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5月2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吕 晗

热线电话：(0531)85193307 Email：gaf@dzwww.com 周末人物 11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胡润”这个名字，总会与财富榜单紧密关
联。22年前，在上海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
英国人胡润创建了中国第一份财富榜单，让全
世界知道了中国最有钱人的名字。22年来，尽
管质疑声不断，但胡润的榜单越做越多。这位
专注于研究中国富豪的“榜爷”，不仅架起了
世界对中国财富创造者的认知桥梁，还从某些
角度唤醒了中国财富创造者群体的自我认知，
而他自己也见证了一个飞速发展的中国。

近日，因为一场新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论
坛活动，胡润来到青岛。借此机会，记者得以与
这位知名度相当高的“老外”面对面交流。优雅
的蓝色西装、英俊的面容、开朗的神情、丰富的
肢体语言、一口算得上流利并习惯性夹杂英文
单词的中文，已经年过半百的胡润看起来比他
实际年龄要小很多，脸上甚至还会不时流露出
年轻人的羞涩。

“说不出几个企业家的名字”

与胡润交流，话题自然离不开财富榜单。
1999年，年仅29岁的胡润在中国创造了财

富榜单的概念。虽然那时已改革开放21年，
“发家致富”的观念也已深入人心，但这份榜
单将50个中国人的名字按照他们的财富拥有量
排列，并公之于众，还是在一个普遍不太愿露
富的国家引起不小的轰动。

见过胡润的人会觉得他是个典型的绅士：
在卢森堡出生，父母都是英国人，父亲是会计
师；中学就读于英国著名的伊顿公学，校友包
括乔治·奥威尔和威廉王子这样的名人，会说
7种语言……即便如此，如果当初胡润没有做
那份榜单，他的知名度和成就或许都很难能达
到现在的高度。

胡润的“榜爷”生涯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
上海工作学习的一段经历。1990年，大学期间
的胡润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深造一年，自此有了
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毕业后胡润从事与父亲一
样的会计行业。凭借中文优势，1997年胡润从
伦敦来到上海的安达信，最初只是希望在中国
奋斗几年后回到英国做个中产。在此期间，胡
润希望做一点有价值的工作，让英国人乃至全
世界的人更了解中国，但他发现这在当时还是
很难的。“英国人不太懂更加真实的中国。”
直到1999年，胡润在参加安达信的一场培训活
动中受到启发，决定通过做榜单这种相对客观
又带有神秘感的形式记录中国的变化。

胡润最终把榜单聚焦到企业家身上，还跟
他当时的中文老师有关。胡润希望这位中国的
女大学生可以给他讲一堂关于中国企业家的
课，结果对方备了一天课，也没准备出多少素
材。胡润又和他的中国同事交流此事，几位同
事同样说不出几个中国企业家的名字。“在当
时的中国，企业家的个人IP并不受重视，我当
时就断定这是个很好的市场。”于是，做一份
关于企业家财富的榜单，就成为29岁的胡润记
录中国的目标。

胡润至今还记得第一份榜单上50名富豪中
大部分人的故事。为了扩大影响力，胡润把榜
单发给了英国几家媒体，但没有收到任何回
应。他又发给了美国的《财富》《商业周刊》
和《福布斯》等杂志，结果被《福布斯》的一
位资深主编相中。就这样，胡润的财富榜单首
秀就登上了福布斯的封面。借助《福布斯》杂
志的发布，胡润的这份榜单也成为世界了解中
国、解读中国的新窗口。胡润的名字从此和中
国财富紧密相连，他的财富事业也和中国的富
豪一起成长。现在，胡润身为“胡润百富”集
团的董事长兼首席调研员，榜单也越做越多：
“胡润百富榜”“胡润新金融百强榜”“胡润
慈善榜”“胡润艺术榜”等等，每一项似乎都
很契合人们的好奇心，引发舆论热议。

“有陌生人来敲我家门”

给内敛、保守的中国人做一份“生猛”的
财富榜单，胡润带来的冲击可想而知。对此，
胡润有自己的看法。

“从我20多年前开始做榜单时，就不断有人
跟我说我不了解中国，中国人不爱露富，不愿意
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财富状况，但是我想说这并
不是中国特有，全球各地都是这样。”胡润说，一
旦知道某个人在某一领域能挣那么多钱，会造
成大批竞争对手也进入这个领域。除此之外，还
可能对个人和家庭的安全有影响。

