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界达人许芳

导语：其实我的职业经历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跨界”，我这二十多年近三十年的职业生涯

到目前为止横跨高校、政府、国企、外企来回穿梭。我想我的这些经历和我的个性还有当时

的背景有关系。人生就是一个探索和旅行的过程，我可能真的和圣人比有很汗颜的地方。古

语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我是三十未立，四十而困惑。我是真的到了 TCL之后，才

会觉得，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我所有的职业经历中最适合我的，最愿意从事的工作，在这之

前应该都算是一个探索期。

专访ＴＣＬ集团副总裁、人力资源总监兼 TCL集团领导力开发学院院长许芳

我的职业生涯很穿越

其实我的职业经历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跨界”，我这二十多年近三十年的职业生涯到现在

为止是横跨高校、政府、国企、外企来回穿梭。

我做过政府公务员，那个时候不叫公务员，叫机关工作人员。1989 年到了深圳，也是我们

当地政府里第一个下海的人。到了深圳从事了很多工作，从文员开始做，做过出纳，做过翻

译，在国营企业，在外资企业，之后又进入一家学校，做了三年的老师，做老师期间同时做

一些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现在在 TCL做人才管理方面的工作，在企业里做教育。

我想我的这些经历和我的个性还有当时的背景有关系，当时的大背景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

济的转变，从分配到自由选择，我是赶上了那样的时代。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和我的个性相

关，我一直是一个不太安分的人，喜欢变化，喜欢不断的设定目标，喜欢一些有挑战的事情。

我想这两方面的原因使我的职业生涯看起来很穿越，很跨界。



我三十未立 四十困惑

人生就是一个探索和旅行的过程，我可能真的和圣人比有很汗颜的地方。古语说：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我是三十未立，四十而困惑。我是真的到了 TCL之后，才会觉得，这是我职

业生涯中，我所有的职业经历中最适合我的，最愿意从事的工作，在这之前应该都算是一个

探索期。

我认为“立”是在于你的价值观能够完全明晰和确定才能称之为“立”。三十岁的时候，还

会有困惑，到底是意，还是立，到底是生存还是发展，到底是工作还是家庭，其实那时候并

不是很清晰的。清晰是因为不清晰的困扰造成的，那就会去思考那些问题。到了四十岁的时

候，还在想，我到底要做什么，到底什么样的职业是适合我的。

因为我做过政府公务员，明显的不合适，大家都知道政府公务员需要什么样特质的人，从我

的个性来说显然是不适合的。那后来做企业，做房地产，也是不适合的，因为在 92年到 99
年那段时间做房地产，特别是在深圳做房地产，可能业内人士都有感受，特别是一些外商投

资企业的人有特别大的感受，那是房地产重新洗牌的时期，正是爆发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

做房地产在那个环境下是非常艰难的，而且房地产在早期是非常不规范的。所以在那个环境

下我去做房产是和我做人做职业人的底线是经常发生矛盾和纠结的。最终我还是回到我想做

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而不仅仅是钱。因为我发现挣了很多钱自己不快乐，然后就放弃那么高

的薪资来到教育行业。做教育是凭着一厢热情，是凭着自己的理想和对教育的一种情结。我

一直认为我对教育是情有独钟的，而且我认为在中国有最大可为和最值得可为的领域就是教

育。后来在参与筹建了技术学院之后，我会觉得过于和企业和现实脱节，同时也摆脱不了由

政府主导的尴尬。在体制内的这种环境下，自己的理想和自己的初衷受到非常大的制约，这

个制约并不是不是人的问题，是机制的问题。那最终我是想找一个结合点，怎么样把我过往

的经历结合起来，怎么样去承载我对教育、对培训能有贡献，同时这种培训和教育能得到结

果的检验。机缘巧合，就来到 TCL。

我是 2004年 2 月进入 TCL 的，也就是在 TCL最如日中天的时候，在国际化呼声最高的时

候我加盟了 TCL集团。当时加盟 TCL最重要的初衷是，我要亲眼看到一个中国企业怎么样

变成全球化的企业。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不同年代的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压力，或者是那个时代背景下共同的压力。过去的人是苦于无

