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 CEO 2：25 位在华跨国

企业领袖经验谈》一书深入探讨了在

华跨国企业领袖们所面临的机遇与挑

战。通过采访 20 余位在华高管及顾

问，并据此进行相关研究，这本书为

读者呈现了来自多家跨国企业的前沿

洞察，其中包括百威英博、博世、家

乐福、可口可乐、欧莱雅、索尼、塔塔、

维多利亚的秘密，等等。

我们采访了这本书的作者范悦

安教授和劳里·安德伍德教授（MBA 

2002）。在采访中，他们与我们分享

了中国不断变化的经济发展图景、在

中国的成功之道，以及新书付梓背后

的故事。

从书名可以看出，《中国CEO 2：

25位在华跨国企业领袖经验谈》

其实是两位 2006 年的作品《中

国 CEO》的续本。您能和我们

谈一下第一本书的成书缘由，

以及书里的内容吗 ?

范悦安：是的，2006 年这些跨

国企业都开始进入中国。当时，

市面上并没有一本书，专门写

这些公司在华经商的故事，所

以劳里和我就决定合作写本书。

我们总共采访了 20 位 CEO。

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是拓荒者。

他们在中国开辟业务。那是一

个不一样的时代——非常不一

样。

第一本书出版到现在已经过去

了将近 15 年。两位为什么决定

在这个时候写一个续本呢？

劳里·安德伍德：在我们探讨

现在是不是写续本的好时机时，

我们决定和之前的采访对象余

骏雄面对面好好聊一聊。在第

一本书中，余骏雄是 3M 中国的

高管，但在我们开始策划第二

本书的时候，他活跃在不同的

项目上，担任顾问的角色。我

们想参考一下他的意见，于是

问他：“在华跨国公司是否还

在犯错？”骏雄告诉我们，“是

的，它们还在出错，所以还是

需要一本书为在华 CEO 们提供

中国 CEO 2：
25位在华跨国
企业领袖经验谈

   文/迈克尔·希德

范悦安

劳里·安德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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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建议。”他让我们相信写一本新书是有必要的。