胡润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 :中国是全球劳
斯莱斯卖得最多的国家，奢侈品、名牌手表也是
全球销量最高的，这显然不是低调，而是希望让
更多人的看到他的成功。尤其是对于中国的第
一代创业者来说，白手起家的他们更希望展现
自己的成功和自豪感。所以在胡润看来，他的榜
单其实给了这些企业家展现自身的平台。

在忙碌地挖掘富豪的过程中，一些上榜人
物给胡润留下了深刻印象，刘永好便是其中之
一。早在2001年，胡润就把刘永好兄弟列为中
国首富。刘永好参加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
点名邀请胡润参加。也是在那一次，刘永好对
着公众畅谈自己的发家史，让胡润感到震惊和
敬佩：“回过头去看那个时代，这应该是一个
标志性事件，因为之前没有人敢站出来谈论自
己是如何发家的。”

对于榜单的权威性问题，胡润坦言自己的
外国人身份其实帮了很大的忙。“旁观者
清。”人们会在潜意识中认为一个外国人来排
榜会更客观。

“我做排行榜不会事先征得他们的同意。”
这是胡润的基本原则，当然这也或多或少给他

带来了一些麻烦。有些富豪出于种种原因不希
望上榜，甚至作出“要挟”之举，比如去他的住处
敲敲门，意思是知道了他家在哪里，提醒他注
意。当然也不排除有人想主动上榜，进而在一些
层面获得更多的关注和资源。但胡润说，自己做
榜单的数据依据都是公开可查可以复盘的。不
管他们是否愿意，胡润一直在用他的方式给中
国富人戴上首富、慈善首富等不同的“帽子”。

不过由于每个人财富状况的复杂性，无法
保证榜单数据与实际情况完全相符，同时也无
法保证没有遗漏。交流中胡润谈到，山东上榜
企业家人数不少，其中青岛企业家大约有16位
上榜，而按照他的经验，每上榜一位企业家，
就对应着两位“遗漏”的同等量级的企业家。
由此，胡润推断真正拥有二十亿身家的青岛企
业家应该在五十人左右。“有很多公司没有上
市的企业家实际上是比较低调的，不是特别愿
意浮出水面，特别是山东的企业家，受儒家文
化影响，比较低调，做事也比较务实。”胡润说。

胡润介绍，山东还有个特色，企业家群体
分布分散，并不是主要集中在某一个城市。
“比如说在四川，几乎百分之九十的企业家在
成都，但是山东不这样，这也是我们在研究山
东企业的过程中发现的，感觉还是挺有趣
的。”胡润表示。

胡润的“财富生意”在带给他巨大荣誉的
同时，也给他带来一些争议。有人质疑他和富
人走得太近，这让他发布的财富榜单在独立性
与专业性上遭到批评；也有人说，他靠着玩
“空手道”，创造性地牢牢抓住了排行榜这棵
“摇钱树”，摇出了一条从糊口到富裕的生财
之路。一些中国网民则戏称这个凭着一份榜单
闯入中国财富圈的“老外”为“榜爷”。外界
争议不断，“榜爷”胡润的制榜事业却愈发红
火。

对于这些声音，胡润早已坦然。他说自己
的榜单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最关键的就
是推动了社会财富的透明化，企业家的财富不
会像过去那么神秘，进而鼓励更多年轻人去循
着这些榜样的故事去开创自己的事业。同时，
这样的阳光财富也鼓励那些超级财富创造者承
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也让国际社会更清晰地看
到中国企业家和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

“我只关心故事”

富豪榜或许只是过眼云烟，不停变换的富
豪、首富似乎只能算作吸引公众眼球的一个道
具。从最开始到图书馆查阅这些企业家的资料，
到现在惊讶于黄峥财富几年的迅速积累以及王
兴财富的不断翻倍，恰恰是作为旁观者的胡润
不断给出这些财富变化的答案。如他所说，他关
心的不是财富本身，而是故事。

