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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如人，其品性往往是其执掌者的投射。

天通股份总裁潘正强喜欢登山。

他有一张照片拍摄于攀登日本富士山的途中，

照片中他的脸带着青春的朝气，眼神却有一种特有

的坚定。他说，登山很有意思，登的过程中时刻都在

后悔，都想放弃，直到登顶的时刻，才觉得一切都是

值得的。

如果把做企业比喻成登山，今年35岁的潘正强

现在正在攀登一座“看不见的山”。

作为新生代浙商，潘正强现在执掌的天通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已走过了 38 个春秋，目前拥有超 20

多家子公司、总资产超 82 亿元、员工超 5000 名，先

后多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技术发明二

等奖。今年 1 月，在各个管理岗位锻炼了 7 年的潘

正强被正式任命为天通股份副董事长兼总裁。

当天通这副沉甸甸的担子压在身上的时候，潘

正强没有选择退缩，而是选择迎难而上，向更高处攀

登。正如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所说“真正拥有生

命的人，是那些不断挑战、不断攀登命运高峰的人。”

登山，既是人生的浓缩，也是人生的延长。潘

正强说：“越向高处攀登，我们越能感觉到山巅之高

和自我的渺小。我们唯有以自我成长的确定，来应

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不确定，以不断攀登

的奋斗者姿态迎接时代挑战，定义我们生命的高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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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通股份的英文“TDG”与世界软磁电
子行业龙头TDK，只有一个字母之差。

这源自于1985年，天通刚创立不久，创
始人潘广通就订下了目标“赶超 TDK”。这
个目标对于那时的天通来说，未免太过“狂
妄”了，如今回过头却不由得佩服，在世界
高科技进步的大道上，天通一直瞄准的是
最高的山峰。

天通经过38年的发展，且于2001年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目前已形成电
子材料、智能装备和电子新能较为完整的
电子信息材料产业生态链。

“公司上市以后，国内房地产、互联网
经济开始风生水起，我们当时也考虑过要
不要做房地产，最终选择了放弃。我父亲
说，人还是要做自己擅长的事情。”潘正强
回忆道，我国电子信息产业起步晚，虽然短
时间内得到国家的重视和迅猛的发展，但
发达国家也不会原地踏步，这既需要全国
高科技人才和企业的努力，也需要时间的
积累。

一代接一代，专注深耕主业，这是浙江
民营经济的活力所在，也是天通股份 38 年
来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

《工匠精神：日本家族企业的长寿基
因》一书指出，不盲目追求企业规模的扩
大，强调节约型的经营管理，坚守实业和主
业，是长寿企业普遍具有的共性。

在日本留学期间，潘正强了解发现，在
日本，有两万家 150 年以上的企业，很多是
传统领域的“隐形冠军”。其中一家名叫哈
德洛克的株式会社，四十多年历史，员工总
数不足百人。但它却是当时唯一可以生产
出“永不松动螺母”的公司，是那时全球高
铁无法替代的核心零件。

当前我国提出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
目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基础。

立足未来，奋斗当下。如今，潘正强正
带领天通沉下心来做事，做长远的、可持续
发展的事，把企业命运融入时代洪流，与国
家发展同频共振，致力于成为全球相关细
分行业的“隐形冠军”。

专注：实现可持续发展

民营企业接班人大多从基层做起，这
样容易掌握细节。但是在潘建清看来，现
代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更需要战略远见，要
拥有凌驾于细节之上，从高空纵览全貌的
才能。

在他的支持下，潘正强一加入天通，就
担任了天通股份电子材料事业执行总经理
的职位，逐渐形成了“制度主导、开放包容、
高效协同”的数字化管理风格。

对于这个职位，潘正强说：“直接进入
管理层，能够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去看很多
问题，更宏观也更直接。可能会缺少对基
层的了解，但我很注意学习。无论从上而
下还是从下而上，最重要的是掌握整个公
司的体系组织架构，包括管理模式。”

留学期间，潘正强学的专业是生产工
学，也熟读彼得·德鲁克等管理大师的书
籍，本以为自己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但进
了公司才知道，纸上得来终觉浅，其中最难
的还是“管理”。

“管理就是管‘人’，但人是很复杂的，
没有标准答案。”潘正强坦言自己一开始很
苦恼，不知道怎么发挥员工的创造力。后
来他发现，制度是最好的“老板”，制度管理
比人的管理辐射广、链条长、效率高，制度
建设好了，好比火车上了轨道，加点力就能
跑得快。

