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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较量 李汉生：1959年生于香港，毕业于香港大学计算机技

术与应用数学专业。1982-1987年在霍尼韦尔信息系统有限公

司任系统分析师和中国区销售经理。 1987-1999年在中国惠普

有限公司，历任微机及外设部销售经理、信息产品事业部总

经理、中国惠普有限公司副总裁。1999年5月加盟北大方正，

任方正（香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

限公司总裁。2000年下半年，李汉生就任方正数码有限公司

的总裁。2002年8月初，辞去北京方正数码有限公司总裁一职

。 作为第一个从外企跳槽到国企的高级职业经理人，李汉生

的知名度直线上升。这个出身香港，在惠普（中国）公司

用12年时间做到副总裁位子的IT人，1999 年5月离开惠普加盟

北大方正时的爆炸性冲击波，在业内至少震荡了半年。方正

上下都把他看成“救世主”，希望他能够把方正电子公司从

深渊里拉到山顶上。然而人们对他的期望太高了，在这阵旋

风过后，人们发现李汉生的外国功夫在中国观众面前并没有

市场，李汉生的“喂养”只是让方正电子在吃到虚胖之后又

反弹回本来身段罢了。来源：www.examda.com 带着希望与祸

根空降 1999年，已在中国惠普有限公司工作了12年的副总裁

李汉生被北大方正公司以600万港币年薪招入门下。北大看中

他，原因有三：第一，1998年香港方正公司巨亏，关于“方

正不行了”、“方正要过管理关”的说法在各种渠道流行。

为了挽救危急中的方正，急需一位有非凡能力和经验的人来



掌握大局。第二，李汉生恰恰就是符合这个条件的人，在惠

普公司做了12年，并成为该公司的副总裁，已经具备了相当

的经验且具有卓越的管理能力。第三，联想当时的领军人物

杨元庆总是谦虚地称呼李汉生为老师，让方正的高层不得不

对李汉生另眼相看。 1999年4月，应时任香港方正总裁的张旋

龙的邀请，李汉生上马方正高级副总裁兼核心企业方正电子

总裁。也许在当时，这600万港币是吸引李汉生的一个很好诱

饵，且所有人都把他当成了方正的救世主，只要能够救活方

正，加上他那令人信服的背景，这虽然直到现在听起来都还

是天文数字的600万港币年薪还是值得的。 进入方正后不久，

李汉生按照原来王选他们的设想和预期开始履行他的职责了

。首先，他对企业内部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有赫赫的

资历，也有“方正灵魂”王选的大力支持，人们没有理由不

相信他能够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在改革面前，他也没有必要

退缩和手软，于是，他拿出了他的坚决和果断。在他上任的

两个月内，方正400多人被裁减、原有的10多个副总裁全部被

罢免。这一切不可能不造成方正的人心混乱，人事不稳。同

时，为了压缩成本，方正迪成的整个系统集成业务被砍掉。

从而导致的是大区总经理辞职，李汉生被称为“屠夫”和“

刀斧手”，也许在这一点上，李汉生得到了“中子弹杰克”

的真传。来源：www.examda.com 与此同时，李汉生在方正的

具体改革举措还包括：试图建立一套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框

架及相应的人事、福利制度；提出方正所谓的E－Media电子

战略；与雅虎合作成立方正数码等等。 从表面看上去，李汉

生的改革进行得非常顺利。他给方正电子开的“止血”药方

所收功效还算不错，1999年下半年，方正的实际亏损已比上



半年减少了一半。到2000年，更获得1.93亿港币的盈利。 但

实际上，李汉生大面积做减法的改革因触及利益面太广，很

快就引起了反弹业务砍了，该业务的核心人员马上就提出辞

职，大区总经理也走了。好几个短期的 “止血”并没有让方

正电子走出困境，单纯财务上的好看也没能改变方正电子的

股价。更致命的是，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做法让方正

处于无休止的调整和震荡中。 显然，李汉生忘记了自己所处

的是一个国有的校办企业，他把很多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在他看来，方正什么都不缺，只是缺管理。只要在根本上改

