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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刘铁民，我们可以随口说出几个

身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关门弟子、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公司前副总裁、鑫塔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然而，落座在鑫

塔的会议室内，眼前这位总裁谦逊热情，

年逾花甲，却仍旧容光焕发、充满活力，

与我们谈笑风生，笑声朗朗。作为后学晚

辈，我们为刘铁民学长丰富的阅历、睿智

的思考深深地折服。

初识总理

时至今日，刘铁民仍然亲切地称朱总

理为“老师”。1991年，刘铁民由清华经

管学院推荐继续读博，师从时任院长的朱

镕基总理，成为总理的关门弟子。在20多

年的时间里，刘铁民从朱总理的部下变成

学生，又由学生变成部下，在总理的教导

与关怀下，经历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宏图伟

业的进程，今天，他仍旧愿意将人们崇敬

的铁腕总理称为自己的“老师”，正所谓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不管在校内校

外，朱总理都是刘铁民最为敬仰的人。

在朱总理指导的四个博士生中，刘铁

民位列老幺，但是他和“老师”的相识却

是最早的。1983年，刘铁民在国家经委工

作，负责技术改造方面的课题研究，在

多次会议上，他聆听了时任经委副主任的

朱镕基向部下所作的指示，“老师”卓越

的统筹决策能力和外语沟通能力给年轻的

刘铁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朱镕基的指

导下，刘铁民牵头或参与完成了节能降

耗、融资租赁、技术改造管理办法等多项

课题。由他负责起草的课题报告《论技术

改造的理论与实践》，朱镕基在下面批了

几个大字：“文字不错，请×××同志参

阅”，而另外一篇《论承包经营的活化机

制》得到了“很好”二字作为嘉奖。

对于这些细节，刘铁民记忆犹新，在

每一篇报告的撰写过程中让他印象最深、

受益最大的，则是“老师”对于课题方案

“细致、准确、具有可操作性”的高要

求。他举了一个例子：1986年，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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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刘铁民学长在校友总会主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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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总理关门弟子刘铁民
                      创新突破  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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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满十年，国有企业在节约能源、降低物

资消耗方面经验不足，不能适应市场需

求。国家经委和财政部决定联合下发《工

业企业节能降耗奖励办法》，帮助企业走

出体制框架，提高市场竞争力。当时，刘

铁民作为文件的起草者之一，主要着眼于

大原则大方向的规定，对于具体操作细节

的设定未能深入勾勒。朱镕基针对这个文

件指示“要提出非常细致、非常准确、具

备可操作性的具体方案”，并举例说“要

具体到省了多少煤，省了多少原材料，对

应什么奖励”。只有对企业的节能降耗和

奖励标准进行精确的量化，才有操作性，

才能实际推动企业工作。刘铁民按照指

示，进行了认真测算，限于当时的办公条

件，他把测算结果画成了20多张一开纸大

的表格，逐一向有关部门和上级汇报。这件

事至今使刘铁民感叹，做每件事必须非常认

真细致才能达到“老师”的要求，而这些看

似严苛的标准更能督促他不断进步。

转眼到了1987年底，朱镕基被中央调

往上海任代市长，而国家经委也在面临一

次大规模的部委调整，刘铁民所在的部门

被整建制地划入国家体改委。这段时期，

他暂时放下了工作，进入清华复习考研，

由此开始了他在清华八年的学习生涯。

师生情谊

陈岱孙经济学奖、光华奖、清华大学

优秀论文、蒋南翔奖……刘铁民在清华期

间，获得了多项令人称羡的奖励，在这些

荣誉背后，是他勤勤恳恳扎实用功的八

年。回想起在学校的时光，刘铁民掰着手

指头细数当年讲授课程的老师：徐国华老

师讲授管理学、傅家骥老师讲授技术经济

学、韩秀云老师讲授资本论、郝中军老师

讲授运筹学，还有陈章武、李子奈、刘冀

生、姜彦福、吴贵生、孙礼照、华如兴、

张德、刘广弟等老师……他对每一位曾经

给予他教导的老师都心怀感激，老师们高

尚的师德对刘铁民的为人处事产生了潜移

默化的影响，而学院领先的课程设置让他

们在日后的工作中能够驾轻就熟、轻松胜

任。在采访中，他反复强调，要感谢学

院，感谢老师。他说，学院和老师让清华

留给他的并不只是虚拟的宏观印象，他对

清华的感情和对清华精神的理解体现在与

每一位老师的相处之中，对每一位老师的

深刻记忆之中。

刘铁民在硕士期间的导师是徐国华教

授，1991年攻读博士师从朱镕基院长，仍

由徐国华担任副导师。当时朱镕基院长已

任国务院副总理，日理万机，但他仍旧对

刘铁民的课题研究、论文写作给予悉心的

指导。刘铁民原定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产

业生命周期和投资分析”，上报到院长朱

镕基手上后，朱院长批示“题目太多，难

以下手”。因此，在院长朱镕基、常务副

院长赵纯均和副导师徐国华的共同建议

下，刘铁民将论文选题定为“中日企业比

较研究”。彼时，恰逢刘铁民的原单位国

家体改委经济管理研究所与日本方面共同

研究中日企业的课题，刘铁民作为副组长

得以参与其中。他几次去日本考察，对日

本的企业制度和丰田、日立、三洋等支柱

企业进行分析，完成了几份研究报告并提

交给朱镕基院长审阅，院长阅读后批了六

个字“这个思路很好”，肯定了刘铁民的

努力。刘铁民回忆道，当年老师们对于他

论文题目的建议令他有机会重新认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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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并深刻思考企业管理问题，使他受

