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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旧事又引发了关于华为企业文化

的争议，前华为副总裁李玉琢在回忆自己当

年向任正非提出辞职申请时的一些细节，对

华为文化提出了批评。看起来是围绕任正

非本人的争议，其实是通过对生活意义、人

生价值的终极思考，探索中国企业突围的路

径。

李玉琢“生活更重要”的说法很对大众口

味，任正非的“事业为重”的坚持也完全可以

理解。人各有志，工作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不

能把它们完全割裂开来，更不能用后者来否

定前者。以工作、事业为重，还是以家庭、生

活为重，本身是没有对错之分，谁不想日子过

得舒坦点，任正非这么拼命又是为谁辛苦为

谁忙，可是如果这种舒服不能换来未来，就一

点意义都没有。

对任正非而言，财富早已经变成一堆没

有意义的数字，但对华为而言，百年老店是它

永恒的追求。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就能感

受到华为的狼性文化有更丰富的时代内涵。

所以，与其去苛责华为，不如多问问为什么华

为这样的企业，会选择这么一条道路。

不止华为，对拼搏精神的鼓励同样也是

中国制造业的底色。在方方面面都离世界先

进国家还有不小差距的情况下，不比拼搏精

神比什么？

华为的狼性文化跟中国教育的狼性文化

本质上一致，都是通过后天的努力来弥补先

天的不足。这让每一家像华为这样的企业的

崛起总是充满悲壮的色彩。

11 月 19 日，一条“华为碾压高通，拿下

5G 时代”的新闻一度让国人沸腾，事后证明

这是个大乌龙。华为拿下的只是其中一块，

5G 标准最大的赢家仍然是高通。华为又一

次铩羽而归，让人扼腕叹息，拼搏如华为、庞

大如华为、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尚且如此，遑

论别的中国企业。科学精神冒险精神，对教

育的高度重视，对创新的极度推崇，对知识产

权的严格保护，是伟大企业诞生的必备土壤，

也是维系它强大竞争力的源动力。

拼搏精神永远也不会落伍，但中国制造

业需要找到新的方向。据波士顿咨询公司

2013 年的研究报告，当时在美国制造商品的

平均成本只比在中国高5%。2015年，在美国

低成本地区生产已经变得和在中国生产一样

经济划算。更令人震惊的是，到 2018 年，美

国制造的成本将比中国便宜2-3%，一些制造

业已经开始向美国回流。

现实很残酷，必须闯出另外一条路，必须

摆脱对传统路径的依赖。而对社会而言，华

为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要让更多的企业

摆脱对狼性文化的钟爱，需要社会环境的支

撑，这种变革恐怕不是华为一家能做到的，我

们不能将社会的责任全推给企业。

离什么，华为都不敢离了拼搏

这个代价换回一件乾隆玉玺的

回归，对于藏家来说，是值得的，

但如果把这个代价视作中国社

会财富的支出，却是不值得的，

这正是吃瓜群众不开心的原因

所在。

一件流失海外的乾隆玉玺，在法国的一

场拍卖会上，被一位匿名的中国买家以 2100

万欧元拍下。最后的成交价，竟超过了预先

估价的20倍。

虽然相当于人民币1.5亿元的这件拍品，

虽然中国网友也没花一分钱，但中国藏家抱

得玉玺归的结果，却似乎没能让太多的中国

人觉得开心。

吃瓜群众既没有扬眉吐气的感受，也没

有国宝归来的荣耀感，反而平添了许多郁闷。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多达上千万件文

物流失国外。1.5亿元拍回来的，不过是千万

分之一。但它们本就姓“中”，而今藏家反以

竞拍的方式收回，中国人不开心是应该的。

即便有钱任性的中国买家，在国外拍卖

场上，咬咬牙抱几件回来，国人现在也不再把

它当成爱国的举动了。这些年，中国的收藏

机构，在文物回归方面花了难以计数的钱，生

意的意义大于回归的意义，这跟爱国和荣耀

很难挂得上钩。现在，国人面临的尴尬是，虽

然有至少三部国际性的文物保护法律可以成

为我国跨国追讨文物的依据，但成功之难，难

于上青天。因为欧美许多国家，都没在这些

公约上签字。三个与文物追溯的国际法律文

