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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89_9B_E6_A0_B9_E7_c123_289272.htm 如今，蒙牛公司的领

导层处处不忘提及国际化的操作规范。在采访的过程中，“

国际化”是最常被提及的一个词。此前，9月27日，蒙牛高调

拉开其面向全球招聘新总裁的序幕。 2006年辞去总裁职务

，2008年考虑完全退隐，牛根生开始实践他的承诺。 国际化

的标签 在这场总裁选秀中，“国际化”依然是宣传的主调。 

“不限男女、不限语言、不限肤色、不限年龄”，“但必须

有十年以上乳业工作经验，且带领过一个团队，有管理经验

”。这是选才的国际化标签，作为蒙牛人力资源总监，张文

最近不断重复这两句话。 而运用三个层次选拔渠道的组合：

在商业周刊等媒体上的公开招聘广告，外国专家局在全世界

范围内的渠道搜寻，以及国际知名猎头公司的配合，名单将

在10月底之前汇总，并由蒙牛聘请的人力资源公司对其进行

初次甄选。“在经过专门成立的人力资源小组的筛选之后，

主要名单将提交到以牛总为主的核心领导层中，经过联合面

试之后，最后圈定的人选将报呈董事会讨论进行批准。”这

是选拔渠道和流程的国际化。 今年年初，由麦肯锡主要参与

制定的蒙牛五年战略规划出台，给这次新总裁的选拔提供了

注脚。新总裁能够拿到不低于牛根生的工资和可观的绩效分

红，至于总裁的权限，张文认为：“这应该不是问题蒙牛作

为上市公司都是按照国际化公司的规范去运作的，只要方向

明确清晰总裁该有的权利都会充分赋予。”这是战略制定的

国际化。 而新上任总裁所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将是2006年蒙



牛新的管理架构的调整。按照牛根生的说法，2006年的架构

，将是党委管党委的事，董事会管董事会的事，经营班子管

经营班子的事，在“三权分离”的情况下，形成相互推进、

科学制衡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最终实现“三权合力”的最

大化。 一切看起来美丽而前卫。 后牛根生时代？ 回看蒙牛在

今年初制定的5年战略规划国际化无疑将是重点。而蒙牛目前

最为缺乏的则是“人才”。 今年5月，在牛根生的倡导下，

“蒙牛集团顾问委员会”成立，这也被蒙牛内外戏称为“杯

酒释兵权”，这个全新的机构，由牛根生亲自担任主任，也

拉开了“后牛根生”时代的序幕牛根生要求该机构“只提建

议，不搞建设；只做服务，不做业务；只管监督，不管创收

；只谋战略，不谋战术”，担当公司的参谋部和智囊团。顾

问委员会的成立一方面是为新总裁的遴选让路同时也是为蒙

牛第一任创始团队平滑地向第二代过渡创造条件。显然牛根

生希望新的继任者们都能够软着陆。 目前蒙牛已经有4位高

管人员进入了这个委员会，这包括蒙牛乳业集团副董事长邓

九强蒙牛总工程师邱连军，蒙牛副总裁、企划中心主任孙先

红，蒙牛乳业总裁助理、奶源分公司总经理许云。邱、孙和

许都曾是伊利郑怀俊的部下，后都成为蒙牛董事长牛根生的

重臣，而邓九强此前是呼和浩特市轻工机械有限公司的老板

，给蒙牛提供冰淇淋、牛奶工业设备，后来投奔牛根生成了

蒙牛的副董事长。在创业功臣中，杨文俊、孙玉斌等人还继

续担当着要职。 对于“空降兵”，牛根生十分看重。据知情

人士透露，接替孙先红的林彤，来自可口可乐今年5月份通过

联合面试来到蒙牛，受到牛根生器重，试用期刚刚过半，牛

根生就以车相赠，年底之前，他将从孙先红手中接过企业策



划中心主任的交接棒，其他几位接班的高管也将正式进入权

力执掌期。 按照牛根生尚未完全确定的打算：在各方面条件

成熟之后，其将在2008年从董事长的位子上退下来。而这三

年将会是蒙牛最为关键的管理层过渡期，不仅牛本人，还会

有创业元老陆陆续续考虑隐退。 敏感的细枝末节 从多元化股

权结构的治理到管理层的“杯酒释兵权”，再到空降高管一

切看似合乎逻辑，但是，其中的细枝末节又都是如此敏感。 

在采访的过程中，谈及招聘的考核标准，张文强调着这么一

点：“能不能严格照着董事会的战略执行”将是甄选和考核

的最高标准依据。虽然张文为蒙牛所寻找的执行者加上一个

定语“具有更开阔视野和更独特战略眼光”的执行者，但显

而易见的是：蒙牛寻求的只是执行者，而并非是决策者，从

这个角度来看，这场运动的功效更多在于宣传，而非战略挺

进。 对此，孙先红表示，蒙牛的国际化并非急于扩张海外业

务。目前，国内的市场仍然是蒙牛甚至其他乳品企业的主要

定位，蒙牛先在公司治理以及管理团队建设和研发水平上跟

国际接轨才是蒙牛“国际化”的关键词，能够在品质上保证

自己与世界一流乳品企业保持同样甚至更为领先的水平，才

是关键。而“三权分离”则是蒙牛实现治理国际化的手段。 

问题是：如今的蒙牛是否已经清晰地界定三套班子的“权”

与“责”，并出台相关“奖”与“罚”的措施？同时，牛根

生的个人魅力在蒙牛诞生和成长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

记者跟一位经常来往于蒙牛高层之间的人士交谈时他特意提

到了新总裁的“个人魅力”，“制度并不可能完全保证一个

人能力的充分施展，能不能服众，那就要看他有多强的个人

魅力了”，那么，个人魅力施展的“度”又是如何？ 同时，



这些已经退居“二线”的老兵们也不过才40出头是否已经真

的不再有做事业的激情他们的心理如何平衡而创业元老中的

留任者们与空降团队能否避免曾在众多民营企业中上演过的

争斗和冲突新总裁的权力会否因此受到制衡这个企业中的具

有牛根生个人符号的痕迹会否就此淡化？而这些问题的解决

是否依然需要依靠牛根生的个人力量来解决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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