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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商

焦点人物

■ 本报记者 袁 远

跳来跳去的人生？
——“天才”高管的职场发展路

债务危机下
华人经济呈现冰火两重天

西 方 债 务 危 机 仍 在 持 续，

对 于 华 商 而 言 ，在 海 外 的 经 营 开

始 出 现 冰 火 两 重 天 的 现 状 。 业 内 人

士 认 为，债 务 危 机 对 华 商 们 的 经 营 势 必

会有一定影响，但从华商自身的情况不难看

出，导致冰火两重天状况出现的原因多半源自

于华商自身。

无序发展导致生意惨淡

据意大利欧联通讯社报道，在意大利的普拉托，一直是

华人经济在支撑着这个纺织品集散地的光环。普拉托近 10

万华人形成产业集群带动支柱产业发展，也为中餐市场发展创

造了商机。

据 了 解，十 几 年 前，在 普 拉 托 的 两 条 华 人 街 上，华 人 企 业

交 错 在 意 大 利 人 经 营 的 商 店 中，显 得 还 有 些 稀 稀 落 落 。 如 今，

普拉托华人街除了没有唐人街牌楼外，在某种意义上绝不亚于

美 国 唐 人 街，街 道 两 旁 到 处 布 满 了 华 人 开 的 商 店、货 行、首 饰 店

和中 餐 馆 。

中 餐 业 是 普 拉 托 华 人 继 纺 织 服 装 业 后 的 第 二 大 产 业，普 拉

托 华 人 餐 饮 业 与 其 他 城 市 的 中 餐 馆 不 同 ，服 务 对 象 完 全 是 华

人 。 在 普 拉 托 的 两 条 街 上，华 人 用 正 宗“ 瓯 菜（温 州 菜）”打 造 了

一个美食城。

普拉托中餐馆虽然较多，在 5 年前，华人街大小中餐馆始终保持

在 20 家左右。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这里的中餐馆凭着温州、

青田等家乡风味的魅力，多年来一直在意大利华人饮食业称雄，经久

不衰。

3 年前，意大利放宽了对餐饮业管理的门槛，抱着淘金梦想的

华人再次蜂拥至普拉托华人街。街道两旁的商店被改造成中餐

馆，就连住宅也变成美食城。3 年的光景，普拉托华人街布满了挂

着红灯笼的餐馆，街区内新增了数十家酒楼、餐馆、风味小吃店和

特色食品店。

今年上半年，普拉托政府以扰民为由出台政令，限制华人街餐饮

业的营业时间，规定晚间零时必须停止营业。本来由于无序发展，中

餐业已经出现过剩态势，生意开始下滑。受政令影响，华人街的餐饮

业生意更加惨淡。

一位中餐馆的老板告诉记者，意大利晚上正常就餐时间一般在

9 点钟左右，只有 3 个小时的营业时间，对于朋友聚餐来说似乎短了

些。很多客人因为华人街限制餐饮业的营业时间，而去城外就餐，不

再来华人街。现在，普拉托华人街的中餐业已经无利可图，只能苦苦

支撑。

阿根廷华人超市经营火爆

与意大利华人餐馆经营惨淡的现状相比，阿根廷的华人超市却

经营得风风火火。据阿根廷华人超市公会近日公布的报告称，目前，

阿根廷的华人超市数量已超过 1 万家，每年销售额达到大约 59.8 亿

美元。

报告指出，目前，阿根廷的华人超市中营业面积在 250 平方米以

上的超市有 9800 家，营业面积在 250 平方米以下的小超市数量至少

在 200 家以上。华人超市平均每天的营业额在 1914 美元左右。

报告分析称，阿根廷首都和附近地区的华人超市已接近饱和，目

前，华人超市正向阿根廷的中小城市发展。

阿根廷华人超市公会秘书长米格尔·卡尔维特说，现在，阿根廷

新开张的华人超市 60%集中在人口少于 3 万人的小城市，以避免华

人超市在大城市过于集中造成同业恶性竞争，由此引发当地商家和

居民不满。此外，华人超市在阿根廷的发展采取了更加策略的方法，

更多选择买下当地商家进行营业，而不是新开超市进行竞争。

