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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之争：事件是十年前的延续 

 华为中兴遭遇美国国会狙击，是思科十多年来系统游说和
运作的必然结果，是十年前思科起诉华为官司的延续。 

 十年来，华为与思科此消彼长，中国与美国高科技竞争力
的此消彼长，是这一事件最重要的背景。 

 10年前，思科以知识产权之名发动了针对华为的第一场战
争。那一战，狙击华为不成，反而助力华为完成国际化的
洗礼，开启了长达十年的全球崛起之路。 

 今天思科没有能力以技术和产品的创新进行公平竞争，也
无法以知识产权方面取得优势，只能借助政治手段。美国
企业利用政治，美国政客利用企业，这是当下的写照。 

 而今天，思科借助美国政客们以一种更拙劣的手段，再次
对华为发起强劲的狙击之战。那么，这次事件的台前幕后
就是谁是推手？谁是事件真正的受益者？以及事件所昭示
的内涵究竟有哪些？放在十年历程上看这场纷争，可以更
好预判未来十年趋势。 



华为中兴事件的思科之手 

 《华盛顿邮报》： “华为的美国竞争对手参与推动对其审查”，《华盛
顿邮报》11日以此为题报道称，一位熟悉思科销售战略的匿名人士透露， 
2011年9月思科曾在业界广泛散发7页文件名为“华为和国家安全”，文
中称，“对华为的恐惧正在全球散播，华为难以脱离其同中国人民解放
军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尽管其公开否认”。鼓动美企不要和华为合作。 

 “美国对华为的怀疑意味着思科和其他公司的机遇”，《华盛顿邮报》
称，国会山3个国会办公室的高级工作人员都证实，大量美国高科技公
司曾向国会游说，用思科公司文件一样的措辞，要求加强对华为的审查。  

 国会议员中有73位在华为的美国最直接竞争对手——思科集团(Cisco 
Systems)中拥有投资。记得今年四月当思科全球CEO钱伯斯被媒体问到
最担心哪一家企业时，钱伯斯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这个问题很简单，
25年前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最大竞争对手会来自中国，现在来看，就是
华为。”  

 全球知名行业媒体CNET将此次事件比喻为思科与华为、中兴的障碍赛，
并评论表示：“思科有可能成为调查背后的最大受益者，在过去长达十
年的交战中，思科往往在背后给华为抹黑。” 

 



十年前华为思科一战回顾 

 2003年1月23日，思科公司在美国指控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及其美国
分公司盗用部分思科的IOS(互联网操作系统)源代码，并应用在其
Quidway路由器和交换机的操作系统中，对思科专利形成至少5项侵权。
思科声称，此次诉讼旨在寻求法律禁令，以制止华为对其知识产权继
续进行侵犯，并弥补华为的非法侵权行为对思科所造成的损失。它请
求法院下令禁止华为出售这些侵权产品，并要求华为给予经济赔偿。 

 美国时间2004年7月28日上午，华为、3COM、思科系统公司共同向美
国德州东区法院马歇尔分院提交申请，终止三方各自提出的诉讼及反
诉讼请求。法院据此签发法令，终止思科公司对华为公司的诉讼，最
终全部解决了该起知识产权案件的争议。法院裁定，思科今后不得再
就此案提起诉讼或者以相同事由提起诉讼，并且各方的律师费用、诉
讼费用及相关其他费用都由各方自行承担。 

 在保密协议的约束下，思科与华为虽然在各自发表的声明中都强调了
不同的立场，这场历时一年半、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的中美IT知识产
权第一大案终以和局结束。但是，实质上，思科期望利用知识产权来
狙击华为的策略彻底失败！ 



十年此消彼长：华为思科数据对比 

 2000年３月27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思科总市值达到5550亿美元，
一度超过微软成为美国市场价值最高的公司，虽然登上世界巅峰时刻
短暂，但是思科神话一时魅力四射。但是，十年之后的今天，思科面
临的挑战却是前所未有！ 

