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德国博世任命了新任中国区总

裁 。据该集团发布的消息称，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原博世中国区执行副总裁陈玉

东出任博世中国区总裁，原中国区总裁彭

德园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卸任退休。与此

同时，作为陈玉东的继任者，徐大全将负责

管理博世中国汽车技术业务的发展。据

悉，彭德园卸任退休之后将作为博世集团

董事会的中国事务特别顾问，继续协助博

世业务的发展。

作为博世集团新一任的中国区总裁，

在展望未来发展时，陈玉东表示，中国经济

的持续快速发展充分体现了这个市场的巨

大潜力。博世始终致力于在中国的长期发

展，并将充分借助其广泛的绿色科技创新

以及扎实的本土生产和服务网络，不断为

中国的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贡献力量。

结缘中国汽车 海归寻求发展

人生也许有很多的偶然，陈玉东与中

国汽车的缘分似乎是早已注定了。在美国

读博士期间，他做的所有项目都是三大汽

车公司委托的项目。“从那时候开始，福特、

克莱斯勒、通用三大汽车公司就开始不断

聘用中国留学生工作。我是第一届底特律

华人协会会长，当时第一次开会就来了几

百人，是中秋节，我还记得很清楚，一个月

饼分了八块，一个人只有一块。”他笑着回

忆当年的情景。

在 1993 年至 1994 年间，陈玉东开始和

国内汽车行业接触，当时行业内首次提出

“家轿”的概念，他代表原来的公司回国参

加汽车展。1995 年，机械部汽车司邀请四

个留学生回国到一汽、二汽、上汽，讲汽车

制造过程当中的质量控制，陈玉东是在接

触了一汽、二汽、南汽、上汽的领导、总工

后，便对国内汽车业产生了兴趣。1996 年，

他在美国攻读了 MBA，为之后的回国做准

备。“当时我在德尔福(中国)供职，恰逢德尔

福亚太区总裁希望找一个有行业背景，并

愿意回中国长期工作的中国人，于是我就

回来了。当时，很少有人愿意辞职举家回

中国，很多人都不理解我的做法，但我想这

是缘分，此前我已经和中国汽车业结下了

缘。”他如是说。

现在愿意回国的海归越来越多了，但

海归的优势正在慢慢丧失。面对目前的形

势，陈玉东认为，海归的优势已经不在，所

以，海归一定要丢下自己的优越感和包袱，

找一个合适的位置，适合自己专长的位置，

无论是技术还是管理，一步步脚踏实地的

往前走，才能取得成绩。

第二类海归 为感受改革大潮

陈玉东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汽车海

归，现在的他已经是跨国零部件巨头在华

高管的佼佼者。在十多年前，他放弃海外

安稳的工作、生活条件，毅然“裸奔”回国，

只为感受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浪潮。在

结缘中国汽车业的近 20 年间，他见证了国

内汽车发展的历次变革。

1982 年，他毕业于重庆大学电机系。

1991 年，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机械制造专

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1998 年，获得了美

国 密 歇 根 州 立 大 学 工 商 管 理 硕 士 学 位。

作为第一批从密歇根归来的中国汽车人，

陈玉东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在 20 世纪

的 80 年代，学汽车专业的人不多。他说：

“ 那时候在底特律，我所在的密歇根大学

大约有三、四百名留学生，学机械的可能

只有四五十个人。密西根大学有两个系

和汽车相关，一个是汽车系，另外就是机

械工程系。”

对于为何最终放弃美国稳定的工作

和生活条件，陈玉东回答说：“历史没有假

设，很多时候都是独一无二的。从大家的

心态来讲，回来最主要的原因是觉得中国

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比较有意思、有动态

感。在美国生活确实非常好，但是最大的

问题是太平淡，很多回来的人就是希望在

国内的经济大潮当中能够有所作为，到底

能做多大贡献或者能挣多少钱，倒不好下

定论，其实就是希望能够经历中国高速发

展的时期。”

或许正是这个信念，让陈玉东看到了

在中国发展的希望，于是，他作为第二类海

归回国了。他说：“汽车界的海归，我个人

认为分成四大类。第一类实际上是外派回

来，第二类是“裸奔”回到中国，第三类是随

海 归 潮 回 国，第 四 类 则 是 回 国 后 自 己 创

业。我就是属于第二类。1998 年，我加入

德尔福，回到中国，当时加入德尔福(中国)，

而不是德尔福(北美)，也充分证明了我属于

第二种海归。”

