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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值二十一世紀初，中國翻開了其輝煌歷史的新篇章。中國將正式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TO)。北

京也將舉辦 2008 年的奧運會。今年 10 月份，APEC（亞太經合組織）將在中國舉行會議。上海正積

極準備申辦 2010 年的世博會。所有這些重大事件表明，中國的地位越來越高，其在國際經濟舞臺上

的影響力在不斷增強。今天，第六屆華商大會在南京召開，數千名中外華人企業家彙聚一堂，交流

經驗，探討熱點問題。此次會議對我們未來的合作、團結和今後取得輝煌成功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

義。 

１、經濟全球化－機會與競爭 

回首上一個世紀，世界在各個領域都有十分迅速的發展。世界各國越來越相互依賴，包括工業化國

家的相互投資、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合資、商業貿易和金融與技術市場的開放。各個國家之間

這種密切的關係造就了全球化經濟環境。這一趨勢在全球經濟中受到了各方面的影響，從而使世界

經濟的規則與秩序不斷發生變化。勞動生産力在繼續增長，資源將重新配置。這些變化最終將使經

濟重點轉向新的領域。 

中國有著巨大的潛在市場，因而被看作是一個新的經濟重點。中國是一個幅員遼闊、人口衆多的國

家，實行改革開放政策以來，國內經濟迅猛發展，生活水平不斷提高，技術開發能力不斷增強。去

年，國內生産總值達到了數百億美元，在世界上名列第七位。儘管世界經濟近年來持續下滑，但中

國卻一直保持著 8％的經濟增長率。中國的經濟發展讓人們感到十分驚訝。尤其是在實行擴張性金

融政策的情況下，國內市場的需求仍在持續增長，從而使中國成爲世界上最有潛力的市場之一。中

國對全球化的進程有很大的影響。 

由於中國有著巨大的潛在市場，因此加入 WTO 成爲中國近些年來確立的經濟目標之一。入世之後，

中國可以很快跟上世界經濟的發展速度。此外，中國將會積極尋求有多方參與的合資和增進相互之

間的瞭解，進一步實現自由化社會和發展自由貿易。最終，中國的經濟將引發一系列更廣泛、更深

刻的改革。與此同時，中國也將面臨來自其他國家的、更激烈的競爭。 

因此，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進程中，除了合作與競爭之外，還將充滿了商機與挑戰。我們海外華

人應當抓住中國實行開放政策的機會，與中國通力合作，以面對挑戰。中國在經歷了一系列挑戰之

後，將可以爲所有的華人提供更多的機遇和發展空間。 

２、通向世界的窗口和橋梁 - 榮辱與共 

在全球化的進程中，要想不斷完善，世界除了需要相互瞭解之外，還需要競爭。中國正努力瞭解世

界，趕超其他國家，並將其作爲國家發展戰略。而另一方面，中國還有一個最終的目標：即向世人

展示其文化及民理念。海外華人有義務、有能力，也願意充當中國與世界上其他國家之間的橋梁和

窗口。 

事實上，我們都知道世界各地有數以百萬計的華人，他們多年來爲了生存，經歷了競爭和奮鬥的過



程，而且大部分人已在其居住的國家打下了堅實的基礎。他們依然保持著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及文

化美德－愛好和平、注重尊嚴。他們遵守當地的法規，與當地居民建立起了和睦的關係。除了熟悉

當地的法規、言語、傳統和習俗之外，他們與其他民族和當地政府之間的溝通也要方便得多。作爲

“窗口＂，海外華人應當注重個人得進取，儘量與當地社會得主流融爲一體。他們勤奮得努力和取

得得成就向世人展示中華文化得特色。作爲“橋梁＂，海外華人應當充分利用自己打下的堅實基礎

來介紹中國，幫助其所在的國家瞭解中國。 

不論何時何地，海外華人都深愛著自己的祖國，與祖國的命運和榮辱息息相關。現在，外國的一些

政府及其民衆還不太瞭解中國，這種情況在美國表現的尤爲突出。不僅美國的一般民衆對中國的瞭

解很有限，就連美國政府、衆議員和參議員對中國也缺乏認識。有些人甚至對本國的海外華人抱有

很深的偏見。例如，今年年初，美國和中國在間諜案事件上發生的衝突影響了兩國關係。美籍華人

不得不面對來自當地社會各階層的巨大壓力。如果兩國關係繼續惡化，華人的生活、生意和前程都

將受到嚴重影響。因此，海外華人有義務向世人證明，中華民族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中國不是

