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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刊

2013 年初，联想发布 2012-2013 财年第三季度财报
显示，联想在所有区域市场的表现均超越大市，营业额、除
税前溢利及盈利都刷新了历史纪录。集团总营业额达 94
亿美元，年比上升 12%。在全球 IT 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
下，这份财报来之不易。在这背后，联想是如何对企业自身
进行整合，如何看待当前的全球 IT 市场走势并确定企业战
略布局？本报记者日前就相关问题采访了联想集团副总
裁、中国区总裁陈旭东。

成功方程式确保持久动力

“我们的个人电脑销量达到 1410 万台的新高，同比增
速超出大市 15.7 个百分点。全球市场份额达到 15.9%。”采
访从联想的这份财报开始，陈旭东对此显然稔熟于心，一串
串数字脱口而出，“我们的利润水平也达到了历史新高。税
前利润率同比提升 0.3 个百分点，达到 2.6%。更值得一提
的是，我们的净利润同比提升了 34%，创纪录地达到 2.05
亿美元。”

陈旭东表示，在所有区域、所有客户细分领域、所有产
品类别上，联想的增长都超越大市，市场份额已经在 37 个
国家突破双位数。全球最大的 7 个个人电脑市场中，联想
已经在其中的 5 个成功登顶。“空前的利润水平和市场份额
都在有力地证明：尽管我们所处的经济环境和行业环境充
满了挑战，但我们仍然在全球实现了均衡的增长”。

陈旭东表示，无论是强劲的增长、创纪录的利润，还是新
业务的快速拓展，都得益于联想的成功方程式，即：清晰的战
略、创新的产品、高效的业务模式和多元化的团队文化。他
特别提到，联想的“保卫加进攻”的战略在这个季度得到了回
报。“‘保卫’指的是中国的业务，这也是联想赖以起家的基
础。”陈旭东告诉记者，“‘进攻’则是指联想着力拓展全球的
中国以外的新兴市场、成熟市场的交易型业务以及移动互联
三部分业务，这三个新业务在公司整体营业额中的占比第一
次达到了 50%。”陈旭东表示，联想今后将继续执行“保卫加
进攻”的双拳战略，推动公司业绩的增长和健康发展。

重组结构发挥整合优势

2013 年初，联想宣布了新一轮的结构重组，公司业务
分拆成 Lenovo 业务集团和 Think 业务集团，新的架构将
从新财政年度的 4月 1日起运营。

对此，陈旭东表示，此举是为了更好地提升端到端的效
率，确保战略的执行。“联想原来采用的组织结构是在业务
规模远远小于今天的情况下建立的，当时联想在中国以外
只有商用电脑这一项业务，而今天联想已经是多业务齐头
并进”，陈旭东表示，除商用个人电脑外，联想有全球领先的
消费个人电脑业务、飞速成长的移动互联业务，服务器和存
储业务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今后还有更高的目标。

陈旭东告诉记者，联想不同的业务需要不同的业务模
式，“像在消费业务、交易型业务中取胜靠的是速度和效
率。而企业级、关系型业务靠的是更高的品质和定制化服
务，因此两者都需要在各自端到端的服务内进行业务模式
的优化”，为此联想成立了 Lenovo 业务集团和 Think 业务
集团，新的组织架构将后端产品开发、上市到促销和日常的
运营都完整联动起来，以此提升联想业务运作的速度和效
率，缩短产品开发周期，加快产品上市速度，更好地推动业
务的发展。

不仅如此，新的组织架构也透露了联想意图推动在高
端市场的拓展，陈旭东表示，“Think 品牌在企业级和高端
商用市场已经拥有了很强的竞争优势，在新的架构下我们
将更好地发挥整合创新的优势，把 Think 品牌同样应用到
消费市场，实现在高端领域的领先地位。”

瞄准个人电脑之外的更大市场

在谈到全球 IT 市场的走势时，陈旭东表示，联想坚信
个人电脑（PC）不会消亡。“很早以前，外界就不看好台式电
脑，但是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联想的台式电脑业务依然在
增长，并且取得了很好的利润。”陈旭东同时指出，传统的
PC 会不断地演化、演变、进化。如联想笔记本电脑从传统

的形态转化成 Yoga 这种可变换的形态，再如过去的台式
电脑从分体的变成一体机，“PC 还是在不断地进步的，还有
很大的创新空间和市场”。

陈旭东表示，联想也认识到，随着业务的高速增长，联
想的移动互联业务在公司整体营业额中所占的比重持续提
升，手机业务表现强劲，“从 PC 到 PC+是一个必然的趋
势。”陈旭东告诉记者，联想已经为 PC+业务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在这个飞速发展的领域实现了迅猛的增长。上个季
度 IDC 第一次公布了针对智能终端设备的统计数据，包括
了传统的 PC 以及新兴的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在这个综
合的领域联想紧随苹果和三星，位居全球第三。这意味着
联想已经在 PC+的领域成功地卡好了位，有了良好的开
端，更意味着联想在个人电脑之外有了更高的目标和更大
的舞台。“创新已经成为我们的基因，有了它，我们有信心在
PC和 PC+领域实现更多的突破”。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电脑以及家电产业一

