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钧品任正非>>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马钧品任正非>>

13位ISBN编号：9787307060371

10位ISBN编号：730706037X

出版时间：2008-4

出版时间：武汉大学出版社

作者：马钧

页数：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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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钧品任正非>>

前言

　　在这个时代，让人敬佩或崇拜并不是什么难事，高密度的媒体炒作让一切富人都有可能成为大家
追捧的对象，一个又一个没有根据的富豪榜受到的关注远远超过有根有据的慈善榜和纳税榜。
但是，让像杨元庆（联想集团董事长）、郭为（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周鸿袢（原雅虎中国
区总裁）这些性格迥异的知名企业家叹服乃至敬佩的人，在这个时代可能只有任正非一人。
　　不仅仅在中国，任正非在世界企业界也享有广泛的声誉。
2005年，任正非的名字与微软总裁比尔·盖茨、苹果计算机公司董事长乔布斯等全球IT名人的名字一
起出现在了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2005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的IOOA”的名单上。
从2万元创立华为到带领它进入国际舞台，任正非一直以一个战略家的姿态导演着一个中国企业的骄
傲。
　　不过，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电信设备大王却“神龙见首不见尾”，出奇低调、军人、土狼、硬汉
、战略家⋯⋯各种光怪陆离的评价和代号交织在一起，使得他被人称为“中国最神秘的企业家”。
　　任正非的低调是出了名的。
“亡而为有，虚而为盈”，任正非执掌下的华为几乎从来不主动宣传自己，哪怕遇到攻击的时候，也
往往不“争辩”。
“穿着发皱的衬衣，身上可能还有墨迹，一大清早就在深南大道上活动，外人绝对不会想到这位就是
大名鼎鼎的华为总裁。
”这是华为员工眼中的任正非。
而任正非又并不是一个沉默内敛、严肃无趣的人。
他做事雷厉风行，言谈直抒胸臆，实为性情中人。
他的《我的父亲母亲》、《北国之春》、《华为的冬天》等文章饱含感情和思想；他不会为好事的媒
体费一点口舌，但可以为最小的客户竭尽全力。
　　“土狼”是外界给华为的称号，而这个称号最早来自任正非首倡的“狼文化”。
华为的图腾物是“狼”。
“狼性”代表着一种强烈扩张的欲望和积极进取的心态。
任正非把狼的优点总结为三条：一是敏锐的嗅觉；二是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
斗。
创业是艰辛的，因此军人出身的任正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强调“狼性”，外界也将他称为“头狼”
。
　　有人说，任正非是一个不可复制的成功企业家，因为他身上拥有多种智慧。
他不是一个政治家，却有着政治家的隐忍谨慎和敏锐眼光。
他选择不面对任何媒体，或许正是为规避许多不可预知的风险。
他不是一个军事家，却有着军事家的胆识与谋略。
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治商，虽不是任正非首创，但纵观华为的市场攻略、客户政策、竞争策略以及内部
管理与运作，无不体现着毛泽东式的智慧。
　　做企业就是做人，如果我们将企业的“企”字拆开来看，会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企业“止”于
“人”。
任正非个人的一切成就了华为的企业文化。
或许多少年后，当后人从故纸堆里寻找中国企业文化发展的线索时，“任正非”这个名字是无法回避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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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狼是自然界中最具有生命力的动物，狼凭借着它天生的本性在残酷的环境中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
命力。
狼性越来越成为现代人、现代企业所缺少的东西。
华为被认为是最具有狼性的公司，它像狼一样思考、像狼一样行动，并以狼的凶犯迅速膨胀了自己的
努力。
　　为了保持狼性，任正非敢于“顶风作案”。
他是中国企业家的“带头大哥”和标杆。
　　《中国最具狼性的总裁任正非：马钧品任正非》以大师的视角来圈点中国标杆的管理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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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钧，1962年生于兰州，中国人民大学中小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中小企业杂志总编，
中国中小企业投资公司总经理，国家（天津）中小企业发展园管委会主任，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
，APEC中小企业服务联盟中国委员会副主任，相关著作：《投资学》、《投资项目管理学》、《投
资项目估价》、《投资项目决策》、《证券投资学》、《证券发行上市理论与实务》、《证券公司经
营管理及实务》、《现代管理词典》、《中外最新管理模式全集》、《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报告》、《
信息战与信息安全战略》、《东北三省技术经济发展现状及技术需求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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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贫寒伴成长　　任正非和许多“子承父业”的企业家不同，他是在白手起家的基础上创办了华
为。
任正非之所以能够创立如此伟业，那是经历苦难后才结的硕果。
