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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年10月29日，美国纳斯达克公布信息，印度首富穆克什·安巴尼的财富已经达到632亿美元，其资
产已经超越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590亿美元)和墨西哥电信巨头卡洛斯(620亿美元)，毫无悬
念地成为新的世界首富。
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了全球每一个角落。
印度最大的通讯社“印度报业托拉斯”立刻欢欣鼓舞地宣告了这位新首富诞生的消息：“由于美国和
欧洲的资金近年来正以空前的规模涌人印度，印度股票市场出现前所未有的火爆，孟买股票交易所敏
感指数lO月29日首度飙升至20000点，导致整个流通市值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几乎翻了一番。
信实工业集团(Reliance Industries)的股票升值近80％，该集团总裁，现年50岁的穆克什·安巴尼的净资
产一跃升至632亿美元，相继超过比尔·盖茨和卡洛斯，成为新的世界首富。
”虽然穆克什稍晚一些时候否认了自己已经取代比尔·盖茨的事实，但这天发生的事情还是让很多人
都开始关注这位来自印度的企业家的故事，大家纷纷猜测：●穆克什·安巴尼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在一个“科技为王”的时代里，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家真能替代稳坐“世界首富”交椅13年
的软件巨头吗？
●穆克什·安巴尼又是如何成为“全球首富”的？
他所率领的信实工业集团到底是一家怎样的公司？
●他为什么不愿意承认自己已经成为世界首富了？
难道他背后还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苦衷？
⋯⋯说起穆克什·安巴尼，似乎很多人都感觉有些陌生，但是在印度，穆克什所在的安巴尼家族却是
声名赫赫，无人不知。
据统计，截至2007年年底，安巴尼家族掌控的信实工业集团年销售额占印度全国GDP的近4％，该集团
每年向印度政府上缴的税收占全国税收总额的10％，集团总市值相当于印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总市
值的近6％，集团利润占到印度私营经济的17％，印度约8％的出口额也来源于信实工业集团。
本书所要讲述的，就是安巴尼家族的故事！
在印度，信实工业集团的股票素有“金不换”的美称，在印度所有的股民当中，每4人就有1人持有信
实工业集团的股票，每年召开股东大会的时候，组织者必须租下一座足球场才能装下所有的股东。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安巴尼家族便统治着印度的石油化工产品市场，后来又成为电信和能
源工业的领导者，并在教育文化领域、市场零售市场等领域后来居上，迅速占据了一席之地。
按照印度官方公布的资料，安巴尼家族领导的信实工业集团是第一家进入《财富》全球500强的印度企
业，安巴尼家族也被誉为印度的“洛克菲勒家族”。
说起安巴尼家族的历史，还要从该家族第一代创始人，穆克什的父亲迪鲁巴伊·安巴尼说起。
作为当今印度最大财团的创建者和安巴尼家族的家长，穆克什·安巴尼的父亲迪鲁巴伊·安巴
尼(Dhirubhai H.Ambani)在印度很早就成为了人们膜拜和颂扬的传奇人物。
很多人形容他“像一个斗牛士一样，敢于一把抓住公牛角，不把它掀翻在地就誓不罢休”。
还有人把他的一生比作比一部比好莱坞大片还要精彩的财富传奇，将其誉为“白手起家的创富之神”
，“安巴尼家族神话的真正缔造者”。
迪鲁巴伊·安巴尼生于1932年，是家里的第二个儿子，父亲是一名中学老师，他只受过初等教育。
16岁那年，迪鲁巴伊就独自出外谋生，漂洋过海来到也门(The Republic of Yemen)首都亚丁(Aden)，并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挖到了他的第一桶金。
最初到达亚丁时，迪鲁巴伊只是公司的一个普通办事员，经过几年的努力，成为了公司的经理，并开
始积累了一些商业经验。
在亚丁生活的几年间，迪鲁巴伊发现，也门政府的主要货币里亚尔(Rial)的硬币含银量价值高于它的面
值，也就是说，只要把手中的钱全部换成里亚尔硬币，然后再熔掉、提纯，重新铸成银条，转手出售
给伦敦的交易商，他就能从中获利。
此后迪鲁巴伊便频繁出手，以自己的积蓄买下大量的里亚尔硬币，成批地运往英国。