直在“贸易”、“制造”与“技术”的发展优先次序上摇

摆徘徊。“贸工技”和“工贸技”成了中关村所有公司

成长的两大模式：靠贸易或引进生产线起家，从而获

得制造能力并取得市场成功，最后再寻求技术突

破。核心技术无疑就成了民族企业在世界市场竞争

中最薄弱的环节。

联想在成都的西部产业基地，从规划之初就跳

出了传统发展模式的窠臼，将研发、制造、销售等全

价值链统一布局。成都，对于联想来说，未来不仅仅

是依土地和劳动力优势发展起来的制造中心，更是

其在全球举足轻重的研发基地。

采访成行前，记者不禁疑惑，深居西部内陆的成

都何以堪当如此重任？随着采访进行，记者逐渐找

到了答案。

联想在成都的研发发力并非一日之功，首先

源于自身技术的积累和突破。2003 年，成立之初

的联想研究院成都分院就开始与深圳分院配合研

究加密技术。2004 年，成功收购被视为“美国科技

实力象征”的 IBM 个人电脑业务后，联想在技术

和 研 发 上 有 了 重 大 突 破 。 2011 年 12 月 ，在 联 想

（西部）产业基地工厂投产暨研发中心落成之际，

确立除了研究 PC 及设备相关的架构技术，这里还

是联想“云计算和云计算平台”、“社交应用平台

及其支付平台”的研发中心。联想西部研发中心，

一举成为继北京、上海、深圳后的第四个国内重点

研发基地。未来这里还将成为联想移动互联网全

球重要的研发中心：进行移动互联网服务及应用、

移动互联网服务平台、高可靠技术、移动互联设备

等研发。

联想选择在成都进行全价值链开发，也是因为

成都的科技和人才资源优势十分凸显。成都拥有完

整的电子信息和 IT 产业链,集成电路产业、光电显

示产业、计算机制造产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物

联网产业、云服务产业等环环相扣,包括中国互联网

巨头腾讯、新浪、网易、阿里巴巴都先后在成都布

局。同时，成都密集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也能够给这

些科技产业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和“智力”支持。《四

川省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更是

提出，建设西部最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密集区、国家重

要的科技自主创新型区域和科技创新产业化基地，

到 2020 年将重点打造 100 个科技创新人才基地，支

持 200个科技创新团队。

联想选择在成都“制造”和“智”造并举，更是借

助这里的 PC 产业集聚，实现全球布局，并与成都

互利双赢。全球领先的机箱、显示器等主要零部件

供应商接踵而至，ODM 厂商如仁宝、纬创等纷纷

在成都进行投资建设。惠普、宏碁、戴尔⋯⋯电脑

产业的全球头几号种子选手们都在成都云集，并陆

续设立研发中心。反过来，这些全球性企业都将进

一步加速成都乃至西部地区融入全球高科技产业

版图的进程，使得成都的 PC 产业有更加强大的全

球辐射力。

1984 年在中关村创立的联想，明年就将迎来 30

周年庆典。虽身处“IT 产业的十字路口”的时代，但

联想正沿着 CEO 杨元庆所言的“自主创新和效率齐

头并进”理念前行，凭借自身在核心技术领域的突

破，在全球化竞争中显得愈发坚定从容。

联想的成都

“智”造
□ 周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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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知道当今世界发展最快的是哪个城市吗？就是
成都！”刚走进联想成都公司位于科华北路的办公楼，四川
大区总经理袁树新抢先向记者发问，随即发出自豪的笑
声。言谈中，袁树新满怀自信地告诉记者“联想成都第一个
财年产销 150 万台 PC 的计划已经顺利兑现。今年要实现
翻番，即年产 300万台的目标”。

“签约一年实现投产”

从签署投资协议到签订施工合同再到第一台产品下
线，前后不过一年时间。在袁树新的办公室里，他向记者回
顾了联想西部产业基地堪称“飞速”的发展历程。

谈起为何在成都建立产业基地，袁树新表示“联想一直
对西部市场非常重视”，这是出于对西部市场的持续看好。
袁树新告诉记者，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将使
中国经济的重心逐渐向西部转移，同时西部人口数量庞大，
经济加速增长，对联想意味着巨大的市场空间。早在上世
纪 60 年代的“三线建设”中，四川省和成都市就打下了良好
的工业底子。现如今，成都着力建设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
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等基地，在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
产业方面的优势可谓得天独厚。

