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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论耗散结构 

 

在华为，有许多有意思的词，每一个词都有小故事。任总和华为人用他们的智慧，

向我们展示了华为独有的文化。 2012实验室 

2012 实验室是集团的创新、研究、平台开发的责任主体，是公司探索未来方向的主

战部队，是集团整体研发能力提升的责任者。“2012 实验室”这个名字我们现在已经耳

熟能详了，但你知道这个名字的由来吗？ 

老板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我们以客户为中心讲多了以后，可能会从一个极端走到另

一个极端，会忽略以技术为中心的超前战略。将来我们以技术为中心和以客户为中心两

者是拧麻花的，一个以客户需求为中心，来做产品；一个以技术为中心，来做未来架构

性的平台，加大前瞻性、战略性投入，构筑公司面向未来的技术优势。 

“建立 2012 实验室，来自于同名电影，就是（数据）洪水涨得太猛了，我们需要

为华为找到信息洪流中的诺亚方舟……改造我们的公司，构建未来十年的生存能力，使

华为成为未来少数活下来的公司之一。” 

耗散 

1969 年,比利时学者普里高津在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耗散结构”

理论。他认为,“处于远离平衡状 态下的开放系统,在与外界环境交换物质和能量的过

程中,通过能量耗散过程和系统内部非线性动力学机制,能量达到一 定程度,熵流可能为

负,系统总熵变可以小于零,则系统统过熵减就能形成“新的有序结构”,“耗散结构论

认为,在物质世 界的各类系统的进化与退化竞争中,总会不断产生更加有序化的耗散结

构,这些过程构成了不断多样化与趋向复杂化的物 质世界发展图景。由此否定了悲观论

者的‘热寂说’”。 

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学说也指出:只要处于开放的体系中,只要有能量的交换与释放,

除了封闭的宇宙之外,任何的 自然与人类组织,都有可能实现从无序到有序的逆转,实现

“熵减”,实现肌体的更新。这无疑是对人类关于“奋斗”、“努力” 等词义的最大肯

定。        

老板在 2012 年 7 月的一次讲话中讲道:“后来我的研究愿望就不再是天体运动,而

是社会延续的动力。如何使人们能持 续奋斗,有效地创造财富,这就是我们一直推动的

一系列改革的来源。我们提出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 艰苦奋斗的理念,

也与此有关”。         

老板形象地说:“什么是耗散结构?你每天去锻炼身体跑步,就是耗散结构。你身体

的能量多了,把它耗散了,就变成肌肉了,就变成坚强的血液循环了。能量消耗掉了,糖尿

病也不会有了,肥胖病也不会有了,身体也苗条了, 漂亮了,这就是最简单的耗散结构。

那我们为什么要耗散结构呢?大家说,我们非常忠诚这个公司,其实就是公司付的钱 太多

了,不一定能持续。因此,我们把这种对企业的热爱耗散掉,用奋斗者,用流程优化来巩固。

奋斗者是先付出后得到 ,与先得到再忠诚,有一定的区别,这样就进步了一点。我们要通

过把我们潜在的能量耗散掉,从而形成新的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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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要把对华为的热爱耗散掉,就连自豪感也要耗散掉:“要打掉那种盲目的自豪感,

有什么可自豪的呢?还是要多些 危机感,我们活得有多艰难,我们自己最清楚了”。               

老板认为:“我们总是在稳定与不稳定、在平衡与不平衡、确定与不确定的时候,交

替进行这种变革,从而使公司保持活力。你们 吃了太多牛肉,不去跑步,就成了美国大胖

子。你们吃了很多牛肉,去跑步,你们就成了刘翔。都是吃了牛肉,耗散和不 耗散是有区

别的。所以我们决定一定要长期坚持这个制度”。        

这个制度就是“耗散制度”。耗散什么呢?耗散掉富贵病,耗散掉惰怠之风,享乐之

气,让艰苦奋斗的“肌肉”结结实实地 扎根于华为文化之中。艰苦奋斗是华为核心价值

观中的基础价值观,是华为得以成长与壮大的原始基因,但随着公司越来 越发展,各方面

条件越来越好,华为的原始基因也可能会产生变异,实际上在某些人,某些部门已经变得

扭曲了。所以, 老板在 2006 年适时提出;我们讲的艰苦奋斗不但是指生活上的,更重要

的是思想上的艰苦奋斗。        

老板曾经说:“华为的成功奥秘,就是我们很好地应用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和耗散

结构理论,不断地加温,又不断地耗散 ,只有这样,华为才能保持 20多年的战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