苦难造就了任正非，而任正非造就了华为。
　　苦难是财富。
谁认真地对待苦难，把吃苦当作一种幸福，以苦为乐，那么他必将取得非凡的成就。
我国伟大的汉代史学家、巨著《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就在他的《报任安书》中写道：“古者富贵而名
磨灭，不可胜记，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
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些古代先贤，面对苦难毫不惧怕，凭着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灿烂
的一笔。
　　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
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大凡天下成功人士都是经过“非人”的考验走过来的。
许许多多的成功人士被人采访，采访者希望从这些人身上得到一些成功的秘诀，但是往往得到的回答
只是两个字：勤奋。
在面对苦难时，他们不是退缩而是迎难而上，不是把困难当作痛苦而是当作上天对自己的恩赐。
　　任正非和许多“子承父业”的企业家不同，他是在白手起家的基础上创办了华为。
任正非之所以能够创立如此伟业，那是经历苦难后才结的硕果。
苦难造就了任正非，而任正非造就了华为。
　　任正非，1944年出生于贵州安顺，祖籍是浙江浦江。
父亲任摩逊，是一个文化人，因父母去世无法完成大学学业；任正非的母亲程远昭自学成才，成了学
校的一名教师。
抗日战争国共合作时期，任摩逊在同乡会的介绍下进入国民党一家军工厂当会计。
后来土改时期任摩逊来到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筹建了一所民族中学，担任校长，母亲则在这家学校当一
名普通的老师。
　　任正非在家里排行老大，下面还有6个弟妹。
据任正非的家庭资料显示，在他50岁之前过着非常贫寒的生活。
小时候他们一家9口人只是靠父母微薄的工资过日子。
和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三年自然灾害给了他最深的印象，使他永生难忘。
任正非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我们兄妹七个，加上父母共九人。
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毫无其他来源。
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都要读书，开支很大，每个学期
每人交2～3元的学费，到交费时，妈妈每次都发愁。
与勉强可以用工资来解决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我家的困难就更大。
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3～5元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
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
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穿着厚厚的外衣，说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
我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
我家当时是两三人合用一条被盖，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
“文革”造反派抄家时，以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专科学校的校长家，不知有多富，结果都惊了。
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
发0.5米布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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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被单，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我度过了五
年的大学生活。
　　在任正非高三临近高考的时候，由于复习消耗体力多，经常都是饥肠辘辘，饥饿难眠。
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不得了的时候，他就把米糠和菜和在一起，然后烙着吃。
有的时候被他父母发现，他们看了都很心痛，隐忍的泪水在眼眶打转。
那时候任正非的家里穷得连一个能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只能放在瓦罐里。
可即使任正非饥饿难耐，他也不敢私自抓一把粮食，因为他明白，那样做的话他的弟妹们就会有人饿
死。
在高考最后的三个月，任正非的母亲常常在早上的时候悄悄地塞给他一块小小的玉米饼，才得以安心
复习功课，顺利考上大学。
任正非深深地明白，这一块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和弟妹嘴里省出来的。
　　“饿则思变”，任正非实在忍受不了饥饿的折磨又没有东西可吃的时候，就和弟妹们上山采一些
红刺果，把蕨菜根磨成浆，青杠子磨成粉混着吃。
有的时候他的妹妹采几颗蓖麻子炒一下当作花生吃，吃完却不停拉肚子。
后来他们在荒地上种了一些南瓜，又发现了一种叫美人蕉的花根部是可以煮来吃的。
任正非回忆：刚开始吃美人蕉根的时候，怕中毒，母亲只准每人尝一点。
后来看大家都没有事，胆子就大一些，每天晚上儿女围着火炉，等着母亲煮一大锅美人蕉的根或南瓜
来充饥，家庭和和睦睦。
　　任正非的家里根本就没有独立的厨房，更不要说有多余的空地了。
兄弟姐妹们挤在一个卧室里，“厨房”也在这个卧室里。
在床前的地上挖一个坑，做一个地炉，一家人就在这里做饭吃。
冬天大家围在一起吃南瓜，暖融融的。
但是一到夏天，房间就像个蒸笼似的，那种拥挤和闷热可想而知。
任正非就这样度过了青少年时光，直到他参军才离开那个艰难但温暖的家。
　　贫寒的家境和饥饿的童年使任正非依然保持简朴节约的生活作风，即使在华为年销售额达到60亿
美元的时候也没有改变。