袁树新告诉记者，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在接洽中感受到
成都市政府是在真心实意地帮助联想发展。“除提供投资便
利、出台相关政策外，在配合项目上政府部门能够注意及时
了解企业的需求。从签约到建成投产的整个过程中，比如
提供土地、平整土地、建设支持，当地政府都能快速作出反
应。”袁树新表示，当地政府的“真诚”和“效率”让他印象深
刻。他回忆，联想与成都市政府签约时，就提出要一年建成
投产。“一年时间建成现代化的制造业基地是很难的事情，
但是成都做到了，这非常了不起！”2011 年 12 月 19 日，随着
第一台联想成都造产品下线，联想（西部）产业基地工厂暨
研发中心也正式宣告成立。

“全球布局的必然选择”

联想中国此前的基地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和珠江三
角洲等东部沿海地区，在西部城市成都设厂常被外界解读
为化解劳动力成本压力的无奈之举。袁树新并不认同这种
观点。他强调，联想在成都不仅仅是简单的生产或销售。

“研发、生产制造、采购供应、销售运营，所有价值链环节在
成都基地都有承载。”袁树新告诉记者，联想在成都的发展
是按照布局最优原则来设计的完整产业链的区域中心。

目前联想在成都有三大生产办公场所，承担不同职能：
成都郫县的产业基地以生产制造为主；高新南区的天府软
件园里有研发基地；而采访地所在的科华北路力宝大厦则
是销售运营平台。

袁树新表示，联想集团还特别看好成都的科技研发潜力。
他和记者分析起联想的全球三大研发中心布局：美国罗利有成
熟的研发流程、规范的设计理念；日本大和的创新笔记本机器
化研发能力突出；中国北京则是侧重系统资源和创新设计的整
合。他表示，成都的科技人才优势明显，并且集聚了世界主要
IT和制造业企业，因此成都的研发功能定位为建设面向移动互
联、应用软件的研发基地，目前研发队伍已有近500人。

“原来一台电脑，从北京运到成都要5天时间，现在从成
都基地只要半天就可送到客户手中。”袁树新说，联想在成都
的布局，已经初见成效。公司2012年在四川当地市场的份额
增长了 5 个百分点，是联想全国市场份额提升最快的省份。
要知道，联想主要竞争企业在四川的市场份额在7%至9%之
间，5个百分点的增长几乎是甩掉一个对手的巨大成绩。

“我们是结合成都的优势和联想全球化布局的需要，选
择在成都建设基地。”袁树新语气笃定地告诉记者，联想成
都公司的国内供货区域包括四川、重庆、西藏、青海、贵州、
云南、甘肃、陕西、宁夏等西部 9 省区市，全球供货区域将借
助泛亚欧大陆桥，辐射中亚、中东欧、俄罗斯等。

“从PC走向PC+时代”

近日市场公布的一组数据令人关注：市场调研公司IDC
报告显示，2012 年第四季度，全球 PC 的出货量为 8980 万
台，同比下滑6.4%，为五年来首次下降。而联想1月30日发
布的2012/13财年第三季度业绩则显示，笔记本电脑和台式
电脑业务继续增长，营收占总营业额的82%，PC仍然是联想
的绝对主业。

在PC市场日渐饱和的时代，联想的主业和营收模式不免
受到分析人士的质疑和担忧。对此，袁树新显然有心理准备，
他接过记者的话茬：“元庆曾说过这样一句话：PC行业对于没准
备的人来说是夕阳，对于有准备的人来说那可能就是朝阳。联
想就是有准备的，我们未来会在PC+上有大量的创新和投入。”

袁树新解释，所谓 PC+，就是基于 PC 发展出来的产
品，比如说电脑、电视、平板（电脑）、手机。这四种东西虽然
有不同应用，但有共同的特点，都有内核，都可以互联互通，
还可以形成互动，所以联想定义未来的 PC+为“四屏一云”。

联想近年来在PC+业务上做了诸多的投资和探索。今年
1月，在美国举办的2013国际消费电子展上，联想集团40余款
参展新品一举囊括44项创新奖。其中，全球首款多人平面交互
产品——“智能桌面”Idea Centre Horizon更是独得13项大
奖，并夺得“年度最佳产品”这一最高奖。该款产品“多用户、多
点触控、多模式”的技术特点，改变了传统PC的使用方式，将单
个用户的体验转变成多人互动。同时，联想在智能手机、智能
电视方面也进行了突破性尝试。其中智能手机领域表现抢眼，
截至2012年12月，联想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已突破14.2%。

“作为人类重要信息平台和科学计算存储工具，PC不可
能消失，只是形态会发生演变。”袁树新向记者谈及联想对未
来PC产业的判断，“传统PC难以适应社会需求和信息化发展
需求，未来真正能引领和满足需求的就是联想定义的 PC+，
而成都基地将在 PC+战略中担当重任！”

联想联想：：选择成都选择成都 布局全球布局全球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周周 剑剑 徐惠喜徐惠喜

编者按 作为一家在全

球拥有 2.7万名员工，营业额

达3000亿美元，客户遍布160

多个国家的科技产品公司，联

想在中国西部城市成都设立

的产业基地发展状况自然备

受行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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