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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没有科技创新的突破，就难以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

就难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众所周知，中国有着创新的历史和文化基因，中国古代的四大

发明对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今天，中国企业已经在全球科技领域激烈竞

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在移动

支付、无人机、生物医药、分享经济等方面有许多领先世界的科技成果，有着比国外同

类产品更好的用户体验。

“我们实现了豆浆机、电饭煲等数十款智能厨电的物联网应用。”一家著名民营企业的

负责人高总说。在用户需求倒逼之下，该企业对产品进行了智能化升级，目前产品已销

售到世界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年销售额超过 70 亿元，拥有专利技术 2047 项。过去 10

多年，该企业凭借传感器等方面的制造优势，成为某些跨国大公司的重要供应商。“我

们在产品的研发、设计等方面有长期积累，在创新中更容易将好点子转化为好产品。”

高总说。

日前，清华大学陈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企业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走出了一条

从模仿、追随到引领的发展轨迹，而这背后的“秘诀”便是创新。市场需求催生了中国

企业对生产方式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比如新零售、机器人、人工智能等等，这种

创新不是短期的、偶然的、而是长期的、自发的，是一种迥然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创新路

径，是深刻在中国经济肌体中独一无二的事实特征。

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经历了 40 多年的高速发展，已经形成了经济、科研、人才等诸多

方面雄厚的基础。特别是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的技术，如数字技术、人工智能、量子

技术、新能源、5G 通信等方面，都走在了世界前头。此外，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发达，拥

有业态优势：网民群体庞大，比欧美日网民数量之和还多，拥有大数据优势。当前国家

积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无疑为这场工业革命提供了良好的发展背景。

“风物长宜放眼量”，创新是百年大计。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技术进步和产业变革是



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历次工业革命均因重大技术变革而兴起，逐渐催生了一大批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进而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有研究

显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到 2035 年有望拉动中国经济年增长率明显提

升，推动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 27%。一个经济体的底气，既要看眼前静态的“形”，更

要看长远发展的“势”。

材料二

2018 年 12 月，虽正值寒冬，但对于 Q集团俄罗斯分公司的陈总来说，却是“热浪”迭

起。12 月 14 日，由该公司出版的《中国民营企业四十年的风云激荡》俄文版新书发布

会在其位于莫斯科的中国书店举行，受欢迎程度大大超出预期。与此同时，分公司推出

的“中国书架”在俄罗斯两座城市挂牌，这意味着“中国书架”已入驻俄罗斯 12 个城

市的 22 家书店。“照这个速度，用不了多久，‘中国书架’很有希望在俄罗斯发展出

百家合作书店……”陈总在微信朋友圈中写道。

陈总所领导的俄罗斯分公司是中国著名民企 Q集团的下属公司。2009 年 7 月，Q集团开

始走出国门进军国际市场。“集团一路摸爬滚打，是中国图书出海的一个缩影。”俄罗

斯分公司成立之初，推出的第一本书是《快速学汉语》，首印 1万本，卖得不好；组织

翻译的一些在中国国内颇红的文化类、小说类图书，也只销售了个位数。几年过去了，

库存积压，让原来挣的钱全赔了进去。2013 年，“一带一路”的提出使得“汉语热”“中

国热”迅速升温。中国图书在国外的需求量开始增大，国内的出版社主动上门寻求合作。

该公司抓住了这一机遇。组织翻译、销售了大量中国主题图书，包括《历史的轨迹——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等。经过短短数年发展，该公司成为了

俄罗斯第三大中国主题图书出版商。

Q集团俄罗斯分公司共有员工 268 人，陈总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人。如此极致的本土化，

缘于该公司的定位——通过纯母语思维和文化视角，实现对中国主题图书海外出版的组

稿、翻译、发行和推广。几年前一家国内出版社组织翻译专家团队，将一本中文图书译

成了俄文。另一家俄罗斯出版社得到授权后，也组织了当地的翻译人才进行翻译。两个

俄文版本相比，后者页数远超前者。原来，俄罗斯本土化编辑翻译团队，为该书增加了

大量的背景介绍与注释，语言风格也更贴近本国读者，受到了更多俄罗斯读者的欢迎。



这些事让他深刻认识到，要想让世界了解中国，需要使用当地易于接受的思维和话语体

系。

为了让中国文化更接地气，分公司还将一些书店打造为文化中心，开展围棋讲座、中国

书法班、中国主题沙龙、趣谈中国文化爱好者。“粉丝”的增多，也带来了“流量经济”。

陈总说：“我对中国主题图书走出去，有了更多信心！”

