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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2/2021_2022_EMBA_E7_B

B_8F_E5_85_B8_c71_642789.htm 关于电动汽车标准的制订，

众多企业纷纷参与其中。但却见不到国内电动汽车主要生产

商比亚迪的名字。 “传福，你不要总让比亚迪低调地做研发

工作，像电动汽车标准的制订之类的事情，也要积极参与其

中，要懂得争夺话语权。”武常岐有些忐忑不安，“现在许

多企业在联手制订电动车的标准，比亚迪却未能参与其中，

这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威胁。” 这是在最近一次的董事会例行

会议上，武常岐抛给王传福的一番话。相关背景是东风、上

汽、奇瑞等十家汽车企业共同签署《电动汽车发展共同行动

纲要》。关于电动汽车标准的制订，这些企业也纷纷参与其

中。但却见不到国内电动汽车主要生产商比亚迪的名字。 作

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副院长，武常岐关注比亚迪已经

多达六七年之久，而今武常岐的另一个身份是比亚迪的独立

董事。 ■ 6个人的董事会 武常岐与比亚迪的结缘只因一个经

济学概念生产函数。这个枯燥的概念每年课上都要讲，而学

生们却不易理解。2002年前后，武常岐发现，远在深圳的比

亚迪公司，革了机器的命，靠人海战术代替全自动的生产线

，打败了索尼、三洋等电池生产大佬，将中国劳动力成本低

的比较优势变为了企业的竞争优势，实现了最优资本配置。 

之后每年武常岐再给学生们讲生产函数的概念时，总是引用

比亚迪的案例。武常岐也因此与比亚迪结下了不解之缘，几

乎在巴菲特投资比亚迪的同一时间，应王传福的邀请，武常

岐成为比亚迪的独立董事之一。他到比亚迪开的第一次会就



是讨论巴菲特收购事宜。武常岐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

巴菲特看好比亚迪，就是缘于他的“简单”，这样的简单让

风投更容易看清楚、看明白，觉得更靠谱，更有成长潜力。 

比亚迪从上到下，只遵循简单。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几乎所

有的采访对象都反复强调“把简单的事做到极致就是绝招”

