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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主席先生、各位來賓、各位同胞 
作爲來自德國的新一代華商，我非常榮幸能夠應邀參加第六屆世界華商大會，華商大會在歷

經了新加坡、香港、曼谷、溫哥華和墨爾本之後，今天終於能在自己的母國、在養育了中華

民族第一河的長江河畔、聞名中外的六朝古都南京召開,使我感到分外的自豪和興奮。我們海

外遊子千里迢迢商會于南京，只是爲了探討同一個問題，達到同一個目標，那就是在這新的

一千年開始的時候，大家共同爲母國的繁榮昌盛出謀獻策、精誠合作、攜手發展、一起壯大。

 
中國西部地區開發，是擺在我們大家面前的一個大課題。我可以用六個字來概括：“機遇、

挑戰、信心＂。 
 
一、 “機遇＂說 
中國西部開發對商人來說是否是一次機遇？ 有人認爲： 西部地區太偏僻，遠離海岸，實

爲投資所忌；有人認爲：西部地區的觀念陳舊和資訊閉塞，投資風險太大；更有人認爲，西

部開發剛剛開始，基礎設施缺乏，此時言投資時機未到；等等...。這裏就引出對“商機的判

斷＂和“商機的捕捉＂等問題。 
 
1. 西部的開發對華商是不是一次商機？ 
對商人而言，商機無處不有。然而以西部地區而言，商業機會尤爲多，這是由西部地區的特

殊條件所決定的。西部地區有十二個省市，包括中國最大最年輕的直轄市－重慶。人口加在

一起有三億多，相等於整個歐洲總人口的二分之一。西部地區幾乎占了整個中華版圖的一半，

幅員遼闊，資源豐富，由於歷史的原因，開發較晚，整個地區的總體水平與東部地區相比存

在著較大的差距。所謂差距，對商人而言，即意味著商機！縮小這一差距的過程就是建設和

發展的過程，這將會帶來一場巨大的經濟變革。商人只有在建設和發展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

置，並從中獲得發展與壯大。 
 
所以我認爲：西部是投資者的淘金場，終將會引來一批世界豪商；西部是投資者的未來天堂，

冒險家將會在此大顯身手；西部是投資者的世紀機遇，精明的商人不會輕易放棄這一機會！

 
人們常說：機不可失，時不再來。把握機遇是成功商人的本能，因爲機會不會始終在你面前

停留和等待，嚴謹地調查和分析，適時地把握和決斷，才能及時地捕捉到西部地區的商機。

 
２. 如何才能在西部開發中捕捉商機？ 
商機雖然無限，可大門何處打開？老子言：千里之行，始於足下。投資西部，要面對現實。



按傳統開發的思維無非從以下幾個方面尋找方向： 
 
－利用當地資源開發粗加工基地。譬如：利用煤、油、農產品、水力資源等建立起系列粗加

工基地。 
－利用當地原始風景和古城，如“絲綢之路＂、“西安古城＂、“莫高窟"等開發旅事業。 
－避開遠離海岸的運輸劣勢開發高、精、尖産品。譬如：晶片生産基地、飛機製造業等。 
－軍轉民企業的再開發。西部有許多軍轉民企業，這些企業有著良好的設備和受過系統教育

