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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费心懿 赵云帆
上海报道 一直在“琢磨成长”的郑永刚，不得不撒手未竟的事业。

2月12日晚间，杉杉股份公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郑永刚因突
发心脏疾病救治无效，于2023年2月10日与世长辞，享年65岁。此前，郑永刚曾赴
日公干。根据企业公布的名单，其子郑驹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

公告称，郑永刚先生创立杉杉34年，是时尚产业、锂电池材料、光学材料等多个领
域的开拓者，是改革开放后涌现出的民营企业家杰出代表。郑永刚先生倡导的“正
直、负责、创新、担当”企业价值观，为公司凝聚了优秀的管理团队和经营人才，
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月11日晚，上海市浙江商会发文纪念自己的名誉会长：“他（郑永刚）一直告诉
我们，企业家的天职只有一个：锻造企业核心竞争力，在中国做到行业前三，在全
球拥有技术、市场、产品、管理等任何一方面的特色，赢得同行尊重。”

在杉杉企业发迹并壮大的三十多年中，中国经济浪涛澎湃，产业迭代的速率好似大
浪淘沙。“任何产业都有周期性规律。”2017年，郑永刚曾如是解释他的频繁转向
。从服装起家，到转型锂电材料，及至近两年布局偏光片，郑永刚率领杉杉集团成
为锂电负极材料和偏光片领域的“双料龙头”。不单是企业家更是金融家，郑永刚
也凭借果敢和敏锐的商业嗅觉在资本市场中成为独树一帜的存在。

“我思考的问题特别多，我个人有一个特色，我不愿意一直干一件事情，这样没意
思。我希望去创造一个东西，无中生有，然后在它成长完善的过程当中，我就又开
始琢磨别的事，我不可能干到头，因为事物都是这样，从无到有，到成熟，到衰落
，到死亡。我从来不去想衰落死亡的事，我就琢磨成长。”2010年，郑永刚如是自
我评价。

逝者已矣，400亿锂电龙头接下来的命运走向如何，这是郑驹一代的必答题。

居安思危的“巴顿将军”

被赋予“服装行业的巴顿将军”称号，只是郑永刚三次创业中为人称道的早期传奇
故事。

在33年的经商经历中，外界对其的评论中常提到的就是“居安思危，眼光超前”。

他的前期创业史已为公众所熟悉：1985年，由于工作表现突出，27岁的郑永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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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到鄞县棉纺厂当厂长。1989年，刚满31岁的郑永刚，出任宁波甬港服装厂的厂
长。1990年，杉杉西服走红全国。

1996年，郑永刚亲手将杉杉股份（600884.SH）推上A股没多久，就敏锐地嗅到了
危机。“我们发现一个问题，一旦市场放开，中国品牌自然会形成一个梯队式品牌
市场。所以我们当时就意识到，杉杉西服想一直独领风骚，长期成为‘国服’的可
能性不大。”

1999年，杉杉开始研究企业转型。郑永刚设定了两个大的战略方向。第一个方向，
是“新能源新材料有未来”；另外一个，是“大健康有未来”。

彼时，研究锂电的负极材料是一场“豪赌”。

郑永刚先后投资了近4亿元，推动负极材料中间相炭微球从实验室实现产业化，为
国内锂电产业链补上了一块重要的拼图。

如果说1997年天津力神注册成立，标志着锂离子电池国产化的开始，那么，2000
年中信国安盟固利成立，开启了正极材料国产化的关键进程；几乎同时，上海杉杉
的负极材料项目实现量产，成为负极材料国产化的开端。此后，电解液、隔膜、六
氟磷酸锂、碳酸锂等材料陆续实现了国产化。

2003年，杉杉股份并购了新能源材料领军人物创建的锂电池正极材料企业，经重组
后共同成立了湖南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2005年，杉杉科技收购年产500吨电解液
企业，并以此为基础组建了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琢磨成长”

