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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晴：水样人生，宁静致远

学⽣生记者 \陈晶晶

张晴，1988年年考⼊入清华计算机系。1993年年毕业后进⼊入清华紫光从事产品营销⼯工作。⼀一年年

后前往天津创业，成⽴立天津紫光分公司。1996年年当选天津市政协委员。1999年年重回清华

经管学院攻读MBA。2003年年毕业进⼊入投资领域。现为天津南开允公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

⻓长，天津市⼈人⼤大代表

清华：个性张扬的⻘青春年年华

1988 年的夏天，一封南开大学生物系

的保送通知让张晴面临选择。成绩优异的

她考试成绩经常比第二名高出几十分，家

人和老师对她都寄予厚望。“考入南开就

差不多了吧，而且我也挺喜欢生物的。”

张晴对父亲说道。曾经在清华任职的父亲

皱了皱眉头：“南开再好也没法跟清华比

吧。”一番沉思后，张晴决定放弃南开大

学的保送资格，并在父亲的指导下一举考

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父亲当年的决策实在太英明了，这

个决定改变了我一生的轨迹。”多年后回

忆此事，张晴如是说道。

张晴的父亲是清华大学 58 级工物系

的校友，1964 年毕业后在清华 200 号任

职。张晴的童年便是在清华园里度过的。

十余年后，张晴重新回到了清华。然而以

完全不同的身份回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跟清华大多数学生不同，张晴表示自

己在大学五年从没上过一次自习。“当时

的计算机系学业压力不是很大，所以我有

充足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她

把在教室啃课本的时间全用来参加各种各

样的社团活动。最让她印象深刻的便是科

技协会。

“在科协里认识了很多对我后来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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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很大的朋友，看到了很多有创意的作品，对我今后

的创业有很大的启发。”在参加社团活动的过程中，张

晴逐渐发现了清华生活的魅力，也开始向社会伸出了自

己的触角。张晴从大三开始就参加社会实习，与同龄人

相比，她更早地走出了象牙塔。在尝试不同实习岗位的

过程中，张晴找到了自己擅长的方向，对于未来的把握

更加清晰。

一个人在外五年的大学生活难免会引起很多的思乡

情愫。偶尔想家的时候，张晴会跑到近春园的“荒岛”

自己发呆，那是她最喜欢的一处地方。朱自清先生就在

荒岛边上写下了《荷塘月色》。那时候的荒岛，少有人烟，

张晴便一个人待着，享受难得的宁静。张晴表示那时候

自己的生活节奏一般不会受到其他人的影响，在清华每

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清华，张晴学到的不仅是知识，更多的是学习新

事物的观念和方法。“记得当年做毕业设计的时候，相

关知识完全没有学过，我用了一个学期去学，一个学期

去做。”张晴回忆到，“遇到问题找到必要的知识去应用，

这对我而言大有帮助，教会了我思维和做事情的方法。”

“如果让我给清华打广告，我会告诉孩子们考入清

华一生都不会后悔。”

我不不是⼥女女强⼈人

24 岁独自创业，26 岁当选天津市南开区历史上最

年轻的政协委员。出色的履历让人不禁感叹：张晴果真

巾帼不让须眉。然而张晴说自己并不是一个女强人。“我

是一个很被动的人，并不刻意去追求什么，我只是觉得

选择一件事情要做就尽力做好。”

人生的轨迹，就在一个个选择之间凸显不同。

毕业后，张晴进入了清华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Ǆࢫ

ઠࣀൣڦጭ࠼ǅ。在软件研发和产品推销之间，张晴选

择了后者。一个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的高材生不从事

研发而选择从零开始到中关村站柜台，这样的选择让许

多人疑惑不已。而张晴有自己的想法，她知道自己不适

合静下心来做研发工作，她更愿意贴近客户，去了解客

户的需求。

在中关村的那一年异常辛苦，从进货、出售到财务，

张晴都是一手包办，就像在经营一个小公司。而现在，

她最感激的恰恰是那一段时光。在说服客户购买自己产

品的过程中，张晴在大学社团积累的交际能力得到了充

分的发挥，也让张晴最直接地了解到了电子科技产品的

客户需求。

“我很珍惜每一个工作的机会，”张晴笑着说，“现

在毕业的小孩可能会很在意工作报酬和舒适感，但我当

时就觉得人家给你锻炼的机会又给你发工资已经求之不

得了。一切事情都是先有付出才能有回报。”

