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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7年，43岁的退役解放军团级干部任正非，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中年人，以凑来的2万元人民币创
立了华为公司。
在短短20年时间内，任正非领导下的华为迅速成长为销售规模近100亿美元的中国籍跨国公司，成为中
国企业走向全球化的标杆。
　　2005年，任正非入选《时代周刊》全球“建设者与巨子””100名排行榜。
《时代周刊》的评价说，华为正重复当年思科、爱立信等卓越的全球化大公司的历程，并且正在成为
这些电信巨头“最危险”的竞争对手。
　　2006年美国《新闻周刊》更认为，尽管创立者任正非一直保持低调，华为已经与电讯业的国际几
大巨头北方电讯、朗讯科技、阿尔卡特、思科系统站在同一水平线开展竞争，而且它常常可以从它们
中间赢得更多网络运营业务。
　　2008年12月，任正非荣膺《中国企业家》杂志“2008年度25位最具影响力的企业领袖”终身成就
奖，感觉虽然有点迟到，但确实是众望所归。
任正非以自己沉默的力量，影响了华为公司，影响了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也正在影响着全球的通讯
行业。
　　任正非无疑是华为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作为华为的创始人与领导核心，任正非是个传奇人物。
越低调就越传奇。
他大隐于市，冷面处世，从不面对公众或媒体，至今没有多少外界人见过他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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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代人之内，华为不说要进世界500强。
这三代，不是说华为的三代领导人，而是华为垮了再起来，再垮、再起来的三代。
当台风来的时候，什么措施最保险？
不是站得高、挺得直，而是趴下、尽量低一些，再低一些，才能不被吹倒！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大风，所以，我们一直要尽量低一些！
对于个人来讲，我没有远大的理想，我思考的是这二三年要干什么，如何干才能活下去。
我非常重视近期的管理进步，而不是远期的战略目标。
活下去，永远是硬道理。
什么叫成功？
是像日本那些企业那样，经九死一生还能好好地活着，这才是真正的成功。
华为没有成功，只是在成长。
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
企业要一直活下去，不要死掉。
一个人再没本事也可以活60岁，但企业如果没能力，可能连6天也活不下去。
如果一个企业的发展能够顺应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其生命可以达到600岁，甚至更长时间。
我们要活下去，就一定要提高效率和控制成本。
我们每个部门和每个员工都要时刻想到如何为公司全流程节省成本做出贡献，时刻想到如何能提高效
率，这样我们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
只有牺牲精神的人，才有可能最终成长为将军；只有长期坚持自我批判的人，才会有广阔的胸怀。
管理层要淡化英雄色彩，实现职业化的流程管理。
即使需要一个人去接受鲜花，他也仅仅是代表，而不是真正的英雄。
公司实行小改进、大奖励，大建议、只鼓励的制度。
能提大建议的人已不是一般的员工了，也不用奖励，一般员工提大建议，我们不提倡，因为每个员工
要做好本职工作。
不要把客户关系当作买卖关系。
要做诚实的商人，要把优惠和好处让给客户，要关心客户最关心的问题，真正赢得人心——得人心者
得天下！
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勇敢地开放自己，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要积极与西方竞争，在竞争中
学会管理。
华为没有背景，也不拥有任何稀缺的资源，更没有什么可依赖的，除了励精图治、开放心胸、自力更
生，我们还有什么呢？
最多再加一个艰苦奋斗，来缩短与竞争对手的差距。
公司高层管理团队和全体员工的共同付出和艰苦奋斗，铸就了今天的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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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冠良，资深管理顾问。
长期从事中国企业问题研究工作，近三年致力于企业家思想和企业成长案例的梳理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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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管理中最难的是成本控制。
没有科学合理的成本控制方法，企业就处在生死关头。
全体员工都要动员起来，优化管理，要减人、增产、涨工资。
明年生产要翻一番，但人员不一定要翻一番。
从管理中要效益，只有在管理上进步了，我们才可能实现机关干部与研究、市场同工同酬。
　　任正非认为企业的成本控制是多方面的，并不仅仅在产品成本的控制。
　　大家都认为成本低就是指料本低，其实成本的构成是方方面面的。
每一个部门都要冷静反思，过度地降低成本我不赞成，但是不认真研究成本下降我也不接受。
比如销售成本，国内一个2000万美元的单，有十几人在围着转，海外一个人手里握着几个2000万美元
的单，国内的人力资源是过剩的，我们就要源源不断地强制性地抽优秀员工到海外去。
尽管国外的成本和费用比国内的成本高得多，我们还是要源源不断地向海外输送人才。