顺承接力棒，续挑博世重任

对于一个公司而言，管理者的管理是

否得当关系着整个公司的成败。而对于博

世中国来说，新一任总裁的人选任命似乎

显得更加关键。

博世集团于 1909 年在中国开设了第

一 家 贸 易 办 事 处，1926 年 在 上 海 创 建 首

家 汽 车 售 后 服 务 车 间 。 时 至 今 日，集 团

的 所 有 业 务 部 门 均 已 落 户 中 国：汽 车 技

术 、工 业 技 术 、消 费 品 和 建 筑 智 能 化 技

术 。 据 记 者 了 解，博 世 刚 刚 卸 任 的 前 总

裁彭德园是于 1973 年在澳大利亚加入博

世 集 团 的，2003 年 起 担 任 博 世 中 国 区 总

裁 。 他 在 中 国 任 职 的 这 些 年 中，领 导 博

世业务在这一新兴市场上实现了快速发

展 。 如 今，中 国 已 经 成 为 博 世 在 全 球 的

第 三 大 市 场 。 同 时，他 还 领 导 博 世 在 华

建 立 了 扎 实 的 本 土 业 务 布 局 。 截 至

2009 年 底 ，博 世 在 中 国 经 营 着 47 家 公

司，拥有员工超过 21,200 名。

面对目前博世集团中国区的庞大规

模 和 前 景 看 好 的 发 展 蓝 图，新 任 总 裁 陈

玉 东 的 担 子 是 沉 重 的，在 接 过 前 任 总 裁

彭 德 园 手 中 的“ 接 力 棒”时，他 表 示：“ 我

非常期待着与博世在华的两万多名员工

共 同 努 力，本 着‘ 科 技 成 就 生 活 之 美’的

理 念，为 我 们 中 国 的 客 户 提 供 更 多 本 土

化 技 术 产 品、更 专 业 和 及 时 的 本 土 化 支

持服务，同时，推动博世在中国的持续健

康发展。”

陈玉东的海归之路

“守”得博世见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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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实习记者 胡心媛

据意大利欧华传媒网报道，以贸易业

为代表的旅意华商在农历兔年的生存与发

展受到各方关注，因为这些行业的兴衰不

仅直接影响华人的生存质量，更会对华人

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心理效应。有识之

士建议，在形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华商们

可以从实体经济中抽调一部分资金进入资

本市场。

据记者了解，市场环境的变化迫使华

商主动调整今年的经营策略，一些一直在

与金融危机搏斗、始终处于盈利状态的华

商也做出了今年大幅度减少发货数量的决

定。华商季先生告诉记者：“因为二道批发

市场和零售市场情况很糟，我们只能把货

赊给他们，等他们卖掉后再来结账，这种经

营方式在目前情况下是迫不得已的，经营

风险不言而喻。谁家仓库里的货越多、货

送的越多，亏的钱也可能越多。”

