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 世纪的第一个 10 年已经如同书本

一样被翻过去了，在这过去的 10 年里，新

兴经济体的崛起让世人开始关注全球经

济东移的趋势。而这 10 年，也正是通用

电气（以下简称 GE）中国研发中心逐渐成

熟的 10 年。

近日，在京举行的第九届跨国公司

论坛上，GE 中国研发中心总裁陈向力介

绍了他“在中国，为中国”的理念。

10 年 前 ，陈 向 力 毅 然 放 弃 在 纽 约

的 舒 适 生 活，回 到 中 国 。 在 上 海，他 见

证 了 GE 第 三 个 全 球 研 发 中 心 —— 中

国 研 发 中 心 从 无 到 有 的 过 程 。 现 在 ，

GE 中 国 研 发 中 心 不 仅 传 承 了 总 部“ 反

向 创 新 ”的 精 神 ，同 时 ，还 在 陈 向 力 的

领 导 下 以 智 慧 和 技 能 服 务 于 中 国 以 及

世界市场。

10年的成长与创新

时光回溯至 2000 年的 3 月，陈向力回

国在上海创立了 GE 中国研发中心，并担

任 GE 中国的首位总经理。作为 GE 研发

机构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开始在上海的

GE 研发中心“大展拳脚”。于是，从制定

战略计划、建立全新组织机构、组织运营

流程，到确保项目的建立和完成，他见证

了整个中心的成立与成长。

2003 年 ，陈 向 力 被 任 命 为 GE 医 疗

系 统 集 团 全 球 产 品 开 发 中 国 区 总 经

理。就这样，他带领着一支研发队伍开

始 研 究 与 开 发 适 应 全 球 市 场 需 求 的 医

疗器械和医疗服务，尤其是医疗诊断成

像 技 术，如 CT 扫 描 系 统、X- 光 成 像 系

统、核 磁 共 振 成 像 系 统 等 。 当 然，他 并

没 有 局 限 在 医 疗 器 械 和 医 疗 服 务 的 研

发上，而是不断地在为公司更为广泛的

业 务 运 作 提 供 综 合 性 的 领 导 与 创 新 。

在 此 期 间，他 取 得 了 七 项 专 利，同 时 还

发表了 40 多篇技术论文。

在与 GE 中国研发中心共同成长的

这段时间，对于陈向力来说同样有着许

多的酸甜苦辣。“从建立这个研发中心直

到现在走上正轨，是一个艰难的历程，尤

其是中国研发中心，在一开始建成的时

候，不像印度研发中心那样是由总部直

接派一个高层实行自上而下的运作，而

是完全靠白手起家。”他如是说。

作为一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发总

部，GE 中国研发中心无论是在市场竞争

还是在人才争夺上，势必都会对中国本

土企业造成压力。但从另一方面来看，

GE 中国研发中心的研发文化、创新模式、

成长经验、战略抉择，都是中国企业应该

学习和借鉴的。在这 10 年里，陈向力和

GE 中国研发中心的创新给国人带来了全

新的科技体验。

反向创新理念融入中国

一直以来，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通

常都是采用“全球本土化”的创新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跨国公司选择在本国开

发优秀产品，然后根据各地的市场情况

作一些改动，把它们推向全球。这种方

式使得跨国公司可以在规模经济与本土

定制化之间取得最佳平衡。规模经济是

实现最低成本的关键所在，而本土定制

化则是取得最大市场份额的必备要素。

曾几何时，全球本土化模式为企业带来

了丰厚的利润。如果按照当时大部分跨

国企业的做法，陈向力也可以选择这种

路 径：帮 助 GE 在 中 国 发 展 制 造 业 和 采

购，将美国做的项目拿一部分到中国来

做，把 GE 技术带给中国客户，在全球研

发中担任配角。

然而，他却放弃了这种约定俗成的

模 式，因 为 他 认 识 到，随 着 中 国 和 印 度

等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新兴市场强

大的消费力正日益突显。陈向力认为，

只 把 中 国 当 作 一 个 制 造 基 地 是 一 种 短

视 行 为 。 于 是，他 决 定，首 先 支 持 产 品

本 地 化，将 产 品 拿 到 中 国 生 产，用 两 年

时 间 让 研 发 人 员 熟 悉 产 品 的 工 艺 和 技

术。从第三年开始，中国研发中心就可

以操刀产品的更新和升级，并逐步完成

从配角到主角的转变；最后就能生产以

中国市场设计为主的产品，然后销往全

世界。

正是通过这种决定，陈向力很顺利

地将反向创新的理念带到了中国。

“GE文化吸引我”

