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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来诺基亚公司总部及区域市场高管的离职，以及从

今年年初就不断出现的诺基亚会被微软或三星收购的传闻给急切

想要转型的诺基亚带来较大困扰。

虽然诺基亚方面否认了收购的传闻，不过，业内人士指出，备受

管理不善和库存高企困扰的诺基亚还没有找到一条可以重振往日

雄风的道路。

专家表示，人事变动会对企业产生消极的影响，在企业转型时

期，诺基亚应该协调好各种关系，利用自身优势重新确立企业定位，

加大新产品的投资和研发力度，生产出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重

新赢回自己原有的市场份额。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杨颖 魏小央

英雄迟暮 诺基亚面临转型阵痛

在企业转型求发展的过程中，既有像 IBM、飞利浦

那样可以及时把握机会，力挽狂澜，获得新生的企业；也有

像柯达、摩托罗拉那样未能及时转型，现在仍在奋斗当中的企

业；还有像米高梅那样没有跟上时代潮流，无奈宣布破产的企

业。历史每天都在重演，危机也可能蕴含转机。那些巨头们转型的

经验教训，或许可以成为他山之石，为其他企业的转型发展提供一些

参考。

飞利浦：“十年磨一剑”

上世纪 90 年代末期，飞利浦是一个高产量、技术驱动的电子产品制造商，

不同业务部门业绩表现各异，财务波动较大。如今，飞利浦已经成功转型，成为

一家医疗保健、时尚生活的提供商，业务表现灵活顽强，财务稳健。

2000 年，科技泡沫的破灭给飞利浦敲响了警钟。飞利浦意识到，自己必须成

为一家目标明确、透明、敏捷并且有活力的公司。10 年来，这家一直倡导技术领先

的百年老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和战略转型。以“非电子”为目标，飞利浦甩掉了

生产制造以及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的业务包袱，改为以输出品牌、技术等无形资产

为主，并专心于利润丰厚的医疗等专业市场。

而在 2000 年至 2002 年和 2008 年至 2009 年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飞利浦公司截

然不同的财务表现，也充分表明，飞利浦的此次转型是成功的，转型为飞利浦带来了

生机。据荷兰皇家飞利浦电子公司前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柯慈雷介绍，与上次相比，这

次的金融危机来得更为凶猛，然而，飞利浦销售的下滑与之前持平，利润只有少量减

少。更重要的是，仅仅两个季度后，飞利浦的运营利润就开始迅速恢复。柯慈雷指

出，在飞利浦的转型过程中，领导力与聆听的技巧、对时机的把握、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找好平衡点以及始终积极与各方开展合作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摩托罗拉：电信巨头一分为二

1994 年，摩托罗拉处于模拟手机的鼎盛时期，拥有美国手机市场 60%的市场

份额。也是在同一年，由于数字技术发射范围更广，抗干扰力强，还可以支持来

电显示、传呼和短信业务，美国的移动运营商们开始被数字技术所吸引。然而，

正处于全盛时期的摩托罗拉并没有及时进行第二代数字技术的产品研发。

1997 年，摩托罗拉在美国的份额下滑至 31%。

此后，曾经风光无限的摩托罗拉被后来者诺基亚拽下王座，公司业

绩一直难见起色，并在 2008 年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危机。

随后，摩托罗拉痛定思痛，并经过近两年多的努力，成功树立

了智能手机厂家的形象。2010 年 2 月 11 日，有着 80 多年历史的全

球电信业巨头摩托罗拉在美国宣布：计划在 2011 年第一季度将

公司一分为二，拆成两家独立上市的公司。一家专注于移动

终端和家庭宽带业务，另一家专注于企业移动解决方案

和网络业务。

业内人士分析，随着三网融合形势的

到来，“分拆”已成为以摩托罗拉为代表的

许多通信领域巨头必须经历的“大

势所趋”，成为他们最好的选

择。建立的两家独立的、行业领先的全球规模公司将

为摩托罗拉的所有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而两家独立的

公司也将获得战略与运营的灵活性，更专注的管理，将为投

资者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投资机会。

米高梅：电影雄狮的没落

在好莱坞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只要签约米高梅，就一定能得奥

斯卡。”

