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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序 10年前，当时我正在西安的一家研究所里设计光学仪器，但开发出来的几款“产品”却屡屡找不
到销路，一天晚上加班之后，研究室的几个人聚在一起喝闷酒，其中的一个人突发奇想：听说华为的
产品在开发之前就已经收到客户的定金了，不如过去偷师学艺，有了华为那样的销售能力，我们也可
以办一家像样的公司。
1996年10月20日，抱着这个现在看来非常幼稚的想法走进了华为，说好的是“见习”期12个月，没想
到离开时已经到了2002年的9月。
第一次单独与任正非交流，是在1997年9月任总去合肥视察的时候。
在安徽饭店里，任总先是询问了我个人的一些经历，接着一起交流科大—华为信息技术研究所的发展
思路，那天晚上给我的印象，任正非是一位温和宽厚的长者。
当然，这种感觉并没有维持多久，1998年初调到人力资源部之后，就开始亲身领略任总更加真实的一
面了。
第一次在任总办公室开会，他就大声训斥道：“吴建国，你要搞清楚，你是在为谁服务！
”声色俱厉的管理风格，让我这个书生气十足的新人一下子难以适应。
幸好有几位已经在华为工作多年的朋友，疏导我度过了那段“煎熬”的日子。
在华为的6年当中，经历了产品战略、人力资源、市场营销、研发管理、策略合作等多个部门，也有
机会不断地聆听和体验任正非的教诲。
1997年，在产品战略规划办的一次内部会议上，他就针对我们这群“博士”过于前瞻的研究时说：“
我们的战略规划办，是研究公司3~5年的发展战略，不是研究公司10年、20年之后的发展战略，我不知
道公司是否能够活过20年，如果谁要能够说出20年之后华为做什么的话，我就可以论证：20年后人类
将不吃粮食，改吃大粪，我的道理是⋯⋯”1998年，任总在公司春季招聘会议上特别告诫我们，企业
在招聘人才的时候，考虑的是人员与职位的匹配，首先要想好用来干什么。
针对产品研发偏重技术而非市场需求导向的问题，任正非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华为没有院士
，只有‘院土’，把‘士’的下面一横拉长一点。
要想成为院士，就不要来华为。
”这里的“院土”，就是任正非常说的“工程商人”。
企业搞产品研发，不是搞发明创造，不是要破解歌德巴赫猜想，而是对产品的市场成功负责。
在华为的最后两年里，因为工作的关系，可以更加近距离地接触任总。
2002年的一天凌晨，刚刚上班就听到总裁办传出震耳的“噪音”，走近一听才知道，任总正在朗读英
语。
58岁的年纪，还在学习外语，惭愧之余，更对他超乎常人的学习能力和坚强的意志力，产生了由衷的
敬意。
在我一生的成长经历中，父亲教导我认识到知识的价值，留学时的导师帮我建立了开放包容的思维方
式，而任正非则让我懂得了什么是企业，以及如何认认真真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
经常会有人问我，华为为什么能够走到今天，我的简要答案就是：拥有一个远大的目标，无论实现的
过程多么艰难，绝不放弃。
任正非之外，郑宝用是给我莫大帮助的另外一位华为籍导师。
刚进华为的第一年和在华为的最后两年里，郑总都是我的直接领导，他那豁达开朗、刚直不阿的性格
，与周边一些深谙企业政治的人形成巨大的反差，显得格格不入。
现在还能清晰地记得郑总曾经用来勉励我的那段话：“吴建国，我就是你后面的一堵墙，你只管向前
冲，后退的时候有我在这里给你挡着。
”如果没有他的信赖和关怀，很难想象我是否可以坚持6年。
离开华为已接近4年，所从事的行业与工作性质都发生了诸多变化，但每每参加各种交流与聚会，仍
然有人一眼便知：你是华为的吧。
每次上网，迎面而来的第一主题词还是“华为”，从思科产权之争，员工股权纠纷，到刚刚发生的港
湾事件，无一错过我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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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公司里的员工，也大多都是原来华为的同事，甚至连办公室的布置，都还是沿用华为的格调。
或许今天，才真正领会到“精神洗礼”的作用，才知道什么叫做“生生不息”。
但当终于明白过来的时候，“华为”二字已经挥之不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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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充满神秘感的企业往往被认为有问题，而这些企业也往往真的会如预期一样的倒下，似
乎只有华为是个例外。
　　要了解这个中国企业的奇迹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就必须了解华为的领袖任正非，了解神秘的任正
非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的执著和影响力从哪里来？
以及他对企业如何“基业长青”这个终极问题持续10多年的寻觅和思考。
　　实际上，任正非就是华为，对这个企业家“神”的一面和“凡人”的另一面的了解，对他管理思
想甚至是个人性格变化轨迹的考证，就是解读华为从注册资本2.4万元人民币的代理商成长为60亿美元