法选择，是分配定终身，一考定终身，几乎很少有自我选择的机会和权力。现在的人是选择

过多的苦恼和困惑，是想选择又不能得到自己所心想的选择的苦恼和烦恼。过去是选择的高

度稀缺，现在是选择的过度和泛滥，困难和纠结。在过去，其实没有职业规划这个词，因为

你没得选，你没得选的时候你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现在有规划这样一说，但我一直觉得规

划是一个伪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鬼话，因为人的变化有很多机缘巧合。

古人语：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一命是指人出生的时代，这充分考虑了历史局限

性；二运是指人短期的运气和运势，这也考虑到了偶然性的或然率和阶段性的波浪成败；三

风水是指人的居住地的风俗习惯，这考虑了地域局限性对人的客观影响；四积阴德是指人家

风，也就是家族传统和父母教育对人性格及价值观形成的塑造引导；五读书，知识对人的价

值观形成的重要作用。这些因素都会构成一个人不同的选择，但是唯一能左右选择的是你到

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是坚信：“If you want to be,you will be that you want”。你会成为

你想成为那样的人，看起来是一种意外，实际上是一种必然，你走的每一步都奠定着未来。

你的现在是由你的过去构成的，过去的结果造成了你的现在，或者说过去的选择成全了你的

现在，你现在怎么做就决定着你的未来，既有一种关联性也有偶然性，唯一不变的，你要想

清楚，你是要做什么样的人，你的特长是什么，你最终的职业理想是什么，你的人生理想是

什么。

还在我是青春期的时候，那时候郁郁寡欢，愤世嫉俗，感花落泪，性格是非常的不健康，一

定是抑郁症的前兆。那时候父亲就给我说了一句话，家里人都会在新年寄语，父亲对我说，

希望你能快乐，不在乎你做到什么位置，但是希望你能幸福，希望你能成为一个有知识、有

文化、有道德的人。现在回过头来看，父亲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做最好的自己

做最好的自己是在我变换所有的工作，或者是在某一种工作下做不同的岗位，在不同时期做

事的一个信条。无论是在政府机关工作，在企业在、在学校工作、包括现在在ＴＣＬ工作，



我一直问自己一个问题，也是问我们团队的问题，我们如何可以做的更好，如何让自己的今

天比昨天好，如何让自己的明天比今天更好。这个是使得我在职场中，撇开职务变化，撇开

薪酬多少，自我成长，自我成就的一种内在的动力，天天都能学到很多新的东西，天天都能

看到工作效益的提升和改善，天天都能看到我们的结果能得到显现，这就是最开心的事。

在具体的过往经历中我做过文员，做过出纳，行政助理，做过迎来送往的工作，所以在每一

件事情上你是不是真的能撇开你过往的所谓的光环也好，所谓的职位也好，就安于本份，做

好你当下的那件事情。

我记得我在进入学校做老师之前，做了八年的房地产行业，而且做到执行副总，那时候一个

月的薪酬超过在学校里一整年的待遇还要多。从一个有助理，有司机，有专车接送，有私人

教练这样的角色到学校去服务他人，帮领导打杂，端茶倒水，等这些琐碎的事情，你怎么去

转变？

我从来都是主动的变化，应对变化最好的对策就是主动变，主动变有一种自我目标的设定，

被动变是迫不得已。所以在变换工作中，我能享受到那种快乐，我觉得能又有机会得到历练，

又有机会能让自己的耐力和修养得到提高。

如果你是一个助理，是一个普通职员，你要做很多事无巨细的事情，所以很多新人存在这种

强烈的落差，这种重要感得不到体现，希望做大事，那其实多少件大事是真正由大事构成的，

再伟大的事业都是由平时琐碎的事情的积累而成，所以不要放弃平凡岗位的历练。

我很喜欢我们平台的口号：“没有平凡的生活，只有平凡的生活方式”。你做助理，端茶倒水

也有专业和不专业之分，怎么把这些小事做到出类拔萃，做到登峰造极，各个岗位都有专家，

都有大师，就看你要给自己设定什么样的目标。在职场中做什么不重要，做你自己心目中追

求的东西至关重要，平凡的选择不重要，坚持更重要。

理想不是在理想的环境中生存，而是在艰难的环境中达成