变方正民主有余、集中不足以及经常上演“办公室政治”的

校企文化，就能将方正妙手回春。事实上，他只看到了事情

的一个方面，一个简单的层面而没有触及到更加深层的原因

。他也太看重自己的能力和影响力，或者，在他入主方正之

初，人们就对他抱有过大的幻想，而在他的轰炸式扫荡和“

除草”行动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并不是特别大的时候，人们已

经把他孤立到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在这个空间里他可以振臂

高呼，但不一定会有响应者。北大方正毕竟是一个拥有浓厚

政治色彩的企业，人们的思想也不会在短时间内就得到转变

。 有人这样评论道：如果李汉生在入局伊始，就能够力争在

方正内部建立起团结大多数人的利益联盟，在战略布局上首

先控制住堪称方正命脉的研发和市场销售环节，层层递进，

逐步改革，等到其在方正的势力做大，实力真正巩固之后，

再去逐步着手解决最为复杂和敏感的人事问题，也许方正不

会变得比今天更好，但对于李汉生个人的命运来说，局势无

疑会更加有利。当然，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李汉生将无可

避免地投入到方正内部的权力角逐和斗争中，成为一个政治



平衡的高手。 业绩不佳虚胖后的反弹？ 在李汉生“空降”后

的第一年，各种对其不利的言论开始从方正集团高层或员工

的言谈中表露出来。2000年5月，方正控股联合雅虎和新鸿基

入主荣文科技并将其变脸为方正数码，李汉生随后出任方正

数码总裁。而原来的方正电子总裁则由肖建国来担任。人们

已经在猜测，李汉生是已经注定要在不久的将来离开方正的

了。 人们对李汉生离开原因的猜测，都会转移到业绩不佳这

一因素上来。根据方正数码2002年4月份的业绩公告，在2000

年度亏损近4000万港币后，公司在 2001年再亏6900万。业绩

公布当天，方正数码原本就低迷的股价一路下挫近3成。李汉

生在2002年3月份曾经表示年底要收支平衡。其实当初改革后

的那个扭亏为盈的成果报告也遭到了内部人士的质疑，他们

认为在当时企业情况和外部环境下，方正电子能够不亏损已

经是李汉生很大的功劳了，而要盈利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

那些公布出来的业绩很可能只是为了激励员工的。 不过，在

互联网业务江河日下的行业性悲剧面前，将方正数码的困顿

归咎于李汉生的过失，未免有失公允。但没有业绩支持，李

汉生便不能证明自己改革的正确性，“下课”是早晚的事情

。 而也有人认为李汉生从离开方正电子那一刻起就失去了实

权，要不然不会把他放到方正数码这种“边缘业务”上。 李

汉生初到方正电子，就立即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主要做法

是砍项目、压成本，但方正的企业文化是比较温和、稳定的

，是不能够猝然接受用如此“残忍”的手段来拉企业走出困

境的。 也有很多人为李汉生抱不平，说他的运气实在太差了

，高层冲突、元老难题、业务下滑、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等等

都给他碰到了。但公正地说，李汉生离去的众多因素中，有



太多看似偶然的必然因素。他的出局，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方

正层出不穷的企业内斗，更不能想当然归结于外企经理人的

水土不服。或者，他的出局，在他的入局时分已经悄然定论

。 随着李汉生离开方正数码，从方正电子时期就给他担当总

裁助理的王伟和另外几个同事也离开了方正数码。这位依然

与李汉生保持密切联系的助理说，李汉生并没有如媒体所言

，远遁美国。他依然倾向于选择一个国企，继续他的理想。

因为“在国内企业发展空间更大，在外企做得再好，也就是

一个螺丝钉”。 然而，不愿做一颗单纯的螺丝钉的外企高级

职业经理人必须明白，他们在国内企业将面对的挑战，其复

杂和困难的程度，都远远超出了他们在外企所积累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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