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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利中国总裁黄德荫

在在安安利利3333年年，，没没有有一一天天是是重重复复的的
初见安利中国总裁黄德荫，是在4月底的广州。那天花城微雨蒙蒙，繁花似锦，62岁的黄德荫面带笑容走到记者面前，西装笔挺，

两鬓微白，头发一丝不苟，握手坚定有力，用流利的香港味普通话说了一句“你好”。有人说，黄德荫的人生与安利是是重叠的。黄德荫自
己说，他在安利33年，没有一天是重复的。

愿意学习，愿意勤奋

其他的交给命运

5月7日，泉城济南，在安利媒体见面会上，黄
德荫依旧是西装、眼镜、笑容，举手投足间温文儒
雅，看起来更像是一位大学老师。

事实上，黄德荫正是从一位中学教师走上了
跨国公司高级管理精英的岗位。用他的话说，“工
作中有很多机会是因缘际遇，不是规划的。愿意学
习，愿意勤奋，其他的交给命运。”

身高一米七八的黄德荫是个地道的香港人，
大学时在美国读英国文学，毕业后回到香港做了
一名中学国文老师。

“我有个同学在安利香港工作，当时要编辑一
个中英文内刊，要兼职的，我一面当老师，一面每
周去安利上6小时班，编4页纸。4个月后老板问有
没有兴趣做全职员工，我就进入了商业领域。”黄
德荫这样谈到他的“转型”。

进入安利香港后，黄德荫开始不断地学习。在
公司印刷产品宣传册时，黄德荫学会了很多出版
业的知识；在公司做影音资料时，他又学到了很多
影音方面的知识；在给美国总部寄过来的电影胶
片翻译、配音时，他接触了电影制作；公司要做广
告，他又学到了广告方面的知识。

在安利香港工作了9年多，黄德荫凭借超人的
学识、踏实、勤奋、热情和执著，被委以重任，成为
安利台湾的总经理。黄德荫一口流利的香港味普
通话，就是在台湾工作时练出来的。

“从香港被派到台湾，我开始学普通话，一开
始我讲话同事听不懂。小时候看国语电影，那是对
普通话的最初印象，到了台湾找了老师专门学，平
时也跟同事交谈。安利有很多上台讲话的机会，我
在讲稿上标着发音，不然一时之间想不起来，逼着
自己去讲。”黄德荫说。

被问及不会讲普通话时是否有很大压力，黄
德荫爽朗地大笑，“刚来中国大陆时，很多地方口
音听不懂，但我觉得大陆也不是每个人的普通话
都标准，不是每个人都能让别人听懂自己，所以我
没有太大的负担。”

1994年，黄德荫来到中国大陆。“到了大陆，才
知道什么叫做大。有很多全新的东西要学，怎么跟政
府打交道、跟媒体打交道、跟消费者打交道，每个地
方都不一样，沿海和内陆不一样，而且不断变化。”

黄德荫感慨，“在安利33年了，没有重复的一
天，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调整。”在种种非比寻常的
历练中，黄德荫逐渐成长为运筹帷幄的领袖人物。

对于今天的成就，黄德荫自己也没有预料到。
他原本只是想当好一个老师，“很偶然，刚好碰
上。”在他看来，没有白白学习的知识，以前学到的
东西现在都很有用。

“我40年前学的英美文学，导致我现在对文字
很敏感，表达全面、简单、直接。作为一个管理人，
每一天几乎全部的时间都在沟通，跟老板、员工、
消费者、政府、媒体沟通，跟每个群体沟通的方式
不一样，语言技巧好，沟通起来就简单一些。”

愿意学习，愿意勤奋，其他的交给命运，这是
黄德荫职场成功的最简单的总结。

“到了大陆，才知道什么叫做大。有
很多全新的东西要学，怎么跟政府打交
道、跟媒体打交道、跟消费者打交道，每
个地方都不一样，沿海和内陆不一样，而
且不断变化。”

年轻化策略

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安利事业

安利公司的氛围很适合年轻人创业，
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黄德荫本人活得
也很随性。“我喜欢看自己感兴趣的东
西，不喜欢看管理的。我感兴趣的东西
很广，很多与科学有关，比如说，宇宙是
怎么形成的。”

黄德荫说，任何一个企业要稳健发展，都必须
有新鲜血液输入，这样才能生机勃勃，不然很快就
会老化，所以安利推行了“引领未来”战略，吸引和
培养年轻人在安利创业。“现在年轻人有自己的语
言，有喜欢的工具，有他们自己的文化观，有爱去
的场合。要用这些跟他们沟通，吸引他们进门，然
后留住他们进行培养，让他们觉得在安利可以学
到东西，有成就感。”

黄德荫喜欢年轻人，但要培养他们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有时年轻人不耐烦听，这是一个很有挑
战性的工作。他比较欣赏不是偏于想而是比较实
事求是、语言能力好、善良而正直的年轻人。

他鼓励年轻人不要害怕，努力学习、大胆创
新。他说，每个人都有缺点，但是大家都有自己的
见地，坐在一起会产生一种互补的效果，靠团队，
一起做出决策来。

安利正在竭尽所能为年轻人提供业务支持，
搭建平台。黄德荫说，安利已经建立了年轻营销人
员专属的沟通平台，今年海外进修研讨会还专门
设置专属邮轮“青英号”去游览韩国。

