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32014年8月13日 星期三

编辑：蔡宇丹 组版：马秀霞 创富·外企拐点

30年后，外企被请下“神坛”

今年5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
了一份名为《美国全球监听行动
纪录》的报告，认为棱镜针对中
国的窃密行为内容基本属实。

这份报告显示，思科、IBM
等公司已深深扎根于国家关键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中，一旦发生
网络攻击，政府、企业和个人的
通信系统都存在安全漏洞。而在
美国国家安全局内，苹果与安卓
手机操作系统被称作“数据资源
的金矿”。

事实上，棱镜门事件中，最
初爆料的英国媒体后来加料称，
受此事牵连的微软所做的可能
比想象的还要多，它不仅向政府
提交了数据，还允许情报机构绕
过加密过程，从近乎微软全部主
要服务中收集数据。

2010年，时任工信部部长李
毅中曾对IBM在中国的“智能地
球”项目发出过“危及国家信息
安全”的警告，但IBM这个项目
仍在中国各地多个重大项目工
程中标。但现在，包括建设银行、
胜利油田在内的多家央企、国企
已经有意识地不再采用IBM的
小型机和系统了。

侵害到中国的国家利益，自
然会付出代价，无论曾经有什么
样的政府关系。记者梳理了一

下，微软和中国政府的关系起伏
不定。1993年，比尔·盖茨第一次
来中国时，受到了不客气的批
评：“中国是一个有5000年历史
的国家，你刚来，有太多东西不
了解，你们的很多做法不合适。”
到了2006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
涛访美，曾参观了微软总部，并
且“家访”了比尔·盖茨的私人豪
宅。

其实，在棱镜门事件之后，
政府对微软等外企的态度发生
了明显变化。随着工商总局对微
软进行反垄断调查，以及工信部
力挺国产操作系统，电脑厂商开
始做出回应。8月1日，戴尔宣布
与中国自主研发操作系统品牌
中标软件有限公司合作，今后戴
尔在商用电脑系列产品预装中
标基于Linux的麒麟软件操作系
统。

“或许，在华外企意识到，让
更多的中国企业参与进来，让中
国元素成为重要内容，这是他们
重新获取中国政府信赖的重要
条件。”刘克江分析。

而苹果是另一个必须要啃
的硬骨头。苹果的Ipad曾是两会
的标配。7月底，就在苹果公司承
认 公 司 可 以 通 过 电 脑 获 取
iPhone用户的短信、通讯录和照

片等个人数据后，中国博客之父
方东兴就呼吁公职人员禁用苹
果手机。方兴东的提议获人民日
报微博的推荐，这一呼吁就像是
投石问路。

事实上，紧接着放出的消息
是，包括ipad、ipad mini等10款苹
果产品都已从今年7月的最终政
府采购名单中去除。而戴尔和惠
普的产品依然在列。

去IOE化，中国IT企业

奋力直追

微软、苹果、IBM的“失宠”，
正是去IOE化提升为中国的国家
战略的背景下发生的。

所谓IOE，是指以IBM小型
机、Oracle数据库和EMC存储设
备为代表的数据库体系，这三个
海外巨头从软硬件多个维度垄
断商业数据库领域，中国企业尤
其是大型企业、金融等命脉企业
大都采用IOE架构的数据库。

事实上，去IOE化最初是由
阿里巴巴提出来的。今年，阿里
自主研发的移动操作系统阿里
云OS首次入围中央机关政府采
购名单中。这份采购清单上，虽
然微软的 Windows系统依然在
列，但“中国队”的比例明显增

大，其中不少都是首次入围。
在经历“棱镜门”以及iOS泄

密争议的背景下，安全性成了阿
里云OS入围的关键。而这一点，
也是当初阿里决心去IOE化的主
要目的，“大家想想斯诺登事件
吧。”阿里去IOE战略的实施者周
宝方说。