这也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位华为人。
　　1997年末，华为的高层领导在珠海召开战略规划会议。
吃午餐的时候，每张桌子都坐了七八个人，但是奇怪的是每张桌子却只有三四个菜。
如果按照“级别”来上菜的话，宫廷宴都不为过，再说当时的华为已经是颇有实力的企业。
任正非笑着说负责会务的人员服务不周到，但华为的高层领导都明白，那是为了不让任总看到不必要
的浪费，大家都做到吃得不够的时候再添菜。
虽然任正非勤俭节约，但是并不是一根筋地搞一刀切。
2000年之后，华为为了接待来访的贵宾或企业合作者，在深圳的坂田基地建立了高档的豪华餐厅。
一些经常和华为有业务来往的人员说，任正非每次请宾客吃饭的时候，总是把自己那份吃得干干净净
的。
任正非在他的《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提到：“父母一生勤俭，而且不断以身作则来教育我，让我不
要大手大脚。
其实我的一生都是非常节俭的，她（母亲）只不过用过去的苦日子作标准来度量。
”任正非的节俭行为影响到很多华为人，使他们自觉地感觉到浪费是可耻的。
现在华为上下都有一种节约的风气，可以说是受任正非的影响。
　　经过多年的发展，华为形成了一股艰苦奋斗、勤劳节俭、同甘共苦、无私奉献的精神。
任正非把他所历经苦难形成的优良品质灌注到华为的企业文化中。
华为在任正非的带领下，在良好的企业文化的氛围之中，正朝着一个安全的方向航行。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在这个世界上，想要获得成功就必须有付出，付出得越多，收获也就越多。
任正非是从大风大浪里走过来的，尽管这条道路上充满荆棘和坎坷，但他却获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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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苦难，是让人成功必须经历的阶段，正如任正非一样。
　　2.坎坷“文革”路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有的人丢了性命，有的
人存活了下来。
任正非写道：“从现在的回顾来看，物质的艰苦生活以及心灵的磨难是我们后来人生的一种成熟的宝
贵财富。
‘文革’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们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单纯的一个
书呆子。
”　　任正非是从“文化大革命”中走过来的人。
那段特殊的岁月给每一个经历过的人都深深地打上了烙印。
任正非当时即将大学毕业，也被卷进了这股洪流。
他是如何度过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的呢，他又是如何在别人狂热的时候沉下心来埋头苦读，这段
岁月对他以后执掌华为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值得深究的问题。
　　任正非在他的《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写道：　　“文革”中，我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比自然灾
害时期还困难的境地。
“中央文革小组”为了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下文控制他们的人均生活费标准不得高于15元，而且各级
造反派的层层加码，真正到手的只有10元左右。
　　任正非是老大，下面还有6个弟妹，可想而知生活是一种怎样艰难的状态。
　　不仅如此，任正非的父亲因为抗战时期曾在国民党的军工厂担任会计，在“文革”中被揪出来，
打为“牛鬼蛇神”并关进了牛棚。
受父亲的背景影响，任正非弟妹们的入学资格一次又一次地被否定，以致他们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
任正非自己也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大学只读了三年，尚有一年没有读完。
“文革”的动乱完全破坏了学习的氛围，任正非回到老家看望父母，但是在回家的路途上却发生了任
正非自己也未曾预料到的事情。
1967年的重庆武斗搞得如火如荼，任正非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扒火车回家。
他后来回忆说：“因为没有票，还在火车上挨过上海造反队的打，我说我补票也不行，硬把我推下火
车。
也挨过车站人员的打，回家还不敢直接在父母工作的城市下车，而在前一站青太坡下车，步行十几里
回去。
”　　任正非回到家后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在家里长住，而是在父亲的劝阻下很快地又回到了学校。
临走前父亲语重心长地跟他说道：“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以后有能
力要帮助弟妹。
”肩负着这种重托，任正非毅然地回到了已是“枪林弹雨”的重庆。
　　回到重庆后的任正非埋头苦读，他把书上的高等数学题从头到尾做了两遍，连已经做得非常熟练
的题目也不放过。
此外他还读了许多关于逻辑、哲学等方面的书，并自学了三门外语。
虽然任正非说自己并非语言天才，但是可看出他惊人的学习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
在这段时间里他自学了数字技术、自动控制等方面的书籍。
可以说这是任正非人生的黄金时期，他积累了丰富的基础知识，为他以后创建华为打牢了坚实的基础
。
作为一个企业的总裁，任正非的广泛知识、渊博学识不是一般的经理所能比拟的。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有的人丢了性命，有的人存活了下来。
任正非写道：　　从现在的回顾来看，物质的艰苦生活以及心灵的磨难是我们后来人生的一种成熟的
宝贵财富。
“文革”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们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单纯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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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呆子。
