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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念有余】

公司的经营规模足够

大， 侵犯的利益才够

多， 这样的公司才够

格成为专利战对象。

【南腔晋调】

梁山一开始就建立

了完善的制度，安排

朱贵在山下开酒店，

作为人才招揽基地。

保安之死

木木

“

看门狗

”

这个词

，

本就无所谓好

、

无所谓坏

，

不过客观描述了狗这种动

物中的一类罢了

。

但是

，

若以其加诸某

些人的脑袋上去

，

或许马上就有出问

题的可能

。

当然

，

在这个世界上

，

是很有一些

国家的国民

，

对狗怀了极大的偏心的

，

偏心的年代久远了

，

甚而形成了文化

。

据说

，

在欧美就很有那么一种人以拥

有某某

“

看门狗

”

的身份而骄傲

。

但在中国就不同

。

中国人的字典

里

，

狗这种动物似乎总与卑下

、

龌龊

、

肮脏

、

凶残等恶劣品质有着千丝万缕

、

剪也剪不断的联系

。

因此

，“

看门狗

”

在

中国人的眼里

，

就绝成不了什么好词

儿

———

别管看的是谁的门

。

以此骂人

，

不但足够恶毒

，

而且骂人者的身份马

上就能飞到云端去

；

被人骂此

，

就足够

屈辱

，

仿佛脑袋马上就被踹到烂泥里

，

再被踏上一万只脚而永世难得翻身

。

虽然西风炽盛多年

，

而且爱狗人

士在当今似乎也渐得汹汹之势

，

但让

人遗憾的是

，

狗的名誉度似乎并未因

此沾光而有所改善

，

仍要远逊于别国

的

“

亲戚

”

们

；

即使那些对这种动物怀

了至诚至爱之情的人士

，

如果

“

有幸

”

被人以

“

某某狗

”

或

“

狗某某

”

之类的

“

尊号

”

招待

，

估计也绝难兴高采烈得

起来

———

自己怀里的狗可以人格化

，

而自己是绝不容被狗格化的

。

这就是

文化的力量

，

一点儿办法也没有的

。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

那位希望

违规行为得到通融

，

却被遵章守制的

保安死命拦住而难进寸步的教育厅的

女干部

，

恼羞成怒之际

，

习惯成自然地

祭出

“

看门狗

”

的法宝

，

以期通过对保

安的人格打击而取得最终的精神上的

胜利

，

也就不难理解了

。

在这些总是习

惯性地把别人看成

“

狗某某

”

或

“

某某

狗

”

的人士的潜意识里

，

生活在这个世

界里的人

，

显然是有尊卑贵贱之别的

，

而且对尊贵者的颐指气使

，

卑贱者只

有唯唯诺诺

、

俯首遵命的道理

，

怎么能

拦在前面指手画脚地跟自己理论呢

？

也难怪这位女士生气

。

但让我等

“

围观者

”

诧异的是

，

女

干部祭出的

“

法宝

”

居然如此要命

，

一

击即中

，

保安竟然愤激而逝

。

在为保安

痛惜

、

为其家人难过

、

为他们这个群体

哀伤的同时

，

眼前竟也闪现了一抹温

暖的亮色

，

心底亦由此生发出一丝让

人振奋的希望

。

希望何来呢

？

即使生活

在这个社会的最底层

，

即使终日要为

自己和家人的生存而奔波

，

即使不断

为各种各样的眼光和琐事而烦扰

，

但

他们的心中仍小心守护着最可宝贵的

人的尊严

。

这就是希望所在

———

自己

的

、

社会的

；

只要坚守于此

，

就一定能

免于宿命的轮回和堕落

。

帝王将相虽然早就被扫进了历史

的垃圾堆

，

但其遗毒显然很难肃清

，

一

遇合适的气候

，

马上就会借尸还魂

、

跳

起来诈尸吓唬人

。

那位在保安面前趾

高气扬的女干部

，

其莫名其妙的优越

感

，

大约就是这股遗毒在作祟

。

不知这

位女干部遇到自己的厅长

，

是不是还

能拿得出一往无前

、

横扫一切的勇气

？

估计不会

。

本着经验揣度

，

越是对贫贱

者无礼的人

，

在富贵者面前

，

就越是一

副奴才相

。

保安虽然被那个女干部气死了

，

但他的尊严还活着

；

而只要人的尊严

不死

，

这个社会就有希望

，

未来就有希

望

。

从这个角度看

，

保安悲烈之死

，

就

比苟且

、

麻木

、

无意识地活着要有价值

得多

，

也远比那位

“

懊恼

”

着的女干部

的生存有价值得多

。

不过

，

现实有时候也难免令人气

馁

：“

少爷

”、“

老爷

”、“

奴才

”、“

马仔

”