一個野心勃勃的國家，不想成爲世界上超級大國。在上一個世紀的中國歷史中，無論是在推翻清王

朝的中國革命中，還是在抵抗日寇入侵的殘酷戰爭中，海外華人都傾其所有，提供了重要的幫助。

在全球化的進程中，我們相信，海外華人還將全力以赴，提供積極的支援，並希望中國在未來能夠

繁榮昌盛。 

雖然很多華人身在外國或海外，但他們始終沒有忘記中國的傳統與文化。他們滿懷赤子之心和思鄉

情結。他們有義務、有能力，也願意在全球化進程中成爲中國的“橋梁和窗口＂。 

高科技與商業貿易－昌盛與受益 

這些年來，中國提出一項發展戰略－即科教興國。這一舉措既符合實際又合乎情理。 

經過幾代人的奮鬥，海外華人在許多領域已獲得了極高的認可。由於前輩打下的堅實基礎，新一代

的中國移民得到了更高層次的教育合專業訓練。他們將有更大的進取或發展空間，甚至不再局限于

其前輩傳統的行業。許多人已在生物、化學、金融資訊技術、環境保護等領域有了名氣。除了專業

之外，這些人還瞭解全球化，瞭解經濟新秩序,瞭解各地和各國商業運作經驗，瞭解本地企業與中國

企業之間的業務關係。中國的移民將逐步成爲一個能沒有文化障礙地與外國人交往的群體。即使他

們還不能馬上將其業務擴展到中國，他們也可以幫助中國獲得金融投資，從而使中國經濟得到健康

發展。 

４、依靠專家制定基本管理政策 

在實行改革開放政策取得全面進展之後，確定基本管理政策已成爲頭等大事，其中包括對股票及證

券交易市場的監管、以不同方式來處理金融投資的規定，以及法律和政策的靈活性。中國已經從吸

引外資的政策逐步轉向全面開放市場的政策。要遵守與外國合作夥伴及對應機構達成的協定，中國

必須改進和完善在金融、法律法規、稅收和股票及證券方面的政策。政策的改進和完善有助於中國

增強競爭力、增加吸引力。許多海外華人在股票及證券方面有多年的經驗，他們是金融與投資方面

的專家。在制定基本管理政策方面，他們不僅瞭解中國的國情，也瞭解一般的經濟規律。如果海外

華人能貢獻他們寶貴的經驗，他們就能爲中國走向世界確定切實可行的道路。 

另外，中國人一般都很重視教育問題。毫無疑問，中國加入 WTO 和奧運申辦成功，可以使人們更

積極地去提高教育水平。在學術和專業領域取得成功的海外華人，願意以各種方式爲祖國的教育事



業提供幫助。如果我們能鼓勵這些人貢獻出自己的力量及經驗，那將有助於中國不斷提高和保持其

競爭能力。 

在經濟全球化的形勢下，將商務與非商務、企業與潛在企業融爲一體的概念逐步擴展。市場意識不

僅包括經濟的含意，而且還包括教育、歷史、文化等其他因素。華商的概念也應考慮予以擴大。 

５、求大同存小異－促進統一 

在全球化的國際形勢下，臺灣在一些有野心的政客的鼓勵和慫恿下要搞台獨。一些國家出於超級大

國利益的考慮，也在支援這些政客的觀點，以阻止中國的統一。 

中國最終比將實現統一。統一是大勢所而且將逐步取得成功。當世人以期待的目光注視著中國時，

臺灣在貿易和商務方面也越來越依賴中國大陸。臺灣的商人通過不同的渠道和多種方式，積極地在

大陸投資。另外，中國政府改進和制定的政策，已使經營環境得到了改善，保證了很高的投資回報

率，奠定了堅實的商業基礎。但是，台獨思想的發展使臺灣人和企業家失去信心。臺灣的經濟顯然

在惡化。許多公司將自己的總部和工廠從臺灣遷到了中國大陸。兩岸一體化的經濟業已形成，中國

的統一最終將成爲現實。 

香港和澳門回歸之後，一國兩制的思想已産生了實際的作用，這一思想不僅是一個成功的模式，而

且業贏得了世人的信任。這爲臺灣考慮統一問題提供了一個有力的例證。 

不管是何地的華人，都不會忘記自己的祖先和祖國。他們不會接受台獨思想。海外的華人，尤其是

臺灣的華人，應當以其特殊的背景向臺灣民衆表述統一的願望。這種表述將會進一步消除人民之間

的誤解。 

６、結束語 

中國領導人曾經說過，海外華人是民族的財富。海外華人覺得自己就像是風箏一樣，飛得很高，而

且見多識廣。但是他們卻心系中國。在祖國需要他們的時候，只要一聲召喚，他們就會報效祖國。

今天，數以千計的海外商人聚在一起，探討全球化所帶來的機遇和挑戰，我們相信所有的華人會團

結一致，面對挑戰和機遇，爲世界更美好的前景二努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