这个战略的实施，阿里用了
四年时间。最初，他们发现，阿里
花五六百万买的IBM小型机应
付不了“双十一”这样的大场面。

当IOE的这些高帅富设备解
决不了问题时，阿里决定换个思
路，用云来处理淘宝产生的大数
据，以支撑业务量爆发式增长。

“做这个事情要耐得住寂
寞，你碰到阻力都会告诉你很
难，要放弃很容易，如果要一步
一步走下去，要内心足够强大。”
在完成了去IOE后，周宝方这位
腼腆的工程师平淡说出这番话，
其实是在回应某些人的质疑：
CIO们怎敢如此轻率，随便用学
生的习作替代老师的产品。

关键是，五六百万只能买来
一个很小的单元，“如果按阿里
业务增长速度发展下去的话，我
们相当于给某些厂商打工了。”
周宝方说。

当周宝方他们最终把替换

下来的IBM小型机当成纪念品
摆在淘宝大厅时，他们发现在这
个艰难过程中，很多技术和人才
积累下来了，这些人才是阿里重
要的竞争力核心之一。

十八届三中全会成立国家
安全委员会后，今年，政府层面
去IOE的决心更加明确。不久前，
中央政府采购网近日发布的最
新信息显示，赛门铁克、卡巴斯
基等国外安全软件被排除在了
2014年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
协议供货商名单之外，同时政府
采购部门批准了360、启明星辰、
冠群金辰、北京江民和瑞星5个
反病毒软件品牌入围，均为清一
色中国品牌。

7月，李克强总理考察浪潮
集团时，浪潮高管直接建议政府
大力支持国有云计算厂商。更早
之前，计算芯片、超级计算机、3G
网络制式、手机操作系统、卫星
导航系统国产化的呼声一直都
在，不少已经落到实处。

后“棱镜门”时代的反垄断
调查和去IOE化，不光深深地烙
上了网络安全保卫战的印记，也
刻上了中国IT企业奋力直追的
脚步。

本报实习生 万汶柳 杨
兵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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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扯下的遮羞布

一年前，葛兰素史克被推到
这场运动的风口浪尖。

关键词是行贿、性贿赂。在葛
兰素史克之前，强生、西门子、辉
瑞、礼来等跨国药企也曾卷入在
华商业贿赂风波。

摩根大通、瑞银、高盛、花旗等
六家投行陷入雇佣中国官二代以
获取合同的丑闻中。

行贿就是行贿，不论是跨国
公司还是本地企业。看看这些跨
国巨头的行贿方式和利益输送，
与他们在本国搞的收买型腐败如
出一辙，再要说他们“入乡随俗”，
真是说不过去。

葛兰素史克事件后，英国《卫
报》接手报料葛兰素史克“案底”：
在波兰，葛兰素史克通过贿赂波
兰医生，推销其抗哮喘药物；在伊
拉克，葛兰素史克也遭受行贿指
控。

福喜事件后，其供应链牵出
一大串洋快餐：麦当劳、肯德基、德
克士等。“洋快餐不等于高品质，这
次事件总算让老百姓破除迷信
了。”济南金德利一位人士称。

回想起2012年，央视315晚会曝
光麦当劳三里屯店过期肉制品并
没有按规定扔掉，结果竟然撼不
动麦当劳，曝光变成广告，消费者
仍然支持麦当劳。在食品质量普
遍低下的中国市场，这点小纰漏
又算什么呢？

最终打破中国市民“洋快餐
迷信”的，正是洋快餐自己。这次，
百胜集团又出来道歉，这已经不
是它第一次面向中国消费者道歉
了，2011年用豆浆粉冲饮豆浆，2013

年初的速成鸡事件，2013年夏的冰
块细菌超国标……

那么，百胜，你还要向中国消
费者道歉几次？

跨国公司身上的“遮羞布”，正
在被一点点扯下。

中国公众通过这些事件对跨
国公司有了新的认识：跨国公司
对商业腐败并不具备免疫力，他
们也会利用权力捞取商业利益，
而洋快餐也不等于高品质。而且
由于其组织严密、背景深厚，打击
这些跨国巨头可能更加费时费
力。

反垄断，三年磨一剑

美系、德系、日系车豪华品牌
同时遭遇反垄断调查。范围之广、
力度之大、彻查之深前所未有，这
场关于中国豪车市场的反垄断风

暴，酝酿已有三年。
反垄断法被称为市场经济的

宪法，在发达国家运用成熟。但中
国政府的这一系列举动，外媒看
不顺眼了，批评者声称，这是中国
使用《反垄断法》给那些新进入中
国市场的外企树立规矩。

其实，中国正在进行法治化
和市场化的改造，都是按照世贸
组织的规则和参照其他国家的做
法进行的。自2009年开始实施《反
垄断法》，近两年已经进入一个密
集执法期。