很快，张晴遇到了人生中一个重要的机遇。1994

年，清华紫光总裁张本正提出了“内部创业”计划，

为了推动清华紫光更快地成长，鼓励员工在公司运营

模式之外去创业，母公司为创业的员工提供资金与品

牌。张晴思索着自己在中关村的这一年积累了足够多

与客户打交道的经验，本着“出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

张晴敲开了张总办公室的门，开始与张总讨论创业的

事情。张晴当时的想法是回天津创业。但是天津与北

京距离太近，如果成立紫光的分销渠道，根本做不出

太多利润。张晴敏锐地察觉到当时入驻天津经济开发

区的国际品牌日益增多，他们对技术支持和服务的需

求量会很大。张晴向张本正提出为企业提供软硬件的

技术和服务支持的想法，凭借清华紫光的品牌和资金

支持，打开天津市场。

张晴的项目幸运地被批准通过。1994 年，张晴带

着 50 万的现金来到了天津。成立了天津紫光分公司。

初到天津时，一切并没有想象中的简单。张晴前期的业

务大部分是从做散户生意开始的。创业的初期，张晴得

到了许多清华朋友的帮助。

“在跟客户和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感受最深的一

点是，因为你是清华的人，大家对你会有一个基本的认

可，会觉得你做事情比较靠谱，能力不会太差。”张晴

笑着说“而且你自己也会有一种自信，也有一种压力，

总得把事情做好吧，不然对不起清华呀！”

凭着良好的信誉和多样化的经营渠道，天津紫光

最终拿下了像摩托罗拉、宝洁、丹佛斯、雀巢等这样

的大客户，在当时尚显空白的天津 IT 技术支持领域，

天津紫光渐渐成为了众多企业的不二选择。身为总经

理的张晴始终打拼在一线，保证了业务的质量。1996

年，26 岁的张晴，由于业绩突出，她的案例被登在

清华紫光的内刊《紫光报》上，作为样板向各个地方

的紫光分公司推广。同一年，张晴当选为天津的政协

委员。

后来张本正总裁回忆说，当“内部创业”策略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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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公司有那么精壮的小伙子都没有动静，只有两个

小姑娘跑来跟他商量创业项目，想来也是趣事一桩，

张晴便是其中一个。张晴认为性别正是自己的优势所

在。女性更善于沟通，更懂得聆听，会站在别人的角

度为之着想，做事情也不是那么冷冰冰的，可以和周

围的人合作得很好，有融洽的氛围。而且女性的压力

比男性的压力小一些。

“男性可能会觉得自己做一件事情一定要成功，

给自己很大的压力，但是女性一般不会，我只要尽力

把事情做好就可以了，就算失败又怎么样呢？”张晴

说自己从来不会设立多么高的一个目标，把手头的事

情做好就可以了。“我其实是一个比较懒的人，需要

一些外界的压力，”张晴顿了顿，“或许是我的运气

比较好吧。”

回归与起航：

毕业后的几年，张晴一直奋斗在市场的一线。在

大学期间毕竟学的是技术知识，管理和营销知识张晴

并没有系统地学习过，她觉得自己有必要去补充一些

知识。当时正逢清华紫光上市后策略调整期，因为与

总公司在运营思路上的分歧，张晴选择主动离开。

太多的机缘巧合注定又一次重逢。2000 年，张晴

再一次回归清华，在清华经管学院攻读 MBA。张晴表

示“因为自己比较年轻，而且毕业后一直在清华紫光，

没有脱离清华大环境，所以心态上过渡地很好。”