材料三

69 岁的老林是位资深木雕艺人，被称为“最后的手工酸枝筷子传人”。他的店铺不过 8

平方米，在当地却小有名气。老林家的店铺是他爷爷在 1889 年创立的。近年来，各行

各业飞速发展，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但老林对这门家族生意和手艺有着自己的坚持，

一直拒绝大批量生产，执着于手工制做每一双筷子。老林告诉记者，这些年来，不断有

人想和他合作，希望形成规模生产，全都被他一口回绝。对方取笑他不会赚钱，他却说

自己知足常乐，虽无大富大贵，但也丰衣足食，守着家族生意认真做好每一个产品。在

老林看来，手工制筷工序复杂，没有捷径可走，每道工序都要求严格，稍有不慎，筷子

就会走样。一双好筷子，真正检验它的只有漫长的岁月。做手艺，做生意，必须沉下心

来，慢工出细活，而只要工艺精湛，总会有人来购买。正因如此，林家小店始终有一批

熟客，“别人要做大做强，那是他们的事，我偏要做小做精，走个性化、精品化的路线。”

林家生产筷子的小作坊现在共有十多个工人，当中不少是跟随了他 20 多年的老师傅，

每一双筷子经手工打磨，日均产量也难有标准数字，一天下来，大约能制成 40 多捆筷

子。老林说：“本地早就没有人做手工筷子了，放眼全国，也没有人坚持手工制作了，

都是机械化生产。”对于自己制做的筷子，老林相当自豪。他说，普通筷子使用了几个

月后就得更换，而他家的筷子取材自缅甸坤甸木、老挝大红酸枝、泰国乌梅木、印度小

叶紫檀等，真材实料质量过硬，只要避免高温消毒损耗木质，基本上可以用一辈子。去

年开始，家族生意已由他唯一的女儿小林接手。面对自家的木筷生意，小林有自己的想

法。除了传承父辈制筷技艺，她还有意开发新产品，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她说：“人

在制物的过程中，总是要把自己和自己的手艺融到里头去，在前人的基础上，留一点新

的痕迹，这样这门手艺才能历久弥新。”



如今，在国家政策指引下，许多老手艺又重现生机。它们还能再现昔日的辉煌吗？当前，

工业产品已经占据了人类日常生活品的绝大部分，传统手工艺制品已经不大可能再重塑

曾经的为大众制造日用品的历史。小林认为：“由于受原材料、制造技艺、生产工时等

各种条件的限制，传统手工艺制品已经与奢侈品无异。就拿我家的筷子来说，投入成本

较高、产品独立性较强，并带有一定的艺术价值，这些都具备了开创品牌的条件。”在

小林看来，“林家筷子”不只是他们家赚钱谋生的商品，也不只是手艺人技艺的表现，

祖辈们开创手工木艺的艰辛历程和执着坚守，与当下务实开放兼容创新的精神是非常契

合的。

两代人经营理念的对接，或许还需要一些时日，不过，坚守传统手艺的本心一致。时代

变迁自有节奏，哪怕只是手中一双小小的筷子，也要一点点打磨制作，方对得起“工艺”

