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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4

! ! ! !在昨天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
!"周年大会上，宣读了中国改革友
谊奖章的 #"位外国友人的名单。伴
随着改革开放 !"年的进程，有许多
外国友人提供了各种帮助，这 $%位
获得者到底有些什么特殊贡献呢？

阿兰!梅里埃

!在中国"为中国"与中国#

作为将疫苗工业化生产的法国
生物梅里埃集团总裁、梅里埃基金会
主席，阿兰·梅里埃秉承“在中国，为
中国，与中国”的发展理念，一直致力
于为中国人的健康提供助力。

从 $&'(年第一次访问中国开
始，植根中国三十多年来，阿兰·梅
里埃做出过两个重大决定，一是选
择直接与中国政府卫生部门合作，
参与非典和禽流感等中国重大公共
卫生事件，二是“在中国研发，到中
国建厂”，这意味着法国企业就地取
材，致力于把研发成果推广到世界。
在梅里埃的带动下，涌现出了一大
批优秀的法国生物医药公司，都把
中国作为创新的发源地。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是历时 ( 年建设的武汉
)!级别高等生物安全实验室，这也
是亚洲首个最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
室。这个项目从 *""!年非典疫情爆
发后，时任总统希拉克访华时提出
到正式运作，先后跨越了近 $+年，
倾注了阿兰·梅里埃的全部精力。
*"$$年，生物梅里埃上海浦东新基
地建成，成为全球范围内继法国、美
国之后的第三大基地，并成为梅里
埃在亚太区集生产、销售、培训和服
务等功能为一身的职能中心。

鉴于阿兰·梅里埃对中国卫生
健康事业的贡献，他荣获 *"$!年度
中国政府友谊奖。更值得一提的是，
早在中法建交前，阿兰·梅里埃的岳
父保罗·贝利埃 $&,+年就在北京展
出贝利埃卡车，由此成为对华技术
转让的第一人，得到周恩来、邓小平
等老一代领导人的赞扬。

威尔纳!格里希

武柴人不会忘记!洋厂长$

$&$&年生于德国的威尔纳·格
里希，是一位企业管理专家，更是改
革开放后中国国企聘请的第一位
“洋厂长”。$&(!年受聘担任武汉柴
油机厂厂长后，他大胆改革、从严治
厂，引进国外以质量、市场为核心的
管理理念，开创引进国外管理型专
家先河，拉开了中国企业界国际化
人才管理的序幕。

格里希来到武汉柴油机厂后，
经过一系列调研，率先提出要发展
就要打破“铁饭碗”。除主抓质量、抓
管理之外，还提出“减员增益”的改
革方案。在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
期间，他改变了该厂管理落后、质量
低劣的面貌，使柴油机实现向东南亚
'个国家批量出口，开创了中国引进
国外管理型专家的先河，对中国国有
企业的管理体制产生了巨大影响。
朱镕基给《格里希在武柴》书的

序中写到：“我们应该学习他不图安
逸，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忘我地为武
柴工作的奉献精神；学习他从细小
而关键的事抓起，说到做到，一抓到
底的求实精神；学习他严于律己，永

不满足，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精
神；学习他时时处处精打细算，勤俭
办厂的精神。”

*""-年 !月，格里希在德国去
世，享年 (-岁。他生前还特别叮嘱
后人，将一部分骨灰撒入武汉的长
江。*""+年 !月，在他去世两周年
之际，在武汉市著名的汉正街都市
工业园和格里希的家乡杜伊斯堡两
市，分别竖立起两尊他的铜像。

克劳斯!施瓦布

%达沃斯之父$的中国情结

$&'$年，克劳斯·施瓦布倡议
并创建“欧洲管理论坛”，并在 $&('

年将其“升级”为“世界经济论坛”，
也称作“达沃斯年会”，自己担任世
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我在 !"#$年读到有关邓小平

改革开放政策的文章，当时就确定
中国将会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
色。”回忆起与中国第一次“触电”，
施瓦布说到他在 $&'(年向邓小平
发出的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邀请，
“于是，%"&" 年，我们（世界经济论
坛）开始与中国的第一次接触，并邀
请中国代表团来达沃斯参会。”在那
一年论坛举行的 -个月后，施瓦布
率领一个包括 *"名欧洲企业 ./0

在内的代表团回访北京。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施瓦布每

年至少来中国一次，有时一年来两
三次，推动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合
作，并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
以及中国与会者在世界经济论坛上
从“听别人说”，到积极参与各种讨
论，为解决问题贡献办法的改变。

*%%+年，施瓦布提出“中国夏季
达沃斯”的设想。在他与中方的共同
努力下，首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于
*%%'年 &月在大连举行，自此，中国
成为了论坛的长期主办国。*%$'年，
在施瓦布邀请下，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出席达沃斯年会并发表主旨演
讲，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
与作用再度成为热点。

松下幸之助

中日合资办企业的典范

被誉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
助是日本松下电器创始人。在中日
关系发展史上，他也是中国改革开
放的见证人与合作者。松下幸之助
在耄耋之年两次访华，并与邓小平
会谈，从此拉开了日本百年老店松
下电器在中国发展的序幕。
松下幸之助创办的松下电器是