益匪浅。

投身改革

1996年，博士毕业不到两年的刘铁民

调任国务院房改办副主任，开始着手住房

制度改革工作，此后十几年，他的职业生

涯始终与国家房地产业及房地产金融业的

发展息息相关。

1997年12月15日，朱镕基副总理在国

务院第二会议室召开房改工作会议，设立

了以现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为组长的房

改领导小组，在领导小组下设总体方案

组，刘铁民任总体方案组副组长并分管测

算工作。住房制度改革是朱镕基就任国务

院总理后提出的五大改革之一。按照朱总

理的具体指示，房改小组经过反复研究，

进行了多次汇报和讨论，终于在1998年7

月3日出台了“国发[1998]23号文件”，

确定了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根本性变化。

“国发[1998]23号文件”开启了住房

商品化的大门，停止了计划经济下的住房

实物分配，同时确定了“中高收入者购买

市场化商品房，中低收入者购买经济适用

住房，极低收入者租住廉租住房”的住房

供应体系。

刘铁民至今记得1997年12月15日房改

会议结束的时候，总理鼓励他说：“铁

民，多出好主意啊。”14年过去了，中国

的房地产市场早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城

镇居民的住房条件得到了大幅度改善，改

革的成果得到肯定。虽然体制需要不断创

新和调整，但没有当年的改革，就没有如

今快速的发展。

不断创新

国务院房改方案出台之后，时任中国

建设银行行长的周小川调刘铁民进入建行

工作，1998年底，刘铁民到建设银行分管

房地产金融方面的工作。

在工、农、中、建四大银行中，建设

银行开展房地产金融业务的历史最早，中

国第一笔企业房地产开发贷款、第一笔个

人住房贷款都是由建设银行发放的。建

设银行是住房金融的创始机构，在中国的

房地产金融改革中，始终是当仁不让的先

锋。刘铁民进入建行正值住房商品化的初

期，房地产金融制度亟需完善，在朱总理

的关注下，在建设银行党委和各行长的

支持下，刘铁民参与完成了两项重大创

新工作。

住房金融产品的创新一直是朱镕基特

别关心的领域。1991年，中国的住房公积

金制度由朱镕基在上海创立，这是一种强

制性住房储蓄制度，住房公积金的巨大作

用已被近十几年的城镇居民住房消费所证

实。但是，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地发展

千差万别，需要探索更多的住房金融产品

和业务模式。1998年，朱总理开始考虑建

立合同性住房储蓄制度，为需要买房的人

提供低息贷款，有助于扩大内需，拉动住

房消费。1998年底，朱总理将德国驻华使

馆转交给他的一封关于介绍德国住房储蓄

制度的信函转给周小川行长，希望了解能

否借鉴德国的经验。

1999年3月3日，在周小川行长的办公

室里，成立了建设银行住房储蓄银行课题

组，由刘铁民任该课题组长。

在住房储蓄银行项目的推进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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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民和课题组同事与德国施豪住房储蓄

银行进行了多次洽商。当时恰逢中国加入

世贸组织的各项谈判进行之时，一些涉

及国际、国内的管理改革和金融政策都处

于重大变革之中，在牵涉到国务院多部委

的意见方面，朱镕基亲自进行了沟通和协

调。之后，在国家体改办、国家计委、对

外经贸部等多个部门的通力合作和协调

下，2004年2月15日，中德住房储蓄银行

在天津设立。

朱镕基对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的

创新也十分关心。1998年，朱总理先后三

次在有关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报送材

料上批示，请有关部委领导研究。其中一

次是将刘铁民报朱总理的建议转给当时证

监会的负责同志阅示。2000年6月，中国

建设银行的主要负责人将建行住房抵押贷

款证券化课题小组的研究工作也交由刘铁

民牵头。通过参考国外的经验并引进国外

归国人才，在建行总分行的全力合作下，

中国建设银行于2005年发放了我国第一笔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实现了住房金融产品

新的创新。

经历了这两个国务院领导关注的住房

金融产品的创新，刘铁民深有感触地说，

制度和产品的创新，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中国的发展如果因循守旧，便难以持久。

但是对原有制度的突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情，而是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是一个不

断产生冲突、磨合、适应的过程，有无数

的障碍需要跨越。在房地产金融领域的创

新之路上，刘铁民的体会是：坚持方向、

持之以恒、灵活变通，这三条不仅可以指

引个体实现自我价值，也是中华民族实现

整体发展和跨越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再次履新 

两年前，刘铁民离开中国建银投资有

限公司，调至新的金融机构工作，之后来

到鑫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担任总裁。 

离开工作了近四十年的国有机构（国

家机关及国有企业），到民营企业工作，

需要进一步了解民营企业的运营机制，也

需要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并提高自己

的管理能力。刘铁民表示，要在股东特别

是陈董事长的领导下，团结一心，共同拼

搏，把企业做大做强。同时“我们会踏踏

实实埋头去做，等到目标实现的时候，再

向母校汇报。”刘铁民谦逊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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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良镛嘿嘿一笑。

原来，自2008年中风后，吴老的团队

有意识地减少他的工作量，但总是事与愿

违。“现在身体恢复得还好，可以工作

了，感到非常荣幸、非常幸福。”他说。

对吴良镛来说，业务学习、读书看报

仍是必修功课：“我是《科学时报》的忠

实读者。”

最近，吴良镛在读热销的《乔布斯

传》。“我对他很感兴趣。他有自己独特

的方法论。我想从他的方法论中借鉴和学

习一些精髓，看能否运用到建筑规划的方

法论中。”

这就是自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一

代大师——吴良镛。

原载《科学时报》2011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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