近年来，阿根廷人的消费习惯发生很大改变。由于生活节奏加

快，越来越多的阿根廷人选择在住家附近的中小型超市购物，从而为

华人超市的蓬勃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上世纪 90 年代，阿根廷的华

人超市只有数百家，目前已发展到上万家，华人超市销售的食品、饮

料和清洁用品占全国同类产品销售额的 15%。

■ 静 安

天才就业难？

信业传奇人物李一男宣布将于近期辞去无限

讯奇 CEO 职务。这位曾经的“少年天才”、华为历

史上最年轻的副总裁，竟在短短 5 年中 3 次宣布辞

去最高管理层职务。回顾李一男的职业征程，几

乎是一路鲜花和掌声。27 岁他就成为华为副总

裁，主管研发，并被视为任正非的“接班人。2000

年前后，李一男先后担任华为电气总裁、美国研究

所所长。2006 年，李重回华为，被任命为首席电信

科 学 家 、副 总 裁 。 2008 年 ，他 成 了 百 度 CTO。

2010 年 1 月，他去了无限讯奇，任 CEO……

人们不明白，这些令人眼红心跳的职位，李一

男在每次离开的时候，总是如掸去一片尘土般轻

松、无牵挂。这位职场“天才”仿佛练就了一身绝

好轻功，在荆棘密布的职场，以跳跃式步伐行进。

很多坚持“稳定才是王道”的职场中人，对李一男

的频繁跳槽不甚理解。如此跳槽，怎能积累下资

源和经验呢？新的职场有新的人际关系和业绩挑

战，有必要一次次重新来过么？

“80 后四大创富新贵”中年龄最小的茅侃侃，

也有类似的职场经历。他 17 岁成为亚洲最年轻

的拿下了微软和思科两项计算机认证的天才；之

后短短 3 年内换过 17 份工作，领域横跨 IT 界、公

关界、影视界乃至政府部门；21 岁他创建了国内首

家以“真人实景数字游戏”为主业的公司并兼任总

裁和首席架构师。之后，他又坦言自己不适合创

业……

年轻的“天才”高管们，究竟是该践行传统的

职场忠诚准则，尽快找到自己的归属地？还是继

续以自我为中心，让环境为自我发展让路？

市场需求催生跳槽达人

“天才”忙跳槽，这首先反映了人才流动市场

的巨大需求。据前程无忧首席职场专家冯丽娟观

察 ，今 年 ，前 程 无 忧 的 职 位 数 量 比 去 年 增 长 了

30%。“人才抢夺战”尤其集中在互联网、金融投资、

高端制造业、房地产这几个领域。一些新项目开

张或刚刚落户的企业，急于尽快组建起一支战斗

力较强的团队；一些拟上市公司也急需招募熟知

上市流程的高级人才，为其管理；还有的公司面临

激烈的人才竞争压力，时刻考虑高端人才储备。

李嘉诚曾经花高薪挽留一名高管，只是因为“如果

我不聘他，将来他就是我的竞争对手。”市场的高

增长率、挖角现象严重，使得摆在“天才”高

管面前的机会很多，诱

惑很大，想不跳槽都难。因此，在冯丽娟看来，旺

盛的市场需求，才是滋生职场“高人”频繁跳槽的

沃土。

当然，李一男式的职场“高人”频繁跳槽，很多

都是面临相同的困境——在原公司提供的平台上

很难再取得傲人业绩，升职空间受限。冯丽娟认

为，这并不是企业的错。“很多企业从发展期进入

稳定期，已经不需要太高的增长速度，没有 30%的

增长率，就维持 10%的增长好了。因此，企业也不

可能给‘天才’员工再提供创业初期那么好的资

金、平台和升职空间。”而“天才”们有特别强的解

决问题的能力和热情，承受不了公司的平稳发展

状态。“那种感觉就像一个空有一身武艺无处施展

的武林高手。”冯丽娟特别能体会他们的心情。当

内心的激情之水快要溢出长久不变的缸体时，跳

槽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稀缺人才的跳跃式发展路径

虽然企业总是对频繁跳槽的职场高人抱有戒

心，但是也不得不承认，为了将这些职场“稀缺人

才”招致麾下，很多企业也甘愿冒险，放下对员工

“忠诚度”的苛求，做好承受他们再次跳槽的心理

