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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 姗

小米的存在让魅族只能告别小富即安的日子，这次引资也许会成为

黄章的成人礼。

黄章“复出”与否，对魅族影响不大，但引入资本、产品矩阵化以及海

外市场扩张等大举措的推出，却有可能对这家公司产生本质性的影响。

2 月 5 号，新年假期还没完，魅族论坛的狂人 J.WONG 也就是黄章同

学，在论坛发布了“复出”的消息。他同时透露魅族将引入资本，做大规

模。还有来自内部的消息称，魅族在新一年的大动作包括大力发展海外

市场，并且将首次推出高中低三个档次的机型完善产品矩阵。

黄章“复出”与否，对魅族来说关系不大。因为他一直都是魅族手机的

产品经理。2010 年淡出公司管理后，据说黄章在家以种地做消遣。但是他

从来没有放弃过关注产品研发。通过电话、邮件，甚至有时候在家里召开高

管会议。而即使离开公司之前，他在公司也主要专注在产品层面。

但引入资本，产品矩阵化以及海外市场扩张等大举措，却有可能对

这家公司产生本质性的影响，甚至有可能改变公司的走向。

黄章是个优秀的产品经理，有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着，从 MP3 时

期开始，黄章一直在用心做产品，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某种程度上，他

称得上是手机厂商中最用心做手机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魅族在很

长时期内，都不像一家正规公司在运作，反而更像黄章的实验室：举个例

子，很长时间里，出于保证产品质量的目的，魅族都遵

循着一条自己的产品生产线。黄章自己做企业多年，

但是对于企业运营的很多必要因素，比如资本，都很陌

生，甚至排斥。他和雷军之间，最早雷军是以天使投资

人的身份去见他，那是他对资本最“动情”的一次，但黄

章的想法，是希望雷军到魅族做 CEO，他自己做董事

长。也是在两个人的“蜜月”时期，雷军对于魅族管理

提出过很多建议，其中一条大概涉及员工持股计划，据

说后来黄章对此不满意，还抱怨雷军“坑”他。当然雷

军带来的这一切，都随着二人的关系破裂告终。

此前，黄章另外一个颇有意思的举动，有关位于珠

海的魅族大楼，在周边众多大楼里，魅族的大楼显得独

具一格，但这栋楼却没有聘用任何设计师。当时黄章要

求公司的高管出差到外地时，都要拍摄当地有设计感的

建筑回来，然后他最终在这里面找到了魅族大楼的设计

灵感，这楼也是在黄章的监工下完成的。当然还有早就

传开的他因为不满意，把食堂地板砸好几次的段子。

黄章做的这一切，真是又淳朴又认真，怎么看都像

在管理自己家而不是一家公司。他若不满意，产品上市就多次跳票，这

很难得。几乎每个厂商都有产品上市的 deadline，因为要考虑产品配置的

流行度，以及抢竞争对手的时间差等等因素（作为用心做产品的另一代

表 OPPO，都在这一点上必须妥协）。

本来魅族这样小而美地存在着，也不是坏事。但是去年的一场危

机让魅族上下震动很大。尽管魅族并不承认和小米的用户有重合，但

小米却真实地影响了魅族的市场策略。去年小米 3 发布时，小米 2s 手

机 32G 版调价到 1799 元，随后魅族将 MX2 16G 版降价到 1699 元，而这

距离调价到 1999 元刚刚过去一个月。这种意外的调价节奏把黄章搞得

狼狈不堪：魅族不同于小米的，是其有相当数量的线下专卖店，1699 元

的线上价格，线下实体店是难以承受的，最后 MX2 形成了大量库存，让

黄章吃尽苦头。已经不是划河而治的时代了。可能是这件事的促发，

让一直都抵触资本的黄章，最终下定决心与资本联姻。

这也许将是魅族的成人礼。让一个天真烂漫的孩童进入有规则和