我知道现在大学毕业生的流失率是非常高的，我看到一个统计数据，在三年之内大学毕业生

流失率高达 60%以上，而且第一年是高达 50%，第一个月是 30%到 40%，出现了一个新的

词叫“闪辞”。在人才市场求职的年轻人当中，很大一部分是第二次职业选择的就是大学毕

业生，三个月内做第二次职业选择的权重已经占到 50%以上。这个其实是一个大问题，当

然这当中有一部分是和自己的价值观和理念不吻合，但是那么高的比例我是比较怀疑的。因

为没有什么环境可以是你理想的环境，所以你的理想不是在理想的环境中生存，你的理想是

在艰难的环境中达成的。

板凳要坐十年冷

我了解和分析的，很多大学毕业生离职的前三个原因是职业发展空间、薪酬、组织氛围，可

能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那我要问，你到一家企业才几个月的时间，才一年半载，你想要

怎么样的发展？“板凳要坐十年冷”，拜托你在要发展之前能不能把你的基本功打牢，把你

的马步扎牢。所以在基本功没有做好的情况下一味的未来的发展前景是什么显得过早，也过

于虚幻。

对一个岗位的了解，没有三年，其实你很难有发言权，没有五年，你很难成为专家，没有十

年，你很难成为行业大师。所以在每一个领域里，术业有专攻，没有一万小时的积累，是很

难达到那个境界的，所以时间在哪儿，成就在哪儿，不要太急。对年轻人我想说，还是前面

说过的，职场做什么不重要，做你心目中最为追求的事情是至关重要的，平凡选择不重要，

有时候可能坚持更重要。

我说一下浮躁这个词，关于浮躁这个词好像被用的比较高的频率。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社会浮

躁，我们的人浮躁，我们大学生都很浮躁。其实我觉得这个词蛮负面的，特别是针对大学生

这个群体，但是我不是很赞同，因为他们很多时候这种探索，不满足于现状，可能是用外在

的表现让人们感觉是通过浮躁来体现。这个好像和我前面说的看似有矛盾，没错你是要打好

基础，扎好马步，“板凳要坐十年冷”，可是呢，你还是要有一些思想的，这个浮躁特别是安

在大学生身上，作为这个群体的一种共性，我一直觉得还是值得斟酌的。因为在哪一带人身

上都有浮躁，甚至我觉得我们六十年代的人的心气浮躁比九十年代的更明显。

我离开了 体系还在

我的职业梦想就是我离开了，体系还在，我离开了，我的影响还在，我离开了，有更好的院

长能替代我，离开了之后，企业，未来还有更健康、更稳健、更成熟的发展，所以我觉得一

个优秀的管理者，当他离开之后，后面的人能比他更优秀，留下体系，留下思想，留下无形

的核心价值，这个就是我的理想。

我现在想的是我们 TCL领导力开发学院下一步就是向着 TCI企业大学发展，从大学的建立、

规划、构架、理念、价值观、课程体系、开发体系、讲师体系、管理运营体系等，是不是能

在我结束我职业生涯之前，或者是结束我 TCL职业生涯之前能有一个初步的雏形。就是当

我走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还在，这是我最后的一个职业理想。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培养了很多的雏鹰、飞鹰、精英、雄鹰，他们是不是能够在各自的岗



位当中都能发挥他们的潜能，都能担当更重要的岗位，都能替代现在还在位的领导者，这也

是我的理想。

我是希望看到 TCL在未来能够进入全球 500 强行列中，而且机缘巧合，也是和我个人的民

族气节相吻合，我是希望中国企业能够在全球知名的优秀企业中有一席之地。我们现在有不

少企业进入 500强，但是在 500 强中，有多少来真正自于民营企业，来自完全的通过市场竞

争发展起来的。即便有，大多也是来自金融、石油等这种资源型的垄断和半垄断企业。

同时有一个愿景，TCL不光能够提供产品服务，在未来都能贡献出他的智慧和思想，希望

TCL能够在未来能够输出类似生产、精艺、制造这样的理念和工具跟方法，最终向公众和

社会输出！

还有，TCL作为最早走出国门的企业，当中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也是非常值得总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