二字。

材料四

八月的 H市，已进入高温炙烤模式。夜，却未因此而平静。晚上十点，市区最大商场的

主体部分已经打烊，人们陆续从商场大门走出。与此同时，另一批“意犹未尽”的顾客

走进了地下一层和地下二层东侧的“21 街区”。这片主营餐饮的区域，营业时间一直会

延长到凌晨两点，是名副其实的“深夜食堂”。人们在炸糕店前排队买着炸糕、在奶茶

店外挑选着饮料、手捧着冰淇淋和炸鸡……街区内无论面条米饭、饺子煎包，中餐西餐

种类都很丰富。

H市商务局的陈科长介绍说，所谓“夜间经济”，是指从当日下午 6点到次日早上 6点

发生的经济文化活动。在不少人看来，夜间经济无非就是“啤酒烤串加唱歌”。事实上，

夜间经济的内涵远比“吃吃喝喝”丰富得多。它已经由早期的灯光夜市转变为包括“食、

游、购、娱、体、展、演”等在内的多元夜间消费市场。

H市一家著名的 24 小时书店，就给人们的夜生活增加了一种新的方式。位于临窗位置的

阅读区，摆放着一张长桌和七把圆形座椅，其中六把已被读者占用。年轻姑娘小赵戴着

耳机，全神贯注地看着手机播放的“中国会计网校”课程。休息间隙，小赵告诉记者，

自己参加工作不到一年，打算自学考“注会”。合租环境比较吵闹，下班后就来书店学



到 10 点多再回去。“这里学习环境好，图书资源多，渴了有饮料，饿了有点心，非常

方便。”

“再来，加把劲儿！”听着一旁教练的口令，扎着马尾辫的女孩咬了下嘴唇，抹了下额

头的汗珠，继续奋力向前推着沉重的哑铃。已是夜里九点半，位于 H市南二环附近的一

家健身工作室灯火通明。“每天人最多的时候是八点左右，现在好多人已经练完走了。”

健身教练表示，“我们工作室成立近三年，明显感觉到健身的人在增多。来这里的大部

分是附近的住户，下班之后过来健身。正常情况下，我们是晚上十点关门，但有的人下

班晚，跟教练约了，过来练到十一点、十二点也没问题，我们都等。”

为了做好夜间经济这篇大文章，H市于 2019 年年初成立了由政府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组

成的夜间工作委员会，拟定夜间经济发展目标。设计夜间经济空间布局，并通过与场地

经营者、工作人员、夜间消费者以及周边居民对话的方式听取各方意见，平衡相关群体

的利益诉求。同时，交通部门延长了地铁、公交夜间行车时间，为夜间经济的消费者和

从业人员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交通工具。夜间经济的安全、噪音、垃圾等问题最为

人们所诟病。H市成立专门机构加强公安、消防、城市管理等多部门联动，确保了夜市

附近的公共安全、环境卫生。此外还推出了移动应用程序，供居民举报夜间滋扰情况，

可通过网络联系所在区域社区的负责人，直接对问题进行处理。

“夜间经济提高了设施使用率、释放了消费需求，激发了文化创造、带动了区域发展。

此外，由于夜间具有与常规工作时间错位的优势，更多的潜在劳动力也能够通过在夜间

上岗解决就业问题，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如何让夜间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政府的顶层

设计尤为关键。政策质量高了，服务品质好了，投资者信心才更强，夜间经济才会走得

更好，走得更远。”陈科长感慨地说。某财经大学的张教授认为，当前，我国正处于新

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服务业具有吸引社会资本与居民消费的双重属性。以商务活动

为主的夜间消费正好是服务业发展的最佳着力点。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于消

费的需求也更加多元化，在未来，夜间经济必将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源动力。

材料五

小邱个头不高，皮肤白皙，结实强壮，喜欢穿运动装和运动鞋，一点都不像他的父亲老



邱，老邱总是穿着皮鞋、西裤。他们相差近 30 岁，对商业的看法颇有不同。

1970 年，老邱从 C市建筑公司辞职，成立了自己的工程队，1992 年成立了一家建筑公

司，2000 年组建了集团公司，如今家乡人都称他“建筑大王”。老邱是个老派，在他看

来，做企业只要胆大、灵活、肯吃苦，再加上运气，似乎就能做起来。小邱却不大认同。

1994 年，老邱计划让上海交大毕业的儿子回来接班，小邱对此纠结了很久。最后，小邱

只答应了父亲回去，但他回去的目的不是守业，而是创业。“当时我父亲已经做到了省

内建筑业的第一。但在我看来，这个行业技术门槛比较低，同时与我个人兴趣及所学格

格不入。所以我和父亲协商，这个行业他继续做，能不能让我根据自己的兴趣做一个新

的行业，父亲答应了。”

