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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琪：见证时代的改革者
○王　东

　　王琪，1993 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管理工程专业攻读硕士学位，1996

年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工作，曾

担任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

办公室副主任、光机工厂厂长、所长助理、

副所长、长春光机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常务副总裁、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中科院国科光电科技（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中科院广州化学

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现任中科院国有

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

理，中科院企业党组成员。

青春，勇于改变

　　苦难，人生路上的第一堂课。对于命

运多舛的“50 后”而言，童年时光、青

葱岁月，都伴随着时代镌刻下的共同印记

——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

上山下乡……1975 年，王琪高中毕业后，

为了分担家庭负担，尽快自立，他先后在

老家的国营水泥厂干过立窑工，在印刷厂

做过排字工、制版工。作为“饿肚子”长

大的一代，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他不怕

累、不抱怨，默默地坚守着自己人生中最

初的工作岗位，直到 1978 年的春天。如

果时光平淡如水，王琪也许会和大多数同

龄人一样，在默默无闻的工作和生活中度

过平凡的一生。然而，历史却注定他们是

见证新中国沧桑巨变的一代，是时代进步

中弄潮的一代。1977 年冬，刚刚走出“文

革”十年浩劫的中国恢复了高考，一批百

里挑一的佼佼者幸运地成为“文革”后第

一届正规大学生，王琪是他们中的一员。

　　西南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王琪先

后任教于四川泸州教育学院数学系、四川

轻化工学院管理工程系。在任教过程中，

他深感自身经济管理学科知识的欠缺，渴

求相关专业的系统化教育。1991 年，他

通过在清华任教的叔叔，争取到了在清华

经管学院为期一年的进修机会，从此与清

华结下了一生情缘。

　　一年的时光，短暂而充实。随着知识

的积累、眼界的提升，王琪萌生了报考清

华经管学院研究生的想法。亲属朋友听说

他要放下捧了十来年的铁饭碗，去和比自

己小十岁、知识体系更加完善的应届本科

生们竞争时，纷纷相劝。最后，在经管学

院进修时的主课老师程佳惠教授的鼓励

下，王琪坚定了内心的选择，“我不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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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时为当初的怯懦而悔恨”。既然选择了

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经过大半年的潜

心准备，时年 36 岁的王琪最终以全院当

年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入清华经管学院管理

工程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

清华，教给我担当

　　1993 年秋，王琪与 48 名同学走进清

华园，组成了曾是经管学院历史上人数最

多的硕士班集体——经硕 1993，并被推

选为班长。求学期间，恰逢我国经济体制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

1995 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王琪被导

师赵平教授派往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

研究所调研，并负责为该所研究制订以研

究所改革和产业化发展为核心的中长期战

略规划。90 年代初，长光所和我国广大

的科研机构一样，挣扎在长期计划经济的

积弊与国家科研体制改革冲击交织的阵痛

中，几乎走到了历史最低谷。因此，这项

研究任务对完全没有研究所工作经历的王

琪来说，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困难，是

弱者走向死亡的坟墓，强者生发壮志的泥

土。在人手不足、经验缺乏等情况下，王

琪殚精竭虑、边学边干、勤奋工作，最终

高质量地完成了研究任务。课题尚未结

束，长光所就向他伸出了橄榄枝。未来的

路，何去何从？当时，王琪已经收到武警

学院等几家单位的录用意向，原工作单位

也始终为他点着回家的灯。最终，深深印

在脑海里的那段朱镕基院长的讲话，促使

他做出了追随心灵的选择。1994 年春，

经管学院建院十周年大会在清华大礼堂举

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院长亲临

现场，脱稿作了两个小时的讲话。“你们

每个人回去搞活一个国有企业，中国就有

希望了！”这番话令王琪深受震撼，终身

难忘。那时的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攻坚阶

段，各种矛盾集中爆发。将个人的命运与

国家最迫切的需求结合起来，是清华人责

无旁贷的使命，是时代对清华人的呼唤！

　　成立于 1952 年的长春光机所是中科

院的第一大所，创造过共和国科技史上多

项第一，为“两弹一星”等一系列国防科

技工程做出过重大贡献，被誉为“中国光

学摇篮”。然而，随着科研院体制改革的

逐步深化，长光所在科研管理和产业化发

展上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亟需专业管理

人才。“这不就到了清华人践行‘以身许

国’誓言的时候了吗？”肩负着沉甸甸的

责任和希冀，王琪举家从“天府之国”四

川“闯关东”到了长春。

永不疲倦的改革先锋

　　勇作攻坚战的排头兵。以公司制改造

为核心内容的所办企业改制，是长光所企

业发展历程中一项意义极为深远的重大改

革举措和制度创新，涉及三十多家所办企

业，工作面广量大、问题复杂、时间紧迫、

任务艰巨。2000 年，时任所长助理兼工

厂厂长的王琪，受命出任该所企业改制办

公室主任，具体主持了全所企业改制工

作。难以预料的困难纷至沓来，教师出身

的王琪带领团队迎难而上、边干边学，经

过长达 11 个月的夙兴夜寐，处理了大量

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完成了该所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经营性国有资产清查和

评估，核销不良资产约 1200 万元，盘盈

资产 2400 余万元，资产评估增值 600 多

万元，通过资产和业务重组，最终按照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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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企业制度规范构建起长光所高技术企业