营收的准世界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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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建国，澳大利亚悉尼大学MBA，日本东北大学客座教授，美的学院特聘教授。
现任深圳市基业长青管理顾问公司首席顾问。
1996年加入华为，历任产品战略规划办总经理助理、人力资源部副总裁、策略合作部总监等。
期间负责或参与华为人力资源管理变革项目、私募与上市筹备项目等。
　　冀勇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MBA，《IT经理世界》杂志社资深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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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从中国到世界　　将来电信设备市场将会三分天下，西门子、阿尔卡特和华为。
　　——1994年的任正非第一章：新血统　　世界电信市场的巨人们，已经嗅到了一支新血统正在崛
起的气味。
　　因为正在崛起的华为，走过的每一步 “鲜血淋漓”。
　　任正非的“新朋友”　　欧洲市场见证华为的崛起　　原始但有效的价格武器　　虎口夺食——
让任正非破例痛饮　　倒下四拨人才能起来一块市场　　在陌生的天空下　　找向导、搞合作、进圈
子　　做海外市场就是革自己的命　　没有回头路　　为了进化必须否定自己第二章：起源　　所有
的企业都可以为自己设定世界级企业的未来。
　　但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可以看到自己与目标之间到底有多远。
　　而只有更少的企业可以在看到这样的距离之后，依旧坚定地迈出第一步。
　　《华为基本法》　　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　　《华为基本法》的起源　　《华为基本法》的历史
使命　　控制的最高境界就是“无为而治”　　传承华为DNA　　望山跑死马　　“走出去感到自己
很寒碜”　　差距对任正非的震撼第三章：向西漂移　　华为走向世界级企业的第一步就是引入先进
的管理制度体系。
　　但这种“管理的西化”，为华为带来的收获和痛苦几乎是成正比的。
　　而对这种痛苦的咬牙坚持，也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讲述华为而不是其他企业的根本原因。
　　10亿元的学费交给谁　　锁定美国模式，锁定IBM　　世界级的老师和世界级的学费　　从人民
战争到精确打击 　“狼群”战术的软肋　　打通成本经脉　　为什么要先身体后大脑　　削足适履　
　“我最恨聪明人”　　在咒骂声中被固化　　把文化融入制度 　　静水潜流 　　职业化第二部分
：一个人的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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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任正非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思想、他的影响力又从何而来？
华为就是任正非，任正非就是华为。
理解他，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华为走向世界级企业的历程。
创业10年，华为在1998年终于成长为国内通信制造业的霸主。
在一个看似可以稍作歇息的时候，整个公司的变革之弦却似乎绷得更紧了。
在其后的几年里，从公司战略到企业文化；从商业模式到业务流程；从管理制度到员工队伍，华为都
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是极其痛苦的，有些甚至是以血流满面和筋断骨折为表现方式的。
这段变革历程，在带来今天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让华为付出了重大代价甚至是无法挽回的损失。
而所有的这些或伟大或平凡的脚步，都源于一个人的推动，他就是华为唯一的领袖—任正非。
祖籍浙江浦江的任正非，1944年出生于贵州安顺。
任正非的家族算不上文化世家，在任正非的父辈中，父亲任摩逊是唯一一个读过三年大学的文化人。
实际上，由于任正非爷爷、奶奶相继病逝，任摩逊差一年没有读完大学。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中的国共合作时期，在同乡会的介绍下，任正非的父亲到了广州一个同乡当厂长的
国民党军工厂做过会计员。
但是任摩逊身在国民党的兵工厂，却积极宣传抗日，认同共产党的观点。
任正非刚刚几岁的时候，父亲就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
区去筹建一所民族中学。
以后的几十年中，父亲一直是这所专科学校的校长，任正非的母亲则是学校里一名普通的教师。
这样一个由老师组成的家庭，对任正非后来的价值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知识的信徒在家中7个孩子中，任正非排行老大。
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极度贫寒的生活环境中度过的。
当时，全家9口人全靠父母微薄的收入度日，孩子都要读书，每学期的学费就2~3元。