在最近的活动中，胡润曾提到一个教育行
业榜单变化背后的有趣现象。20年前，中国教育
行业的首富是给成年人教英语的俞敏洪，当时
正值出国热、外企热；到了大概5年前，中国的教
育首富已不再是俞敏洪，而变成了“学而思”，他
们帮助孩子进行课外辅导，进而考上更好的学
校；而最近两年，“学而思”也被做公务员考试培
训的公司超越了。“你会发现，这种榜单的变化
正是时代变化的缩影，很有意思。”

另外，胡润还发现中国的女企业家很特别。
他从2006年玖龙纸业的老板张茵成为首富开始
关注女企业群体。他发现全球最成功的100个白
手起家的女企业家中，大约有70个来自中国。这
批企业家多是生于20世纪50、60年代，更年轻一
代的企业家中，女性似乎少了很多。胡润一直在
思考这种变化产生的原因。在此前接受采访时，
胡润曾分析“是不是社会财富增加，女性企业家
的创业动力不如之前足了？”

而在80后、90后的企业家中，像黄峥、张一
鸣、王兴这样的男性企业家要厉害得多。王兴的
企业几乎一下子就有了上万亿市值，财富在一
年内就涨了三四倍。黄峥企业的发展速度更是
不可思议，一个成立才5年的企业创造了2000亿
人民币的市值，这个速度绝对是世界第一。“他
们都是世界级的企业家。”

从榜单构成来看，这些企业家中，第一批
创富的更多是做贸易，第二批是去海南做生
意，第三批聚焦在做房地产，第四批主要就是
做制造业和互联网行业。

早年做榜单时，美国人问胡润最多的一个
问题是中国这些上榜企业家有什么共同点。胡
润研究发现，当时中国成功的企业家都具备三
大素质：诚信，勤奋，务实。最近他发现成功的要

素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第一是创新，第二是
资源整合，第三是速度。诚信还在，务实似乎有
所减弱，勤奋就不用说了，几乎所有企业家都很
勤奋，尤其是在这个时代。”

从早期依赖寻找机会和务实，到现在依靠
创新和资源整合来创造价值，财富的起源正在
发生剧烈变化，高认知和资源成为财富的基
础，而这其实也解释了现在我们几乎都有的知
识和财富焦虑问题。

不断学习不断构建自己的朋友圈，是中国
企业家给胡润的另一个印象。在他接触的中国
企业家里，大家似乎都很重视EMBA和商学
院，在这里求学结识的同学很快成了他们最铁
最信任的朋友和合作伙伴。胡润说这在欧美的
企业家群体中不太常见。胡润此前曾跟一位企
业家老友推荐自己做的商学院，结果对方说自
己已经在长江商学院、五道口金融学院、复旦
大学等院校机构上了6轮课程。“每一次课程
都会给他的朋友圈增加一些厉害的人物，这在
中国实在太重要了。”

“每三年

拿出可投资资产的1%来捐赠”

财富的起源精彩各异。至于财富的归处，
成为胡润最近几年重点观察的方向。

如果说最近20年是“财富创造”时代，接下
来的20年则是“财富管理”时代。有趣的是，根据
2020胡润财富报告，中国预计有17万亿元的财
富将在10年内传承给下一代，42万亿元的财富
将在20年内传承给下一代，78万亿元的财富将
在30年内传承给下一代，男女各占一半。

“我认为最佳的情况是，企业家到七十岁
已经把财富传承问题都解决好了，子女已经接
棒了。比如股份已经转到子女手里，财富已经
不在老企业家手里了。”胡润说，但在中国，
这种财富传承仍困扰着很多老一代企业家，更
年轻一代并没有实现大规模接班。

而家族财富所包含的要素，不仅是家族资
产、家族企业和人力资本，还包括社会资本，
包含社交人脉和社会影响力。

胡润的设想是：走“新贵”之路。即财富
创造者应该走“由富及贵”的道路。在胡润眼
里，“新贵”与富豪的核心区别在于责任感、
在于文化。要让财富经得起公众的检验，要让
财富承担社会责任。这个过程可能非常漫长，
但起码已经在慢慢转变。

这其中，慈善是财富传承一个很重要的途
径。社会责任通过慈善的途径，可以输出企业家
的价值观。“企业家可以把每三年捐赠可投资资
产的1%作为目标，能维持这个目标就非常成功
了。这对于财富文化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事
情。”胡润说，这不仅可以让创二代培养和传承
父辈的财富价值观，也是中国初代造富者应当
去践行的理念。让财富不再是一串冷冰冰的数
字，更能赋予生活温度和文化底蕴。