不

时地蹦到你的面前龇牙咧嘴

，

总会让

人不禁后背一阵阵地冒出森森冷气

。

可见肃清遗毒的历史任务远未完成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梁山求才有一手

晋东南

人才

，

在

《

水浒传

》

里有个专有名

词

：

好汉

！

好汉就是人才

，

人才就是好

汉

，

没有好汉就没有梁山

。

能把一个人定位为好汉

，

是一种

境界和视野

，

这个见识不是谁都有的

。

第二回

《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

闹史家村

》

里

，

史家村的猎户李吉向史

进介绍少华山的三个头领

，

就不认为

他们是好汉

，

而称之为

“

强人

”。

后来见

了官府的捉拿文告

，

更跟着称呼为

“

三

个贼人

”。

李吉鼠目寸光

，

对

“

好汉

”

没

有认识

，

最后送掉了自己的性命

，

代价

是巨大的

。

梁山的人才政策起点很高

，

从王

伦时代就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

不要小

看这个王伦

，

在创立梁山以前就和柴

进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

当初不得志时

他和杜迁投奔柴进庄上

，

管吃管住临

走还带了银子走

，

因此和柴进结缘

，

他

们之间的关系很铁

，

用柴进的原话来

说

：

三位好汉亦与我交厚

，

常寄书信

来

。

柴进是个爱才的人

，

专门接待天下

往来的好汉

，

三五十个养在家里

。

他还

很注重宣传推广

，

把酒店老板也发展

成了联络员

，

这酒店老板也不含糊

，

居

然发现了林冲这样的超一流人才并介

绍到了柴进庄上

，

成为林冲上梁山的

前奏

。

柴进虽然爱才

，

但具有强烈的个

人色彩

，

没有制度化的策略

。

林冲初到

庄上

，

庄客说

：

若是大官人

（

柴进

）

在家

时

，

有酒食钱财与你

。

可见

，

没有柴进

发话拍板就没有了政策

。

柴进也没法

给好汉提供展示的舞台

，

充其量只能

让林冲和洪教头比个武

，

分个高低而

已

。

柴进说到底就一个中转站

，

其绰号

“

小旋风

”，

恰如其分

，

将不少人才刮到

了梁山上

。

梁山一开始就建立了完善的制

度

，

安排朱贵在山下开酒店

，

作为人才

招揽基地

。

还有配套政策

：

山寨中留下

分例酒食

，

但有好汉经过

，

必叫小弟接

待

。

除了吃

，

还免费安排住宿

。

林冲初

到梁山边界

，

就享受了这样的待遇

，

吃

了饭

，

睡到第二天五更才坐船上山

。

有

了这样的制度

，

即使有领头人王伦这

样心地褊狭从中作梗

，

也堵塞不了梁

山吸纳人才的窗口

。

“

分例酒食

”

制度贯穿了梁山起义

政权的始终

。《

水浒传

》

第三十五回

《

石

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

里

，

对影山吕方

、

清风寨花荣等九位好汉

上山时

，

朱贵照例放翻了两头黄牛

，

散

了分例酒食

。

这分例酒食只是前奏

，

还

要杀猪宰羊

，

继续管待九个好汉

。

上了

山之后

，

酒足饭饱

，

马上又

“

收拾了后

山房舍

，

叫搬老小家眷都安顿了

”，

真

是妥帖得很

，

如此安排

，

可见梁山对人

才之优待

。

到第五十八回

《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

时

，

王伦已作古多

年

，

他创立的

“

分例酒食

”

制度还在很

好地贯彻执行

。

白虎山的孔亮受杨志

委托去梁山搬救兵

，

来到催命判官李

立的酒店

，“

既是来寻宋头领

，

我这里

有分例

”，

李立马上安排火家奉上了分

例酒

。

孔亮还纳闷儿

：

素不相识

，

如何

见款

？

其后见到梁山三关雄壮

，

便赞道

“

不想做下这等大事业

”，

岂不知这正

是人才政策的威力

。

“

分例酒食

”

只是梁山人才战略中

很小的一个分支

，

还有前文已论述过

的住房安排

、

衣物保障等等配套政策

。

但小中见大

，

从中可以看出梁山人才

优待制度的延续性

，

不因人而废

，

而是

一以贯之

，

认真贯彻

，

这正是其不断壮

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

（

作者系深圳文化学者

）

【缘木求鱼】

保安虽然被那个女

干部气死了，但他的

尊严还活着；而只要

人的尊严不死，这个

社会就有希望。

李宁和它的对手们

周凯莉

犹如一堵危墙

，

李宁的颓势看起

来似乎泥沙俱下

。

近日

，

在公司内部苦

苦经营两年半的代理行政总裁金珍君

去职

，

李宁重新出山担任行政总裁

，

但

这一场本来声势浩大的

“

商鞅变法

”