每到交费的日子，任正非的母亲就开始发愁。
每到月底，任正非就会看到母亲到处向人借3~5元钱来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户人家都借不到钱。
出身贫寒任正非上高中的时候正赶上3年自然灾害，当时家里连饭都吃不饱。
高三的时候，任正非在家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有时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用米糠和菜和一下烙着
吃，父亲看到后也非常的心疼。
但即便是父亲如此心疼，即便是当时家里还有一点存粮，任正非却不敢随便抓一把，因为他知道父母
也在挨饿，而且自己还要留给弟弟、妹妹们吃。
任正非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说：“我的不自私也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
华为今天这么成功，与我不自私有一点关系。
”直到高中毕业，任正非从来没有穿过衬衣，所以即使是很热的夏天他还是穿着厚厚的外衣。
当时，家里是2~3人合用一条棉被，而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
“文革”时造反派来抄家时，以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专科学校的校长家可能会比较富有，在看到如
此状况的时候连他们都惊呆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任正非的父母也没有想过要让他放弃学业帮助支撑家庭，任正非也依靠自己的勤奋
和父母的鼓励考上了大学。
但是，这样一来，任家的经济状况就更加的捉襟见肘。
当时，任正非到学校住校需要一条被子，而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
布票。
没有办法，任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后给了他，这条被单就在重庆建筑
工程学院陪伴他度过了难忘的大学生活。
家境的贫寒让任正非一直到现在依然保留着简朴节约的传统。
1997年年末，华为公司的高层在珠海召开公司战略规划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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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的时候，每张桌子上坐了8个人，会务人员却只给点了三四个菜，任正非就笑着说负责会务的何
佳太抠门。
而实际上，华为所有的高层心里都明白，宁可先少上几道菜，不够再加，也比让任正非看到餐桌上出
现浪费要好很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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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神秘的企业大都倒下了，为什么华为还站着？
　　全面剖析华为从2.4万元起家到55亿美元营收的快速成长之谜！
　　从任正非的视角去思考华为过去8年的得与失，告诉你学习华为到底应该学什么。
　　华为在创业初期十分艰难的情况下，采用激励制度创新等方法吸取了大量人才，进行大规模的研
究和开发投入。
经过20年的奋斗，终于摆脱了单纯领先低劳动成本竞争的被动处境，自立于世界电信业强手之林。
华为等一大批企业坚持自主创新方面为我国企业树立了值得学习的榜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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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直在抓喜马拉雅山的北坡，陡峭险峻；联想则是从平缓的南坡向上，缓和
迂回，走的是“贸工技”的道路，最后也能爬上山顶。
两家登顶的路径不同，但异曲同工。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　柳传志　　当华为还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处
在创业初期时，任总对新生事物的敏感和态度快慢为出其不同于常人的判断和行为。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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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对所有追求世界级企业梦想的企业和企业家来说，华为的经验不仅仅是一个满足“好奇心”的故事。
华为管理模式的演进、华为的“死而复生”、华为的技术研发、华为的海外拓展，以及华为的接班人
，这些经验背后都是华为和任正非付出的巨大代价，而这些也应该成为中国企业珍惜并共同拥有的一
份财富。
《华为的世界》一一为您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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