 2000年，思科年销售额高达180亿美元，雇员31,000人，市值达到
4440亿美元。而到2010年思科收入432.18亿美元，10年只是增长了一
倍。员工71,825人，也是增长一倍多。而2011年底，思科的市值已经
跌破1000亿美元，不到高峰期的1/5左右。 

 比较一下华为，2000年，任正非写下《华为的冬天》的时候，华为的
销售收入不过220亿元人民币，海外销售额只有可怜的1亿美元。而
2010年，华为的销售收入增长了7倍，高达1852亿人民币(280.6亿美
元)。共拥有来自1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万名员工，10年增长10倍
以上。 

 目前，华为员工数已经超越思科，收入超越也在未来几年之中，华为
没有上市，无法准确估计公司市场价值。但是，按照增长率以及利润
计算，双方实际的市场价值目前应该旗鼓相当。所以，最近这3－5年
堪称是产业力量的转折点，是华为和思科谁是全球市场的王者之争的
关键时刻。 



思科股价历史走势：十年停滞 



思科帝国兴衰史 

 Cisco，1984年成立，1990年上市。1995年，成为世界最大网络设备
制造商。2000年，年销售额高达180亿美元，雇员31,000人，市值达
到4440亿美元，首次超过微软的3580亿美元。2000年3月27日，是一
个历史性的时刻，思科总市值竟达到5550亿美元，一度超过微软成为
美国市场价值最高的公司，虽然登上世界巅峰的时间非常短暂。但是，
为了这一刻，微软花了将近25年的时间才爬到现在的位置上，而思科
仅花了16年的时间。 

 2011年7月18日，思科宣布将裁员6500人，并将位于墨西哥的一座工
厂卖给富士康，以甩掉另外5000名员工。此前，思科宣布将停止开发
Flip摄像机产品和Eos社交平台。 而彭博社又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说法：
“思科最多将裁员1万人。”这些消息随即引发了业界对思科业务发展
前景的热议，而这背后反映出的是“领先者的窘境”。 

 曾经的科技巨头——思科公司，一路沉沉浮浮，从受风投追捧的科技
新贵到官司缠身的潦倒巨头，仅十多年时间，便有若干变数。股票下
跌、官司缠身、产品线衰败，近期，它花巨资收购Flipcam之后，又宣
布停止产品开发，这不禁引人猜度：思科股票到底能跌到什么程度？ 

 



钱伯斯的中国情结 
 钱伯斯：1976－1982年，在IBM做销售人员；1982－1990年，在王

安电脑公司从事销售管理（负责裁员5000人）；1991年，加入思科，
担任高级副总裁；1995年1月至今，任思科CEO兼总裁。 

 钱伯斯1991年1月加盟思科担任副总裁，当年员工仅300人，销售收
入仅为7000万美元，市场价值为6亿美元。从1995年1月开始担任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的4年间，思科确立了领先地位，同时拓展新的市场
领域。到1999财政年度，收入达到了121.4亿美元。 

 成为全球商业界最具创新意识和进取精神的企业领导人之一，钱伯斯
还被选入了克林顿总统的贸易政策委员会。 

 小时候，钱伯斯就很害怕上台讲话，而且一直不喜欢公开演讲。上了
小学，他被告知患有诵读困难症，但这并没有吓退他，他努力克服了
自己的缺陷。 

 对失败的恐惧：思科是钱伯斯工作过的第一家成功的公司。以前他在
IBM和王安公司期间，恰逢两家公司的衰败期。他明白这种衰败都是
由于对计算机产业陈旧而落后的思想造成的，因此他知道，如果自己
也犯这种错误，思科照样会重蹈旧辙。 

 对华为的敬畏与恐惧：最大的对手！而且这个对手是无法通过技术和
产品的创新，无法通过正常的公平竞争能够战胜的！ 



华为核心数据 



华为思科员工人数和专利数量对比 
 华为的研发人员就超越了思科公司员工总数 

 截至到2012年7月底的2012年财年，思科员
工数量66,639人（2011年为71,825人） 

 华为2010年员工11万名员工，2008年为
87500名。 

 华为现有14.6万名员工，遍及全球155个国
家，其中产品与解决方案（R&D）领域员工
数占比52%，其次为服务领域，占比19%，
销售占11%。 

 