已

从实质上宣告失败

。

李宁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

而

太多人知道

，

曾经的辉煌就像雾天里

转瞬而逝的阳光

，

夸大了灿烂

，

忽略

了时效

。

李宁的创业起点本就比一般

人高上许多

，

成功的运动员生涯

，

加

上在健力宝公司身为总经理助理的

职业经历

，

奠定了李宁公司对体育文

化的理解基础

。

在中国做商业

，

三大

要素无非是资金

、

产品设计和人脉经

营

，

而前者往往来自后两者

。

最初始

时

，

李宁邀请韩国设计师设计鞋款

，

良好的时尚造型

，

加速李宁成为国内

运动品牌的一枝独秀

，

后又利用李宁

在体育界的人脉优势

，

赞助全运会

，

攻占体操队

，

实现了强大的品牌营销

攻势

。

天时地利人和

，

李宁无往而不

利

，

使公司通过短短几年便在香港主

板实现了成功上市

。

粗略算来

，

1996

年至

2005

年算

是李宁的黄金时代

。

然而

，

顺风顺水的

运势往往导致膨胀而无力的好高骛

远

。

于是

，

李宁的定位出现了问题

，

它

不安于三四线城市的小打小闹

，

就像

带着高原红的山村姑娘

，

好不容易买

了一件当季的大牌新款

，

就急着登上

国际名媛的圆舞场

。

它急着向耐克

、

阿

迪达斯等国际品牌发出要约挑战

，

争

抢市场份额

，

很不幸运

，

挑战失败了

，

而李宁原先所领先的低端市场又被安

踏等国内品牌所占据

。

忙中出错

，

在战

略转移中

，

李宁又一心想要攻陷

90

后

的细分市场

，

却失去了原先

70

后

、

80

后的市场优势

。

不尽如人意但又耗资

巨大的扩张布局中

，

亦包括收购国外

品牌

lotto

，

但由于其在渠道开拓上开

局不利

，

导致品牌水土不服

，

至今不见

起色

，

甚至一度大规模关闭商铺

。

说到这儿

，

不得不提到李宁强大

的国内对手安踏

，

它和

361°

、

匹克同

为

“

晋江系

”

体育品牌的杰出代表

。

安

踏可谓是

“

屌丝经济学

”

的坚定践行

者

，

其主要的创始人之一丁世忠从一

开始走的便是和本人气质接近的草根

路线

。

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

，

安踏从模

仿起家

，

用便宜的材料学足耐克等国

际品牌的设计

，

俨然是中国城镇版本

的

“

快消时尚

”，

丁世忠雇佣了一批贴

身马仔

，

将安踏的鞋子放在北京动物

园

、

杭州四季青

、

武汉汉正街等批发市

场出售

。

安踏的野心并不止于此

。

或许是

眼光独到

，

丁世忠在

2001

年以绝对

“

物美价廉

”

的合约搞定当时还未到达

鼎盛时期的孔令辉

，

还以要价不高的

广告在

CCTV5

轮番轰炸

，

瞬间达到

品牌营销的最高值

，

疯狂的代理商

、

加

盟商蜂拥而至

。

不得不说

，

中国草根的生活智慧

是无穷的

。

至少

，

如今已平步胡润富豪

榜的丁世忠懂得

“

越努力越幸运

”