“前几天我刚发布了‘2021胡润慈善榜’，统
计显示，今年慈善捐赠以支持科研为主。上榜慈
善家中，53%以企业名义进行捐赠，47%以个人
或家族名义进行捐赠。”胡润表示。

榜单显示，来自16个城市的39位中国最慷
慨慈善家过去一年捐赠都超过1亿元，共计捐
赠301亿元，其中拼多多创始人黄峥一年共捐
赠120亿元，首次成为“中国首善”。

当然，还有许多低调的企业家不愿公开自
己在慈善领域的贡献。“通过这个榜单，让我
们见证了企业家精神，就如同其他的榜单一
样，背后都是时代的记录，而这就是我们坚持
做榜单的初心。”胡润说。

从先进战斗机实现超远程打击、再到防空反导
屡获成功……负责探测预警、引导打击的雷达，都
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
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教授贲德就是我国
研制上述雷达的幕后功臣之一

为了让被誉为“空中战鹰”的战斗机看得更
远，近60年来，贲德致力于雷达系统的研究、设
计、开发工作，在近乎空白的科研基础上作出了开
创性贡献，在关键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现在，贲德和他的团队正瞄准性能更先进的某
新型雷达奋力攻关，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让雷达
看得更高、更远、更清晰。

即便已过耄耋之年，贲德依旧紧跟科技前沿的
动态，最近还在研究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不
学习怎么行，新东西不断出现，你不学就没有发言
权。”贲德说。 （中青网）

财富不是一串冷冰冰的数字，更能赋予生活温度和文化底蕴———

“榜爷”胡润：探寻财富背后的故事
□文/图 大众报业记者 景毅

□ 大众报业记者 景毅

记者：您对山东对青岛的印象如何，这里
的企业家群体有什么特点？

胡润：青岛我来了蛮多次的，这是一个宜
居的城市。第一次来青岛应该在2003年，十多
年下来，青岛变化还是挺大的，尤其是最近两
年发展很快。

百富榜上，山东上榜企业家人数不少，记
得有16位上榜企业家是青岛人。这其中，约有
一半企业家是在青岛本地发展，一半是在北
京、上海、新疆等地发展。

山东企业家的这种分散分布，为山东整体
经济带来了良性发展，促进了当地的创业生
态。财富创造是容易感染其他人的，企业家精
神具有“传染性”，打造创业生态圈和良好的
投资环境至关重要。

我觉得不能单纯用富豪来理解企业家。富
豪对社会的价值仅在于促进消费。企业家早就
被认为是超级财富创造者，这是两个完全不同
层面的概念。

为什么很多地方政府都想把这些企业家吸
引到当地去，不是因为他们有消费能力，而是
因为他们可以为当地创造超级财富。他们可以
把产业落到当地，为当地创造税收收入，提升
当地就业率等，这个是最核心最关键的。

记者：在您的榜单里，青岛、济南这个层
级的城市，入门级财富自由门槛是1200万元？

胡润：在我们今年发布的《2021胡润财富
自由门槛》报告里，给了大家一个“参考”，

我们把财富自由分为入门级、中级、高级和国
际级，并细分到中国的一、二、三线城市。我
们的财富自由门槛，主要考虑常住房、金融投
资和家庭税后年收入。

根据这个榜单，在青岛、济南这个层级的城
市生活，入门级财富自由门槛是1200万元，主要
包括一套120平方米的市区常住房、2辆车、40万
元的家庭税后年收入和550万元的金融投资。

中国的入门级财富自由门槛相对其他国家
是比较高的，因为中国人有比较强的购房需
求。在印度，年轻人购房需求相对较弱，所以
入门级财富自由门槛要低得多，只要有足够的
钱能租到好一点的房子就够了，印度孟买入门
级财富自由门槛相比上海的1900万元，可能只
需要900万元。

之所以将财富自由门槛分为四个级别，是
因为每到一个门槛，家庭情况的变化会使你产
生新的需求。比如，当你达到入门级之后，你
会考虑在好一点的地段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
可能还需要一个郊区第二套住房。当你达到中
级之后，你会考虑在更好的地段买更大的房
子。从财富这个角度，一个人最幸福的时候
是：认为自己有机会实现财富自由，而尚未实
现的时候。那些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的人，不
一定是最幸福的，因为他们也承担着更多的责
任和压力。

