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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代 序　　拥抱变化  永无止境　　张宏江　　微软亚太研发集团首席技术官　　微软亚洲工程院
院长　　2011年4月，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在北京的员工搬入中关村西区的新址。
家庭开放日、工位装饰评比、摄影比赛等暖屋活动接连展开，新楼里洋溢着乔迁的欣喜和兴奋。
与我的同事们相比，除了分享这份踏上新起点的喜悦，与人生中最精力充沛的12年告别，心中荡漾的
更多是留恋与不舍！
希格玛大厦，见证了我们的成长，我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不止一次&hellip;&hellip;　　1999年3月，
我从硅谷回到北京，考虑加入刚刚成立的微软中国研究院。
北京迎接我的是我一生中经历的第一场沙尘暴，漫天飞舞的沙尘让我一时犹豫。
于是，当亚勤问我准备回国工作几年时，我如实告诉他我只做了两到三年的打算。
却不曾想，回来工作一段的想法，后来竟成为我12年未曾改变的承诺：在北京、在微软、在希格玛整
整工作了12年。
在这12年里，微软在中国的研发团队从最初单纯的产品本地化发展到全面涵盖基础研究、技术孵化、
产品开发和战略合作四大职能的创新机构；从十几个人成长到今天超过3000人的团队；职能更从中国
拓展至整个亚太地区。
1998年的微软中国研究院走进一位IEEE院士，12年后从微软亚太研发集团走出了12位IEEE院士、4位杰
出亚裔工程师奖获得者&hellip;&hellip;12年，我们在中国打造了一个世界一流的软件研发机构，这是不
争的事实。
　　回望这12年走过的历程，我感到幸运和欣喜。
　　首先，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全面注重科技创新的氛围，给予我们可遇不可求的丰富发展契机，
让微软走上了引领基础研究和研发创新并重的快速道，而我个人职业发展的短期规划也在此过程中变
成了长久的专注和对梦想的追寻。
　　第二点，也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文化--创业者（Start-up）文化。
这种根植于微软DNA中的文化所提供的无限可能的发展空间和平台，历久弥新的创造活力和创新精神
，让我乐此不疲，沉醉于&ldquo;创业在微软&rdquo;的路上。
我回国后的前五年参与创建亚洲研究院，从第二个五年开始，又自辟疆土，白手起家创建工程院，开
创了微软在中国产品研发团队的新模式。
我想，也只有微软这样开放且包容的公司才能提供如此自由的成长空间，为我们提供从资金、技术到
创意的支持。
这种&ldquo;创业者文化&rdquo;也是工程院能够保持活力和反应速度的关键所在，使我们能不断地探
索在中国发展的途径，挑战自我，在面临竞争和机遇时有能力保持自信，迅捷应对。
今天，创业的成果令人欣喜，创建工程院的初衷--建立起顶尖的技术和产品研发团队；为微软和中国
开发全球和区域市场所需的重要技术和产品；吸引产业内最强的精英，并培养出一批产业发展迫切需
要的中坚力量--已一一实现。
当然，带领工程院打拼的这些年，也真正让我体会到了创业的甘苦。
这些感受，大家在捧读这本书的时候也许能慢慢体会。
　　第三点， 也是最重要的，是吸引我在这里一呆就是12年的因素--人。
 我常常说，建立工程院最大的收获是&ldquo;人&rdquo;--一定要把工程院变成一所&ldquo;培养一流软
件人才的黄埔军校&rdquo;，这是我们始终坚持的一个信念。
现在看来，我们出色地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一直以来，我们致力于将来自国内高校的有潜质的优秀毕业生培养成了解软件开发流程、掌握关键技
术的高手；另一方面，我们从海外引进了一批批资深的软件开发管理和技术人才--他们既带来了成熟
的软件开发流程，同时还不断将先进的项目管理经验移植转注给工程院的年轻人。
今天，多年前迈进工程院的高校毕业生们已成为了研发集团的骨干，行业的专家；而当年在远景的感
召下归来的&ldquo;海归&rdquo;们依然意气风发，憧憬并执著地奔往下一个目标--他们的成功与他们的
激情和智慧一道感染着我，淹没了创业路上的疲倦和挣扎，让&ldquo;放弃&rdquo;的念头一闪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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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hellip;&hellip;　　12年过去，当我们站在新的起点上，面对较以往更具有挑战性的研发工作，我充
满信心。
正如微软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夫&middot;鲍尔默所说的，中国和亚太地区已成为微软公司重要的创新
基地。