秩序的成人世界。有消息称，魅族最后引入的将是一家战略投资。如

此，双方需要协同的方面将更多，而且对于产品、上市等环节，将有很多

做法打破黄章的习惯，对于一个偏执和强势的人来说，这种改变难度有

点大。

更重要的，是扩大市场、扩大产品规模，都将更多考验一个企业的运营

能力，相比产品，这是魅族明显的短板。

人才，对于偏安珠海的魅族，以及据说从未离开过珠海的黄章，都还

是个难解之题。

没有哪一点，是可以被轻易跨越的。不过黄章打头炮，2014 年的手

机圈子会更精彩。

黄章复出引资 魅族要跟小米死磕

黄章公司内部会议演讲摘录
公司就像人一样，像自然外界一样有生命，有

开始也有结束，有起就有落，关键在有生之年，最大

发展，去创造共赢，创造价值。

虽然我什么都不缺，但是，为了身边的人，包括

阿姨，为了全体魅族人，全体员工，公司的发展，社

会的共鸣，我必须站出来，因为我觉得自己可以做

得更好，为什么不？

为 什 么 外 面 的 世 界 那 么 精 彩 ，我 却 融 不 进

去 ，是 因 为 我 之 前 一 直 不 是 那 么 理 解 这 个 社

会 ，不 是 那 么 认 同 这 个 社 会 。 但 是 今 天 我 觉

得 ，作 为 社 会 的 一 员 ，我 有 责 任 多 多 少 少 去 改

变 这 一 切 ，营 造 更 大 的 共 赢 ，所 以 我 决 定 重

新 站 出 来 。 很 多 人 都 说 四 十 岁 是 人 生 的 第 二

春，我 想 也 是。

从今年开始，我将非常有信心地带领大家、带

领公司创造更加飞跃发展的一个时代，我们会适当

地融资，首要的目的是为了推行员工股票期权制，

其次是让市场部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加大市场推广

的力度，还有就是引进更多更多的人才。

今 天 我 在 此 说 这 么 多 ，只 是 为 了 想 要 带 领

大 家 创 造 更 大 的 共 赢 ，哪 怕 是 竞 争 ，也 是 建 立

在 共 赢 上 ，这 样 对 社 会 才 能 产 生 长 远 的 价 值。

小聪明只是一时的，只有大智慧才能创造更长远

的价值。

我在、魅族在，魅族不在我也不想在了。你们

都离开了，我一个人能做什么。

一个好的领导人不是说要有超高的能力，而是

必须拥有一个真诚的开放的心扉，让每个员工愿意

坦诚地一起努力一起付出。

美国才是全世界科技产业的制高点，作为一个

科技企业，我们迟早必须得在美国设立研发中心，

才能站在世界科技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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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 点 人 物

商 海 人 生 据《好莱坞报道者》日前报道，中国互联网巨

头 、百 度 公 司 CEO 李 彦 宏 将 出 资 投 资 一 家 名 为

Aquamen Entertainment 的洛杉矶电影制作公司。据

悉，该公司由韩国制片人 Jeongjung Kim 和中国制片

人 Gary Zhang 一同运营，双方将联合打造一部名为

《悟空》（Kong）的好莱坞动画电影。

消息指出，《悟空》的影片预算为 4000 万美元，题

材取自于中国古代经典小说《西游记》。据了解，该电

影主要描述一个诞生于地心岩石的虚拟角色，同时

也将加入诸如外星人和机器人等科幻元素。

作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搜索引擎百度的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在去年年底成功超越大连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以 122 亿美元的净资产成