这话一点也不夸张。成立于 1924 年的米高梅，曾经是美国最大的电影

公司，在其鼎盛时期每年可生产多达 40 部到 50 部的影片。即使是面对二战期

间萎靡不振的电影市场，米高梅亦曾独辟蹊径，开创了好莱坞歌舞片这一细分

市场，名噪一时的《一个美国人在巴黎》、《雨中曲》等经典影片都出自该公司。

但是二战之后，电视的兴起给电影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坚持“大片主义”的

米高梅在随后的 10 余年里连年亏损，资本运作屡屡失败，影片产量不断下降，再加

上传统保守的制片模式、人才的流失、转型的不及时，导致米高梅债台高筑，走上了

衰败的道路。

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米高梅不再盈利。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后，米高梅不论在

对待新技术的态度上，还是选片的口味上，其风格都显得因循守旧，很难与皮克斯、梦

工厂等高科技电影制作商抗衡。再加上，米高梅的摇钱树“007”系列也一直在走下坡

路。暮年的雄狮已不再是主流电影消费群——年轻观众的“那盘菜”。

业内人士认为，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华纳兄弟、20 世纪福克斯等竞争对手已经开

始慢慢占领了多元化题材市场，重视视觉效果的商业大片成为好莱坞的趋势。而同

一时期，一直不在状态的米高梅，无论从电影技术还是艺术上，都错过了好莱坞的转

型期。事实上，米高梅后来也曾经进行过一系列自救行为，但均以失败告终。

2010 年 11 月，米高梅终因无力偿还 40 亿美元债务，正式宣布破产，并申请破产

保护。

编后语：

正确选择和确定战略方向是保障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础。一般来说，战略时

机选择有 3 种，即提前性选择、反应性选择和危机性选择。而现实中，能够进

行提前性选择和反应性选择的企业少之又少，大多数企业都是在不得已的

情况下被迫进行转型的。这就为企业转型增加了很多难度。

南开大学经管系教授付仕成指出，在众多巨头被迫转型的背后，我

们需要看清的是所有企业都必须居安思危，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

断提升自己的产品功能和服务质量，防止自己的市场份额被竞争

对手抢占。

专 家 表 示，企 业 的 转 型 永 远 没 有 终 点 。 只 有 不 断 创

新，把握一切发展的机会，企业才能避免衰落，实现基

业长青。而一旦错过转型时机，企业也要明白，转

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意识到问题后，企业

要协调好各种关系，逐步调整，然后确立

自己的新定位，最后，集中发力，扭

转颓势。

巨头转型悲喜剧

随着苹果与谷歌等新霸主的快速崛起，诺基亚帝

国的辉煌已经一去不返。意识到没有准确把握未来市

场发展方向的诺基亚急切想要完成转型。

然而，6 月 1 日，诺基亚大中国区发布公告确认，诺

基亚大中国、韩国及日本区高级副总裁梁玉媚已经离

职。6 月 9 日下午，诺基亚宣布 CTO（首席技术执行官）

理查德·格林因个人原因暂时离职。据芬兰媒体报道，

理查德·格林很有可能离开诺基亚。近来，高管的纷纷

离职和诺基亚或被收购的传闻，再次引发了业界对诺

基亚转型的大讨论。

高管频频离职 收购传闻不断

从 2010 年 9 月，史蒂芬·埃洛普接替诺基亚原首席

执行官康培凯的职务走马上任后，诺基亚的人事震荡

似乎一直没有停止过。同月，诺基亚的执行副总裁、智

能手机业务负责人安西·凡约基宣布离职、英国及爱尔

兰地区总经理马克·洛兰挂印引退。随后，诺基亚在 10

月份宣布计划在全球范围内裁减员工，最高裁员 1800

人，主要涉及 Symbian（塞班）智能手机平台开发部门、

服务部门和部分职能部门。而 2010 年年底，这股人事

动荡的风潮开始蔓延至中国，诺基亚（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兼诺基亚通信有限公司董事长邓元突然