　　一直秉承大投人大产出的华为，在研发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投入是巨大的，但任正非认为投入不
能是盲目的，该花的钱一分不能少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能花。
　　华为在加速度增长时期时，许多员工片面地追求销售额的增长速度，不太注重成本。
这一时期，虽然公司收入呈现100％的增长速度，但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却以超过100％的速度攀升，
利润只有百分之十几，高投入并没有带来高利润。
为解决这一问题，2002年，任正非开始在公司内部推行低成本运作。
任正非强调，企业通过成本控制获得赢利，比开拓市场来得更有效。
　　大规模不可能自动地带来低成本，低成本是管理产生的，盲目的规模化是不正确的，规模化以后
没有良好的管理，同样也不能出现低成本。
一个大公司最主要的问题是两个，一是管理的漏洞，二是官僚主义。
因此，我们在管理上要狠抓到底，我们不相信会自发地产生低成本。
　　在公司管理方面，华为不仅有很多规章制度约束员工去节约，而且还有很多策略和措施去实现结
构性的成本降低。
　　华为的财务管理在1997年就全面达到了规范的国际账务管理水准。
任正非要求，在这个基础上，要加强成本控制管理。
从预算管理人手，以成本管理为基础来优化财务管理制度。
他要求财务部门按照业务需要，建立严格的财务预算和审核机制，使预算之外的资金从申请到审批更
为困难。
　　华为成立了专门的成本核算机构，这个机构由人力资源管理、财务核算、研发等各个部门的相关
人员组成，对公司各方面的成本实施监控。
对此，任正非说：　　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前线。
逐步理清服务的职能，分工明晰，覆盖合理，减少重叠。
大力推行职业化的培训与管理，加强服务功能的程序设计，用科学的管理代替人工管理。
后勤工作将逐步走向社会化，减少公司管理的压力。
　　华为是中国著名的高薪企业，业务范围遍布全球，其人力资源成本自然成为公司最大的一项支出
。
摊子大了，管理难以细化、到位，浪费就会发生。
有些华为主管头脑中没有“人力成本”的概念，导致部分代表处存在人力资源浪费的现象。
　　因此，华为加强了人力预算的审核，从对人力总数的控制转向对人力总成本的控制。
尤其是在实施海外战略以来，华为更加注重在提升海外赢利能力的同时，尽量降低海外运营成本。
从2002年开始，华为严格控制海外人员的人力成本，将所有华为海外员工的每日补贴由原来的75美元
下调至40美元。
　　此外，华为还通过外包业务来达到控制成本的目的。
1998年，华为先从食堂、保安、保洁、医院、小卖部、印刷等后勤部门人手进行改革，面向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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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合作者。
这一举措使运作成本明显下降，同时还把各级主管从繁杂的琐碎事务中解脱出来，使管理难度大大降
低。
　　2000年前后，华为又将一些非核心业务进行外包，涉及到制造、组装、包装、发货和物流等多个
环节。
为了妥善安置相关人员，华为出台了优惠政策和财政支持，鼓励员工内部创业。
同时还经常把工程安装、设备运行维护、客户接待、客户培训、市场调查等业务分包给那些专业的中
小企业。
这样做不仅可以减少工资支出，而且可以控制居高不下的差旅费。
通过专业分工和公开招标，大大降低了市场运作成本，同时提高了服务质量与效率。
　　除了控制内部成本外，华为更加强了对外部成本的控制。
尤其是在原材料采购方面，建立集中统一的采购认证，使控制有效而又灵活的供应体系促进企业的进
步。
　　采购方面，我们请了一个德国的高级主管，相当于我们很高的管理层，年薪60万美金，聘他当采
购部总裁，当了两年，整个采购体系从小农的采购全部转变成了现代的采购体系。
在当时IT泡沫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能降低成本二十几个亿。
因为在采购体系上，我们已经进入了国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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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中国IT界，华为和联想是两家完全不同的企业。
华为崇尚技术立足，就像一直在爬喜马拉雅山的北坡，陡峭险峻；联想是从平缓的南坡向上，缓和迂
回，走的是贸工技的通路，最后也能爬上山顶。
两家登顶的路径不同，但异曲同工。
　　——联想控股总裁　柳传志　　任正非几乎是中国最有静气和最有定力的一个企业家。
在和跨国公司产生不可避免的对抗性竞争的时候，他屡屡获胜，为中国赢得骄傲。
　　——《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　刘东华　　中国企业中，只有华为一家是同时在国际主流产品
和国际主流市场这两个方面与国际一流企业展开竞争的。
因此，华为国际化的难度也是所有国内企业中最大的。
　　——长江商学院院长　项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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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华为数父的管理思想与商道真经　　中国最神秘、低调企业家的商业传奇　　众多中国企业家竞
相学习的完美标杆　　中国大师级的企业战略家和思想家　　读懂他，就读懂了中国企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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