基于对亚太地区所蕴含的人才资源和科技创新前景的坚定信心，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也不断被赋予更多
的使命和责任。
时间不舍昼夜，创新没有止境。
我们仍执著在创新创业的路上。
　　2011年的这个春天，对我个人、对我所工作的微软亚太研发集团都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虽然她依然是短暂的， 但她的无穷变幻、无限生机都让人沉迷，值得珍惜。
　　闪亮的日子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有幸近距离接触了微软亚洲工程院（以下简称&ldquo;工程
院&rdquo;），访谈人次近百。
从院长张宏江博士，到在工程院实习的大学生；从严谨细致的测试人员，到天马行空的设计师；从业
已离开的&ldquo;元勋&rdquo;，到加入不到一年的&ldquo;新丁&rdquo;&hellip;&hellip;我感受到了他们
的激情、自信，感受到了他们遭受挫折时的沮丧，也亲历了他们在岁末晚会中的自由释放和澎湃热
情&hellip;&hellip;　　由这样一群人组成的工程院，给我的最大感觉是：这里&ldquo;很微软&rdquo;，
但又不那么像微软。
至今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我和工程院的&ldquo;第一次亲密接触&rdquo;。
2007年初夏，我在写一篇关于微软移动业务的报道时，了解到工程院有一个团队在做相关的研发，便
发了一份采访提纲过去，结果很快就得到了回复，并约好了采访时间--这样的响应速度超出了以往我
对大型跨国企业的认识。
　　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尽管事先我曾说明，对工程院的采访将只占报道的一小部分，但除了工程院
相关业务的负责人和工程总监萧圣璇外，院长张宏江也愿意接受我的采访。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尽管他们的话语很平实，但他们热诚、开放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采访结束后，他们还向我展示了一款正在孵化中的&ldquo;千元智能手机&rdquo;Fone+。
多年以后，我才了解到，这个项目虽然在争议和遗憾中被暂时搁置，却成为工程院追逐&ldquo;中国
梦&rdquo;的一块里程碑（这个故事将在本书中呈现）。
　　&ldquo;这真是一个特别的地方！
&rdquo;当结束采访，走出希格玛大厦时，我忍不住这样对摄影记者说。
而这种特别的感觉也伴随着之后我每一次对工程院的采访，变得愈来愈强烈&hellip;&hellip;　　为什么
工程院很特别？
随着我一次次走近工程院人，答案逐渐明晰。
去年冬天一个周末的晚上，在采访工程院成立之初的&ldquo;四大金刚&rdquo;之一的林斌时，我更确
信自己找到了答案。
当林斌回顾他六年前在工程院工作、生活的往事时，在近千度的近视镜片后面，他的双眼始终闪耀着
清澈和激情四射的光芒。
　　那一刻，我想到了两个字：创业。
　　是的，他们的投入、执著、勇往直前、心无杂念，不正像大多数创业者一样吗？
但是这似乎又是一种悖论，因为，他们分明正身处全球最大的软件公司--微软。
　　正因为如此，微软亚洲工程院才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结合体。
&ldquo;含着金钥匙出生&rdquo;，让工程院人似乎比一般的创业者更容易获得资源和支持。
但外界看不到的是，在一个成熟的体系中&ldquo;创业&rdquo;，工程院必须打破更多的藩篱。
　　在本书的第一辑里，我试图通过编年史式的讲述，还原工程院在过去几年，尤其是早期的&ldquo;
创业&rdquo;经历。
我们会看到：当时工程院的团队是如何打破常规，&ldquo;掠夺&rdquo;资源，向微软总部充分展现中
国市场的活力和人才优势，竟然从史蒂夫&middot;鲍尔默那里获得&ldquo;特许&rdquo;，可以不受限
制地&ldquo;招兵买马&rdquo;的--只要他们能从总部的产品部门拿到足够多的项目；为了拿到足够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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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他们几乎动用了各自在总部的所有资源，甚至&ldquo;打入&rdquo;产品部门的内部会议；为了
获得足够多的人手，他们一方面从总部&ldquo;挖墙脚&rdquo;，一方面在国内高校四处出击，&ldquo;
捕猎&rdquo;那些有潜力的新人&hellip;&hellip;　　在过去的几年间，工程院人的&ldquo;捕猎&rdquo;行
动战果颇丰--他们不仅把&ldquo;中国智造&rdquo;灌注到微软产品的血液中（例如Exchange Server
、Windows Mobile、Office、Windows Vista和Windows 7等），更让他们骄傲的是，在此过程中，一批
