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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祥：一字万金的经济外交能手
○谢词龙（2006级工物）

张祥，1959年至1968年在清华大学工

程物理系攻读本科和研究生。1979年至

198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博士

学位。1986年回国后历任上海市外经贸委

主任助理、副主任、党委委员。1998年5

月任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副部长； 

2002年1月卸任后出任“博鳌亚洲论坛”

秘书长。

1959年，18岁的张祥学长考取了清华

大学工程物理系。那时候交通很不发达，

对于家居上海的张学长来说，来一趟北京

得花72小时。火车渡过长江还得靠摆渡，

用船把车厢一节一节送过江去。旅途的经

历让张学长印象很深，而中国经济的落

后，交通的不发达，更是在张学长心中留

下了深深的烙印。

清华园里孕育志向

清华大学拥有着浓厚的学习和体育氛

围。张祥在大学时期是校篮球队也是北京

市大学生篮球队的主力，当时的清华校队

在全国非常有名，甚至连很多省队都不是

他们的对手。进入校队后，他的社会活动

也多了起来，人际交往的能力得到了不小

的提高。

提到在校的体育锻炼，张学长说蒋南

翔校长提出的“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的口号让他至今难忘：“每天下午4点，

操场上到处都是锻炼的同学，整个学校洋

溢着青春的活力。”张学长说，体育不是

简单的锻炼身体，它还培养了学生的团队

合作能力和集体主义精神，更提供了公共

的舞台，增加了学生参与社交的机会。

清华的学习氛围浓厚，学生朴素、刻

苦，满怀着报效祖国的志向。当时清华的

学制是六年，而别的大学只要四年。蒋南

翔校长解释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们只有基础知识扎实，知识面广，才能

有更高的建树。”

留美期间转道经济

1979年，张学长以清华大学研究生的

身份赴美留学，由著名华裔物理学家吴

健雄推荐进入哥伦比亚大学，5年时间获

得了两个硕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被推

选为全美“中国学者、留美学生联谊会”

主席，还同时被三位美国教授联名推荐为

美国“西格玛•希科学研究会”的名誉会

员。毕业后，他到波士顿的福克斯波罗公

司任高级工程师。

在美国，张学长产生了转到经济研究

方面的想法。学长说在国内他并没有这方

面的想法：“中国当时还是计划经济，完

全是苏联的模式，‘文化大革命’刚刚结

束，社会不是非常稳定，认识上也较为孤

立、封闭。”而邓小平的出访，敲开了中

国与世界连通的大门，也让他开始感到这

个世界并不像自己以前了解的那个样子。

美国的领先科技和与国内差异很大的

清芬挺秀



98 清华校友通讯

生活方式让刚到美国的张学长思想碰撞很

厉害，“就一直睡不着觉”，一想到祖

国，想到亲人还是生活得很艰辛，张学长

心里也很不服气，他说：“中国人并不

差，有好多中国人在美国都做出了一番事

业，当时美国的高科技人才，有不少是中

国人。”张学长迫切地感觉到，中国不仅

仅需要像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科技专

家，还需要具有管理、经济方面背景的人

才。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学点经济、

管理知识来改变祖国的现状。在学习经济

管理课程的过程中，理工科背景给了张学

长很大的帮助。

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帽能让张学长在

美国的发展机遇大好。但他，带着在美国

多年的学识和经历，迫不及待地举家回

国。1986年，作为中国“文革”后第一批

公派出国留学的学生，张学长这个美国著

名学府优秀的博士研究生成为了第一批海

归学子中的典型人物。

谈判场上“一字万金”

1986年至1996年，张学长历任上海市

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助理、副主任；

1996年至1998年，在美国纽约任上海国际

（美洲）集团副董事长；1998年至2002

年，任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副部长。

工作期间，张学长辗转游历了54个国家，

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飞机和旅馆里

度过的，更有一大半的时间是在与各国政

要或金融、商界巨头的交谈聚会中度过

的。谈到这里，张学长说大学时候的体育

锻炼对他的帮助很大，“因为经常要在各

个国家穿梭，对于时差、季节差（南北美

洲有季节差）、海拔的高低等都要能适

应。各种各样的饭都要能吃得下，到了旅

馆，一换服装，就能上场，就能开始政府

团谈判。”