2016 年，潘正强开始组建总部职能管
理部门，通过规划各职能部门，进一步优
化了组织架构，并大力推行公司内部管理
改革，主导了预算管控改革、信息化系统
改革与业绩考核改革。在他的带领下，总
部职能部门逐步实现规范化、标准化、系
统化。

与此同时，他还高度重视企业的数字
化转型，主张建立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管
理信息化、研发信息化、制造信息化为基础
的信息分享平台。全面推行 SAP、ERP 迭
代升级，对内实现产、供、销存的精细化管
控，对外实现与上游供应商、下游关键客户
的业务协同，形成产业链的业务整合，缩短
商业周期。

彼得·德鲁克说过：“让体力工作者富
有生产力是上一个世纪要解决的管理问
题，要让知识工作者具有生产力，则是本世
纪要思考的管理问题。”

对于知识型人才，不仅要“管”，还要
“理”，更要“放”。

为此，潘正强将管理权限下放给控股
子公司、参股公司的管理团队，通过搭建有
竞争力的薪酬体系和规范化的上升通道，
使天通这艘大船朝着“成为全球行业技术
领先有国际品牌影响力的创新产业集团”
的远大愿景奋勇前行。

管理：重视数字化转型管理：重视数字化转型

作为第三代浙商，1987 年出生的潘正
强，并非从一开始就立志要接班。他透露，
父亲潘建清还曾希望他考公务员。事情的
转变是在他留学日本千叶工业大学之后，
他真正感受到了与发达国家在工业制造中
的差距，也感受到了自己的责任。

“我爷爷创立天通的时候，国内材料基
础比较薄弱，不得不师从日本企业。我到
日本后发现我国很多机器的核心配件和核
心材料都是从日本进口，有了强烈的危机
感。”潘正强说，直面差距后他开始发奋图
强，立志接过接力棒并发扬光大。

1984年，潘广通、潘建清父子创办了海
宁电子元件厂（天通前身），将一家乡镇企
业做到中国第一家由自然人直接控股的上
市公司，潘正强从父辈身上感受到很多品
质，比如勇立潮头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专
注主业实业、一生专注于一件事的工匠精
神，还有扛起民企担当、振兴中国科技的家
国情怀。

潘建清非常看重企业的传承和年轻人
的培养。他曾说：“我觉得企业的传承不仅
仅是简单的生产经营交接，更是企业文化

和社会责任的传承与发展。培养一批有家
国情怀、有社会责任感的新生代民营企业
家至关重要。”他对儿子的要求首先是人品
要好，为人正直，其他管理技能都可以在实
践中学。

有人说，一个人的生命和能力是有限
的，但把他放进一个组织，伴随着这个组织
他将展示出无尽的生命和价值。

2015 年，从日本千叶工业大学留学归
来的潘正强正式成为天通股份的一员。他
为公司带入了很多“新能量”，比如通过数
字化改革建立由数据支撑的决策体系，比
如建立专业化的职能管理部门，通过老员
工轮岗等方式，使人“流动起来”，增强团队
的活力和执行力。

潘广通曾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一
个企业只要经营得法，生命却可以是无限
的，我把企业看作是我生命的一种延续。

也许潘正强最早并没有打算接班，但
是最终选择了传承，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
范围内，将自己的特长和兴趣融入到企业
的发展中。他成了天通股份新的领导者，
将担负起新时期天通发展的历史使命。

传承：奋斗是一种责任

民营经济未来的几十年发展怎么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接班”接得怎么样。
从1987年出生的潘正强身上，笔者最大的感受是，要相信青年的力量。
青年如拂晓之星，虽然刚刚崭露头角，但却有无限的能量。潘正强年轻，却已是嘉兴市

青年企业家协会会长，除了负责公司日常的管理之外，还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牵头出资 600
万元助力潮城共富基金等多个项目，在海宁乃至嘉兴青年企业家中起到引领作用。

青年因为年轻，有着与父辈完全不同的经历，也因此有更广阔、更具前瞻性、战略性的
视野。潘正强留学日本多年，对日本制造有着深入的学习与研究，知己知彼，才能集聚优
势，这对天通未来的发展是非常宝贵的经历和经验。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作为接班的新生代企业家，无疑有了站立的“巨人肩
膀”，他们既要继承父辈艰苦卓绝的创业精神、不忘桑梓的家国情怀，又要发扬新生代对世
界科技潮流的敏感性和好奇心。从父辈手中接过“接力棒”的他们，正在时代的历练中茁壮
成长，奋力再创民营经济新辉煌。

后记：相信青年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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