3个月之后，也门政府发现本国的里亚尔硬币迅速减少，很快找到了迪鲁巴伊，勒令其收手，并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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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送回国。
1958年，26岁的迪鲁巴伊回到了印度，用15000卢比和他的表兄创办了信实商业公司，主要做进出口生
意，通常能赚取300％的利润。
20世纪60年代，印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产尼龙产品的政策，迪鲁巴伊看清形势，很快就在1966
年创办了信实纺织工业公司，创立了自己的品牌“Vimal”，专门生产尼龙产品，利润率高达700％。
由于经营得法，一段时间后，Vimal成为印度家喻户晓的纱布第一品牌，很多百货公司与零售店甚至打
出“只卖Vimal”的旗号。
1977年，45岁的迪鲁巴伊将信实纺织公司公开上市，开创了印度私营企业上市融资的先河。
此后信实集团仿佛驶进了快车道，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取得了迅猛的发展。
1986年，安巴尼家族的身家就上升到印度财团的第三位。
随后，迪鲁巴伊又在石油、化工、电信、零售、教育等市场大显身手，屡有斩获，到了上世纪末，迪
鲁巴伊便一举摘取印度财团桂冠，超过了百年家族塔塔和比尔拉，成为名副其实的印度首富。
到2002年迪鲁巴伊去世的时候，信实集团的运营收入已经达到180亿美元，占印度GDP的3％，告印度
所有私人企业当年总利润的30％。
从1977年到2002年，信实集团的利润增长了900倍，市值增长了3300倍。
迪鲁巴伊把信实打造成了一个集化纤、石油化工、石油提炼、石油开采、电信、电力、金融服务、对
外贸易、生命科学等行业于一身，年收人过百亿美元的巨无霸集团。
事实上，迪鲁巴伊在印度的影响力相当强大，以至于在他去世的第二天，英国《独立报》便发表评论
，宣称“印度经济史可以分为两个时代：迪鲁巴伊·安巴尼之前的时代和迪鲁巴伊·安巴尼之后的时
代”，并进一步宣称，“对于整个印度工商界来说，迪鲁巴伊的离开的确是一个历史性的告别”。
随后，迪鲁巴伊的长子，也就是上面所说的新一任世界首富穆克什接替了他父亲的职位，继续掌舵信
实集团。
俗话说，虎父无犬子，迪鲁巴伊去世之后，他的另一个儿子安尼尔(Anil Ambani)却不打算在哥哥的影
子下做事，安尼尔和穆克什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并逐渐公开化起来。
兄弟俩之间的争斗很快波及到了整个印度，用当时印度媒体的话来说：“安巴尼兄弟的斗争让整个印
度的商业市场都布满了不稳定因子，股市也被双方的口水仗搞得乌烟瘴气。
”2005年6月18日，与迪鲁巴伊有深交的印度工业信贷与投资银行(ICICI)总裁K.V.卡姆斯(K Vaman
Kamath)为穆克什和安尼尔兄弟分家进行调解，经过7个月的磋商，母亲科姬娜·安巴尼在信实集团公
司董事会上宣布了分家协议：制造业企业分给长子穆克什，服务业企业分给次子安尼尔。
哥哥穆克什继续主管集团石化产品、聚酯和精炼油业务，弟弟安尼尔则退出核心权力圈，转而专攻集
团下属的电力、电信和金融服务业。
兄弟双方还达成协议，宣布在双方现在拥有的石油化工、电信、机场建设等领域，彼此之间不展开竞
争。
此外双方还都可以用“信实”(Reliance)商标。
正在所有人感慨这个“印度第一家族”必将走向衰落的时候，几乎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是，安巴尼
家族的产业并没有因为分拆而没落，在兄弟分家之后，穆克什和安尼尔都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不俗的
业绩。
在2007年《财富》全球500强当中，按销售额，哥哥穆克什主掌的信实工业公司排名269位，比2006年
前进75位；按利润算，信实工业集团排名179位。
此外，穆克什还获得了美国印度商业委员会的“2007年全球远见奖”，被授予“亚洲社会领袖奖”，
瑞士世界经济论坛将其评价为“明日全球领导者”，美国《时代》周刊则把他列为“新世纪青年领袖
”。
弟弟安尼尔也同样不甘示弱，在宣布兄弟分家后的第二天，他就用个人积蓄向信实能源公司和信实资
金公司注人300亿卢比(按照今天的牌价，美元对卢比的汇率约为1：40。
——编者注)，并宣布辞去参议员身份，专心管理公司事务。
他将新集团命名为安尼尔·迪鲁巴伊·安巴尼企业集团(Anil Dhirubhai Ambani Enterprises Group)，并率