季先生表示，在国内经营的温州民营

企业的一举一动对在海外经营的温州籍商

人都有着直接的影响。近年来，企业将大

量的资金从实体经济中抽出，投向房地产

市场，到目前为止，不管是开发房地产的，

还是购买商业、工业和民用房产的，都获得

了丰厚的利润。在 2011 年，如果手头有资

金，首选投资方向是中国的 A 股市场，2700

多点不仅是价值投资区域，而且很可能是

整个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大底部。分析

人士预言 2011 年沪指可能会冲上 4000 点，

季先生认为，只要行情起来，创出历史新高

也是有可能的。

针对季先生看好今年中国证券市场的

观点，记者与多名华商进行了交流，其中，

持相同观点者不乏其人，但也有不少人表

示自己不懂股市，不知道怎么买卖股票，不

知道该买什么股票。

旅意华商兔年赚钱谋划新思路：

看 好 中 国 资 本 市 场

在 9 年前，马云没钱、没名、没经验，而

孙正义是软银集团董事长、亚洲首富。初

次见面 6 分钟后，孙正义决定给马云的阿

里巴巴投资 2000 万美元。那时，他们彼此

都 认 定，对 方 是 最 应 该 握 手 合 作 的 那 个

人。9 年后，阿里巴巴成为电子商务龙头

企业，软银的投资获得了百倍以上的回报。

近日，在两人对话时，回首当初握手的理

由，马云和孙正义一致认为，是源于两个人身

上都有的一股“疯气”。

为什么投资一无所有的马云

马云：人们常说，你非常疯狂，我也非常

疯狂。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 15 年前，你会

投资1亿美元给那么小的雅虎？为什么9年

前，你只用 6 分钟时间，就决定投资 2000 万

美元给正值互联网寒冬的阿里巴巴？

孙正义：我相信杨致远，我很幸运，我

发现了他，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热情，看

到了力量。所以，雅虎刚刚创立时，我投了

1 亿美元，帮助他更快地取得成功，在世界

范围内取得成功。同样，9 年前我见到你

的时候，你一无所有，中国的互联网行业也

仅仅是刚起步。但是，你的双眼冒光，闪烁

着梦想和激情。我觉得你和杨致远一样疯

狂，所以，我决定投资你的公司。

马云：明白了。看来，如果大家想成

功，就要“疯狂”一点。要有大的梦想，有激

情，同时还要有很好的战略战术。

孙正义：是的。第一次见到你的 6 分

钟，你给我的印象是真实的。我当时想，阿

里巴巴会发展得与谷歌一样大，谷歌扩张

的基础是广告，阿里巴巴不仅靠广告，还靠

黏合人，这将使得阿里巴巴走得更稳健。

中国将会成为全球 GDP(国内生产总值)最

大的国家，阿里巴巴面对的是全球市场，而

不仅仅是中国。所以，我希望与马云一起，

与阿里巴巴一起，继续取得更大的成就。

马云：当时，阿里巴巴规模并不大，你

为什么那么笃定？

孙正义：我 见 到 你 的 时 候 就 对 你 说

过：马云，你会成就第一家真正的中国互

联网公司，由中国人自己创立新的商业模

式，并在这个模式里取得世界第一。在当

时，多数互联网公司，不管日本的还是欧

洲的，它们只是复制美国的成功模式。阿

里巴巴创立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因此，

你一定会成功。

我觉得阿里巴巴是个非常伟大的公

司。我遇到你的时候，我就说你会是个英

雄，你将与杨致远、比尔·盖茨等人一样，你

们都创建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

因为激情，孙正义选择了马云。

19岁时规划未来50年人生

30 年前，孙正义创建软银公司时，没

钱、没经验、没有人脉，拥有的只是激情和

梦想。

9 年前，马云创立阿里巴巴时，怀着同

样的激情和梦想。

马云：创业时，你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什么？

孙正义：30 年前，我创建软银公司时，

与许多青年创业者一样，除了拥有激情和

梦想外，没钱、没经验、没有人脉。我就是

想成为日本，甚至是全球知名的成功人士，

想做一件改变世界的事情。

为了实现这个奋斗目标，我常常思考

要做什么，一共想出了 50 个创业方案，然

后逐个删减，砍到 25 个，再进行一轮精挑

细选。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杂志上

看到了微型电脑的图片，认定它将改变人

们的生活方式，将改写人类历史。所以，我

决定将一生的赌注压在微型电脑上。

对话最后，马云补充道：“现在，很多

人都问，孙正义当初为什么选择了马云？

其实，大家同样应该问问，马云为什么选

了孙正义？这是互相选择的问题。尽管 9

年前的阿里巴巴没有几个人，但是我们的

理想没有变，我相信再过 20 年、30 年，我

们的理想依旧不会改变，那就是希望对人

类、对社会有贡献，为了这个目标，我们会

继续努力。”

马云与孙正义：两个“疯子”的对话

日前，经历“单飞”阵痛后的壹基金终

于尘埃落定。据红十字总会领导透露，李

连杰壹基金已实现成功转型，壹基金将获

得独立法人身份。另据相关报道透露，壹

基金已经在深圳市民政局成功注册为公募

基金会，并更名为“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

会”。壹基金的成功注册意味着其从此具

备独立的法人身份，可以公开募款。

自 2010 年 2 月份起，壹基金欲离开“挂

靠单位”中国红十字会，申请“合法身份”之

事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对此，李连杰在

多方奔走前路未卜之际不无悲观地说，壹基

金或有“中断”的可能。而今，壹基金终于迎

来“独立法人”身份，事情也有了较好结果。

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资源研究中心主

任邓国胜表示，壹基金此次转型，对中国活

力欠缺的公募基金会来说，带来了“竞争发

展意识”。

李连杰：壹基金成功转公募

近日，巨人网络董事长兼 CEO 史玉柱

在微博上表示，为了民生银行，他即将掏出

65亿元。据悉，在 2011年 1月 7日，民生银行

停牌，公告 A 股定向增发拟募资 215 亿元。

有相关资料显示，这一发行价是民生银行过

去20个交易日的收盘均价再打9折。

增发对象为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

公司等 7 公司。这 7 家定增对象里包括民

生银行董事史玉柱旗下的上海健特生命

科技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等。史玉柱成为这一定向增发中的最

大买家，他斥资 65 亿元低价认购了民生

银行的股权。

史玉柱就此事在微博上发表了自己的

感受，这次增发已消耗完了巨人投资的现

金，目前巨人已失去再投资的能力。他说，

他该暂时消停投资了。与此同时，他表示，

希望外界不要高估他在民生银行的作用。

史玉柱：斥资65亿元捧场民生银行

日前，飞鹤乳业董事长冷友斌对媒体

公开声称，红杉资本投资飞鹤，是看上飞鹤

独特的全产业链模式，以及在乳业市场的

厚积薄发，飞鹤并非是与红杉对赌。

据了解，根据飞鹤和红杉资本的协议，

融资协议执行的第 3 年起，如果飞鹤乳业

流通股 15 个工作日中的收盘价的均价低

于每股 39 美元，红杉资本将有权要求飞鹤

乳业将这部分股份全部赎回，如果未实现

盈利目标，则回购价格必须是原始认购价

格的 130%，这意味着红杉资本将以股权转

债权的形式令飞鹤乳业增加巨额的债务。

冷 友 斌 为 此 表 示 ，红 杉 非 常 看 好 中

国乳业未来的发展潜力。飞鹤和红杉之

间 没 有 什 么 对 赌，仅 仅 只 是 有 一 个 协 议

而 已，而 协 议 的 要 求 是 每 年 完 成 多 少 指

标，飞鹤从红杉拿到的钱，将全部投资在

产业链上。

（本报综合报道）

冷友斌：和红杉不是对赌

■ 静 安

■ 三 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