郑永刚从最传统的“服装大王”，一跃而成为中国新能源行业的重要开拓者和领军
者。

在2017年的央视《对话》节目中，郑永刚透露了杉杉在负极材料的艰苦探索。

“发展锂电材料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很委屈也很辛苦，因为我们坚持了高端的
技术路线。2010年开始市场上有大量的水货，品质差，价格便宜，我们一直在亏损
。但是我们坚持了高端路线，到了第六年才微利，内部开始有分歧。当时我们准备
跟汉鼎基金合作，实际上是要卖掉，说句不好听是卖不掉又烂在手里，这是一个痛
苦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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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手机问世后，对锂电池产品的要求十分严格，全球招标时，杉杉的材料与ATL
公司(锂电池公司)捆绑竞标，很快获得了认可。而后，杉杉的电池材料成为ATL、
比亚迪、力神、奔驰、苹果、索尼等知名企业的供应商，并发展成为锂电负极材料
供货商中的佼佼者。

到2022年回头看这段创业历史，他已如清风拂尘，“总体来讲，回想我们当时的转
型，一个是战略方向确定得比较精准。第二个就是，我们坚持不赚钱，那不赚钱能
坚持？杉杉西服那个时候如日中天，还是很赚钱的，所以大马拉小车，应该说没啥
问题。”

2020年10月底，郑永刚回归杉杉股份并担任董事长。他向世界宣布了自己的第三
场“战役”：进军偏光片产业。“最后一战”，他说。

杉杉股份通过收购LG化学的偏光片，实现了在全球市场份额37%的占有率，遥遥领
先，成为负极材料和偏光片的双料龙头。

2022年，杉杉股份的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两大高科技产业蝉联全球第一；杉金偏光片
规模全球第一，市场份额达到29%；杉杉负极材料业绩增长突出，出货量在上年10
万吨基础上翻番，突破20万吨；人造石墨市场份额达到16%，保持行业第一。

从去年开始，杉杉股份明确剥离非核心资产，聚焦优势最大的两大核心业务——锂
电负极材料和偏光片。杉杉股份去年11月28日在投资者互动平台回答投资者提问时
表示，2022年，公司充电桩业务、储能业务已完成出售。

半生金融家

三十年如一日，这种居安思危的经商哲学几乎陪伴着郑永刚的行商生涯，却让郑永
刚看上去像一个不愿意错过任何风口的资本玩家。

早年，郑永刚带领杉杉集团在宁波建成了国内第一个民营工业园区杉杉科技园，并
在此孵化了杉杉绝大多数早期新能源材料和机电企业分支。期间，郑永刚通过受让
股权成为上市公司中科英华（现为诺德股份，600110.SH）的大股东，并实现了与
中科院方面的校企资源对接。

此后，循着产业园区的思路，郑永刚又相继实现了中科廊坊科技谷、中科芜湖科技
园等项目的开发。2009年开始，郑永刚将杉杉集团的地产版图从园区运营推及商业
地产，相继与日本三井不动产共同开发奥特莱斯项目、与伊藤忠商事会社共建宁波
第一高楼宁波中心。此后，杉杉又相继进入了多个酒旅景区开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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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郑永刚的每一次异业探索，每一轮版图扩充，不仅牵扯大量股权融资和
兼并收购，其又与资本市场的大环境密不可分。

2007年A股“大牛市”中，郑永刚选择淡出杉杉股份体系，戏称在上市公司中监管
太严，转身便成立了数家基金公司，包括磐石基金、华山资产管理、升阳资本、宁
波杉杉创投、芜湖江东创投、龙田投资等，投资类型涵盖期货、股权、风投。此前
，杉杉已经在新华传媒（600825.SH）和华创证券中微露侧影。

2008年年底，杉杉股份再次开启异业收购，斥资2.3亿购入松江铜业，但仅几个月
后便原价卖出。一时间，杉杉化身资本玩家的提法层出不穷。

到了2015年大牛市之后，郑永刚又先后“导演”了收购希努尔、对江泉实业（600
212.SH）的壳资源买卖、申通快递（002468.SH）对艾迪西的借壳、洛阳钼业的
定增、新华龙的收购等。渐渐地，郑永刚在资本市场上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壳
王”。