为 中 国 首 富 。 需 要 指 出 的 是 ，投 资 Aquamen

Entertainment 是李彦宏进军电影产业的尝试。

事实上，动画影片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

中国影业人士所忽略，此前所进行的许多尝试也都

以失败而告终，比如 2005 年的香港本土动画片《魔

比斯环》（as Through the Moebius Strip）。然而随着

技术的进步，一些新兴动画电影还是取得了不错的

票房成绩，例如《喜洋洋和灰太狼》和《熊出没之夺

宝熊兵》。其中，《熊出没之夺宝熊兵》的票房成绩

高达 3.58 亿美元，而更为出名的《卑鄙的我 2》总票

房也不过 5.2 亿美元。

据悉，Aquamen Entertainment 计划在今年 5 月

的戛纳电影节上宣布《悟空》的正式导演人选。

李彦宏进军好莱坞

■ 丁 蕊

“我们家乡那样的地方连工厂的污水排放都没解

决，他们是安了一些污水处理设备，但是从来是不开

的，只有领导去参观的时候才打开一下，剩下的就是

往地里放水，往河里放水。”

俞敏洪的家乡，是江苏江阴有名的癌症村。村上

得癌症的人很多，五六十岁就没了。俞敏洪的七八个

堂兄陆续死于各种癌症。

苏南自古富庶地，也是中国最先实现工业化的

地区，但这里也最早品尝到无序工业化带来的苦果：

村里的几条河沟，曾经是俞敏洪的天然泳池，如今河

水不仅不能喝，因为恶臭，行人都绕着走。前些年，

父亲去世后，他把母亲接到北京一起生活，除了每年

到老家父亲坟头前倒上一瓶酒外，俞敏洪已经很少再

回家乡。

“回去养老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了，因为那个环境已

经不适合我回去养老了”。在位于中关村新东方办公

楼顶层的一间狭小会议室里，俞敏洪回忆起了故乡。

千里之外的家乡，如会议室窗外一样，开始被一

个叫做“城市”的怪物所吞噬，先是上世纪 80 年代的小

钢铁厂，让这个鱼米之乡踏上了城市化之旅，接着河

里的鱼儿不见了，河水时而发红时而发黑。后来，大

树一棵棵被砍掉，村里白墙黑瓦的江南民居，被白瓷

砖、蓝玻璃的水泥楼房替代，得癌症的人越来越多，土

地紧张，修了跟城里的一样的公墓，密密麻麻挤着一

排排的墓碑。俞敏洪的父亲就葬在那里。

“跟城里的公墓一样。”俞敏洪比划了一下，不过

两三个平米。“就是一个小墓碑，再也不可能有古代的

那种坟了，你有多少钱都不可能去修。你可以买特别

大的墓，多少万块钱一平米，死着的人比活着的人还

要贵。这种现象在中国也屡见不鲜，但是有很多老板

有钱他真的也会买很大的墓，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

人生老病死就这么一回事儿，活着的时候对他好一点

儿就行了。”

俞敏洪的故乡有两个，一个是他 14 岁之前的乐

土，“到处都是古树，一望无际的竹林，远处小山茂林

修竹，我们有时间就爬到山顶看长江，因为那个山离

长江很近，现在全没了，没事儿就到河里捕鱼捞虾。”

另一个故乡，则是眼下这块迅速被工业化、城镇化所

改变的土地。这里有着中国最常见的城乡结合部的

模样，施工粗糙的楼房林立，水泥路纵横交错，最老的

树不过十年光景。

两件事彻底让俞敏洪的故乡“改头换面”。一个

发生在“文革时期”。当时要平整土地，俞敏洪家后面

的一片一片桑树林就被砍掉了，河两边的大树也被砍

掉了，为的是增加土地的数量，这样做的结果是生态

环境遭到非常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土地没增加，现在

很多地还荒着。

另一件事则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今天。村里

原先有座七八十米高的山岗，爬到顶上，可以眺望远

处的长江，浩浩荡荡。改革开放以后当地石头销路

好，人们就近取材，于是曾经在村里存在了不知几千

年几万年的山冈，从此彻底消失。

俞敏洪失去的不只是一个小山岗，一个眺望长江

的高地，而是物理上的故乡，已经彻底被近几十年轰

隆而过的工业化、城市化所消灭。曾经的故乡，如今

被割裂成一些七零八落的小碎片。

“京杭大运河也经过我们江阴，那个河不会被填

掉，不过，河水污染太厉害，里面漂的都是垃圾。在县城

里还有一两条老街留在那儿，有时候去走，青石板的街

道也会带来一些小时候的回忆，但是已经相当相当少

了，我们家乡我小时候在上面摔过跤的石条拱桥还在，

那个桥很漂亮，就是南方那种特别漂亮的桥。”