的人才，只是缺少現代化管理意識，技術設備常年不能物盡其用，以致生産效率極低。 
－連帶性的全能服務行業和基礎設施建設的開發等。 
 
我們經商人常有句口頭禪：“談生意＂。顧名思義即：生意是在交流和懇談中建立。這就需

要政府創造更多的機會，讓商人們有交流和懇談的機會，西部開發是大生意、是世紀生意，

不僅局限于在國內談，還要走出國門談。談，本身是交流，是宣傳。這次大會就是一次很好

的交流、懇談和宣傳的機會。商機就在交流和懇談中誕生。 
 
３. 德國華商要在中德經濟互補上尋找商機。 
衆所周知, 德國是世界經濟強國之一，其綜合國力爲歐洲老大；德國的總人口雖然只有八千

多萬，相當於中國的四川省，但去年的對外貿易占世界第二位，共 10500 億美元，是中國去

年對外貿易總額（4743 億美元）的一倍以上（不包括香港特區的 4166 億美元）。中國和德

國長期以來雙邊關係發展良好，兩國經貿往來一直平穩向前發展。兩國高層次領導人的頻頻

互訪，爲中德經貿創造了良好德條件。去年德中德貿易已突破二百億美元，德國在華直接投

資專案已達兩千多個，在歐盟國家中占第一位。中國去年統計出的外商投資企業在華 500 強

中，德國的上海大衆連續九年名列第一。上海的磁浮動列車鉅額投資專案最後還是選中了德

國夥伴。就在本屆大會召開的同時，德國首都柏林同時在舉行第三屆亞太合作周，今年的重

點是中國。因此，在德國目前又掀起一股強大的中國熱。特別是中國馬上將加入世貿組織，

整個德國，整個歐洲，整個世界都在看好今後幾十年內世界上最有吸引力的投資市場－中國。

據來自美國全球商業政策委員會的調查資料顯示，中國對外國投資商非常有吸引力，其信心

指數達 1.7，位居第二。所以對於中國西部開發，德國華商應該在中德經濟交往的“橋梁＂功

能上作文章。 
 
二、“挑戰＂說。 
有人將西部開發的艱難一一數例，也是事實，這反過來也證明開發西部的挑戰性。任何商機

都伴隨著風險，所以對海外華商來說將面臨著挑戰也在情理之中。 
 
１.風險挑戰 
＊基礎設施差 
由於西部地區的水利、交通、通信和公用設施比較落後，使經濟發展受到很大的制約。就交

通而言，西部地區鐵路和公路網的密度僅相當於沿海地區的 20％左右。公路運輸是西部地區

的主要運輸方式，而且無論從大出大進的規模上，還是從公路的通達深度上都有很大的不足，

另外公路的密集小，整體低於全國平均水平六個百分點。鐵路運輸也是存在密度低、通道少、



技術裝備落後等等的問題。 
 
＊觀念落後 
西部地區的觀念落後跟計劃經濟體制中大家形成的行爲方式有關，這些行爲表現在勞動效

率、市場風險、開放意識和服務水準等方面。 
 
＊思想保守 
由於偏遠度和開放度的影響，許多地區從政府部門到專業操守人員的思想比較保守，就拿去

許多地區搞招商投資專案來說，所有的招商專案都籠統的寫上優惠政策，千篇一律，沒有具

體的財務報表，企業運行情況以及其他可信的資料，這也是思想保守的一種具體反映。 
 
＊效率與政策 
西部開發較晚，開發意識也不強，特別是某些行政部門的工作效率不高，層層審批，步步蓋

章的現象不少。同時，有些部門制定政策時往往諮詢不足，令投資者難以明白無誤地理解，

同時也平添了操作的難度。有關部門在執行政策時，更會出現時緊時忪的現象。有些地方還

會有自己的土政策，亂收費，亂開價，給投資者帶來負面影響。 
 
上述因素都會給華商投資者帶來投資的風險。當然機會和風險並存，因此，華商投資者務必

在投資前要對投資專案作深入的調查，細緻的研究和科學的分析。使專案的成功把握更大。

 
２. 時運挑戰 
＊不惑之年的作爲。今天來參加大會的有相當一批人是一代新華人華僑，歷經了國內大學的

培養，出國留學深造，畢業後的幾年商海曆練，一晃也就步入不惑之年。我們相聚在一起，

經常談論的一個問題：“出國是爲了學習些西方的現代科學知識，同時也爲了價值的自我實

現，然而舞臺雖大，難容我等。＂人不能老在感歎中活著，人們常說：不惑之年碩果之年。

西部開發正是一次施展作爲的舞臺，是一次命運的挑戰。 
 
＊利國利己的機會。有人說：西部開發是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我也認爲這個提法有道理。