“ 最 吸 引 我 的 是 GE 公 司 的 文 化”。

在 采 访 中，陈 向 力 对 记 者 表 示 。 他 说：

“ 比 如 在 吸 引 人 才 和 激 励 措 施 方 面，每

个公司都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对我们

来说就是能通过我们研发团队的努力，

为客户提供最满意的产品，每个人都能

积极地投入到项目中去，形成一种大家

互 相 勉 励、积 极 上 进 的 氛 围，使 员 工 永

远 有 机 会 不 断 地 去 学 习 。 这 样 的 过 程

与 结 果 就 是 对 团 队 成 员 最 好 的 激 励 。

而 且 我 们 把 非 常 重 要 的 工 作 放 到 中 国

区，这样能充分激发研发人员的责任心

和工作热情。”

据了解，GE 公司一直以来在员工培

训与发展方面都有着优良的传统，GE 对

员工的评估也有一套非常好的方法，同

时会为员工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在对员工的培训方面，GE 会花很多的时

间来考察有哪些员工在领导与沟通方面

具有良好的潜在能力，并提供适合他们

的机会。

另外，记者也了解到，在成立之初，GE

中国研发中心的规模很小，仅仅只有十几

个研发人员，但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到现

在，GE 中国研发中心已经达到了 2000 人

的规模。“在这一过程中，一是我们非常自

信，坚信自己有能力做大做好，二是我们

搭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陈向力欣

慰的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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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胡心媛

美华裔名厨谈中餐发展要诀：兼顾中西 体验是上策

近日，陈天桥前往酷 6“布道”谋划转型。

他表示，盛大从成立第一天起就是内容平台型

企业，通过技术手段给文字、游戏、音频、视频等

多种娱乐内容形式插上互联网的翅膀，而视频

在其中是展现娱乐内容的最理想传播方式。

对视频行业，盛大将毫不犹豫地加大投入。陈

天桥强调盛大对酷 6 将继续坚持加大投入的同

时，还要帮助其在更大战略上的提升。

陈天桥认为，互联网内容上越发强调“用

户创造内容”，即 2.0的概念。用户自发传播、评

论的力量将是未来互联网传播的主导力量。

因此，他要求酷 6 要从“传播自己的独立观点

(1.0)”向“每个用户有独立观点(2.0)”转变。

陈天桥：“谋划”酷6转型

■ 冯 伟

日前，复星国际总裁郭广昌对媒体称，

“今年复星集团将加速海外投资，重点关注

奢侈品和食品连锁领域。”

