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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立基：“和袁庚交谈半小时后，我决定南下”
○林洲璐

依珠江，傍南海，粤港澳大湾区是我
国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一批批清华
校友选择在这片梦想的热土上书写自己的
精彩人生。他们当中，有改革先行者，以
智慧、勇气和担当杀出一条血路，走出
了一条阳光大道；有科技精英，创新创业
矢志不移，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有学成归
国的科研人才，将海外先进技术引入大湾

顾立基是最早一批改革先行者之一，

他是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开拓者，是敢闯、

敢试、敢做的探索者。

对顾立基的访谈是在初夏的一天下

午，75岁的顾立基当天晚上要给清华大学

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的学生上课。他身穿学

院的棒球服，背着双肩包，精神矍铄，目

光有神。从顾立基的言谈中，能强烈地感

受到“清华”和“改革”这两个关键词在

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进入清华，振兴中华有了使劲儿的方向

1977年，“文革”结束恢复高考， 

顾立基顺利考入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开

始了新的人生际遇。上了清华，顾立基和

所有同学一样，珍惜这期盼已久的求学机

会，紧紧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拼了

命地把过去十年的时间追回来。 

“亚洲‘四小龙’发展起来了，是怎

么发展起来的？有哪些经验？又有哪些教

训？作为清华学子，我们又能起点什么作

用？”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顾立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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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为了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顾立基和

本班的周霆、汤伟等同学发起成立了清华

大学学生经济管理爱好者协会。协会的影

响力很大，一度成为校内最大的学生团

体，举办了各种形式的报告会、专题讨论

会、读书会和社会调查。请来的人都很有

分量，对同学们学习、世界观形成和参与

社会工作都非常有用。清华校友、时任国

家经委综合局副局长的朱镕基曾应邀作了

两次讲座，反响非常热烈。可以说，协会

的成立和发展，让同学们振兴中华有了使

劲儿的方向。

区；有基层工作者扎根城中村，一步一个
脚印地助力社会公共服务建设；有港澳青
年与祖国发展同频共振，迎来了更广阔的
发展机遇。在大湾区各校友会协助下，本期
特别开设专栏“粤港澳大湾区的清华人”，
对十几位不同年代的清华校友进行报道。这
些故事不仅仅讲述了每位校友的奋斗历程，
更是万千清华人投身大湾区建设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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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袁庚交谈半小时后，我决定南下”

在校期间，顾立基还参加竞选北京市

海淀区人大代表，并成功当选海淀区人大

常委。 1982年春，一个星期天的早晨，

顾立基怎么也没想到，蛇口工业区的创始

人袁庚会亲自上门找他：“蛇口工业区虽

然只有2.14平方公里，相对于全国960万

平方公里不过是九牛一毛，如果我们改革

成功了，对全国就有很大的意义，万一我

们失败了，也无伤大局。当然，我们一定

要争取成功，避免失败。我们这一代人老

了，当我们觉悟到要有所作为的时候，

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希望寄托在你们身

上。”袁庚的话让顾立基瞬间热血沸腾，袁

庚关于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的思路和理念

深深打动了顾立基。 

当年7月，34岁的顾立基从清华大学

电机工程系应用电子学专业毕业。按照

当时学校的分配方案，顾立基可以回到上

海市纺织局工作，与家人团聚。“我是带

薪上学的，工厂还发我工资，按理说我更

应该回到那儿去。但是我想，我无论在哪

里、做什么工作，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既

然领导动员我去蛇口，而且那个地方又可

以试验自己的想法，我还是坚定地选择南

下。”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在

顾立基等八名清华学子即将南下蛇口时，

召集大家开了一个会，最后一次问他们：

“你们是按原方案分配，还是铁了心南下蛇

口工业区？”最后没有一个学生改变主意。 

“小平同志视察蛇口，我负责
记录全过程”

1982年11月5日，顾立基到蛇口工业

区报到。顾立基来到蛇口后，参加了第

二期企业干部培训班的学习，系统学习了

经济学概论、企业管理概论、外贸实务， 

此外还要学电脑，学开车，学英语和广东

话。“为了改革开放，必须转脑子！培训

班出来的一大批新型干部，是现代企业商

业文明的星火，让蛇口成为当时中国最大

程度模拟市场经济的区域，成为中国市场

经济和商业社会的起点。”顾立基坚定地

说。1983年，蛇口工业区管理干部紧缺，

仅在培训班学习了半年，顾立基等一批学

员提前毕业，走向工作岗位。顾立基开始

在工业区管委会办公室当秘书，凭借自己

的努力，第二年就当上了办公室主任，而原

来的主任成了副主任。顾立基坦言：“这样

的做法，在蛇口之外简直无法想象。” 

担任办公室主任期间，顾立基最难忘

的是1984年邓小平同志视察蛇口。“我的

任务就是紧紧地跟着首长，记录首长的一

言一行，他有什么指示，表情神态是怎么

样的，我都要记录下来。我全程跟着邓小

平同志视察，登上微波山俯瞰蛇口港，在

工业区大厦听袁庚汇报情况。一路走来，

刚开始邓小平同志很严肃，直到看完整

个蛇口工业区后，神情才舒展开来。”顾

立基回忆，袁庚向邓小平同志汇报说，蛇

口的方针是“三个为主，五不引进”，即

“工业为主、外资为主、外销为主”“来

料加工不引进，补偿贸易不引进，有污染

而又无法解决污染问题的工业不引进，设

备陈旧落后的工业不引进，产品外销占用

我国出口配额的项目不引进”。“小平同

志听了以后很感兴趣，还不断点头。当时

预定的汇报时间其实已经到了，但小平

同志连声说：‘讲下去讲下去，不限时

间！’”顾立基说，在他个人看来，小平

同志一路看，一路都在思索，所以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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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