俞敏洪谈故乡：
回去养老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了

人 物 走 廊

中 国 复 星 国 际 有 限 公 司 近 日 在 葡 萄 牙 首 都

里 斯 本 与 葡 萄 牙 储 蓄 总 行 保 险 公 司 签 署 股 权 收

购协议。

在葡财政部举行的签字仪式上，葡财政部长阿

尔布开克说，这一协议的签署是葡萄牙国有企业私

有化进程的又一成功案例，是葡经济复苏过程中的

重要步骤。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则承诺与葡储

蓄总行保险公司进行长期而稳定的合作。

中国驻葡大使黄松甫说，这是继中国三峡集团

和国家电网之后中国企业在葡投资的又一重大项

目，同时宣告中国民营资本开始加入葡私有化进

程。此次交易的达成，使复星国际保险业务布局更

加完善。

复星国际今年 1 月初击败美国阿波罗国际管理

公司，以 10 亿欧元的报价成功中标，购得葡萄牙储蓄

总行保险公司 80％的股权。该保险公司在葡保险业

占有约 30％的市场份额，是葡最大的保险公司。

2011 年 5 月，葡萄牙与由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和欧洲央行组成的“三驾马车”达成 780 亿欧元援

助协议，葡政府开始国有资产私有化进程以减少财

政赤字。目前，葡政府已完成对葡萄牙电力公司和

ANA 葡萄牙机场集团的私有化。葡政府还在陆续

推进对葡萄牙航空公司和葡萄牙铁路货运公司等

大型国企的私有化。

郭广昌收购葡萄牙最大险企80%股权

外界在持续了 5 个多月的猜测后，微软终于作

出了审慎的抉择——任命在该公司效力 22 年、主管

云计算与企业事业部的“老将”萨提亚·纳德拉出任

首席执行官。这位 46 岁的印度移民是继比尔·盖茨

和鲍尔默之后，微软创建 39 年来的第三任掌门。

受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冲击，微软新任 CEO

肩负着转型的使命。微软的转型正是坚持鲍尔默

提出的“一个微软、一个战略”，即实现企业级与消

费级市场共享一个平台的战略目标。

因此，留给在企业与云计算业务有绝对资历的

新任 CEO 纳德拉的任务，除了持续推动已经风生水

起的企业级业务，无疑还要帮助微软的 PC 与移动

业务走出低迷。

据悉，微软将新任 CEO 纳德拉的底薪定在年

120 万美元，比他的前任鲍尔默高出 70%以上。微软

表示，根据该计划，纳德拉在 2014 财年余下时间以

及 2015 财 年 的 年 度 现 金 奖 励 目 标 将 是 他 拿 到 的

CEO 薪酬的三倍。

这一举动，充分向外界传达一个信号：董事会

对纳德拉十分认可，并寄予很高的期望。来自多个

渠道的信息显示，在过去 20 年中，纳德拉一直与鲍

尔默及公司联合创始人盖茨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并

多次获得鲍尔默的支持和肯定。

纳德拉也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在微软宣布盖

茨将卸任公司董事长一职，原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汤普森将接任公司董事长后，微软又表示，在纳德拉

的要求下，盖茨将以创始人和技术顾问的新角色在

董事会中任职，并将花更多的时间在公司业务上，以

协助纳德拉为公司未来技术和产品制定方向。

盖茨在宣布纳德拉出任新 CEO 的当天表示：“在

公司转型期间，纳德拉是带领公司前进的最佳人选。”

（本报综合报道）

纳德拉出任微软CE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