集团式发展格局；同时还以光机工厂资产

为核心，引入社会资本组建了长春奥普光

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此作为该所链接

资本市场的纽带，形成科技创新与成果产

业化的良性循环。长光所的企业改制工作

取得历史性突破，作为科学院先进典型单

位，在 2002 年全院工作会议上介绍了企

业改制工作经验。“行胜于言，用成绩证

明价值。”

　　哪里需要哪里钻的“螺丝钉”。2002

年，王琪临危受命，兼任奥普公司第二任

总经理，为实现公司上市融资的既定发展

目标，他亲自策划并组织实施，仅用 3 个

月时间，完成了增资扩股计划，公司股本

由 2500 万股增至 6000 万股，首次实现股

东分红；他力排众议，亲自策划并组织实

施了公司用人制度和薪酬制度改革；推行

了制造单元与研发机构重组以及车间核算

与考核制度改革；在不停产的前提下，领

导实施了光机工厂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园区

搬迁……一系列的重大举措和变革，彻底

改变了公司面貌，为后来的“奥普光电”

上市奠定了坚实基础。

　　十年磨一剑，花香溢满庭。在长光所

的近八年里，王琪历任所长办公室副主任、

工厂副厂长、厂长、所长助理、副所长、

长春光机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

裁、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等职务，始终致力于科研所管理改革和

成果转化与产业发展，为长光所的改革、

创新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获中国科学

院“优秀所级领导班子成员”奖、中国科

学院长春分院“院地合作优秀组织者奖”

等多项奖励。在述职报告中，王琪动情地

说：“一个人的前途和人生价值应当体现

在他为之奋斗的事业的兴衰存亡之中。”

他和所有长光人一道，用智慧和汗水创造

并见证了“中科院第一大所”的再度辉煌。

　　2004 年，王琪调任中科院国科光电

科技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兼任中科院光电

研究院院务会成员、战略研究组组长，推

动中科院光电科技领域科研和产业整合；

2009 年又赴任中科院广州化学有限公司

总经理；2010 年，王琪受命回京，担任

中国科学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国科控股”）常务副总经理。国

科控股注册资本 51 亿元，承担着 30 多家

中科院投资的全资、控股及参股持股企业

的运营管理以及国有资本运作责任，并对

中科院一百余家研究所的经营性国有资产

实施监督管理。“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面对总资产高达 2000 多亿的企业群体，

王琪深感责任重大。作为公司高管团队核

心成员，他再次搏击在改革的风口浪尖。

资产整合、战略协同、企业并购、股改上

市、VC/PE 投资……“路虽遥，行则必至；

事虽难，干则有成”。如今的国科控股，

正在成为国内极具特色的大型国有科技型

控股公司和私募股权基金机构投资人，成

为中科院这个引领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火

车头”有力的助推器。王琪和他的同仁们

正夙夜在公、殚精竭虑，为践行“助力科

技创新，实现资本增值”的光荣使命而默

默前行。

感悟清华：眼望星空，脚踏实地

　　大学的根本在于人才的培养。回忆清

华园的点点滴滴，王琪坦言，“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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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精神早已悄然融入到他人生观、价值

观的重塑之中。在访谈中，他多次谈到“清

华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认为清华人应

主动承担起时代赋予的责任，立大志、入

主流、上大舞台、成大事业，成为社会的

脊梁、行业的引领者。“不仅要眼望星空，

更要脚踏实地，从小事做起、从细节入手”。

泰山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细

流，故能就其深。希望每一名清华人都能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绩，共筑

美丽“中国梦”。

（转自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网）

隋继超：把垃圾当“宝贝”的清华研究生
○郑礼军

　　隋继超，2006 年硕士毕业于清华大

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深圳市 2012 年度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一场小雨过后，深圳这两天降温了。

而海拔高出地平面几百米的老虎坑垃圾填

埋场温度比其他区域还低一两度。隋继超

冒雨检查着堆体安全和污水分流情况。这

位从清华大学毕业的硕士生，怎么也没想

过自己日后的工作是每天与堆满垃圾的堆

体为伴。但自走进老虎坑环境园那一天开

始，隋继超半天假都没请过，他爱上这里

了。他利用所学的知识，为环境园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污染防控等工作提供技术

支持，对填埋场淤堵情况的研究成果已刊

入给水排水方面的权威期刊，他也于今年

被深圳市授予“五一”劳动奖章。而他最

大的愿望就是让宝安的生态环境变得更美

丽。

践行最初的梦想
以自身所学改善人居环境

　　在老虎坑环境园垃圾填埋场，隋继超

正在垃圾堆体上检查雨污分流情况。每当

雨水来袭时，他就会和这里的工人做好填

埋场堆体覆盖和加固、雨污分流、污水导

排等工作，同时确保水库、边坡等周边的

安全。遇到台风天气时，他还得 24 小时

坚守在这里。

　　隋继超填报高考志愿时，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环境学。读本科时他曾设想毕业后

就可以与美丽的大自然为伴，在绿水青山

中做一个“环保卫士”。“读书的时候确

实没有想过自己日后的工作是与堆满垃圾

的堆体为伴，但一路走来，没有想过转变

职业。”隋继超说，他到老虎坑环境园工

作就是希望学以致用，改善人们的居住环

境，践行最初的梦想。为了实现梦想，在

隋继超在垃圾填埋场堆体上巡查做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