对在华跨国公司来说，过去 15 年间中国发生的最

大的变化是什么？

范悦安：中国近年来经历了惊人的变化。比如，

中国消费者现在变得更难取悦了。2006 年时，他

们会觉得任何外国产品都足够好。现在他们追求

更佳的品质，更好的服务——生产商是外国公司

还是本土企业并不重要。第二个因素是中国竞争

对手的崛起。2006 年时，某种程度上来说，跨国

公司在很多领域都占据优势地位。现在这种优势

正在变小，而中国公司正在占据越来越大的市场

空间。还有中国的数字化。5 年前的中国和今天

完全不一样。现在，它是一个非常先进的数字化

经济体。中国公司也在推动创新，而中国的国家

战略就是从各个层面促进创新。

劳里·安德伍德：举个例子，微软的柯睿杰（Alain 
Crozier）向我们总结了这些年来的变化。过去他

会告诉美国总部，中国是个特例，需要采取不一

样的经营策略，但现在他让总部把中国市场放在

第一位。所以，现在微软在中国进行实验、创新，

看产品在中国市场是否成功，然后才会把它们带

到全球其他市场。

中国的哪些方面使其区别于跨国公司的其他目标

市场？

范悦安：首先是中国的市场规模。世界上找不出

第二个这样的市场。中国人口全球占比达百分之

二十，所以如果你在这里成功了，就能在任何地

方取胜。第二个因素是，中国是个高度数字化的

经济体。这里的人们不再使用现金。所有的事务

都能通过手机办理，所有的东西都能在网上找到。

它是如此具有竞争力，又如此活力充沛。比如，

宜家的 CEO 告诉我们，在中国到处都有他们的竞

争对手。任何一家小家具厂都能和宜家竞争，因

为线上业务消弭了距离。我想这是让中国与世界

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关键因素。

《中国 CEO 2》这本书的受访者和 15 年前的第

一本书有什么差别？

劳里·安德伍德：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参与我们采

访的女性更多了。身为女性，我感到很高兴。2006
年时，我们很努力地想找一位在华大型跨国企业的

女性CEO接受我们的采访，但我们没有找到。现在，

在 25 位受访的 CEO 里，有 4 位是女性，并且巧合

的是，她们四个人要么持有中国国籍，要么是华人。

在第一本书里， 20位受访CEO没有一个是中国人，

只有一位出生在中国后来加入美国籍的华人。而在

第二本书里，有 7 位都持有中国国籍。

在这些高管眼中，在过去的 15 年间，中国在他们

的职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什么变化？

劳里·安德伍德：最大的变化之一是中国的国

际地位在过去 15 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在

2006 年的时候也是一个重要的国家，但是现在它

在外交、经济及数字化转型方面变得更为重要。

所有这些因素都让前往中国工作变成了跨国企业

内部一个非常特殊的任务。总体上，我们看到一

个趋势，过去，我们采访的 CEO 中有一些

非常资深，但临近退休。但总

体而言，我们看到，现在受访

的 CEO 都趋向年轻化，正处于

职业生涯的中段。有不少 CEO
明确地告诉我们，对任何想要

成为真正的顶级全球管理者的

人来说，中国都是必经的一站。

“现在中国在外交、经济及数字化转型方面变得更为重

要。所有这些因素都让前往中国工作变成了跨国企业内

部一个非常特殊的任务。”

范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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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无疑是今年的一个大事件。全球各地的

企业都已经感受到了它的冲击。基于本书的研究，

两位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帮助企业平安渡过类

似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危机？

范悦安：让在华企业韧性更强的秘诀之一就是数

字经济。我认为中国之所以能比其他国家更加平

稳地渡过危机，要归功于数字化。我想疫情过后，

数字化意识会进一步加强。

劳里·安德伍德：从这本书里可以学到的另一点

是，虽然优秀团队和出色资源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然而归根结底，公司的发展还是要依靠终极决策

者的表态及其对团队的尽力领导。我觉得这一点

在充满大量不确定性因素的环境下尤其适用。在

瞬息万变的环境下，一个强大的领导者尤为重要，

不管如何，他或她都会倾听所有信息，画出一张

方向图，展现出领袖魅力，让整个团队甘心追随。

中国企业在开拓国际市场上需要如何向外国企业

学习来帮助它们预见前方的挑战？

劳里·安德伍德：首先，无论你是谁，或者你在自

己的领域有多专业，当你进入到一个新的市场，你

必须经历一个适应当地文化的过程。你必须保持谦

卑，保持高度的适应性，并且必须花时间和精力去

学习。你来中国担任这个职务后，不会立马变成一

个中国通，如果你是一家进入印度市场的中国公司，

那么你也不会立刻变成关于印度的专家。你需要学

习那些未知的事物，填补空白。这意味着从一开始

就要保持开放的心态，保持文化敏感度，适时而变，

并且要表现得得体。我想我们还需要加入热情这个

要素。在中国生存，你需要对这个市场保持热情。

作为一家中国公司，要想成功实现对外扩张，你也

必须对对方国家保持尊敬并充满热情。

两位可否从写书过程中获取的所有经验知识中提

炼出一条建议，分享给那些想在中国工作或者在

中国经商的人？

劳里·安德伍德：我会说中国依然是个经商的好地

方——这丝毫没有改变。2006 年时的中国非常振奋

人心，而从许多方面看，2020 年它甚至更加让人激

动。所以中国还是一个经商的好地方。这可能需要

付出很多代价，但会是一场真正富有启发性的旅行，

并且最近它和世界的关系比往日都要更加密切。所

以，如果你决定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加入中国经验

的话，你肯定不会浪费时间或者把精力花错地方。

范悦安：我想补充的唯一一点是倾听你的本地团

队——尤其针对那些在别的市场做得很成功的CEO，

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所有需要知道的东

西。中国人正在变得越来越老道。他们对自己的市场

的熟悉程度不亚于任何人。所以，学会倾听你的团队。

他们带给你妙策，但是你必须创造一种组织文化，让

他们可以打开心扉，和你分享他们眼中的正确的做法。

最后，展望一下：在接下来的五到十年间，在中

国的跨国企业会经历的最大改变会是什么？

范悦安：我觉得主要的一点是创新。我们出版第

一本书的时候，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这一点

当然还会继续，但我认为进步最大的方面会是创

新。中国政府在各个层面都在投资和鼓励创新，

而中国可能会是未来最具创新力的国家之一。

劳里·安德伍德：我同意范教授的说法。我认为

我们刚刚提到的中国市场从“不一样”到“第一位”

的变化趋势只会继续。我们在做这些采访的时候，

有一些和我们对谈的 CEO 告诉我们总部还是有

一些人对此表示不解。我想在接下来的五到十年，

这种状况就会改变。人们会达成一个共识，那就

是这里具备尝试各式新鲜事物的绝佳环境。

范悦安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教授、

副教务长、MBA 课程主任。劳里· 安德伍德

（MBA2002）是赛诺企业管理咨询公司高级顾问，

并在西交利物浦大学担任管理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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