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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联想和倪光南院士的故事

学习联想的企业文化，了解联想的发展历史，这当中绕不过的就

是倪光南院士和联想之间的风风雨雨。

今年 4月 16 日，美国商务部针对中兴公布"封杀令"，将禁止美

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 7年，直到 2025

年 3月 13 日。

一个年营收上千亿的跨国企业，因为缺乏部分核心技术，在别人

掐脖子的时候，瞬间生死未卜。

美国封杀中兴，让我们感到“缺芯”之痛。

有人又把当年柳传志与倪光南之争搬了出来。

从 1995 年开始，倪光南院士就呼吁中国应该自主研发自己的芯

片和操作系统，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和以后科技产业的持续发

展。

但是由于倪光南院士的理念与当时联想公司的战略有分歧，被赶

出董事会，倪光南也就离开了联想。

当初的联想如果走倪光南的道路，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华为？

当然这只是一个伪命题。人生本没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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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讲一下联想的历史，1984 年，柳传志带领的 10名中国计算机

科技人员认识到了 PC必将改变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怀揣着 20万元人

民币（2.5 万美元）的启动资金以及将研发成果转化为成功产品的坚

定决心，这 11名科研人员在北京一处租来的传达室中开始创业，年

轻的公司命名为“联想。

柳传志用“三顾茅庐”的真诚，邀请当时已是中国计算机行业顶

级专家的倪光南走出“象牙塔”。倪光南应邀于当年 12月出任公司总

工程师，将联想式汉卡的全部技术都带入了公司。

1994 年，联想的股票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而另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是，10岁的联想，销售额已经超过了

长城，北大方正，浪潮，四通等竞争对手，成为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公

司。

双喜临门，公司上下沉浸在一片兴奋和自豪的氛围中，公司创始

人柳传志和几个公司高管却是忧心忡忡。此时一场计算机产业的“黑

色风暴”席卷欧美，数以百计的电脑厂商不是倒闭就是亏损。就连联

想一直仰望的业界泰斗 IBM 也不能幸免，最终，它裁减了 4万人，才

勉强维持住不到 1%的利润率，而康柏的总裁也因为股价大跌 70%被迫

辞职。



3

在此时的联想也遇到了瓶颈，公司需要面临变革，柳传志提出“贸

工技“即“贸易”“制造”“技术”的发展优先次序。而担任技术工程

师的倪光南提出的优先发展顺序截然相反，”技工贸“的优先次序。

最终，在中科院的支持下，1995 年 6月 30 日，联想董事会同意免去

倪光南同志联想集团公司总工程师职务。

后来的媒体把这次事件解读为柳倪之争，即市场派与技术派之

争。最终市场派胜出。而作为这场战争的“出局者”，倪光南到现在

依然坚持“中国应该坚持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想法。

在当时的环境下，柳传志看来，联想的实力无法匹配“中国芯”

工程的需求，出于工业基础、技术储备、资本实力等方面的欠缺，中

国公司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改变国际电脑行业格局。其实我们在回过头

下，倪光南于 1992 年立项研发联想程控交换机。1994 年 7月，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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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华为同时取得了入网证。随着倪光南的退出，联想灭掉程控交换机

事业部，也就错过了 ICT 融合的战略时机，而当时起步比联想晚得多，

规模不如联想程控交换机事业部的华为，现在已将联想远远地甩在身

后，成为中国高技术公司的典范，称雄国际市场。

如果早在 1994 年倪光南筹划的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公司能够顺利

组建起来的话，凭借联想、复旦等的“产学研相结合”，在国内几乎

还没有竞争对手。联想也不会遇到现在这种这种没有技术可言的瓶

颈，只能靠并购来壮大自己，慢慢的把自己沦为了一个大的组装车间，

反观现在的华为，在当时的环境下，确实在业绩各方面都没有联想好

看，但是在现在这种市场成熟的情况下，还是技术是核心竞争力。技

术握在手，哪里都好走。

“截至 2017 年联想 VS 华为营收规模变化”、“2017 年联想 VS

华为业绩对比”这两张图能够说明很多的问题。谢谢大家！

截至 2017 年联想 VS 华为营收规模变化

2017 年联想 VS 华为业绩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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