批年轻人在&ldquo;创业&rdquo;的环境里孜孜不倦地付出努力，逐渐从生涩迈向成熟，成长为优秀的
人才！
尽管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后来离开了工程院，甚至离开了微软--这令张宏江和工程院人略感惋惜，但同
时也感到宽心--这些年轻人离开时并非两手空空。
他们会把为微软开发大型软件的经验和工作方式带到新的工作中，这对国内亟待升级的软件产业无疑
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在第一辑的第二篇&ldquo;创新自修六堂课&rdquo;中，我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客观地梳理工程院
的创新机制和流程，对创新人才的管理和文化，以及在创新实践中的不断反思。
　　在介绍了工程院的全貌后，我会在第二辑中引领大家认识一下这个机构的灵魂人物，或者说，被
称为这个大家庭的&ldquo;Father Figure&rdquo;的人--张宏江院长。
　　把张宏江召唤回国，加入微软的人，是李开复和张亚勤--他们现在分别是创新工场的创始人和微
软亚太研发集团（以下简称&ldquo;研发集团&rdquo;）的主席。
20世纪90年代末，三人从海外回国，怀着一个相似的梦想：帮助国内更多的年轻人，发掘他们的潜力
，以他们的力量改变中国软件业起步晚的局面，甚至&ldquo;改变世界&rdquo;。
　　在&ldquo;星光熠熠&rdquo;的微软，张宏江的故事更像是一段普通的有志之士辛勤耕耘的奋斗史
。
但正是因为如此，在了解他的故事和思想的过程中，我感同身受，不断地被感悟、启发、激
励&hellip;&hellip;　　我最初认识的张宏江院长，是一位严谨、平实、温文尔雅的长者，但后来竟意外
发现他还有很&ldquo;酷&rdquo;的另一面。
那是在工程院2010年的年会上，他带领几名高管，一身Michael Jackson的打扮，大跳&ldquo;No
Body&rdquo;。
在员工们的强烈要求下，张院长还模仿了&ldquo;MJ&rdquo;的招牌动作，让台下几百名员工及家属，
包括他的太太和孩子几乎笑翻了天。
原来，这些工程师们不仅能研发出很&ldquo;酷&rdquo;的技术和产品，还能很&ldquo;酷&rdquo;地娱乐
观众--因为他们总是敢于突破，敢于想象，勇敢地挑战自己的极限！
　　在第三辑中，我收集了多个发生在工程院的小故事，希望通过工程院人的个人得失、思索甚至困
惑，展现他们多姿多彩的成长之路。
随着接触越来越多的工程院人，我越来越觉得，这些满怀梦想和活力的人恰如满天的繁星，虽然每一
颗星星的夺目程度不同，并非每一颗星星的名字都能让人铭记，但他们共同组成的&ldquo;工程
院&rdquo;这个星座，正在名为&ldquo;微软&rdquo;的天文体系中熠熠生辉。
　　最后，我要感谢众多的朋友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给予的帮助和支持，他们是：刘皎、岳阳、石丹、
李雯。
当然，也要感谢来自微软的朋友：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张亚勤和微软亚
太研发集团首席技术官、微软亚洲工程院院长张宏江。
虽然他们是两位风格迥异的长者，但每次和他们谈话，我的收获都完全超出了文字所能呈现的范围--
他们智慧的人生态度和见地是需要细细回味的。
我还要特别感谢另外两位朋友：商容和吉敏。
由于她们不辞辛劳地架设桥梁，才让我有机会走近研发集团，走近工程院。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吉敏已远赴大洋彼岸，但正是她在过去几年中点点滴滴的&ldquo;渗透&rdquo;
，才使我对工程院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有了集结此书的冲动及责任。
　　关于微软亚洲工程院的精彩故事还有很多，由于笔者才疏笔拙，本书讲述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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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为一个成熟的机构注入新的活力？
如何在一个庞大的机构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并实现自己的价值？
通过阅读本书，希望读者可以从微软亚洲工程院的创业、成长故事中获得一些启迪，更希望有兴趣的
读者继续关注这个独特的、富有活力的团队，关注他们的每一个闪亮的日子。
　　许凤婷　　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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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身处软件巨擘微软之中，何来“创业”二字？