辞职，加盟 AMD。2011 年 6 月 1 日，上任不到半年的梁

玉媚离职。

有关专家指出，尽管人事变动会对促进公司变革

有一定的帮助，但是，连续的诺基亚总部及区域市场

高管的离职也会给诺基亚造成不小的打击。再加上，

今年年初以来，诺基亚或被收购的传闻不断

传来，业内对诺基亚公司的担忧不断升级。

日前，史蒂芬·埃洛普出面否认了各种关

于收购的传言，并指出一切推测毫无根据，强

调会积极拓展 Windows Phone 的操作平台，

同时，将尽力缩短新手机研发的时间。

不过，业内人士也指出，备受管

理不善和库存高企困扰的诺基亚

还没有找到一条可以重振往

日雄风的道路。

错失良机导致业绩大幅下滑

业内人士分析，近来，各高管离职的原因虽然不

尽相同，但多半与诺基亚急切想要扭转自己在全球市

场上的颓势有关。据诺基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

年第一季度，诺基亚手机全球销售份额已经由去年同

期的 33%下滑至 29%，这是诺基亚全球市场份额首次

跌破 30%。

专家指出，诺基亚目前在全球市场上表现不佳，最

主要的原因是它犯了所有大公司的通病。过去的辉

煌，往往会成为今日的枷锁。诺基亚目前的低迷在

2007 年苹果公司推出 iPhone 时就已现端倪。由于对新

事物、新技术的反应速度以及对市场需求的感觉逐渐

迟钝，诺基亚错失了卖掉 Symbian 和拓展手机娱乐功能

的最佳时机，没有及时调整业务发展策略的诺基亚被

苹果和谷歌后来居上。

南开大学经管系教授付仕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像诺基亚这样的通信设备供应商，想要吸引更多消

费者最根本的方法还是要不断研发新技术、开发新产

品和推出更新颖的样式。

“拥有新技术、高附加值以及优美外观的产品，才

能打动更多消费者的心。”付仕成说，“苹果能够取代诺

基亚的位置就是因为它更懂得消费者的心理，无时无

刻都吸引着消费者的眼球，让消费者为之疯狂。”

其实，自史蒂芬·埃洛普去年上任之后，诺基亚已

经充分意识到了 Symbian 的问题。而与微软的合作也

显示，诺基亚已经迈出了丰富其智能产品的重要一

步。不过，专家也指出，虽然两强联手可能会有翻转的

机会，但是在今年年底推出合作的新产品之前，诺基亚

的市场份额还将不断下滑。

善用已有资本 克服转型阵痛

业内人士指出，某种意义上，诺基亚正处于转型

阵痛期。今年 5 月，互联网数据中心（IDC）公布的一

份手机市场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诺基亚在西欧

地区的市场份额同比下降了 10%，只有不到 28%，头

把 交 椅 被 三 星 霸 占 ，这 意 味 着 其 在 低 端 Feature

phone（功能手机）市场已不再具有垄断地位。而诺

基亚在智能手机市场上的份额也屈居第二。

付仕成分析，在诺基亚需要奋起直追的关键时刻，

每个决策都要更加审慎。在遇到挑战的时候，诺基亚

更应该重视整体团队的协同作战，避免拿高管开刀的

做法。因为，现有的高管对公司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以

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了解得更透彻，带领团队走出困

境的几率更大。而更换高管后，接任的领导人至少需

要几个月的时间来熟悉公司业务，将有可能会延长解

决问题的时间。

其实，诺基亚在全球范围内仍然拥有庞大的用户

群体，他们对诺基亚的品牌忠诚度可以成为诺基亚遏

制摩托罗拉移动、HTC、三星等竞争对手的一张王牌。

付仕成指出，由于诺基亚进入手机市场较早，所以对整

个市场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再加上，其在中低端市场一

直深得人心，如果诺基亚可以加快研发速度，并保证生

产出高质量的产品，诺基亚的转型危机还是可以较快

渡过的。

重新定位 加大新产品的投资和研发力度

在 6 月的一次电话会议上，史蒂芬·埃洛普曾表

示，诺基亚与微软的合作具有很大的空间。过去几年，

业界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生产企业之间竞争已经

从硬件设备转移到了操作系统上。诺基亚选择微软是

为了寻求差异化发展。

业内人士指出，史蒂芬·埃洛普的这番话已经说到

了关键所在，那就是诺基亚要重新确立自己的定位。

“磨刀不误砍柴工。”付仕成说，“诺基亚应该重新

确立自己的市场定位，加大新产品的研发力度，推出更

多能够满足用户需要的产品。”

此外，付仕成还指出，诺基亚应该采取一种更开

放的态度去解决各种问题。事实也证明，只有不断创

新，重视一切发展机会的企业才能及时转变，永远在

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