领着旗下的各大电信、电力、金融公司迅速冲到了行业领先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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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俩人的努力终于赢得了世人的瞩目，到了2008年，安尼尔·安巴尼已经凭借420亿美元的身家跃居
《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第六位，哥哥穆克什·安巴尼则以430亿美元的身家排名第五位。
以个人财富而言，兄弟俩分别居印度富人的第一位和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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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按照印度官方公布的资料，安巴尼家族领导的信实工业集团是第一家进入《财富》全球500强
的印度企业，安巴尼家族也被誉为印度的“洛克菲勒家族”。

　　在印度，信实工业集团的股票素有“金不换”的美称，在印度所有的股民当中，4人中就有1人持
有信实工业集团的股票，每年召开股东大会的时候，组织者必须租下一座足球场才能装下所有的股东
。

　　2008年，安尼尔·安巴尼任借420亿美元的身家跃居《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第六位，哥哥穆克
什·安收尼则以430亿美元的身家排名第五。
以个人财富而言，兄弟俩分别位居印度富人的第一位和第二位。
他们的财富让世界为之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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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静，女，北京人，毕业于兰州大学新闻学院，记者，商业传记作家，曾任《北京青年报》、《
竞报》等大型新闻媒体撰稿人，常年专注于企业人物写作，现为北京新知文创签约作家。
主要作品：《硅谷顽童——拉里·埃里森》、《印度第一家族——安巴尼家族》、《神秘的加拿大首
富——肯尼斯·汤姆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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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众所周知，在1947年独立建国之后，在尼赫鲁(Nehru，印度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并在印度独立后
担任第一任总理。
——编者注)总理的领导下，印度曾经经历了一段国营企业发展的高峰期，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
五六十年代。
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印度的私营经济开始得到巨大的发展，从纺织品行业开始，政府公布了一系
列扶持国内私营企业发展的政策，鼓励本国企业发展，并开始有步骤地排斥外国企业在印度本土的发
展，这些措施在短期内迅速为印度私营企业带来了规模空前的发展机遇。
一向善于把握机会的迪鲁巴伊当然不会错过这一机遇。
如果说1977年信实纺织公司的上市称得上印度私营企业的一次“爆炸”，那么信实公司以后10年间的
发展则可以说是“像火箭一样一飞冲天”。
公司上市之后，信实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私营纺织企业的老大，开始逐步垄断印度的纺织市场。
1978年，孟买举办化纤行业博览会，财大气粗的迪鲁巴伊将自己的产品摆满了整整半个展厅。
外国客商来到孟买参展，一看信实的规模和实力，便立刻被迪鲁巴伊征服，再看到一个落后国家的纺
织厂居然能生产出如此精美、质量上乘的化纤产品，他们几乎惊呆了。
结果自然不言而喻，信实公司在那次会展上囊括了几乎全部订单。
直到20年后，说起那次博览会上的情形，迪鲁巴伊仍然显得非常开心，他在一次访谈中回忆道：“我
们几乎派出了所有的销售人员来到公司的站台，可没想到还是忙不过来⋯⋯订单太多了，最后连我们
带去的实习生都被客户围得团团转。
当时印度本土的外国纺织厂全被驱逐出境，所以采购商们个个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有些外国客户
