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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基亚合并两大区或裁员
中国区东西两销售区并入大南区和大北区，普通员工将有调整

在中国市场上，诺基亚曾一度是公认的
老大，其市场份额一度超过 30%。但在苹
果、三星的挤压下，诺基亚在中国市场份额
逐渐被蚕食。

根据易观智库发布的数据，诺基亚今年
一季度在中国市场的老大地位已经被三星
夺去。其市场份额从去年同期的 32.2%下滑
到 13.6%。与市场份额下滑相对应的是诺基
亚在中国区业绩的下滑。根据诺基亚今年
一季度财报，一季度期间，诺基亚中国区销
售业绩下滑70%。

对于中国区未来业务发展方向，诺基亚
中国区资讯经理王继秋表示，根据去年年初
诺基亚公布的战略，诺基亚将集中在三个方
向，一个是智能手机采用微软的 windows
phone 操作系统，一个是通过功能手机连接

下一个 10 亿用户，让
功能机去影响更多的
地区，毕竟现在还有
很多人未用上手机。
第三个方向就是实现
突破性的技术创新，
比 如 诺 基 亚 808 的
PureView 技术、N9 的
滑动操作界面，以及
诺基亚地图、导航。

新京报记者 刘兰兰

■ 放大镜

诺基亚份额业绩双降

新京报讯 （记者刘
兰兰）在六月份宣布全球
裁员 1 万人之后，诺基亚
中 国 区 也 随 之 发 生 变
动。昨日诺基亚相关负
责人对新京报记者表示，
东西两个销售区已经于 7
月初并入了大南区和大
北区。东西区员工也会
有变动，甚至裁员。

今年 6 月份，诺基亚
宣布重组计划，要在 2013
年底在全球裁员 1 万人，
其高管层也发生了变动。
如今，诺基亚中国区也发
生相应变动。

诺基亚（中国）资讯
总监高翔昨日对新京报
记者表示，诺基亚东区已
经并入到大北区，西区已
经并入到大南区。这一
变动是在7月初发生的。

据了解，诺基亚在中
国的销售区此前分为东西
南北四大区，东区总部在
上海，西区总部在成都，南
区总部在广州，北区总部
则在北京。高翔称，此次
变动“并不是裁减掉东西
区 ，而 是 合 并 两 大 销 售
区。”诺基亚中国区资讯经
理王继秋也表示，合并后
东西区“办公室还在，人也

还在”。
至于四大区负责人变

动情况，高翔表示，大北
区负责人还是原北区负
责人，大南区负责人还是
南区负责人。至于其他
两 个 区 负 责 人 ，高 翔 表
示，“会有别的任命，还会
是诺基亚中国的高级管
理人员。”

除了负责人，普通员
工 也 将 有 变 动 ，甚 至 裁
员。高翔称，普通员工会
有调整，但哪些部门多少
人受影响还未公布。

“我们现在主要的工
作是对内。是为了简化
结构、加快决策。”高翔表
示，“瘦身”后方便集中管
理、精简汇报层级，减少沟
通过程，让公司更有效率。

电信业分析师付亮认
为，相对而言，北区和南
区销售情况较好，市场也
大。比如南区沿海，而西
区则收益较小，西区并入
南区可以集中管理。但从
组织结构上来讲，合并销
售区带来的直接结果并不
是层级减少，而是缩减员
工数量和渠道规模。可能
东西区的代理商数量、合
作模式等发生了变化。

保监会两日驳回
两险企筹建申请
大爱人寿、三键人寿股东资金不符要求被否

新京报讯 （记者张轶骁）
保监会 11 日晚间公布《关
于不予许可大爱人寿保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筹 建 的 批
复》，驳回由 7 家企业筹建
大爱人寿保险公司的申请，
这已是保监会在两天内发
出的第二份否决保险公司
筹建的批复。

股东资金存问题

《批复》指出，发起筹建
大爱人寿的 7 家企业中，有
四家存在资金来源的缺陷，
股东之一德信控股集团甚
至 被 指“ 无 自 有 资 金 出
资”，不符合《保险公司股
权管理办法》第七条“股东
应当以来源合法的自有资
金向保险公司投资”的要
求。此外，两家股东德信控
股集团和江方正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在短期内面临
较大的债务偿还压力，也不
符合“财务状况良好稳定”
的要求。

而在前一天，保监会公
布了《关于不予许可三键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筹建
的批复》，驳回了 11 家企业
筹建三键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的申请。驳回申请

的原因同样是因为其中 4
家股东的资金要求不符合
规范。

记者查阅保监会网站获
悉，在两则驳回险企筹建批
复公布之前，近 5 年内保监
会仅在去年 7 月和 11 月驳
回过神力财产保险公司和
安农农业保险公司筹建的
申请。而刚被驳回的三键
人寿则是首家未获得保监
会批复筹建的寿险公司。

严把“偿付能力”关

北京工商大学保险系
主任王绪瑾告诉记者，股东
经济实力决定了保险公司
的经营是否有坚强的资本
后盾，股东经济实力不足，
势必造成保险公司的偿付
能力充足率下降，对保险公
司提供保障性业务和未来
增资扩股都将带来影响。

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
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对保险行业而言，偿付
能力是整个行业风险水平
的综合反映。抓住了偿付
能力监管，就抓住了监管的

“牛鼻子”，实现监管资源
配置的优化和监管效率的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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