张学长参与了很多上海的大项目，比

如上海地铁一、二号线、上海苏州河治

理、上海国际机场的扩建等项目的国际融

资，上海在54个国家的200多个海外投资

项目，上海在国外投标的数十个大型承包

工程，以及上海和全国一些出口产品的反

倾销诉讼等等。

在地铁一号线的融资谈判中，张学长

一个绝不含糊的“NO”，为国家挽回了

5000万人民币的损失。由于上海地铁一号

线的良好合作，德国成为上海地铁二号线

提供政府贷款的首选国家，但合作与否还

是取决于德方提供的地铁设备的价格。商

务谈判也就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出现了分

歧：德方的报价比中方能接受的价格高出

7500万美元。根据张学长手中掌握的有关

地铁车辆的国际市场信息，即使按照中方

提出的价格，德国的公司仍然有钱赚。当

时一些同志警告说：德方政府贷款是好不

容易才争取到的，不要为了这7500万美

元，丢了那个7亿8千万马克！但张学长坚

守商务谈判平等互惠的基本原则，而且他

心中有底：“对于这个项目，德方也有切

身利益，他们绝不会轻言放弃。”张学长

的态度让德方刮目相看，终于在此后的谈

判中，双方达成了一致，车辆价格降了

7500万美元，整个地铁项目的报价比原来

降低了1.07亿美元。

张学长说，在国际融资中，贷款者和

借贷者应该是一种平等互利的关系，成功

的商务谈判应该双方都是“赢家”。当这

种平等的关系受到伤害的时候，即使是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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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带有清华标志的台历、笔筒、小

雕塑等纪念品整齐地摆放在王小海的办公

桌上，浓浓的清华情结可见一斑。“生我

者父母，育我者母校”，在清华5年的学习

生活经历春风化雨般塑造了他，清华的精神

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成就了他。

扎根塞外 建设家园

王小海生于内蒙古包头，父母五六十

年代支边内蒙古，一生奉献塞外。1991年

王小海从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后，抛却京

城繁华，一片雄心再回故里，建设家园。

回到包头，王小海从变电站的值班人

员起步，从抄电表、拉刀闸干起。近20年

的工作生涯中，他奔波奋战在内蒙古电力

行业的各个岗位上。清华学子行胜于言、

踏实肯干的作风每每赢得了领导的赏识和

群众的认可，王小海不断被委以重任，几

乎两三年一个台阶，先后担任包头供电局

变电站站长、生产部部长、基建部部长、

薛家湾供电局局长、内蒙古电力公司副总

工程师兼调度通信中心主任等职。

作为电网调度负责人，王小海主动担

负电网安全稳定、优质经济运行以及优化

能源资源配置的重任，在电网迅猛发展、

电网结构薄弱、发电大量富余，发电和

清华精神   成就劳模
——访全国劳模、内蒙古电力公司副总工程师王小海

贷方，也应该理直气壮地说：NO！

张学长在无数次的商务交往中积累了

经验，他自己的《国际商务谈判—原则、

方法、艺术》一书记录了大量的实例，这

本书填补了国内这个领域的空白，为此，

张学长获得了“95上海优秀图书奖”。

退休还家求学不止

张学长今已将近七十岁，但求学的精

神不减当年。他说，信息时代，光靠他自

己读书肯定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了，所以他

现在研究的方法是，一方面经常听新闻，

了解国内外时事；另一方面请学生阅读他

感兴趣的书，读完之后再讲给他听。

张学长说：“一个人不可能样样都

懂，但是他要知道他哪不懂，哪是重要

的，应该找谁去解决，解决到什么程度才

是有把握了，这很重要。”大学的教育教

会了他学习方法，吴健雄老师经常跟他

讲：“张祥，学问学问，要学要问。”在

清华，张学长明白了用复杂的办法解决简

单的问题不算什么，最高的水平是用简单

的办法解决复杂的问题。

张学长现在是中国科协科技和人文专

门委员会的副主任。他说，科学技术跟人

文艺术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在学习科学

知识的同时，也要加强人文知识方面的学

习。很多著名科学家其实也是艺术家，说

起那个“相对论”的爱因斯坦，谁会想到

他还擅长小提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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