我们看到，当“进口汽车反垄
断‘大棒’或将很快落下”的消息一
出，路虎、奥迪、奔驰等几大外资汽
车巨头反应迅速，立即降价。

只是，临阵降价就真的能够
躲过反垄断罚单？如果服软有用，
那还要法律干吗？

反垄断法首先是法，监管部
门之所以祭出反垄断大旗，正是
为了确保市场
中具有垄断优
势的供应方没
有利用其地位
影响到市场的
公平、公正、公
开原则。调查的
要点正中豪车
死穴。尤其是，
反垄断调查对
象，中国政府部
门果断选择的
是那些能够将
威慑价值最大
化的企业。

终于，我们看到这些在中国
市场中占有主导地位的外国豪华
车公司全员学习中国的《反垄断
法》，让员工清楚哪些事情可以做、
哪些是被禁止的，在过去，他们是
没有这种意识的。

跨国公司的黄金时

代结束了？

为什么是现在，跨国公司走
上中国的反垄断“审判席”？

从淘金中国的轻松赚钱，到
如今涉及腐败、垄断调查，从享受
被优待到取消超国民待遇，从“被
仰视”到“被妖魔化”，跨国公司的
黄金时代真的结束了？

1978年，松下电器成为中国第
一家外资企业。这一年，时任国务
院副总理邓小平出访日本，参观
日本企业的现代化。这个时候，任
正非还在为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建
设而奋斗，未来将驾驭阿里帝国
赴美IPOC的马云还在上初中，刘
强东还是江苏宿迁乡下的4岁懵懂

小儿。
那个年代，外国跨国企业对

中国很重要，资金、技术、人才、管
理……中国为外国资本一路绿
灯：大量土地、税收上的优惠政策，
加上监管不健全，惯出了一些跨
国巨头看人下菜的毛病。

不过，当傲慢的苹果面对中
国市场的急剧收缩，面对强大对
手华为、小米的快速崛起，库克时
代的苹果，你还能像乔布斯时代
的苹果那样傲慢得起来吗？2008年
汶川地震，苹果公司捐款50万，2010

年玉树地震苹果捐款为零；而今
年的云南鲁甸地震，苹果拿出1000

万元。
外资和技术不再具有优势。

跨国企业目前面对的形势大大严
峻起来，海归人员再也没有待遇
上的优势。所有这些加起来，说明
中国社会对外国事物的态度已经
大大转变，不仅针对跨国企业。

与二三十年
前情况不同，中国
现在是一个资本
充裕的国家。因
此，外国资金再也
不能享受“红地
毯”待遇了。从计
算机到汽车制造，
再到更加尖端的
行业，中国都具备
国际竞争力。外企
必须学会如何与
中国企业共存共
赢。

在大量风险
资本、天使投资人和私募股权基
金推动下，中国企业家人群迅速
扩大。大量高级管理人员离开跨
国企业和投资银行，开办自己的
企业。这种人才流失削弱了跨国
企业的竞争优势，并动摇了它们
在中国的地位。它们不再受到人
们的无限崇拜和尊敬。

当谷歌、微软、甲骨文、IBM等
外企的一些高管、技术总监相继
跳槽到阿里、百度、小米、浪潮时，
这只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开
始：中国本土企业集聚的势能，中
国市场的吸引力，已足够聚拢全
世界的顶级人才，为他们提供一
个梦想中的平台。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去，
中国在国际舞台变得更加自信，
而华为在2004年就宣布，现在是华
为进军发达国家市场的时候了。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全球
化和发展战略司司长理查德·柯
索尔·赖特直言，外资公司自然不
想受到限制，他们比中国本土企
业更具竞争优势，但中国也需要