当时张晴的“同班同学”都是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

而张晴则当上了当期 MBA 的班长。期间正值清华经

管学院 MBA 十周年庆典，张晴在香格里拉组织了一

次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执掌大量资产的行业领袖汇聚

一堂。他们是清华大学十年来向中国经济界输送的商

业管理人才，他们的身价相加应该是一个天文数字。

在与各行翘楚人物交流的过程中，张晴逐渐萌生了对

投资的兴趣。三年后，张晴从清华大学 MBA 班毕业，

此时的她对管理模式更为熟悉，视野更为宽广，积累

了更多的人脉资源，最重要的是她找到了今后几年的

发展方向。

2003 年，张晴转战 IT 类企业投资领域，随后又

从投资的角度进入房地产企业，2008 年“智慧山”项

目的开启便是张晴厚积薄发的得意之作。

张晴的团队给智慧山项目的定位是“科技文化创

意产业基地”，希望在天津率先建成生态型、互动型

的综合产业园区，让企业置身其中能迸发无穷无尽的

灵感。2008 年的天津产业园多数还是简单的厂房和写

字楼，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没有气氛的营造。而智

慧山项目花了很大的力气营造园区的氛围。

“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给我们泼冷水，说房子一

盖一卖不就完了嘛，干嘛花这么大力气，”张晴回想

起当初的挫折，语气却很轻松，“但我认为一个企业

不应该为了眼前的利益牺牲长远的发展，有舍才能有

得。”本着这样的原则，“智慧山”项目拒绝了欲斥

巨资入驻的白酒集团和实验室。

智慧山项目的建设远没有想象中的顺利。收购这

个项目的时候，张晴的团队认为什么都处理好了，实

际操作起来才发现事情并非如此。尤其是项目遗留下

来的工程纠纷让进度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张晴表示，

处理工程纠纷要与政府打交道，一开始政府对智慧山

项目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对很多东西都不支持。“我

当时想，没关系，就做给他们看吧。”张晴说，“我

是一个计划性很强的人，我会事先想好事情最坏的结

果是什么，制定一套方案。最坏的结果不过如此，尽

力去做就好。”她笑着调侃道，“不过实在很辛苦，

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可能就不会去做啦！”

如张晴所说，一切回报都在付出之后。有一次，

一家企业在天津逛了五六个产业园区后来到“智慧山”

园区，立即表示“我哪儿都不去，只来这里。”这对

张晴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肯定，后来张晴得知，这

家企业的老总也是一位清华校友。张晴说她希望入驻

智慧山的是我们的同类人，和我们有着共同精神文化

追求的人。如今，有着VRV空调系统、咖啡馆无线上网、

双层空间庭院式设计的“智慧山”持续热销。很多同

行评价张晴“有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张晴笑着说：“这

也得益于清华，清华理工科的人头脑都比较冷静吧。

每件事情我都会想清楚再做，对未来的趋势有一个大

致的判断。”

张晴表示现在的“智慧山”项目对自己来说也是

一种回归。“我一直很喜欢画画，大学的时候一直很

想学建筑和设计，但父亲认为女孩子学建筑并不合适。

但现在我会把我的意见放在智慧山的环境装修和改造

里。这是我很喜欢的事情，所以就算遇到困难我也不

会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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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一路走来的点

滴，张晴说：“每一步

应该说都没有浪费，我

之前做过的两件事情对

于今天来讲都是一个很

必要的铺垫。所以，每

做一件事情都要很用心

去经营。”

家庭和事业的天平

对张晴来说，这架

天平毫无悬念地向家庭

倾斜。“家庭对我来说

永远是第一位的。”

平安夜这天，下班

后张晴匆匆赶到幼儿园

去接四岁半的小女儿。

丈夫和大儿子则在家等

候着一家人平安夜的聚

会。虽然工作很忙，张

晴始终坚持自己带孩子。小女儿经常对张晴说：“我

们是最好的朋友，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

在自己扮演的众多角色当中，张晴最满意的还是

“妈妈”这个角色。在张晴生下大儿子的时候，不少

同龄的朋友都觉得带孩子很烦，但张晴却觉得和孩子

在一起的时间充满乐趣。儿女们是张晴的支柱。看着

他们一天天成长，张晴收获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惊喜与

感动。在孩子们面前，张晴处于完全放松的状态。 

如果说孩子们是张晴动力的源泉，那么丈夫则是

张晴坚强的支柱。张晴和丈夫天然是房地产界“神雕

侠侣”，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丈夫在事业上是张晴最默

契的搭档。两人在工作日一起努力工作，周末尽量一

起陪陪孩子，这是他们独有的“度假方式”。

“我希望我的孩子能以我为荣。工作一方面是为

了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条件，另一方面我希望给他们树

立一个榜样，”提到家庭的时候，张晴的语气里充满

温柔，“事业再成功，家庭不幸福自己也不会感到幸福。

事情只要尽力去做就好。事情总是做不完的，但孩子

是需要陪伴的。幸运的是现在还没有遇到家庭和事业

发生重大矛盾的时候。但如果需要选择，我会毫不犹

豫地选择家庭。”

张晴将自己的出发点定位在了“家庭”上，在事

业上的一切努力对她而言都是一种回归。正是这种不

去争抢的平和心态让她能坦然地享受家庭与事业的双

丰收。

当被问道“你幸福吗？”的时候，张晴笑得很开心，

“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幸福。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工

作的压力总是会有的。但是对我来说，出去吃一顿美食，

旅游一次就可以了。人的一生就是这么短暂，开开心

心也是过，愁眉苦脸也是过，为什么不开开心心地过

呢？”

    

张晴的身上，有着一股坚韧，也带着一股温柔。

她像一潭水，清丽柔软，却能以柔克刚。她从不强迫

自己达到怎样的高度，而幸运女神却始终眷顾着她。

这并不是巧合，而是坚持碰上了机遇。她的每一次选

择都充满理性的色彩，每一个决定都是环环相扣。事

业之余，她将自己妻子和母亲的身份演绎得同样精彩。

对她来说，家庭像一个温暖的港湾，无论航行到哪里，

终有一天会回到最初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