 华为每年不少于销售收入10%的研发投入，
用于预研、标准及专利工作。 

 2006年华为提交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
利申请575件，超过思科2.4倍。 

 截至2011年底，华为累计在全球申请专利
达47322件，授权23522件，其中国外专利
10978件，在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授权
专利5415件，PCT（专利合作条约）申请
10650件。 
 



维持高额利润：思科核心关键 

 截至到2012年7月底的2012年财年，思科年收入
460.6亿美元，毛利287.1亿美元（毛利率
62.33%），纯利80.4亿美元（利润率17.46%）。 

 华为利润率：9.1%。 



华为比思科更加全球化 

思科为什么不惜一切手段死守美国市场？ 

美国市场成为思科维持高利润生存的核心支柱：美国市场收入占60% 

华为：比思科更开放更是全球化的公司，中国以外收入占到将近70% 

思科一旦失守美国市场的垄断性地位：首先，冲击其一贯的高额利润，利润将
大幅度下滑，随后收入也将下滑，必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 



价值观失守：以政治外衣打击竞争 
 创新至上、全球开放、公平竞争、平等互惠，这些价值观是美国

企业家精神、美国硅谷精神也是互联网精神的最核心内涵。也
是美国和美国高科技企业领袖全球的根本保障。 

 这次华为中兴事件最大的启示就是美国和思科价值观的失守。以
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企业以更开放、更创新、更公平的精神
状态去迎接这场洗礼。 

 华为中兴事件是美国真正衰落的标志性事件：当美国在自己最强
大、最具全球性竞争优势的高科技领域，也不得不依靠冷战思维
的政治手段来硬生生保护自己、打击竞争，正说明了美国的衰落
趋势已经进入最深层次。 

 华为中兴事件是思科跌下产业领导者地位的转折点：思科是硅谷
的最大奇迹之一，也是互联网热潮时期曾经全球市场价值最高的
公司，也是为数不多在市值超过微软的公司之一。创新曾经是思
科崛起的关键，但是这已经成为历史！ 

 当年以知识产权名义起诉华为，起码还是端得上台面的市场行为，
今天的苹果和微软等也还在屡试不爽。但是，作为硅谷最重要的
公司之一，今天的思科需要借助政治维护自己在美国市场的优势
地位，标志着已经开始丧失硅谷精神和互联网精神。这种行为得
到的是今天短暂的得利，失去的将是长久的未来！ 



更深远影响：信息安全与贸易保护 

 思科作为全球最大的网络基础设备商，将是网络时代美国安全战略的重
要基石。美国为什么封杀华为而不阻扰联想购并IBM（因为PC行业最大
利益在英特尔和微软，最大的安全在于CPU和操作系统）？ 

 美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在国家安全方面采取进攻型战略的国家，其他所有
国家只有实力防御型保障（欧洲国家和中国等） 

 以美国政治家思维模式来看，华为机器每天发送“信物”而有安全嫌疑，
那么，中国数亿台使用Windows和英特尔CPU的电脑，数亿台使用
Android操作系统的手机，以及苹果iPhone、思科路由器等等，这些几
乎覆盖全产业链整个生态的美国产品每天都在向美国总部海量发送“信
物”和各类信息，这将是何等的危害？但是，这些美国公司享受超国民
待遇。 

 以美国标准衡量，那么思科、微软、苹果、Google、英特尔等这些占领
中国市场的美国高科技公司，是不是也应该被限制？如果说，华为、中
兴、联想等中国公司在美国的业务也就是数百亿级的规模，那么苹果、
英特尔、思科等美国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将是万亿级的规模。这种不对称
的IT贸易战一旦开打，损失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危险的游戏！这次事件必将把中国信息安全问题和市场竞争问题大大激
化，除了思科之外，也很可能将微软、苹果、Google、英特尔等一起绑
架上了市场问题不断政治化的战车。危及美国高科技的整体繁荣的发展
趋势，危及全球高科技市场有序竞争、良性发展、互惠分工等大好格局。 

 



欢迎指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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