甚至还没搞清楚我们是哪家公司，便开始下订单！
”孟买博览会的巨大成功使迪鲁巴伊不仅意识到了资本的力量，也逐渐开始意识到了权力，更准确地
说是特权的重要性。
于是在加强商界发展的同时，迪鲁巴伊也开始在政界出击。
他一方面继续经营信实纺织公司，一方面频繁接触政治要人，想尽一切办法成为这些政治明星的座上
宾。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我们无法改变当权者，但是我们应该设法使他们的统治对我们自己更有利。
”当时，铁腕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i，1917～1984年，印度著名政治家，尼赫鲁之女，曾两次
担任印度总理，因其作风强硬，在印度享有“印度铁娘子”之称，1984年被刺杀身亡。
——编者注)的政治生涯正处于风雨飘摇的时期。
高通货膨胀、随处可见的官僚腐败和市民的悲惨生活使英迪拉·甘地的声誉像自由落体一样垂直下降
，英迪拉·甘地政权四面楚歌，而迪鲁巴伊却在此时坚定地站到了英迪拉·甘地身边，成为后者的强
大支持者，他本人也和英迪拉·甘地成为密友。
即便英迪拉·甘地在大选中惨败，迪鲁巴伊仍然不离不弃。
在4年之后的大选中，他为甘地夫人提供不遗余力的资金和舆论支持，不仅帮助甘地夫人赢得了至关
重要的胜利，而且他也赢得了后者毫无保留的信任。
再次上台之后，甘地夫人宣布，印度必须由一批“值得政府信任的”工商业企业家作为国民经济的中
流砥柱，而要想做到这一点，政府就必须加大对企业的扶植力度，并随即派发给了迪鲁巴伊等人大量
的特权和经营许可证。
1980年，印度政府通过决策，不仅允许信实纺织公司在纺织业继续扩张，而且同时禁止其他5家纺织企
业的扩张请求，这无疑是在动用政府的力量帮助信实垄断整个纺织行业。
凭借这条谕令，信实纺织公司迅速控制了印度全国纺纱业产能的50％。
1981年，英迪拉·甘地政府决定发放聚酯纤维的生产许可证，当时，有400家印度企业提交了申请，但
最终只有两家企业得到了特许许可证，其中一家就是信实纺织公司。
就这样，通过独辟蹊径的资本运作和赤裸裸的政治特权，信实公司成为印度纺织业的龙头企业，并在
上世纪80年代实现了资产年均增长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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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初毅然决定跟随迪鲁巴伊的投资者们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他们平均每年都会得到31％的投
资回报。
一时间，信实的股票俨然已成为市场上最“蓝”的蓝筹股，数以百万计的投资者疯狂地购入信实的股
票，导致信实的股价节节高升。
这些股东之中有很多人都不明白股市涨跌变化的知识，但他们都很清楚，只要买人信实的股票，就一
定能带来丰厚的回报。
股价的上涨让迪鲁巴伊的身价像是坐上了火箭一样接连蹿升。
自1986年起，安巴尼家族的身家就已经上升到印度财团的第三位，迪鲁巴伊这时已经把赶超塔塔财团
和比尔拉财团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了。
在迪鲁巴伊的心中，他始终相信自己有一天能够超越这两个财团。
随着事业的不断扩张和财富的迅猛增长，迪鲁巴伊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心。
那么，迪鲁巴伊要想超越这两个财团，他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他打算怎么拓展公司的业务？
他下一步要进军的行业又是什么？
他真的能实现自己的心愿，超越塔塔和比尔拉家族这两个巨无霸财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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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印度第一家族:安巴尼家族》由青岛出版社出版。
穆克什·安巴尼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安巴尼家族又是如何叱咤风云的？
安巴尼家族旗下的信实工业集团到底是怎样的公司？
从安巴尼家族身上我们会得到怎样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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