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临危受命，让中集从面临破产
到起死回生

1983年，蛇口工业区启动干部制度改

革，试行“干部冻结原有级别，施行聘任

制”的做法，顾立基将自己定位为职业经

理人，成为中国最早的职业经理人之一。 

他管理的第一家企业是中国国际海运集

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

集”）。

中集成立于1980年1月，是深圳第一

批中外合资公司之一，由招商局和丹麦

的宝隆洋行各占50%股份。初期，中集由

丹麦人员管理，但由于航运业萧条和内部

文化冲突，运行一段时间后公司已经到了

资不抵债、面临破产的边缘。当时，蛇口

工业区并不想让这个合资企业就此走向关

闭、清盘，于是提出将中集交由中方管

理。丹麦方面同意让中方试一试，但表示

后续亏损都由招商局负责。

1986年1月1日，顾立基临危受命，担

任中集副总经理。顾立基一上任就干了三

件事。“一是裁员，一次裁员80%，300

多人最后只留下了59人，58人是流水线

上的骨干，只有我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总经

理，兼任司机，有客人就我去接待；二是

封存所有设备，既然当时没有订单，就先

封存流水线，以免机器氧化、变锈，并让

出了五分之四的厂房，然后到香港去接钢

结构订单；三是组织班子，当时生产部有

三个副经理，一个是搞生产的，一个是负

责技术的，还有一个是天津大学学焊接的

研究生，我选了搞生产的副经理当经理，

因为他最能够领导工人解决实际问题，他

就是后来中集总裁麦伯良。”完成这三件

事，顾立基承受了外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和

阻力，而中集也因此实现了起死回生，从

1986年亏损80多万美元，到1987年实现历

史上第一次盈利，达100多万美元，1988

年盈利200多万美元，再到1989年400多万

美元，用事实证明了“中国人能管好现代化

企业”，当然这也与航运市场转好有关。

“清华校友对深圳科技发展
的贡献是巨大的” 

1987年，顾立基调到香港工作，1991

年调回蛇口，担任招商港务的总经理，后

来在工业区当副总经理、总经理，兼任招

商港务的董事长，为蛇口、为深圳的发展

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经历了“三来一补”的阶段后，深

圳转向了“科技立市”的战略，依托深圳

高新科技园建设深圳虚拟大学园，陆续引

进了清华、北大等多所高校的研究院、研

究生院，为科技创新发展注入了知识和人

才动力。顾立基也将目光瞄准了科技，并

运用风险投资推动科技的发展。

1999年1月，招商集团在香港成立招

商局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由顾立基负责。

后来应深圳市邀请，招商局科技成建制

搬回深圳。2000年8月26日，招商局科技

成立北科创业中心，是国内最早按照企业

化机制运作的孵化基地之一，主要针对电

子通讯、生物工程等领域的高新技术项目

进行孵化、培育和扶持。顾立基说，因为

深圳有科技园，相当于孵化器和加速器。

当时他们投资过一家清华校友企业，是做

多媒体芯片设计的。由于芯片设计需要很

多工具软件，每个软件需要十几万美元，

而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当时有一批工具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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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企业如果入驻，就能以很低的成本租

用这些工具软件。“大批孵化器、研究院

的引进，实际上帮企业把配套工作做得更完

善，吸引了大量的人才，包括海归人才。” 

2004年，顾立基在深研院讲授营销学

的案例课。2004年12月，袁庚应邀在清华

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做客紫荆讲坛，他题词

道：“敢为天下先，不愧清华人。”以顾

立基为代表的第一批到蛇口的清华人用他

们的改革精神和奋斗历程生动地诠释了这

句题词。

2009年，顾立基退休以后，被正式聘

为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兼职教授、特聘

教授。在顾立基看来，教书育人不仅是授

予学生创新创业必备的知识，更要教育学

生做人的道理，培养学生远大的理想和志

向。2023 年5月13日，在深圳校友会40周

年座谈会上，顾立基作为深圳校友会副会

长发言，他说：“从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

院，到后来在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和清

华-伯克利深圳学院的基础上拓展建立的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包括深圳清

华大学研究院，以及广大清华校友，对推

动深圳科技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清

华的精神、改革的精神早已深深地刻在我

的骨子里，这两种基因成就了现在的我。

我从来不觉得我做出了什么很了不起的贡

献，我只是做了一名清华学子该做的事。”

2001年6月8日，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

院挂牌成立，由清华原教务长吴敏生教授

任首任院长。2002年11月，学校派我接

任吴敏生为深研院第二任院长。我任院

长8年，接着又做了两年院学术委员会主

任，2012年退休后又在深研院实验室返聘

4年，继续从事科研工作和指导研究生。

我在深研院工作了14年，这是我在清

华大学工作的最后一个单位，也是我工作

时间最长的单位。在这个单位里和同志们

一道体验创业的艰辛，共享收获的喜悦，

有很多难忘的回忆。

从零起步，“引凤筑巢”建设师资队伍

2002年11月我到深圳走马上任，发现

南国紫荆亦芬芳
——回忆到深圳异地办学

○关志成（1970 届电机）

创业初期的深研院困难重重。吴敏生等18

位最早期的创业者，号称“18颗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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