對我們華商個人來說，從經濟角度來看西部開發給我們提供了一條生財之道，從政治角度或

者人生意義來說也給我們華商提供了報效祖國的機會，這是利國利己的大好事。 
 
３. 新思維挑戰 
西部開發已經不是停留在傳統方式上的投資建設，而是經得起後代人得持續發展建設。這就

引申出近年來投資建設中得新概念：投資得可持續問題。 
 
可持續性這一課題一直是世界各國非常重視得問題。中國在加快經濟發展得同時，正在注重

可持續發展，並加快實施可持續發展戰略。西部地區得開發也離不開這一課題。所謂得可持

續發展，無非是要建立一種除了能滿足現代人得需要之外、又不損害後代人生存所需要得新

得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模式。句簡單的話說，人們在滿足自己現在的需求時，也要考慮到後

人生存的可能。華商參與西部地區的開發，要建立在可持續的基礎上。特別時在資源的開採，



環境的保護，生態的平衡等方面要通盤考慮、全面計劃，否則可能引起負面作用。對於那些

非再生的資源，應該通過提高現代化技術，增加生産産量及利用再生資源替代解決。對於有

環境污染的專案，更要充分運用國外的高新技術和科學手段。否則，開發了西部的今天，卻

斷送了西部的明天。這將對不起西部地區的父老鄉親和後代。所以說：華商在西部開發投資

中將面臨新思維的挑戰。 

三、“信心＂說 
１、 信心源於我們的優勢。我們華商的優勢是什麽？ 

• 親情牽連優勢：華商是商人，在商言商，無可非議追求利潤是商人的本性，華商也不

例外。但海外華人經商意識始終與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息息相關。同是炎黃子孫，無

論身在何方，在相互之間經商時，都會先重感情，再求雙贏，共同發展。這儒家的本

性，也是幾千年中國文化傳播光大的結果。中華民族的發源來自西部，西部對華商誘

惑力，華商對西部更有情感，在這種親情牽連下的合作，會使華商在投資時有一種責

任感、自豪感、親切感，這種優勢是其他外國投資者所無法替代的。  
• 文化思維優勢：由於東西方文化的差異，西方人在華投資受到東西方文化背景和思維

方式的限制。而華商常年居住國外，已融入當地的社會，在不同程度上已瞭解和適應

西方的文化和思維方式，在投資西部地區時，既有西方人的現代化意識，又有東方人

的思維方式，既沒有語言的障礙，又沒有理解的困難，從而容易獲得西部地區投資接

收方的信賴和協作。這樣的優勢哪里去尋找？  
• 資金技術優勢：華商常年居住在海外，資訊靈通，對國際市場動態比較瞭解，更對高

新技術的發展有研究。同時，經過多年甚至幾代人的創業，許多地區特別時東南亞和

亞太地區的華商已成爲世界巨子。有技術、有資金，在西部地區投資將會較得心應手。

２、信心也取決於政府的支援和協助 

• 政府的信任。國家政協主席李瑞環先生最近在會見華僑華人社團聯誼會代表時引用了

當年鄧小平的說話“中國的發展可以很快，其中一個條件就是世界上有幾千萬華僑華

人，這是我們一個很大的優勢＂。 這無疑表述了政府對華商的褒揚、肯定和支援。

• 歷史的經驗。二十年來改革開放歷史已經證明了鄧小平這一論斷是正確的。海外華人

華僑共有三千多萬，分佈在世界各地。幾乎是哪里有海水，哪里就有華人。哪里有經

濟的發展，哪里就有華商。過去的幾十年的國內建設中，在政府的支援和幫助下老一

代華僑商人已經取得輝煌的成績，爲我們新一代華商樹立了愛國建設的榜樣，我們有

什麽理由遲疑和徘徊呢？ 

  

在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華商也應該在合作方式上最大限度的進行全球性的合作，

取長補短，共同發展。試想，如果美國華商將美國人的冒險性，德國華商將德國人的嚴謹作

風，日本華商將日本人的靈活機智，再加上華商本身的吃苦耐勞，聰明與剛強，攜手共同開



發中國的西部，將會在西部地區開發史上寫下華商的新篇章。 

中國有句老話：天時、地利、人和。華商投資西部恰恰迎合了這天時、地利、人和的有利條

件。西部開發已經拉開了序幕，西部正在等待著華商投資，讓我們共同開發西部，共同發展，

共同強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