改革开放后最早进入中国的跨国公
司之一，背后颇有渊源。$&'(年秋，
邓小平访日期间参观了松下电器公
司，(-岁高龄的松下幸之助亲自到
门口迎接。当时，邓小平对松下幸之
助说：“松下先生能否为中国的现代
化建设帮点忙？”松下当即允诺。他
说，相信到 *$世纪，世界繁荣的中
心将回到亚洲，日中两国要加强合
作。此后，松下幸之助在日本积极介
绍中国的改革开放。他曾撰文说，在历
史长河中，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许多
先进技术都是中国传授的，没有中国
的帮助，就没有今天日本的发展。
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吴寄南认

为，松下幸之助独具慧眼的决定，在
当时日本国内的环境下需要勇气和
决心。当时日本电子业界蓬勃发展，
加之不了解中国情况，许多企业并

不看好中国市场。在松下幸之助的
推动下，在上世纪 (%年代后期，松
下电器与北京有关单位合作成立北
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双方
投资规模达 *!(亿日元，是当时最
大的中日合资企业。多年来，松下电
器公司先后对中国企业提供的技术
合作项目多达 $,%多个，也为中国
电子工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吴寄南指出，松下幸之助代表了

当时日本一批愿意帮助中国改革开
放的友好人士，中国对此充满感恩。

大平正芳

向中国提供第一笔日元贷款

大平正芳，日本第 ,(、,&任首
相，去世多年后对日本政治仍有相
当影响力的著名政治家。大平正芳
对中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他对中
国文化尤其是古典哲学有深入理
解，并把《老子》的“治大国如烹小
鲜”当作座右铭。作为田中角荣内阁
的外务大臣时，他在中日恢复邦交
正常化的谈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吴寄南

看来，大平正芳是中国改革开放进
程中贡献最大的日本友人。为支持中
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大平在担任首相
期间向中国提供了第一笔日元贷款。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接受的首笔双
边政府间贷款，时间长、利率低、数额
大、没有附加条件，对于当时百废待
兴、资金短缺的中国来说，是一笔至
关重要的外汇来源。这项贷款直到
*%%(年结束，持续近 -%年，可以说
一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
有关大平正芳与中国的改革开

放事业，还有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
$&'&年 $*月，大平正芳作为日本
首相访华。$*月 ,日，邓小平会见
他时，把中国追求的“四个现代化”
具体量化，表示到二十世纪末，中国
要争取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
$%%%美元，实现小康水平。邓小平
把这个目标称为“中国式的四个现
代化”，即“小康社会”。多年后，邓小
平在会见其他日本领导人时，不止
一次地提起这次会谈，表示“翻两番、
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新
提法正是在谈话中首次提出的。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大平正芳

从未疏于反省战争责任，不忘引导
国内舆论。$&'(年，日本民间出现
了认为日本对历史“反省过了头，对
中国过于卑躬屈膝”的声音。大平正
芳对此严肃指出，“日本反而是连必
要的反省都还没有做够”。

李光耀

!中国模式$的坚定支持者

新加坡开国元首李光耀被誉为
“新加坡国父”。作为祖籍广东梅州的
新加坡华人，李光耀对中国有着别样
的情感，一直关注中国的发展。$&',

年以来，李光耀在任内访华 -%余次，
致力于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并推
动中国与马来西亚关系的改善。
李光耀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

持坚定的支持态度，并与改革开放
后历届中国领导人都建立了紧密的
交集。$&'(年访问新加坡的邓小平
在与李光耀会见时说，中国可以借
鉴新加坡的发展经验。但李光耀说，
新加坡华人可以做成的任何事情，
中国没有理由做不到或不能做得更
好的。此后，两国政府达成人才交流

协定，成为中新关系的一个友好篇
章。而在李光耀的推动下，中新政府
间重要的合作项目、中国第一个工
业园区苏州工业园区于 $&&!年设
立并启动，苏州工业园区模式也成
为他留给世人的一份宝贵遗产。
与五代中国领导人有过交往的

李光耀，对于中国的发展模式有着
自己独到的见解。在《李光耀观天
下》一书中，他曾写下对于中国的预
期，认为中国的发展“有自己的方
式”。“+%%%年来，中国人一直认为，
只有中央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中央
软弱则意味着混乱和动荡。每个中
国人都理解这一点，这也是中国人
的根本原则。西方一些人希望中国
变成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国家，
但这不会发生。中国是一个有着 $-

亿人口的巨大国家，文化和历史都
与西方不同，中国有自己的方式。”

*%$+年 -月 *-日凌晨，李光
耀病逝，享年 &$岁。

萨马兰奇

推动中国重返奥运大家庭

作为中国人最熟悉的西班牙
人，萨马兰奇是国际奥委会第七任
主席、终身名誉主席，也是中国重返
奥运大家庭的重要推手。

$&'(年，中国还没有获得国际
奥委会的合法席位。而就在这一年，
时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萨马兰奇
第一次造访中国。“我想不通，一个
$%亿人口的大国，居然不是国际奥委
会成员？”为此，萨马兰奇四处奔走，开
始了他与中国三十余年的情缘。

