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你坚持互利共赢，注重商
业道德，注重企业的文明经营管理，
讲究诚信，注意回馈当地的社会，
人家就看重你，把你视为重要的合
作伙伴，你的事情就比较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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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走出去，只是整个中国改

革开放以来的一个部分。我们过去

几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不仅

请进来，早些年前一阶段请进来，

最近十几年走出去发展得很快。从

邓小平同志，大家看电视，走到日本、

走到美国或者走到新加坡，我们国

家不断的走出去。领导人走出去，

各方面的人士走出去，老百姓走出

去，企业家走出去。我想没有这几

十年来，接连不断越来越多的走出

去，内政外交没有今天这么好的局

面。今天可以说，世界每一个角落，

都有中国人的身影存在。到处是中

国人。

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期，我们

的祖先也有过走出去的辉煌，但是

我以为，今天中国“走出去”的规模、

范围、广度、深度都远远超过中国

历史上任何时期。比如我们 2013 年，

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已累计达到了

6135.96 亿 美 元， 这 个 远 远 超 过 了

2000 年的 227 亿美元。现在每年有

7、8 千万人士进出国门。2003 年非

典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跟他们讲，

将来亿人走出去，现在超过亿人，

一亿人次往外走。

有一个数据，从建国到三中全

会，28 年间，我们总共走出去的人

次是 28 万。领导人现在是走遍了全

世界。比如不到两年，习近平总书记、

李克强总理，他们往世界走，去寻

求我们的友谊。毫无疑问，未来中

国“走出去”，一定会有更大、更

好的发展，也造福于我们中国人民，

也造福于全人类。在中国“走出去”

的过程当中，中国的企业可以说是

功不可没。你们的成功，凝聚了中

中国的良好形象走出去。这两者要

很好的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也要

两手都要硬，如果硬件很好，软件

很差，这个企业不可能得人心，“走

出去”也走不好，或者“走出去”