保护自己的公司和产业，在未来
更有效地参与竞争。

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赵忠秀
认为，过去几十年，中国在引入外
资时，甚少考虑安全或市场垄断
的问题，一直对外资采取超国民
待遇，但却忽略了规范，一些领域
几乎完全被外资独占。柯达、大众
等一些跨国公司甚至与政府达成
交易，签署排他性竞争协议以赢
取市场份额。现在的做法在一定
程度上更体现出中国的进步。

总体而言，中国是在新形势
下试图更有效合理地利用外资。

随着中国加入WTO协议的实
施，内外资趋向享受相同的国民
待遇，很多领域外资不再享有超
国民待遇，在投资、税收等领域内
有形或无形的优惠政策都在拆
除，或逐渐变小。

不会有救世主，也不再有免
费的午餐，跨国公司现在必须真
正回到从成本、从市场本身出发
的原点，按照公司的基本运行规
则行事。

此消彼长。
竞争对手的变化，以及本土

化过程中内部秩序的改变，都重
构着外企的外部与内部环境。这
种改变——— 用阿尔温·托夫勒的
话来说，是一种“加速度变革”。托
夫勒在32年前出版的《未来的冲
击》一书中，为今天在中国的跨国
公司给出最贴切的心情写照：“因
在太短的时间里试图应付太多的
变革而使人感到困惑不安。”

事实上，中国发展速度之快，
令大多数外企不能适应。大多数
企业是在中国经济规模低于2万亿
美元的时候，于中国建立的地区
总部。

“对于跨国公司自身而言，它
必须修正自己既往对于中国市场
理解上的偏差。”毕博管理咨询公
司董事总经理施能自说。

跨国公司最大的敌

人，是他们自己

尽管存在着本土厂商实力上
升的竞争威胁，也存在着对于中
国市场一定程度上的误读，但跨
国公司最大的敌人，事实上却是
他们自己。

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冼国明教授表示，尽管一些有实
力的跨国公司目前的市场份额和
产品占有率依然排在前列，但如
果不及时调整市场策略，根除一
些潜在的市场隐患，他们将遭遇
在中国的滑铁卢。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在跨国

公司进入中国十余年后，笼罩在
它身上的神秘光环早已不再，一
些跨国公司管理人员膨胀过速，
甚至患上了中国国营企业才有的

“大企业病”，比如诺基亚，它错过
了安卓，又错过了3G，人浮于事的
现象严重。

不独是宝洁，也不光是思科、
大众、索尼……越来越多的在华
跨国公司不得不重新定义中国市
场，中国的市场竞争者。这些曾经
在中国市场孤独求败的先行者，
曾经的游戏规则制订者们，现在
必须重新调整市场策略，甚至必
须考虑制定全新的游戏规则。

棱镜事件，成为外企

与中国政府关系的分水

岭

“棱镜门”数据泄密事件、国内
IT领域“去IOE运动”、华为和中兴
在美国屡受调查案例……近两年
的IT领域充斥了浓厚的非商业色
彩。对IT巨头的调查，更具国家安
全价值。后“棱镜门”时代的反垄断
调查，深深地烙上了网络安全保
卫战印记。

棱镜门事件唤醒了中国的信
息安全意识。出于国家网络安全
的顶层设计，去年底，国安委正式
成立，此后，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领导小组成立。这两个部门均
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挂帅，彰
显出中国对于加强网络安全的决
心。

这也是对美国施加的一层压
力。微软这件事后，更加昭示国家
将对这些跨国公司在华的违法违
纪行为，进行更为全面和严厉的
打击。

微软也好，谷歌也好，无论多
牛，无论曾经有什么样的政府关
系，如果侵害到中国的国家利益，
那一定是要付出代价的。

高通服软、宝马服软，戴尔的
态度也变了。中国逐渐强大的综
合国力和庞大市场，决定了它的
话语权正在扩大，正在寻求和欧
盟、美国等强势经济体的同等地
位。中国为什么不能向这些跨国
巨头说“不”呢，以国际通行的准
则，以法律的手段？

不需要过度解读这场将跨国
巨头请下神坛的行动。对外来资
本而言，越是经营环境趋于宽松，
越应该尊重中国法律而不是破
坏、挑战中国法律体系，这是有战
略眼光的企业应该画下的红线；
对国人而言，如何改善市场环境，
完善法律制度，让不法寻租不敢
越界，也是亟待破解的课题。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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