记者：您接触了许多成功的创业者，您认
为创业最需要的要素是什么？

胡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行业产生
了巨大的造富能量，但是目前，山东乃至全

国、全球都存在转型问题。
传统企业家必须要转型，不转型或者转型

不成功，就完蛋了。如果你转型成功了，企业
的平台、生态，可以升级为2 . 0版本。

过去几年，由科技驱动的数字经济出现崛
起趋势，如5G、大数据、云计算；而放眼未来，把
科技和传统行业联结在一起，例如科技+医疗，
科技+教育等，这种“科技+”将为传统经济转型
插上翅膀，成为财富创造的新引擎。

目前我比较关注企业家的创业生态。我们
认为一个完美的生态，需要四个关键点：一是
人才。创业生态圈周边存在知名大学，可以不
断提供优秀的人才供给。

二是需要有一定的孵化环境。海尔集团的
海创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这个资源和
平台，孵化出很多年轻创业者，所以这种孵化
环境还是很关键的。

三是需要有投资机构。投资机构、投资人
可以助力创业者更快速发展。

四是企业家氛围。周围的企业家越多，沟
通越频繁，创业者受到的启发越多，就会营造
出一种互相学习、互相传播、互相感染的氛
围。刚才我说过企业家精神是可以传染的，你
见到一个很优秀的年轻企业家，听他跟你讲他
的专业，他的一些梦想，你会觉得很振奋，甚
至受到启发，也想下海创业。

中国有这个大环境，从我们发布的全球独
角兽榜单看，中国的独角兽企业全球占比达到
40%，通过这个榜单，我们就能看到中国的未
来。

对话胡润

贲德：

国之所需，吾心所系

“我顺着梯子下坑，摸了一圈露出土的铜器口沿
儿，说了6个字：‘大口尊，没问题。’”

“陈老师，考古工作站所有人都不敢确定器物是
什么，您靠手摸就能确定？”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我摸了几十遍、上百遍，
太熟悉了。”

陈德安，68岁，首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
堆遗址工作站站长，从事三星堆考古26年，是1986年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的三星堆1、2号祭祀坑的
主要发掘者，也是此次新发现3号坑的现场辨认专
家。可以说，陈德安是对三星堆遗址了解最多的人之
一。

陈德安学考古出于偶然，但从事这项工作后就
再也没想过中途放弃。他把三星堆作为一生的事业。
原来没退休，考古是他的工作；现在退休了，考古是
他的乐趣，他至今还在做三星堆相关研究和其他考
古整理工作。

考古不是一代人或者几代人就能完成的。拿三
星堆遗址来说，现在的研究发现只是冰山一角，出土
的器物几代人都修复不完。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接
力赛。

“在中国，考古是国家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我们
和古人打交道，穿越时空隧道，诠释‘无字天书’，既
探索‘我们从哪里来’，也启发‘我们到哪里去’，这是
我们认识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必不可少的基础
性工作，所以我认为，考古是一个高尚的事业。”陈德
安说。 （央视网）

陈德安：

一生探秘三星堆

不论是万头规模羊场，还是农家小院的羊舍棚
圈，很多地方都留下了科技特派员——— 养羊专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周占琴的足迹。周占琴一直
认为，自己如果能向前多走几步，养殖场和养殖户
就能少走一些弯路，多挣钱。

“我不会拒绝，也没有理由拒绝那些需要肉羊
养殖技术的人。因为国家培养了我，我有责任和义
务服务人民。”周占琴说。

周占琴总结和建立了肉羊“461”高效生产模
式，将羔羊出栏年龄提前到4—5月龄，大大缩短了
肉羊饲养周期，提高了羊肉品质，降低了养殖成
本；建立的羔羊同步育肥模式，不仅可使羔羊健
康、快速生长，而且使羊肉质量得到改善和提高；
她总结和奉行的“先洗脑，后行动；讲实用，重互
动；用真心，动真情”培训方法，总能让养殖人员
高兴而来，满意而去。农民的朋友“羊老太”，是
众多周占琴帮扶、指导的养殖户对她的亲切称呼。

（科技日报）

周占琴：

退而不休的“羊老太”

胡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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