　　“文革”对任正非的影响是深远的。
“文革”中，许多受人尊敬的上级、前辈或老师被打倒并游街示众，这些都使任正非深刻地认识到人
性中的弱点和阴暗面。
他时刻保持警惕，不会乱说话，不会轻易相信人，这成为了他性格中的一部分。
经历了“文革”的“洗礼”，无论取得多么大的成功，他都充满着恐惧感和不安全感。
特殊、复杂的家庭背景，使任正非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原罪感”，滋生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忧患意
识，在他眼里人生的目的就是通过不断地奋斗、拼搏来达到赎罪的目的。
在谈到华为进入世界500强的问题的时候，任正非庄重地讲：“华为在三代之内不谈这个问题。
三代并不是讲三代领导人，而是讲垮了再起来，再垮，再起来的三代。
”相反海尔却大张旗鼓地说：“海尔，明天的世界500强。
”在IT产业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任正非却告诫每一位员工：“华为的冬天要来了。
”可见任正非的忧患意识非同一般。
在“文革”动荡不安的年代，培养了他的这种意识。
　　“文化大革命”中父母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也使任正非产生了深深的思考。
他思考后这样写道：　　革命的中坚分子在一个社会中是少的，他们能以革命的名义，无私无畏地工
作，他们是国家与社会的栋梁。
为了选拔这些人，多增加一些审查成本是值得的。
而像父母这样追随革命，或拥护革命，或不反对革命的人是多的，他们比不革命好，社会应认同他们
，给以机会。
不必要求他们那么纯洁，花上这么多精力去审查他们，高标准要求他们，他们达不到也痛苦，而是要
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同来支撑，以物质文明来巩固精神文明，以一种机制来促使他们主观上为提高
生存质量，客观上是促进革命，充分发挥他们贡献的积极性。
　　在华为的管理中，任正非对待员工，包括辞职的员工都是宽松的。
任正非只选拔那些有敬业精神、献身精神、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员工进入干部队伍，只对高级干部严
格要求。
形成这种宽容的品性是在“文革”中任正非见证父母思想改造的结果。
　　“文化大革命”结束，“四人帮”倒台后，任正非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了。
因为他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那个时代的要求，突然一下子成了“标兵、功
臣⋯⋯”但是“文革”对任正非最重要的影响还是在华为诞生之后，这笔宝贵的“财富”令任正非终
身受用。
　　3.无恩也图报　　“我认为出身贫寒并不羞耻，而思想与知识贫寒，出身高贵也不光荣。
我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贫困、饥饿、父母逼着学中度过来的。
没有他们在困难中看见光明、指导，并逼迫我们努力，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　　韩信报漂母一饭之恩的典故可谓家喻户晓。
楚国灭亡后，韩信穷困潦倒，饥寒交迫。
常常去南亭亭长家里混饭吃，日子久了，招来厌恶。
一日，亭长一家早早地就把饭吃完了，韩信赶去吃饭，扑了个空。
韩信知道自己蹭饭招嫌，人家这样做是为了羞辱他。
没什么吃的韩信只好去河边钓鱼。
在河边洗衣服的漂母见韩信饥饿可怜，于是把自己的饭分成两份，给了韩信一份。
韩信非常感动，说要报答漂母，漂母却说：“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后来韩信在刘邦处屡建功业，终于实现心中的伟大抱负。
韩信衣锦还乡后，找到当年的漂母，以千金报之。
　　像韩信这样知恩图报的故事还有很多，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但是，当一个人在贫寒交迫中长大且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帮助，而能像春蚕一样地回报社会，则更显得
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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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信是属于知恩图报的人，而华为的任正非则是那种无恩也图报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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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企业发展就是要发展一批狼。
狼有三大特征：一是敏锐的听觉，二是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的意识。
　　——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　　　　华为公司对网络市场的影响，正如丰田和本田两家公司对汽车
市场的影响。
　　——CIBC世界市场分析师史蒂夫　　　　在今后几年里，思科将只有一个对手，就是华为。
　　——思科公司CEO钱伯斯　　　　狼最值得称道的是战斗中的团队精神，协同作战，甚至不惜为
了胜利粉身碎骨、以身殉职。
商战中这种对手是最令人恐惧的，也是最具杀伤力的。
　　——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　　　　任总的狼性现在已名扬天下。
老任的狼性是基于人性，是一种大仁大爱，是对员工的仁，对国家的爱。
老任的狼性最终会帮助华为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企业，为中国人赢得尊严和利益。
　　——经济管理学大师梅朝荣　　　　华为由中小企业成长而来，又带动了与之配套的数千家企业
。
华为是中小企业的标杆，是中小企业登上国际舞台的典范。
　　——中国中小企业“代言人”马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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