。武常岐接触过成千上万家企业，“没有哪家企业的董事会

比比亚迪更简单，只有6个人：执行董事王传福，非执行董事

夏佐全、吕向阳，包括我在内还有三位独立董事。”武常岐

说，“由于人少，随时都可以召集大家开会，决策效率也会

非常高，很容易达成一致性，决策过的事，马上就能付诸行

动。” 在组织架构上，比亚迪也遵循简单。这个总人数超过

十几万的庞大帝国，组织架构扁平到不能再扁平：从生产线

上的工人到总裁王传福也不过9级（A~I），28个事业部总经

理，都向王传福汇一人汇报。这样的好处就是决策一旦下达

，不用经过层层流转，很快就能够执行，遇到了问题，也能

够马上反映到总裁那里，迅速组织大家群策群力解决。 很多

企业现在尽量将组织结构变得扁平，但也带来了不少问题，

比如中层员工的压力会非常大，人才上升通道变短等。在比

亚迪这个问题似乎并不那么明显组织结构简单，流程严谨，

每个员工只要在自己这一流转的点上将最简单的事情做到完

美，再流转到下一人。 ■ 幸运的成分 王传福的商业天才、蔑

视常规，造就了比亚迪今天的成功。但不仅如此，里面还有

运气的成分。 2002年的一天，王传福受郭台铭之邀到台湾参

观他的代工航母。郭台铭做梦也不会想到，不过一家做电池

的小企业，不久之后居然克隆出同样的手机产业链，不仅如

此，富士康的很多高管纷纷转会比亚迪，还带走了自己很多



机密文件。 2006年，郭台铭忍无可忍，以窃取公司商业机密

为由，与王传福对簿公堂。巴菲特投资比亚迪之后，郭又隔

空三问巴菲特，其中第一问就是：“巴菲特不是一直标榜只

投资有诚信、长期经营的公司，为何投资偷窃富士康商业机

密的比亚迪？” 这场江湖恩怨至今仍未了结，但很多行业内

的专家学者认为，富士康赢的可能性很小。“在没有比亚迪

之前，摩托罗拉、诺基亚等企业的手机代工单几乎只交给富

士康一家企业，这实际潜存着巨大的风险。”一位深度接触

比亚迪的专家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跨国公司的上游

供应商，一般至少都会有两到三家，这样的好处首先是保证

了产品的供应，不会因为某一家企业的问题而产生连带效应

。其次，在价格谈判上，跨国公司会更有话语权。再次，这

样也是保护自己的商业机密，不至于被抄袭。” 2003年，王

传福决定做汽车时，连自己也没想过未来要做电动汽车，只

是凭直觉认为，未来中国家庭对于轿车的需求将有爆发式的

增长，而且比亚迪需要新的利润增长点。“电动汽车是比亚

迪的电池研发和制造优势的一个很好的结合点”，此类的观

点只是事后的总结。随着油价的节节攀升，王传福才想到电

动车的前景不可小觑。武常岐认为，王传福很多时候是在凭

直觉做事，但他的直觉有着异乎寻常的正确与理性。 除了合

作伙伴带来的运气，王传福自己也是一员福将。“不少民营

企业做大之后不久就死掉了，很多都是因为股权分配不均造

成的。”武常岐说，这种事在比亚迪不大可能发生。1995年

，王传福是靠表哥吕向阳的250万元投资创办的比亚迪，从资

本结构来看，吕向阳是董事长，王传福只是CEO甚至是CTO.

然而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来讲，公司是我的，往往会办得蒸蒸



日上，如果公司是别人的，骨子里会认为自己只是个打工者

，对待公司的态度将截然不同。 没有人告诉王传福，要在公

司发展阶段完成股权置换，自己成为大股东，但直觉敏感的

王传福，在合适的时机，完成了这一步置换，真正将比亚迪

变为自己的公司。只是这个关键的一步是如何完成的，外人

并不知晓。 ■ 以材料为核心 从电池到手机代工，再到造汽车

，比亚迪用的都是同样的模式低成本扩张。是什么力量支持

比亚迪能够在不同产业采用同样的模式获得快速增长？ “比

亚迪的工艺非常强。搞工学的人都知道，工艺即技术上的先

进和经济上的合理。”武常岐说，多数企业并没有意识到这

点，只想到运用新技术，但这项技术可能价格非常高，甚至

还有很多专利费。凡事成本优先的比亚迪骨子里第一想到的

是同样的技术，是否可以用别的方法或材料降低成本这是比

亚迪创新的思考逻辑。 从比亚迪实验室出来的技术，往往都

是能够规模化生产的，即比亚迪的工艺很强，工艺需要人的

主观能动性去创造，某种意义上说，比亚迪在技术上的执行

力非常强。这需要一套强有力的体系支撑，多年来比亚迪内

部正是自觉地形成了这样的体系。 技术出身的王传福和一小

批管理者，组成了比亚迪的创新团队，他们的任务就是敢于

大胆地想一些新事物、新技术，称之为创新团队。至于这些

技术如何实现，这是研发部门的工作。 比亚迪员工高楠对记

者说，材料学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最受欢迎，这样的说法也

得到了比亚迪公关经理杨昭的确认：“比亚迪的一切创新都

是围绕材料为核心的。” 有了这样的出发点，再加上大量从

事材料学研究的毕业生，以及浓郁的工程师企业文化，筑就

了比亚迪高超的工艺水平。但是在研发上，比亚迪从来不急



功近利，2008年，闭门研究了6年的铁电池技术团队终于有了

实质性的突破，一举获得了30万元的总裁奖。而该技术马上

就应用到了汽车上，成为电动车的主要动力系统。比亚迪的

电动汽车下线了。 然而在这6年间，该团队的工程师曾经因

技术迟迟没有突破坐上了冷板凳，甚至向王传福提出过辞职

，王传福将辞职信撕得粉碎，斩钉截铁地说：“坚持做，没

问题，有什么困难直接跟我说。在比亚迪，只要我不让你走

，任何人不会让你离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