的基

本道理

。

安踏扎扎实实地立足国内三

四五线城市

，

并不吝花费巨大资本建

立起强大的生产线和供应链

。

2007

年

，

安踏已不再是福建晋江地区千百

家以生产服饰鞋帽为主的家族企业之

一

，

它在香港主板上市时融资高达

35.036

亿港元

，

创下中国本土品牌在

海外资本市场募资的最高纪录

。

但无论如何

，

和欧美相比

，

中国的

体育品牌更像一个发育不良的早产

儿

，

对于本土的文化缺乏足够的理解

和恰当的融入能力

。

老话说

，

逆水行舟

，

不进则退

，

这

一个时代类似于诺基亚倒台的意外之

事或将不可避免

。

在崇尚

zara

、

优衣库

等快消时尚品牌的大时代

，

体育品牌

，

特别是中国的体育品牌如何打破自身

的桎梏

，

战胜粗放的草根管理模式

，

将

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宏大选题

。

不过

，

也

无需太过担心

，

至少有不同领域的华

为

、

联想珠玉在前

，

对于李宁和它的对

手们来说

，

基本的道理依然是

“

国内

、

国际市场

，

两手抓

、

两手都要硬

”，

换言

之

，

这才是中国软文化攻破以西方为

中心的国际文化秩序的破山之斧

。

（

作者为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观察员

）

【庄周梦蝶】

和欧美相比， 中国的

体育品牌更像一个发

育不良的早产儿，对

于本土的文化缺乏足

够的理解和恰当的融

入能力。

专利诉讼是一种战略

余胜良

专利战是场战争

，

但不以法庭上

的胜负为输赢

，

它只是专利持有者达

成战略布局

、

实现经营目标的工具

。

那些认为侵权就会发生专利战的

看法是不准确的

，

持此观点者没有参

悟专利战的目的

，

也没有考虑专利战

的成本

。

中国有众多在国内并不知名手机

企业在海外顺风顺水

，

但是一旦做得

太大就可能有灭顶之灾

。

比如在印度

市场曾经风光无限的基伍

（

GFive

）

在

2010

年年底迎来诺基亚

、

爱立信的知

识产权诉讼

，

产品被扣留作为证据导

致出货量大减

，

该公司后来转头向国

内发展

。

这是因为

，

公司的经营规模足够

大

，

侵犯的利益才够多

，

这样的公司才

够格成为专利战对象

。

小公司大多不会成为专利战对

象

，

因为这些公司命运多舛

，

说不定哪

天就被自然淘汰

，

不劳专利大户亲自

动手

，

当然

，

专利大户认为大有前途的

小公司例外

。

这是因为专利战的成本不菲

，

例

如

2011

年华为诉讼美国

IDC

公司垄

断

，

2013

年广东省高院判定美国

IDC

公司构成垄断

，

赔偿华为公司

2000

万

元

。

这

2000

万元是华为在美国为应对

美国

IDC

所付出的法务成本

。

所以会有被诉讼拖死之说

，

一方

面是指诉讼成本高

，

另一方面拖入诉

讼可能会影响正常经营

。

专利战用于狙击对手的案例很

多

，

例如

HTC

因专利诉讼在欧洲市

场败退

。

当然专利战并不影响双方合

作

，

双方甚至可以一边打专利战

，

一边

继续知识产权交易

。

国际化倒逼中国人学会知识产权

游戏规则

，

而这种游戏主要还发生在

国际间

，

比如联想集团今年

1

月

30

日

宣布以

29

亿美元向谷歌收购摩托罗

拉移动业务

，

今年

3

月份又宣布向一

家美国公司收购价值

1

亿美元的专

利

。

这是联想集团在为国际化做准备

，

因为它势必要将手机销往国际市场

，

为此要先清扫道路

。

国人会觉得这成本太高

，

其实没

有考虑到专利大户支出成本更高

，

不

说研发

，

仅专利申请就是一笔不小支

出

，

大公司当然有能力和动力大量科

研

，

才能探索到未来之路

。

如果不战而屈人之兵

，

那就是上

算

，

古时战争不少

，

但战争威胁更多

，

大部分威胁其实是以一方妥协终结

。

有分析人士认为

，

最近中兴通讯

向小米发律师函

，

是为了狙击小米

，

因

为中兴通讯这几年手机业务并不尽如

人意

。

但这件事极有可能帮了华为的

忙

，

纵观国内手机市场

，

华为和小米是

两个最有前途的竞争对手

。

华为竞争意识一向特别强

，

目前

尚没资格成为苹果的对手

，

但和小米

较劲就绰绰有余

，

例如荣耀

3C

对准

红米

，

荣耀

6

则对准小米最新旗舰机

小米

4

。

一旦小米出了某款产品

，

华为

就针锋相对推出同档款

。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

华为依然

没有动用专利战

，

尽管华为是国内最

有资格发动专利战的

，

这当然是因为

司法环境不允许

。

国内不少明显抄袭

行为

，

闹到法院最后都以和解告终

，

或

者赔偿很少

，

还不如维持面子好看

。

国内公司在和国际公司打交道中

学到要重视研发

、

重视专利

，

手中握有

专利

，

在对方发起专利战时就可以交

换

，

没东西交换只能交钱

，

或者放弃市

场

。

但整体而言

，

中国公司的专利储备

还以防御为目的

，

很少能靠专利收钱

。

对公司而言

，

专利相当于会贬值

的存货

，

如何盘活

，

就在于让对手让步

或购买

，

这一点整个中国市场还没有

好好趟出一条路

。

国内手机通讯还没有打响过真正

的专利大战

，

一线知识产权律师是在

涉外诉讼中培养出来

，

这些人知道如

何和侵权者利益交换

，

如何达成和解

，

他们不会贸然发动诉讼

。

有人夸大了专利的影响

，

认为专

利决定一家公司成败

。

专利战只能作

为辅助战略使用

，

虽然这些措施在某

个时间点显得作用很大

，

但从长远看

，

决定一个公司胜负的

，

还是产品和创

意

，

是一个公司的综合运营能力

。

比如摩托罗拉和诺基亚的专利水

平国内没有公司能够媲美

，

但是现在

它们都已倒下

，

倒是不少一穷二白的

公司平地而起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