培养新生代消费者，是每个希望基业常青的
企业都要做的功课，是在培育企业的未来。“年轻
人代表着未来，安利推行‘引领未来’战略的初衷，
就是吸引和培养年轻人在安利创业并获得成功，
为安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动力。”黄德荫表
示，要想让年轻人喜欢你的品牌并成为忠实消费
者，必须洞察他们的需求。

黄德荫说，安利公司的氛围很适合年轻人创
业，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他自己活得也很随性。

“我喜欢看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不喜欢看管理的。
我感兴趣的东西很广，很多与科学有关，比如说，
宇宙是怎么形成的。”说到这里，黄德荫忍不住笑
起来。

“我还喜欢看历史、哲学等与思想有关的。
喜欢看的东西与社会、科学、商业都有关，很任
性地看自己爱看的东西。”62岁的黄德荫不仅喜
欢看书，他还向年轻人学习，接触新事物玩起了
微信。

为了跟上年轻人的步伐，安利也在不停地改
变，现在安利在推进商务电子化。“不是电子商务，
而是用电子商务、社会化媒体等数字化工具，更有
效地帮助营销人员开展业务、提升效率。”黄德荫
强调。

他打了一个比方，安利易联网可以使营销人
员和优惠顾客在网上购物下单。基于智能手机、
IPAD等平台，安利开发了数字化营销工具，目前
已有十多款APP。

另外，安利还在微信平台开发了“安利云服
务”，帮助营销人员随时随地查询业绩、接受讯息，
推出5个月来，用户超过28万。“但是，直销是安利
的核心销售方式，和营销人员的伙伴关系是我们
的价值观，永远都不会改变。”

再来山东，黄德荫说就好像回家一样。“山东、
江苏、广东三个省在安利内部保持前三名很多年
了，山东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大省，也是安利非常重
要的省份。济南在安利布局的250个城市中属于很
有潜力的城市。”黄德荫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
投身安利在山东的事业。

黄德荫有一句话愿意和更多的年轻人分享，
“不断与人接触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安利的吸引力不光靠赚钱

还有企业文化

安利中国创立19年，吸引了大量的人投入其
中，包括消费者，也包括投身安利事业的人。

黄德荫说，“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安利产品的
质量我很自豪，也很有信心。二是中国人是很勤奋、
很上进的人，会利用空余时间赚额外的钱改善生活，
因此安利提供的工作机会吸引了很多人。但是，安利
不能光靠赚钱吸引人，还要有良好的企业文化。”

黄德荫认为，安利的企业文化有四点特别值得
讲：首先是希望，直白地说，每个人都希望提高自己
的家庭生活水平，每个人都希望通过事业取得成功，

安利的企业文化有四点特别值得
讲：首先是希望，直白地说，每个人都希
望提高自己的家庭生活水平，每个人都
希望通过事业取得成功，安利能给人带
来这样的希望。

安利能给人带来这样的希望；第二是伙伴关系，扩大
一点，就是团队合作精神，安利不推崇个人英雄，一个
队伍要有一个共同目标；第三是品质，不只是产品、服
务的品质，更是一种精益求精的态度，每一件事情都
要做好；第四是面对挑战，正确面对，积极解决，不会
因为沮丧而放弃。“我相信，这几种安利文化能吸引很
大一群人投身到我们的事业中来。”

直销是个敏感的行业，涉及很多人，黄德荫对此
毫不避讳。而且直销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面对这
些，黄德荫认为，安利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好自己该做
的事情，有好的产品、有激励营销人员的好的方法，
包括资金、文化、市场、活动，不断提高人员素质和专
业水平，这样才能稳健发展。“要永久经营下去，就要
稳健发展。”

为了实现稳健发展的目标，安利主要采取了三
种措施来管理。一是通过教育，对营销人员进行培
训，包括专业知识、社交知识、个人行为、个人操守和
法律法规的培训；二是沟通，让员工知道干事的理
由、需要达到的目的和自己要努力的方向；三是纪
律，有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违反制度有罚则，最基

安利(中国)总裁黄德荫先生

黄德荫谈企业责任

● 要依法纳税，尽到对国家的责任；

● 产品要好，尽到对消费者的责任；

● 对员工要好，尽到对员工的责任；

● 要有环境意识，尽到对环境的责任；

● 要对所在的社区负责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这是一个企业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

“工作中有很多机会
是因缘际遇，不是规划
的。愿意学习，愿意勤奋，
其他的交给命运。”

本的处罚是发一封警告信，再严重了扣发奖金、
停止三个月销售权等，如果很严重则要开除。黄
德荫总结说，“企业目光要看得远，不能抄捷
径。”

在安利的文化基因中，“责任”二字重如泰山。
黄德荫说，企业的责任有五重含义，第一，要

依法纳税，尽到对国家的责任；第二，产品要好，尽
到对消费者的责任；第三，对员工要好，尽到对员
工的责任；第四，要有环境意识，尽到对环境的责
任；第五，要对所在的社区负责任，帮助需要帮助
的人。这是一个企业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

至于工作和生活的平衡，黄德荫认为，很多时
候工作和生活是融为一体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不是多与少的问题，而是在

“认真”两字，认真的态度，可以让你把工作做好，
也可以让你享受生活的乐趣。

本报记者 刘红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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