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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4_B9_A0_E6_9D_8E_E5_c70_253481.htm 现在我在所经营的

公司发展的不错，公司有财力将规模扩大。可是我却没有信

心，因为公司没有高素质的人员。当初公司规模较小时人员

素质要求都不是太高，但是经过大家的齐心协作，公司的业

绩是蒸蒸日上。很多老员工是任劳任怨，所以我真是要扩大

公司规模，聘用一些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到我的公司，有怕

与原有的老员工产生矛盾。我面临的是“人才困境”，好一

段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直到那天公务出差，在飞机上看到

一本期刊，介绍了李嘉诚当年的故事。我真是茅塞顿开！ 白

手起家的李嘉诚，在其长江集团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敏锐地

意识到，企业要发展，人才是关键。一个企业的发展在不同

的阶段需要有不同的管理和专业人才，而那时他的企业所面

临的“人才困境”较为严重。 当初企业创建的时候，工人文

化水平低，多数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技术管理方面人员更

是奇缺，那些曾和他一起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元老重臣的知识

结构和专业水平达不到企业发展的要求，面对越来越激烈的

竞争，靠这样一支队伍是创不出佳绩的。李嘉诚克服重重困

难，劝退了一批当初一起帮他打天下的“难兄难弟”，果断

地起用了一批年轻有为的专业人员，为他的企业注入了新鲜

的血液。 对如何识别和使用人才，李嘉诚自有一套管理之道

。“管理一家大公司，你不可以任何事情都要亲历亲为，首

先要使员工有安全感，让他们能安心工作，那么，你就要首

先让他们喜欢你。” 于是在这个基础上，他制定了若干用人



措施，诸如：开办夜校培训在职工人，选送有培养前途的年

轻人出国深造。这些措施深得员工们的欢迎，使他们更加喜

欢自己的企业。而他自己，也专门请了家庭教师传授知识，

并自学英语。 在李嘉诚新组建的高层领导班子里，既有接触

金融头脑和非凡分析本领的财务专家，也有经营房地产的“

老手”；既有生气勃勃年轻有为的港人，也有作严谨善于谋

断的洋人。可以这么说，李嘉诚今日能取得这么重大的成就

，他的集团能成为纵横东西的跨国集团，是和他回避了东方

式家族化管理模式，大胆起用洋人是分不开的。他起用的那

些洋专家，在集团内部管理上把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带

入了长江集团，使之在经济的、科学的、高效益的条件下运

作，而在外，尤其在西方，是他集团进军西方市场的向导。

其中杰出的代表为长江事业集团的董事局现任副主席英国人

Ｇｅｏｒｇｅ Ｃ Ｍａｇｎｕｓ，他是一名现代企业管理大师

，７０年代加入长江实业后一直追随李嘉诚左右，为“长江

实业”的发展立下了卓越的功劳。另一名为李嘉诚所器重的

英国人Ｓｉｍｏｎ Ｍｕｒｒｙ，他是李嘉诚远征西方的代表

。 李嘉诚认为，在国际市场中，用洋人打头阵，凭他们的血

统、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天然优势，在开拓国际市场时可收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１９８６年李嘉诚与Ｓｉｍｏｎ Ｍｕｒ

ｒｙ策划买下了国外一家控股公司的部分股份，全部出售，

获利２４００万美元。此外他们还相继收购了加拿大郝斯基

石油公司等多家公司的股份，使李嘉诚的势力逐渐向国外大

集团渗透。 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李嘉诚已掌握了好几

家老牌英资企业，这样李嘉诚的旗下洋人骤然增多。如何管

理这帮洋人呢？李嘉诚想到了“以夷制夷”。这并不是因为



李嘉诚没有管理他们的能力，而是他出于工作上的考虑。随

着集团的超速发展，他的主要职责已放在了为旗舰导航，况

且用洋人管洋人，不仅有利于管理者熟悉业务。而且有利于

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相互之间的沟通。 当然，李嘉诚更重要的

考虑是：长江集团走向世界，成为跨国公司已是必然，而这

些在老牌英资企业工作过的人，与欧美澳有着广泛的业务关

系。日后，若用这些洋人打头阵，凭他们的血统、语言、文

化等方面的天然优势，在开拓国际市场时岂不是可收事半功

倍的效果？ 长实董事局副主席麦里思是英国人，毕业于著名

的剑桥大学经济系。麦里思曾任新加坡虎豹公司公司总裁，

因业务关系与李嘉诚认识。１９７９年，麦里思正式加盟长

实，负责长实与香港洋行及境外财团的业务往来。李嘉诚器

重他，不是因为他有英国血统、名校文凭，而是因为他是个

优秀的经济管理专家。 精于用人的李嘉诚知道，不仅要在企

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大胆的起用不同才能的人?他的“智囊团”

里既有精明强干的年轻人，又有一批老谋深算的“客卿”。 

在李嘉诚的洋人阵容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人马世明，

他原效力于怡和财团，可以说是李嘉诚的对手；后来他又自

创事业，开了一家ＤＡＶＥＮＨＡＭ的工程公司，更与长实

有了直接的利益冲突。但是李嘉诚一点也没有计较这些，相

反，他十分欣赏马世明的学识与才干，尽力将其罗织网下。

１９８４年，李嘉诚将ＤＡＶＥＮＨＡＭ买了下来，将马世

明提升为和记黄埔的总经理，负责和记黄埔属下的货柜码头

，电讯及零售贸易等业务。以后，又将其任命为嘉宏国际和

港灯董事局主席。后来，马世明成为长实系除老板李嘉诚外

，第一个有权有势，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任和黄总裁９年之



久，给和黄创下许多丰功伟绩。 由此可见，李嘉诚的“以夷

制夷”策略，事实证明大获成功，硕果累累。 精于用人的李

嘉诚知道，不仅要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大胆地起用不同才

能的人，而且要在企业发展的同一阶段注重发挥人才特长，

恰当、合理运用不同才能的人，因此，他的“智囊团”里既

有精明强干的年轻人，又有一批老谋深算的“客卿”。香港

商界盛传李嘉诚左右手与“客卿”并重，其中最令人注目的

是精明过人，集律师与会计师于一身的李业广和叱咤股坛的

杜辉廉。由于李嘉诚对他们特别的信任和尊重，也换来了他

们对李嘉诚的敬重和对公司尽心尽力的奉献。如杜辉廉为李

嘉诚在股票发行，二级市场上的收购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

是在１９８７年香港股灾之前，为李嘉诚的集团成功的集资

１００亿港元。 在总结用人心得时，李嘉诚曾形象地说：“

大部分的人都会有长处和短处，好像大象的食量以斗计，蚂

蚁一小勺便足够。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以量材而用为原则

；又像一部机器，假如主要的机件需要五百匹马力去发动，

虽然半匹马力与五百匹相比小得多，但也能发挥其一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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