事实上，比起如今重点提及“向实而行”的杉杉集团布局方针，早年的郑永刚对产
融结合打法并不避讳，更在2015年时对外表示，自己更愿意被叫做“金融家”。

1993年，挖到第一桶金的郑永刚选择向当地监管部门申请设立宁波杉杉城市信用社
。而后，信用社在宁波市政府的协调下实现了接连的合并、增资和重组，逐渐成为
了如今的宁波银行。似乎是对银行牌照情有独钟，郑永刚此后又相继在2010年买下
稠州银行部分股权；2019年更一度将目光放在了徽商银行大股东的斩获上。

除银行牌照，2013年和2015年，郑永刚治下的杉杉又分别通过入股正德人寿（后
改名君康人寿），参股借壳华创安阳（600155.SH）斩获保险券商牌照。这一系列
金融牌照，为杉杉开辟产业链上下游，实现股权、债权资金融通出力良多。

直至目前，杉杉控股仍参控着银行、保险、证券、基金、融资租赁等各色金融牌照
，操盘着服饰、新能源、绿色能源、园区、贸易、文娱等多个行业板块。不管行业
间的界限有多远，门槛有多高，郑永刚似乎都能驾轻就熟。

“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在郑永刚的心中，自己或许就是杉杉的“韩信”。

一代传奇浙商落幕

“规模，规模，还是规模！”这是“杉杉通”上最后一期有关郑永刚公开发言整理
的标题。郑永刚认为，实体经济，只要产品技术成熟，它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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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个人微博仅有的一条发言，停留在2012年4月2日为博鳌亚洲论坛发声。他写
道，“真正做阳光的企业是我一生的追求，要赢得人们的尊重，必须要靠自己去奋
斗、创造，对社会有所贡献。如果不择手段取得的财富是不会得到大家尊重的。能
够为社会、为民族创造点什么，才是我作为企业家的价值所在。”

半生从商，在宁波，可以说无人不知郑永刚。在商界，他头顶上海市浙江商会名誉
会长、上海市宁波商会会长、上海新沪商联谊会会长、甬商总会联席会长等多个名
衔。

2月11日晚，上海市浙江商会发文纪念自己的名誉会长：“他（郑永刚）一直告诉
我们，企业家的天职只有一个：锻造企业核心竞争力，在中国做到行业前三，在全
球拥有技术、市场、产品、管理等任何一方面的特色，赢得同行尊重。”

“对于发展，郑永刚总能展现出前瞻性眼光、国际化视野。”宁波甬商发展研究会
秘书长曹云回忆，“上个世纪末，杉杉就将总部搬到了上海，利用上海的信息、人
才优势，壮大产业，走上国际化发展快车道；另一方面，杉杉的产业布局很有预见
性，是国内最早进入锂离子电池材料市场的企业之一，如今在技术先进性和规模化
方面领跑行业。”

“郑永刚对家乡充满感情，他曾不止一次表示自己的根在宁波。”曹云表示，这几
年，杉杉在宁波布局了不少大项目，比如，在海曙投资负极锂电材料项目，又在鄞
州签约打造年产4万吨锂离子电池硅基负极材料一体化基地等。

据杉杉系运营主体杉杉集团披露的2022年中报，截至期末集团资产总计587.54亿
元，总负债331.12亿元。郑永刚实际控制了杉杉股份与吉翔股份两家上市公司，目
前总市值520亿元；并参与投资了多家上市公司。郑永刚持有杉杉控股有限公司40.
1%股权。

近几年，郑永刚逐渐退居幕后，在培养新人方面有所布局。2018年2月，出生于19
91年的郑驹（郑永刚之子）出任杉杉集团控股股东杉杉控股的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
。2019年9月，郑驹出任杉杉集团董事、副总经理（副总裁），后于2020年1月升
任杉杉集团总经理（总裁）。

郑永刚离世，400亿锂电龙头接下来的命运走向，备受关注。这是郑驹一代的必答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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