这之后的大半年时间，小邱一直在做市场调研，“我一直在思考如何突破现状，每天在

报纸中寻找与‘电’或‘自动化’有关的技术，分析什么是有市场前景的产品和项目，

最终将目光集中在厨房家电。”1996 年，找到创业方向的小邱，在父亲提供的一笔创业

基金支持下，自立门户成立了一家家电公司。1999 年，小邱前往欧洲参观，发现欧洲普

遍使用的洗碗机机型比中国当时的所有产品都漂亮，跟厨房搭配起来很美观。“但我们

也发现，国外欧式机虽然很美现，却存在油污处理能力较弱的不足，我突发奇想，做一

款欧式外观、内部结构中国化的洗碗机。”小邱说。小邱通过对传统欧式机进行改进，

开发出外观漂亮、洗涤效果更佳的产品。这款洗碗机一经推向市场，第一年销量就达 1

万多台，随之确立了公司在这一领域的领导地位。在谈到自己的成功时，小邱说：“我

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比洋品牌更加了解中国。”

公司成立之初，小邱希望新的公司拥有现代化的管理制度，“在市场调研期间，我以一

个旁观者的身份去观察父亲的企业，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公司员工乡里乡亲的复杂

关系，使有些问题处理起来困难重重。”小邱在成立新公司的时候与父亲约法三章：第

一，新公司要从村里移到 C市的开发区；第二，除了自己选中的一些人，老员工不能到

新公司来；第三，有关新业务的重大决策，要尽可能尊重我的想法。

公司成立的前 10 年，小邱是一个“狂热”的西方管理模式的信徒。他大力推行美式卓

越绩效管理、引进跨国集团管理人才。但他发现，西方管理模式与本地员工存在较大的

文化隔阂。小邱说：“2000 年，家电公司的发展遭遇到了‘瓶颈’，我们分析原因是管



理滞后。我发现西方的管理固然有它先进的一面，但单纯照搬无疑是在步别人的后尘，

中国的企业必须探索出自己的模式，才能具备持续不断的先发优势。”2002 年，小邱到

清华、北大先后学了四年的传统文化课，听着听着，兴趣就越来越浓厚了。如何将中国

传统文化精髓与西方的管理体系相结合？这个问题开始萦绕在小邱的脑海。2012 年开

始，他逐渐将自己的所学所思运用到企业管理中。他将儒家的基本精神“仁、义、礼、

智、信”写进了公司的价值观。“最初的导入，还跟管理模式没有关系。慢慢地一边实

践一边探索一边总结，如今我们逐渐摸索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中西合璧的管理模式。”

二十多年的创业磨砺，让小邱最感欣慰的不是企业规模越来越大，而是企业文化的塑造。

他说：“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经营管理只是企业的骨架，文化才是一个企业的血脉、

灵魂。”

从老邱到小邱，两代人一直在奔跑，有人问小邱企业的边界在哪里时，他的回答是没有

边界。如果你认为这是一种战略的迷茫，是找不到重点，那就错了，这恰恰是一种最为

正确的认识。竞争从来不是静态的，你在变，对手也在变。只有不断奔跑，才能生存。

对于不断奔跑者，哪里会有边界呢？

问题一

根据“给定资料 2”概括 Q集团俄罗斯公司成功打开国际市场的主要举措（15 分）

要求：

（1）准确全面；

（2）简明扼要；

（3）分条陈述；

（4）不超过 200 字。

问题二



根据“给定资料 3”谈谈你对划线句子“人在制物的过程中，总是要把自己和自己的手

艺融到里头去，在前人的基础上，留一点新的痕迹，这样这门手艺才能历久弥新”的理

解（20 分）

要求：

（1）紧扣材料；

（2）分析透彻；

（3）条理清楚；

（4）不超过 300 字。

问题三

假如你随 C市商务局考察团到 H市调研“夜间经济”发展情况，请结合“给定资料 4”，

写一份调研报告提纲（25 分）

要求：

（1）紧扣资料，内容全面；

（2）层次分明，逻辑性强；

（3）不超过 500 字。

问题四

“给定资料 5”中提到，“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经营管理只是企业的骨架，文化才是



一个企业的血脉、灵魂”，请你根据对这句话的理解，联系实际，自拟题目，写一篇文

章（40 分）

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

（2）思路清晰，语言流畅；

（3）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4）总字数 800—1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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