也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你坚持互利

共赢，注重商业道德，注重企业的

文明经营管理，讲究诚信，注意回

馈当地的社会，人家就看重你，把

你视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你的事情

就比较好办。我们也要注意，我们

国内有一些企业有陋习、恶习，不

要带出去。你所在的国家，所去的

国家，把每一个中国人、中国企业，

中国出去的企业家和他的员工都看

作是中国的代表，他们怎么了解中

国、认识中国，就通过你。所以我

们每一个企业、企业家、企业的领导，

每一个企业的员工，都应当是中国

良好形象的体现。不要做有损中国

形象的事，不要说有损中国形象的

话。就是说你所有的言行、所作所

为要让人家敬佩，中国人好样的。

好的行动有时候很重要。我举

一个例子，我去访问的时候，欢迎

仪式的时候，马背上的骑士在行进

中掉下来，大概天气热晕了。胡主

席作为国家元首，跑过去扶住掉下

来的骑士。这个动作就是公共外交，

你说多少都不抵实际行动，你在国

外会遇到很多事情。所以我想，如

果中国的企业管好自己，做出了好

的榜样，你这个企业的公共外交就

做好了。

第二，要谦虚谨慎，尊重对方。

尊重什么呢？尊重人家的历史、学

术和文化，尊重人家的法律法规，

尊重人家选择，不要介入人家的内

政。尤其在非洲这样一些发展中国

家，人家很在乎你是否尊重他们的

越兴奋，他觉得有人向他学习、请

教，其实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

在结束的时候他讲，我头一次当了

一会儿教授，跟别人讲课，他很舒

适。有一个主持人，我第一次见她，

跟她说我在电视上见过你，你比电

视上更漂亮，她一下子很开心，一

下子气氛不一样。后来美国人说，

当时你这么说，就像圣诞节的灯，

一下子亮了起来。需要赞扬她漂亮、

年轻。所以你跟外国人谈话、说话，

不管跟什么人，你一定要认真准备。

怎么开头？怎么结尾？怎么创造谈

话的气氛？这是要下工夫的。我每

一次跟外国人谈话，都要自己琢磨

的，怎么开头、怎么结尾，怎么能

够把话说到人家心里去。你写一个

稿念，你念得一个字都不错，但没

有效果。

第三，要善于坦诚沟通，正确

解读中国。随着中国的不断成长壮

大，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企业“走

出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深入、

妥善、正确地解答外界提出的许多

问题。比如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

的国家？中国向何处去？战略力度

究竟是什么？你们这么一个人口众

多的中国，为什么在几十年时间就

取得如此巨大的成果等等。如果要

让人家了解你，认识中国，认识企

业，或者减少人家的疑虑，企业的

扶植要注重。“走出去”的所有同志，

都恐怕要注意。先培训自己，你去

做别人的工作，做公共外交，你先

自己搞，培训好自己。用人家听得

懂的语言、方式去解读。如果你说

得好，人家对中国会产生好感。

我现在说一下，世界上，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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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业家和劳动者的智慧、勤劳，

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做法。 

中国越发展，越需要开放，越

需要我们的企业“走出去”。新的

时期，企业“走出去”任务更加艰

巨。中国政府、中国领导人十分重

视企业“走出去”，为企业“走出去”

创造越来越好的政治、经济、安全、

舆论环境，实践上宏观上，为企业

“走出去”做了卓有成效的公共外

交。世界上现在也越来越多的国家，

欢迎我们更多的企业“走出去”，

同他们开展有效的互利共赢的合作，

包括重大项目的合作。世界上许多

国家，都想与中国合作。搭便车也好，

搭快车也好，都欢迎，谋求共同发展。

当然我们企业“走出去”，也并不

到处是红地毯、欢呼声，也面临着

新的风险、挑战，但是我们企业一

定要下决心，迎难而上，尽量防范

和规避风险，努力学会应对风险。

总之要努力提高“走出去”的能力、

质量和水平，创造新的辉煌。

下面我就企业“走出去”，如

何进一步发展公共外交提一点具体

建议。

我以为搞企业的公共外交，最

重要的无非就是做好人的工作。向

当地的与会政党、政府、领导人、

非政府组织、干部、群众等等，让

他们了解你、喜欢你、信任你，能

够同你真诚的合作。这样，你的企

业走出去，就会走得好，得心人者

得天下，中国人经常说，我所说的

也是这个道理。如何做到得人心、

人家喜欢你，和你真诚的合作，我

想比较重要的是：

第一，要树立一个重要的观念。

就是企业“走出去”，不仅仅意味

着资金等等，而是我们道德行为，

内政主权，是否公正地对待他们。

我们决不可有任何大国主义的表现，

决不可以“老子富起来了，财大气粗，

表现傲慢”，还要虚心学习，借鉴

人家的长处，任何国家，哪怕是小国、

穷国、弱国，都有自己的长处、优

势，都有他们在世界上存在的价值，

谦虚学习、交流与互敬，习主席讲，

我们无论发展到什么水平，都要虚

心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以更加开

放、包容的姿态，加强同世界各国

的互融、互建、互通，不断地把对

外开放提高到新的水平，学习任何

国家的长处，比如新加坡，土地一

点点，这个国家忧患意识极强。我

们说不定哪天就消失了，包括海啸，

如果发生在北岸，就不得了。忧患

意识很强，国家很小，但是作为一

个华人为驻守的国家，治理得很好。

治理一个大国固然重要，你把一个

小国治好也不容易。大家庭很难治

理，小家庭矛盾更深。

至于发达国家，许多国家都有

自己的优势、长处，他们对外侵略，

搞殖民主义，这些我们不学。他们

的制度，他们走的道路我们学习。

比如美国，他有他的优势。这个国

家 200 多年怎么发展起来的？侵略

扩张我们不学。但是他能为中国所

用。我想我们的企业家走到世界上

去，一定要虚心、认真的学习各个

国家的优势，包括在发展方面等。

学会或者注意倾听人家，虚心的求

教，学会赞扬人家也是一种尊重。

我们中国人也喜欢听赞扬的话，很

舒适，现在讲舒适度，赞扬不需要

付出什么代价。

我举一个例子，有一回，一个

外国专家来访，我们谈了接近 2 个

小时，几乎是我在问，我越问他他

要让中国的良好形象“走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