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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德诚还记得1986年刚入学时

大学班主任王作垣老师挂在嘴边的

那句话：“在清华是条虫，出去是

条龙。”他听完心里想：“这可能

吗？”

在清华他做过生活委员和班长，

“吃力不讨好”地组织各种活动，要

管好班上这一群谁也不服谁的“强悍

的人”，他的秘诀是“行胜于言”。

20年后，他是新加坡维信集团主

管中国地产的集团董事总经理，管理

2000多人。手下有清华的和其它名

校的，还有海归，个个一如当年的强

悍，他的对策还是那四个字：“行胜

于言”。

从云南省设计院的小助理，到跨

国公司的董事总经理，他终于信了班

主任的那句话。在人生的每一个节点

上，面对机遇，他都毫不犹豫地选择

了朝着未知挑战，当然还有，在等待

机遇时，想想那句 “行胜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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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他从清华本科毕业，回

到了家乡云南。他保留研究生学籍，

想先看看外面的世界。当时的想法

是：在专业上锻炼锻炼，两年后回清

华读研，在专业上继续发展。

在云南省设计院的第一份工作却

与专业毫无关联：给院长当助理，负

责翻译，处理资料，做计算。“当时

的院长器重我，就把我留在身边，做

了一年打杂的。”洪德诚回忆说。

洪德诚没抱怨，也没多想，只是

不声不响把件件事情努力做到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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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系1986级校友，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获得

土木工程博士学位。他曾在阿特金斯中国公司工

作，负责业务开发和项目管理。目前，他是新加坡

维信集团主管中国地产的集团董事总经理，主管集

团在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和经营运作。

那时他的形象，符合人们对清华毕业

生最简单的概括：“听话，出活”。

渐渐地，他也发现了这份工作

的好处：作为翻译可以跟着院长到处

跑，接触、认识到各个层面的人，了

解各方面的情况，这种视野是初级工

程师很难具备的。

人生，总是在不经意间收获。没

多久，原本就看好他的院长把他派往

一个很好的部门做项目负责人，而那

第一年建立的人脉为他后几年的发展

打下了基础。

当时恰逢九十年代中国经济起

飞，洪德诚在设计院负责了很多大项

目：“当时的机遇很好，虽然还是搞

技术，但是做项目的过程中涉及了很

多不同的方面。”他在清华学的是结

构工程，在项目推进中却需要了解岩

土、桥梁等等未学过的领域，而自己

在这些方面所知甚少。

同一个地方，同一种经验，5

年，他知道是时候离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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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他保留学籍先入社会，3

年前，他选择放弃学籍继续工作，此

时，他选择去新加坡国立大学而不是

清华，理由都是一样的：不想长时间

在同一个环境中，因为这样学到的东

西会很有限。

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的是地下

岩土工程，选这个专业也是基于在云

南做项目时的经验和对专业知识结构

缺陷的判断。“清华学的够深而不够

广，这是我工作这么多年得出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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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洪德诚言语间有遗憾，却很

坚定。这个缺陷他用多年的学习和工

作经历弥补了。

三年写完博士论文，洪德诚又成

了社会新鲜人。在此后的6年里，他

换了4份工作，承担的职务分别为：

工程师、技术部经理、工程咨询师和

项目经理，直到董事总经理。

每换一份工作，都是以原有的

领域为基础，跳跃到一个新的台阶：

在第一家瑞士上市公司做工程师，全

面地接触了建筑技术所涉及的方方面

面；跳槽后做技术部经理，在主业之

外还涉及合约、项目管理等方方面

面；而在英国咨询公司做项目管理，

则又进入了产业链的另一个环节。

等到他应聘成为经理人的时候，

已经在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上都积累

了足够的经验。在外人看来，这些跳

跃多少都有些惊险，而他却笃定得

多：“应该说这些跳跃都不是凭空跳

跃，他们都是有基础的，是具有逻辑

性的延续。”

 

ᓰ͚̭ߕ喑ᅞఋγ͚ప

2003年，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

的一年。洪德诚敏锐地感觉到这其中

的机遇：“当时我心中一动，想，也

许可以回国发展。”

立即付诸行动。同年10月他应聘

来到英国最大咨询公司的深圳部门工

作，负责项目管理和规划。这份工作

他只做了15个月。在2005年初，他

已经是新加坡维信集团负责中国房地

产 发营运的总经理了，又是鲤鱼跳

龙门式的一跃。

21世纪初，正是中国房地产起飞

的几年。维信集团是老牌新加坡上市

公司，其房地产部门从1990年 始涉

足中国业务，此时已具备相当规模，

在上海、沈阳、重庆、成都、北京等

地都有 发项目，洪德诚接手时，属

下已有30多个子公司。

“这30多个子公司，有房地产

公司，装修公司，门窗公司，还有一

个职业专修学院！”现在回忆起来，

他只觉得好笑，当时却一点不轻松。

“老公司嘛，肯定有很多老人，大家

都在看着你。”他回忆道。公司经过

买卖重组，只留下房地产和物业等核

心部门；人员调整，为公司注入新的

血液。

毫无疑问，这些挑战都是在此前

的工作中未曾碰到的，但是其中所需

要的人脉和思维方式，却是他在清华

时就已经部分地奠定：当初那帮“强

悍的人”，如今很多和他一样成了各

种“老总”，相互之间联系紧密，在

设计、销售上都时常合作；而清华人

的“听话，出活”，还有“行胜于

言”更是被他铭记在心：“不论在哪

里，都得出活，靠花言巧语，没人服

你。” 一转眼，就做了6年。这6年

他没有辜负集团总部的期望，带领公

司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中国刚刚进入“十二五”，他

也正在为公司制订下一个“五年计

划”。他要面临的挑战还有很多，不

过在此之前，他想在百年校庆的那一

天，回母校看一看。清华已经“变大

了，变得我都不认识了。”他想送给

母校学子们的话很朴素：珍惜在学校

的点滴时光，不必急于挣钱、出国，

因为人生的点滴积累，往往就在不经

意间完成。

2011年1月21日，沈阳公司新春团拜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