，为

担心市场经济能否走得通的人吃了一颗定心丸，这也直接奠定了促成

深圳成为彩色印刷重镇的基础。那时候的我，已经被分配到一家国有

企业，过上了一张报纸一杯茶、混一天是一天的日子。这根本不是我

想要的生活。此时，我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深圳。在深圳做印刷厂，

能方便内地客户。而中国香港的技术、设备又基本能保证质量。这导

致全国各地的客户云集深圳，像赶集似的，很多人都是提着现金来洽

淡业务。那时候做印刷是暴利行业。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单业务，

印废了，重印，哪怕重印三次，印刷厂还会有利润。

机缘巧合，我遇到了一位叫辻隆生的日本人。

日本是全球的印刷强国，中国许多印刷厂都从日本进口印刷设备。这

些机器比较先进，怎么使用，需要日本专家的指导。1985 年，辻隆生

到北京一家印刷厂做技术指导，顺便为“美光”物色人才。在招聘面

试中，他第一次见到了我，我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我是“一

个眼睛里有光芒的年轻人”。辻隆生把我引荐给了美光。这家位于深

圳八卦岭，拥有最先进印刷技术、设备、材料还有管理的合资公司给

我带来了全新的感受。在这里，我开始了长达七年的潜心学习历程。

初到美光，我这个印刷专业大学生、仅有几个月印刷国企资历的年轻

人被授予了课长这个初级管理岗的职位。管理岗肯定是诱人的，不过

如果职务与能力不匹配，就如穿上一双很漂亮但不合脚的鞋，一开始，

你可能会获得一时的虚荣，可是一旦走起路来，你就会步履维艰。虽

然课长是一个不错的起点，我却推辞掉了，并推荐我的一位师傅做课长，

让我有更好的学习榜样可以迅速地提升我的业务能力。我的职务升得

很快，从生产调度、组长、课长、生产部长，一路上升。在我 25 岁时，

成为美光的生产厂长，并在不到 30 岁时，成为中国第一家中日合资

印刷企业最年轻的董事。

让自己变得卓越，才能实现梦想

作为美光重点培养的管理者，我获得了更多的培训机会，其中给我留

下深刻影响的，就是企业在管理中的标准化、数据化、规范化，这也

为日后雅昌的“标准化、数据化、规范化”体系的确立打下了基础。“标

准化、数据化、规范化”同样可以应用到服务中，服务的每一个环节，

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体验进行拆分，然后通过分析整合，就能形成

一种标准、一种规范。

当一个人认定自己“活着就为改变世界”的时候，那他就更容易重新

审视自己，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增强自己的能力。1991 年的一天，

我在工作日记中，详尽地梳理了一下自己在美光这 7 年来所做的各项

工作，收获有哪些，教训有哪些。在细细地盘点后，对着笔记本上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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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1993 年，我们在香港注册公司时，在众多英文名字中，我一下子就

被“artron”吸引了——艺术（art）+ 电子（tron）。回到深圳，我

们把这个名字翻译成了“雅昌”。

90 年代的深圳印刷界，低端包装印刷业务的竞争日趋激烈。1994 年，

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一单业务，是南京一家拍卖公司的拍卖图录。正

是这本图录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列出的 7 年历程，我深思了许久，最终做了个决定：离开美光。美光

作为合资公司的弊病逐渐暴露，前期发展过于顺利，整个公司没有建

立起一个很好的价值观，业务上升到一定阶段就很快没有了目标，没

有任何创新的动力……在美光，能够看到世界上最先进设备，能够参

与做世界上最好的印刷，我很享受这一段时光。

离开美光后，我开始创业，开始尝试，开启为梦想而奋斗的征程……

把青春交给了深圳

我是 1980 年上大学，1984 年毕业，毕业一年以后深圳招聘，就来了

深圳，一晃 30 年过去了。30 年前，我从北京来到深圳，深圳还是一

个非常令人向往、也让我们觉得有优越感的一个城市，因为我们没吃

过广东菜，我们没有去过沙头角，更没出过国，到深圳以后我们觉得

像出国一样。

在 30 年前，我们来这个地方——蛇口的时候，等于出了深圳。蛇口

进深圳的时候，一般是叫进城，说我们要去深圳，来一趟蛇口是不容

易的，但蛇口贴的字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所以深圳

30 年前讲的是效率。

在 20 年前，15 年前，深圳讲的是质量，现在开始，深圳讲的是品质，

30 年过去了，深圳从效率、质量、品质，一直在强调一种它自己创新

的文化，作为一个企业家，我跟其他的企业家一样，我们在不断地感

受深圳的这种精神，同时我们也参与建设深圳的文化。可以说，我们

这一代人把青春交给了深圳。

从中国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