准备，投以热情的“拥抱”。“如果总有企业给这些

人很好的机会，只能说明他们在高端人才市场是

稀缺品种，具有很强的个人定价能力。他们的每

次跳槽，换来的平台会更好，也证明了他们在职场

的成功。”冯丽娟并不以传统的职场价值观看待李

一男们。的确，这些年轻的“天才”不同于以

往那些一步一个脚印

“往上爬”的高管，他们更年轻，更精干，适应新环

境的能力也强，他们压根没想过要在哪家公司做

到头，他们更看重公司能否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

一旦发展受阻，他们没有耐心忍受“不再适合”他

们的环境，总是果断做出决断。“跳跃式”发展，就

是他们的主流就业方式。

视自我实现比生命还重要

资 深 职 场 心 理 顾 问 漆 红 表 示，“ 自 我 实 现”

和“ 归属感”对于职场中人来说，永远是一个两

难 选 择 。 是 否 该 降 低 个 人 自 我 实 现 的 要 求，而

在 一 个 公 司 稳 定 、忠 诚 地 坚 持 到 底 ，说 到 底 还

是 个 人 选 择 。 但 从 心 理 学 角 度，自 我 实 现 是 人

更 高 层 次 的 需 求 。“ 当 职 场 中 人 真 正 自 我 实 现

之 后，他 人 是 跑 来 归 属 你 的 。 你 并 不 觉 得 需 要

归 属 谁 。 相 反 ，人 仅 仅 满 足 归 属 感 ，还 远 远 不

能 在 职 场 获 得 满 足 感 ，因 为 自 我 实 现 还 不 充

分 。 自 我 实 现 才 是 人 更 本 质 的 需 求 。”漆 红 道

出了自己的体会。

让 茅 侃 侃 式 的 天 才 放 弃 自 我 实 现，屈 就 现

实环境，无异于作茧自缚。“ 有一类人性格上追

求多变，只喜欢创新，把自我实现看得比生命还

重 要 。 对 这 样 的 人，为 什 么 一 定 要 求 他 们

和芸芸众生一样呢。他们的频繁跳

槽 也 是 对 生 命 丰 富 的 体 验

和积累，或许哪天

他 们

觉 得 累 了，希 望 安 定 下

来 ，那 就 再 安 定 好 了 ，一

切 取 决 于 他 们 自 己 。”漆 红

用 开 放 的 态 度 看 待 这 样 的 跳

槽 高 手 。 冯 丽 娟 也 认 为 ，李 一

男、茅侃侃式的人才不是太多，而

是太少，“ 我每年参加企业招聘，发

现 总 有 20% 的 人 是 企 业 求 着 他 们 的。

普 通 人 很 难 一 直 保 持 工 作 的 高 峰 状

态，总 是 在 2-3 年 职 业 高 峰 期 过 去 后 就

进 入 调 整 期 。 或 许 只 有 天 才 才 需 要 如 此

高昂的成就感。”

从企业高管到人才租赁

“ 常 在 河 边 走，哪 能 不 湿 脚”。 总 是 这 么

“跳”下去，也难免会遇到风险。“当经济走势下

滑，流 动 人 才 市 场 变 小 时，这 类 人 的 风 险 就 来

了。企业不愿意再花高昂的成本雇用他们，也不

愿给他们提供充足的项目资金保障。尤其是遭遇

经济危机时，企业首先考虑裁掉的就是他们这类

高薪酬、高要求的员工。”冯丽娟说。这类天才最

终的出路或许就是做真正的“独行侠”，把自己租

赁给处于创业或上升期的公司，服务 1-2 年，待

公司进入稳定、内敛状态，立马“鸣金收兵”，再

转战到下一个需要他们的战场。这种人才流动

方式现在在欧美非常盛行，既可以降低公司的

成本，用合理的价位买来行业“天才”，又不需

要长期供养这些“棘手”人才。这些职场高

人也可以永远保持他们最珍视的独立状

态和自我实现需求。这种针对高端人

才的项目管理方式，也将会在我国逐

步盛行，冯丽娟认为。

也许只有到那时，李一男、

茅侃侃这类永远走在跳槽路

上 的 人 才 不 会 被 人 们 视

为异类吧。

李一男李一男 茅侃侃茅侃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