　　本书详尽勾勒了微软亚洲工程院（ATC）的成长历程，披露了工程院人在“创业”过程中不为人
知的种种酸甜苦辣，生动展现了工程院的独特文化，并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其领袖人物张宏江博士的
心路历程和管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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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篇　张宏江微博语录
第三辑　工程院360度
　第一篇　职场生活
　　如何不为“资深”负累？

　　一定要到海外“镀金”吗？

　　Say“No”，你学会了吗？

　　IT公司是男性的帝国？

　　我不是领导，如何让别人听我的话？

　　和同事发生冲突怎么办？

　第二篇　媒体看工程院的“潮人”们
　　订制你的好上司
　　工程院的“超级女生”
　　Windows 7背后的中国力量
　　微软的“潮人”们
　　我对未来更感兴趣
　　幸福是一杯二合一咖啡
　　三代微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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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如何创造持续创新的环境，同时通过有效的管理将创新转变成企业的竞争力和经营绩效，是任何
企业梦寐以求的能力。
《创业在微软》描述了微软亚洲工程院成长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总结了很多引人深思的经验，不仅值
得企业家学习，也值得管理企业的职业人士参考。
如何处理和对待&quot;人&quot;的问题，更是这本书的亮点。
　　虽然认识亚勤及宏江多年，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了解和领悟他们的真功夫；这本书给了我一个很好
的机会，让我深深地理解了微软亚洲工程院为什么能够获得成功和美誉，它凭借的既不是运气，也不
是偶然，而是通过创业的精神和创新的环境吸引优秀人才，然后通过有效的管理，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
　　在过去的7年里，微软亚洲工程院不仅为微软作出了贡献，也为国内软件行业提供了许多无私的
帮助和宝贵的经验，同时还培养了众多的优秀人才。
这样一家成功的研究机构，的确有资格成为书中的主角。
相信这本书会让业内人士大有收获，让业外人士大开眼界。
　　&mdash;&mdash;孙振耀，海辉软件董事长　　在IT行业，竞争是企业之间的常态，而人才则可以
说是企业和研发机构都渴望争夺的一种稀缺资源，所以我钦佩微软亚洲工程院在培养和招引人才方面
付出的努力。
《创业在微软》一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有关工程院成立前期围绕人才招募，猎捕和培养所做
的工作。
我也很兴奋&mdash;&mdash;本书中提到的一些人物（如林斌），而今成为了我的同事，开始了再度创
业的征程。
我想，无论是本土企业还是跨国企业，只要对中国IT产业的发展和壮大有利，那就是值得尊敬的。
　　&mdash;&mdash;雷军，天使投资人，金山软件副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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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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