本，都是在上世纪中叶以后制订的，它有一个

规矩就是“法不溯及既往”，这对中国来说是

非常吃亏的。

这次乾隆玉玺拍卖，是否有多家中国收

藏机构参与，外界不得而知。但竞争之激烈

可想而知。它直接把乾隆玉玺的身份提到了

一个离谱的价格，将来它回到原文物单位的

可能性，也随之变得非常小。

如今，这个藏家手上，1.5 亿元已经是起

步价。这个代价换回一件乾隆玉玺的回归，

对于藏家来说，是值得的，但如果把这个代价

视作中国社会财富的支出，却是不值得的，这

正是吃瓜群众不开心的原因所在。

中国追讨文物，未来可能有很长的路

要走。需要走国际社会相关法律的完善之

路、健全之路，此中包括了与很多国家一对

一的文物追溯谈判，构建双方都能接受的

回旋余地。韩国在追讨 1866 年流失至法

国的一批珍贵古籍，与法国达成的所有权

归法国、保管权归韩国，就是一个值得借鉴

的范例。

追讨中国以千万计的文物，更是需要中

国综合实力的整体提升。当国家强大了，在

国际法则的制订完善过程中话语权够重了，

中国文物追讨，才能把理直气壮的声音，变成

占据主导的规则。否则，砸多少钱，都讨不回

国人的欢喜。

天价拍回乾隆玉玺，网友不开心有道理

不止华为，对拼搏精神的鼓励

同样也是中国制造业的底色。

在科学、教育、人才、创新、社会

治理模式都离世界先进国家

还有不小差距的情况下，不比

拼搏精神比什么？

反电信诈骗没有多少捷径可走，

“妙招”有被破解的风险。要真

正治理电信诈骗，只能扎扎实实

地把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等基本

功做好，从源头遏制违法犯罪。

据媒体报道，浙江温州永嘉县公安局桥

头派出所近日接到当地一家纽扣店老板报

案，称其收到客户 7800 元转账单后将货发

走，但转账金额迟迟未到账。他询问银行客

服得知，骗子利用 ATM 转账新规将汇款撤

销了。相关部门规定，银行 ATM 向非同名

账户转账的资金 24 小时后到账，本意是为了

给电信诈骗受害者一个觉醒和挽回损失的时

间窗口，而这一反诈骗“妙招”竟成了骗子的

新套路，堪称讽刺。

类似的诈骗案例已在全国发生多起，形

式不一。有的不法分子趁受害人在 ATM 机

取钱，上前请求帮助，谎称银行卡取现额度已

用完，可以通过 ATM 机转账给受害人，再收

取同等金额的现金。拿到现金后，骗子就会

前往银行柜台撤销转账。还有不法分子在网

络上实施诈骗，在网络交易中谎称买家，要求

ATM 机转账，并发来 ATM 机的转账凭证截

图，卖家发货后却发现转账已撤销⋯⋯这些

事情说明，不法分子的“学习能力”很强，他们

随时关注反诈骗的新措施，然后有针对性地

设计应对手段，以致于出现了“部分民众还不

知道 ATM 转账可取消这一新规来保护自

己，骗子却先学会用这个办法来实施新诈骗”

的一幕。

这是一场错位的“知识竞赛”——骗子有

组织、有利益、有动机，“学习”意愿自然强。

而普通民众一般不会主动学习反诈骗技巧，

只有在身边出现受骗案例或者诈骗新花样被

媒体报道之后，才会“长心眼”。但这个时候，

骗子的“话术”往往又更新了版本。

当然，虽然有一些令人感到尴尬的案例，

我们现在也不能就此断定，“ATM 转账 24 小

时后到账”政策是失败的。

据新华网报道，ATM 新规实施以来，全

国多地金融机构成功堵截数百起涉嫌诈骗案

件。据不完全统计，12月1日~7日，全国堵截

涉嫌电信诈骗案件 367 起，因涉嫌诈骗撤销

ATM 转账 175 笔，涉及金额 189 万元。只要

骗子钻漏洞造成的破坏小于该政策挽回的损

失，政策似乎就是成功的。问题在于，双方接

下来的博弈将如何发展。

警方提醒，新规实施后，不能简单以汇款

短信、转账成功截图或纸质凭证作为汇款成

功的依据，必须以资金实际到账为准。但普

及这项“新常识”是需要时间的。

更让人忧心的是，不法分子如果在全民

认识到如何利用新规保护之前，发展出更高

效的诈骗手段，新规的好处或将就此被抵

消。

事实证明，反电信诈骗没有多少捷径可

走，“妙招”有被破解的风险。要真正治理电

信诈骗，只能扎扎实实地把保护公民个人信

息等基本功做好，从源头遏制违法犯罪。

反诈骗妙招不能帮助骗子“练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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