$&'&年，中国重返国际奥林匹
克大家庭。在 +年后的洛杉矶奥运
会开赛第一天，萨马兰奇圆了自己
一个梦———亲自颁发中国获得的第
一枚奥运会金牌，站在他面前的是
获得中国奥运史上第一金的中国射
击运动员许海峰。后来，他又萌生了
让奥运圣火在北京点燃的想法。
*%%$年 '月 $-日晚，萨马兰奇向
世界庄严宣布，*%%( 年第 *& 届夏
季奥运会的举办地为“123 4516 78

935:5;<”，他说：“这是我在国际奥委
会主席任上，最后一次宣布奥运举
办城市。在那之前，我经常向同事们
提起，希望能在北京举办奥运会。”
*""(年 (月 (日，((岁的萨马兰奇
如愿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年 !月 *$日，萨马兰奇离
世，享年 (&岁。

斯蒂芬!佩里

子承父业的!破冰者$

斯蒂芬·佩里是英国四十八家
集团俱乐部主席。$&+-年，斯蒂芬
的父亲、时任伦敦出口公司董事长
的杰克·佩里与 !(名英国商界人士
突破西方对新中国的封锁，访问北
京，开启了最早的贸易对话，成为英
中关系的“破冰者”。

$&'*年，斯蒂芬·佩里第一次
跟随父亲到访中国。同年，他们协助
促成了美国和中国首个贸易协定，
紧接着中美关系破冰。$&&-年，斯蒂
芬子承父业，成为英国 !(家集团俱
乐部主席。“作为‘破冰者’，我们的任
务是帮助西方政府、商界和人民了解
中国，了解中国政策和文化。同时，也
帮助中国了解世界。”佩里如此理解
自己在英中关系中的角色。
在佩里的努力下，如今的 '$家

集团俱乐部拥有 ())多名中英两国
个人或机构成员，涵盖商业、文化、
外交、学术等多个领域。集团以“平
等互利”为信条，向所有致力于积极
建设中英关系的人开放，并为他们
提供交流平台。*""(年，!(家集团
俱乐部又成立“青年破冰者”组织，
促进两国年轻人的交流。而他的儿
子成为“青年破冰者”组织的创始主
席之一，将“家族使命”传递下去。

莫利斯!格林伯格

!第二故乡$在上海

$&$&年，科尼利厄斯·史带在
上海创立了世界知名保险公司史带
集团的前身美亚保险代理公司，成
为首位把保险概念带给上海的西方
人。世事变迁，已经成为世界保险业
翘楚的史带集团仍牵挂着“第二故
乡”的发展。在中国重新向世界敞开
大门后，现任董事长莫利斯·格林伯
格第一时间就重新踏上这片土地。
秉持着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坚定信
念，格林伯格不断突破障碍，为集团
重返中国不懈努力。经过近 *"年的
坚持，在中国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史
带集团旗下的美国国际集团于
$&&* 年获得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
牌照，在上海设立分公司，独资经营
寿险及非寿险业务，成为第一家重
返中国的外资保险公司。$&&,年，
集团旗下友邦保险签下一份具历史
意义的租约：史带在上海创立保险
公司的旧址、位于外滩的中山东一
路十七号大厦的再次成为公司办公
地，成为集团重回中国一大里程碑。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 !"年的
脚步，格林伯格率领史带集团为中
国引入了创新的保险代理人制度，再
次开创中国保险业的先河，并在中国
创造了百万个工作机会。此外，格林伯
格积极推动公司在中国的慈善基金
会。截至今年，基金会对中国慈善事
业捐赠约 -亿美元，并高价收回圆明
园宝云阁 $"扇铜窗无偿归还中国。
在格林伯格的倡议下，著名的

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应
运而生，他从担任第一届主席至今
的 -"年间都活跃在会场内外，为上
海经济发展出谋划策，并于 $&&'年
被授予“上海市荣誉市民”称号。格
林伯格还是北京市政府特聘资深经
济顾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及国家
开发银行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

罗伯特!库恩

美国银行家里的!中国通$

美国投资银行家、库恩基金会
主席……拥有多个头衔的罗伯特·库
恩是著名的“中国通”=他利用自己的
影响力，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

#&(&年起，罗伯特·库恩就在
经济、科技、文化、外交和国际传播
等多方面向中国政府提供咨询，与
包括国新办、科技部等许多部门有
广泛合作。作为花旗集团全球投资
银行的高级顾问，罗伯特·库恩专职
负责跨国公司策划。近年来，他还与
中国主要企业合作，对它们在国际
资本市场上融资、重组及并购活动
提供全方位建议。
凭借自己的专业能力和对中国

文化与政治的独特而深刻的了解，
以及在英国广播公司、彭博新闻社
等主流媒体担任评论员的便利，他
积极向世界介绍中国。

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为什么颁给这10位外国友人？

本报记者 卫蔚 吴宇桢

齐旭 杜雨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