郭广昌表示，“十二五”期间，中国会从

一个全球制造大国转变为全球的消费大国

和资本大国，所以与中国内需、消费升级等

相关的行业将会有大的发展。

他还表示，对于复星来讲，新的资金募

集计划正在洽谈过程当中，今年将加速海外

投 资，重 点 关 注 奢 侈 消 费 品 和 食 品 连 锁 领

域。与此同时，他依然看好中国的房地产市

场。并且他不排除参与保障房建设的可能

性，这主要将取决于能否达到政府要求并符

合股东利益。

（本报综合报道）

郭广昌：
未来投资看好消费领域

日前，沃尔沃S60登台亮相，它以最低28.8

万元的价格进入市场，这一价格明显低于之前

媒体 30 万元以上的预估。李书福曾表示，沃

尔沃中国未来 5 年的战略中，年销售 20 万辆是

重要目标之一。这是一项不小的挑战，2010

年，沃尔沃在中国的销量刚刚超过3万辆。

据悉，在中国市场，这款产品，是李书福

时代的沃尔沃在市场上迈出的第一步，对于

他来说，打响这一枪至关重要。

目前，已经国产的沃尔沃 S40、S80 两款

车由于销量不佳，且产量受制于代工企业长

安福特的产能。因此，在 2013 年沃尔沃成都

工厂建成投产之前，沃尔沃中国销量的提升

将依赖于 S60 这样的进口车。

李书福：
打响中国汽车市场第一枪

日前，据美国《侨报》报道，中餐馆在

美国遍地开花，有资料显示全美现有近

3.6 万家中餐馆，这个数字甚至超过麦当

劳在全美的店面总数。但美国的中餐馆

市场却面临水平参差不齐、卫生及安全

存 在 隐 患、商 家 低 价 恶 性 竞 争 等 问 题。

华裔著名厨师甄文达认为，吃饭应该是

一种“体验”，用体验赋予食物新价值，才

是未来中餐馆竞争的上策，而好的体验

要从服务和创意着手。

甄文达被业界一致称为大师级的厨

师，同 时 也 是 一 家 连 锁 中 餐 馆 的 老 板。

他出版过 27 本美食烹饪方面的书籍，更

是 流 行 中 餐 烹 饪 节 目“ 甄 能 煮”的 主 持

人 。 该 烹 饪 节 目 在 全 球 播 放 超 过 1900

集，拥有近 20 亿观众。不仅如此，甄文达

还获得了约翰威尔斯大学颁发的美食博

士学位，以及科罗拉多厨艺学院颁发的

名誉博士学位，是厨师界难得的高文凭

中餐烹饪师。现在，改进后的甄式烹饪

节目除了介绍中国各地美食外，还到各

地拍摄，介绍特色文化、食店等。

中 餐 在 美 国 广 受 欢 迎 ，而 与 此 同

时 ，中 餐 馆 在 美 国 的 生 存 却 陷 入 了 困

顿。对于这样的尴尬，甄文达说：”美国

人 说 吃 饭 用‘Dining Experience( 吃 饭 体

验 )’。 显 然 ，在 西 方 社 会 ，吃 饭 并 不 仅

仅是填饱肚子这么简单，还有体验在其

中。这与餐厅的服务、装修和创意有着

紧密的联系。”

甄文达提到的“体验”，是以服务为

舞台，以商品为道具，围绕消费者，创造

出 值 得 消 费 者 回 忆 的 活 动 。 甄 文 达 认

为，中餐馆经营者的心态还不成熟。他

解释道：“日本餐厅从来不靠恶性竞争，

而是靠服务和创意取胜。低价竞争长远

来看百害无利。低价竞争是下策，上策

则是从创意、品质和服务上去竞争。吃

饭是一种享受过程，中餐不是快餐，中餐

也不是低档餐。用创意、时尚和灵感增

加饭菜的价值，从而提升就餐体验，才能

促进中餐馆的长远发展。”

甄文达还解释道：“中餐不仅仅是食

物，还有文化和历史孕育其中，西方人非

常喜欢了解中国文化，厨艺秀就可以融

合这两点。”

中餐馆常常面临这样的难题：既要

迎合西方人口味，同时又要兼顾中国传

统。应该如果平衡？

甄文达也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中国

人吃肉的时候喜欢有骨头，而老外不喜

欢骨头。所以在做菜的时候，仍然可以

沿用中国传统的烹饪手法，但材料上可

以选择剔骨肉。有一句话叫客人永远是

对 的，沿 用 传 统 却 失 去 市 场，这 没 有 意

义。平衡其实非常简单，改良食谱，适应

环境才是最重要的。中国哲学中就一直

强调阴阳平横，做菜也好，做人也好，都

是一样。”

反向创新 让 GE 服务于中国
——访GE中国研发中心总裁陈向力

陈向力陈向力

从全球来看，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中

国，特别是服饰行业，在一定时间内依然

具有价格优势，但随着原料、劳动力成本

的增加，中国制造正在被迫升级。国际金

融危机爆发后，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加速

调整，新的格局正在形成。中国的制造水

平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在大幅缩小。中

国企业的自主品牌意识日渐增强，逐步走

上了自主研发之路。目前，对于不少加工

贸易企业来说，OEM(贴牌加工)已成过

去，许多制造企业都已经达到了 ODM(原

始设计生产)的水平，其中一些品牌已超前

转型进入到了 OBM(自有品牌生产)时代。

从 2010 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整体外

贸形势已呈现恢复性增长，2011 年 1 月的

实际交易量也已超出市场预期。而据权

威调查数据显示，来自欧美市场的外贸订

单正在稳步增加。

受日本大地震影响，原本以日本为主

要 出 口 地 的 制 造 产 业 也 将 目 标 转 向 欧

美。2011 年如何在欧美市场争夺外贸订

单将成为国内企业关注的焦点。强强联

合能够加快国际化进程，于是他们选择与

具备较高国际声誉的垂直化外贸 B2C 跨

国在线商城进行品牌联合。在国内市场，

热销百万的知名网购品牌梦芭莎、凡客诚

品等皆入驻了米兰网新开设的品牌专区，

他们借助米兰网在国际市场上成熟的时

尚用户跨国在线商城品牌形象，以及其庞

大的海外消费客户群，拓展了在海外的品

牌影响力及销量。

当然，米兰网当前的业绩离不开高效

的运营团队，我们提倡西方的管理制度加

东方的传统智慧，开放、分享、成长、收获，

是贯穿于米兰网团队管理的核心理念。

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开放的文化，不断吸纳

电子商务领域的精英份子加入，米兰网倡

导“与业人做与业事”，以开放的心态管理

团队，以开放的心态追求持续创新和及时

的战略调整，以开放的心态加强品牌合

作，追求真正互惠共赢。

为了高品质供应链实现多方共赢 ，

现在，“把跨国在线零售生意做到全球每

个角落”、“把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推向世

界”已经逐渐内化为米兰网的使命。

（作者系米兰网总裁）

加速中国品牌全球化进程是一种使命

■ 李 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