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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喻方在决定去意大利工作时，并没

有预料到在未来几年，自己会有机会见证中国企

业“走出去”的壮观浪潮。她把自己与意大利的

缘分称为“Destiny”，而不是“Choice”。

彼时，喻方已经在普华永道工作了十年。职

场上周而复始的辛苦拼杀并没有磨灭她的锐气和

冲劲儿，她希望有机会能去海外工作历练一番，

不是走马观花，也不是浅尝辄止的“加长版旅行”，

而是实实在在地“沉”到当地的文化和生活中，

换个不同的视角看看世界。

“太年轻出去，可能由于阅历经验不够，会

更多地关注比较表面的东西，自己可以用来兼收

并蓄的基础少一些；而假如再晚个 10 年，到了

40 多岁再出去，换到语言文化全然不同的新环境，

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可能要差些了，生活上适

应起来也更挑战。”喻方说话从容又温和，却透

着思维行事的飒爽果断。

不过，喻方本来并没有想到会去非英语国家。

可能真的是缘分吧，在寻找公司内部外派机会时，

恰逢意大利同一个部门急需招人，通过人事部门

的推荐找到喻方。在和意大利主管合伙人及几位

意大利同事视频会谈后，喻方觉得很投缘，offer

也很快从意大利发了过来。虽然需要在工作之余

学习第二外语，但是面对这个和中国历史文化同

样悠久的遥远国度，以及公司大中华区的第一个

外派意大利机会，喻方选择接受这个挑战。就这

样，没有太多犹豫，她就和同为清华校友的先生

一起带着四岁的儿子来到意大利，开始了全新的

人生经历。

意大利：一个硬币总有两面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意大利近年经济在低谷

徘徊，在诸多欧美强国中并不算“出众”。 “很

多资深前辈，包括欧洲校友大会遇到的不少欧洲

校友也这样觉得。很多人的印象中，意大利人比

较散漫，意大利公司做什么都慢悠悠的，效率不

高。除了时尚、旅游、足球，没有什么特别的亮

点。”喻方说，“实际上很多意大利企业在细分

喻方：做中国企业“走出去”
的“思维翻译”和“文化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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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中做到了全球领先，比如精密制造业、医药

化工、医疗器械等，但是由于意大利人很多时候

并不重视宣传和商业推广，因此除了业内人士之

外，常常并不为大众所知。在意大利人以他们特

有的‘轴’劲儿精益求精时，‘不为外人道’的

处世哲学把自己 DNA 中的亮点关在了自己的世

界里，大部分人看不到。这一点，也是我来意大

利好几年后，才慢慢发现和体会到的。”

行走在米兰街头，随处可见的 Aperitivo 餐

厅（开胃餐）带着鲜明的意大利特色。结束一天

的工作后，正式晚餐之前，意大利人喜欢来上一

杯橙色的 Aperol 开胃酒，配上火腿、奶酪、各

色小吃，与朋友在喝酒聊天中尽情放松。晚餐后，

意大利人也经常去酒吧继续喝酒、跳舞、聊天，

日子过得很逍遥。

但这种方式和生活节奏带到工作中，特别在

与中国高速发展模式下的企业合作时，有时协调

起来会很挑战，甚至会有误会和摩擦。喻方曾接

触过一家意大利的医疗器械公司，技术团队在行

业内认可度很高，但是两位工程师背景的创始人

在商业市场开发方面差强

人意。中国国内一家同行

业公司有意收购，出价很

高并且非常尊重原股东的

技术团队，也可以为意大

利企业在亚洲市场开发带

来巨大的商机。在这样的

背景下，意大利股东自然

愿意积极配合，推动交

易。但让中方没想到的是，

在中国这边没日没夜忙着

推进时，意方却并不会在

工作时间之外安排太多加

班，比如周末的骑车训练、

备战比赛仍是雷打不动。在意大利人看来，这像

人的呼吸一样，不可省略。工作再忙、事情再重要，

也不能憋着呼吸去干活。

“如果从商业角度来看，意大利很多公司并

不单纯追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短期的经济

回报以及效率上有时会看起来差强人意。”喻方

说。但就像一个硬币总有两面，这样的价值观念，

恰恰为品牌孕育、技术沉淀和传统的传承提供了

基础。“以制造业为例，你会发现意大利企业独

特的发展轨迹很有意思。从商业角度，他们可能

发展得没那么快；可也恰恰因为这样，他们一门

心思集中在产品的工艺和技术上。这些人可以沉

下来钻研最基本的工艺，做到全球最好的水平。”

一位中国客户讲的小细节让她印象深刻：这

位客户所在的公司收购了意大利的一个工厂，调

试设备时，意大利工人不用方便省事的电动螺丝

刀，而是用原始的方式一颗颗手动拧螺丝。一问

原因，是他们觉得，只有靠手拧才能感觉出细微

的差别，试出来是不是有问题，调试才会更精准。

这让客户十分感慨。同样的设备，在不同的地方

米兰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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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有时结果会相差很多。而这种不起眼的细

节，可能就是原因之一。

包括在工厂日常操作的细节中，意大利工人

的敬业也让中国股东颇感意外。工厂的自动化程

度很高，所以工人会有大段时间相对空闲。这段

时间里，刷刷手机、聊聊天，在人们眼里会觉得

也挺平常。但是中国股东发现在意大利工厂，工

人们并没有这样的习惯。他们不是在擦拭机器，

就是在做各种跟生产线相关的事。“其实并没有

管理上的硬性规定，但他们不会让自己在工作时

闲下来。”这些点滴细节，让中国客户对意大利

工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工作中，喻方接触过不少意大利的“高级蓝

领”，很多才三十几岁，工龄却已经有十几年。

喻方很感慨：“你会发现，他们很多年一直在专

注地做一件事情。这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其实挺难

得的。”

2019 年 2月，某中国上市公司在意大利投资顺利交割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第一挑战
“中国公司在海外投资有一二十年了，但是

直到最近三五年，意大利的投资机会才得到广泛

关注。”喻方觉得，从商业角度来看，意大利其

实之前一直是投资的洼地。

随着德、法、英等欧洲大国的投资热度持续

走高，很多布局海外的中国企业开始将目光投向

意大利。同等条件下，意大利的投资成本要相对

低不少。尤其家用电器、医疗器械、机电一体化

等意大利热门行业，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者

关注。

2017 年，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一带一路”

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一带一路”成为企业

走出去的重要战略引领和支撑。2019 年 3 月，意

大利和中国签署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的谅解备忘录，意大利由此成为“七国集团”（G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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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第一个正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西方发达

国家。这个昔日古丝绸之路的“终点站”也再一

次成为中国媒体关注的热点。

最初，喻方来到意大利从事的是跨境交易的

财务尽职调查工作。而随着中国企业在意投资并

购的井喷式发展，喻方逐渐转向专职做中国项目。

这些年，喻方亲身参与、见证了中国企业“走出

去”的“战斗历程”，也深深体会到其中的不易。

在她看来，中国企业不论在意投资还是经营业务，

第一挑战并非语言，而是思路差异和做事风格、

方法的不同。而她的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努

力帮助中方和意方相互理解。

 “因为文化观念上的差异，

很多时候难免鸡同鸭讲。意大

利有很多性情中人，谈判桌上

谈着谈着拍案而起，是常有的

事。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的团队

在中间协助沟通。往往进一步

充分了解后就会发现，其实他

可能不是不愿意跟你合作，而

是觉得你做事怎么这样？！你

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反过来

我们中方的感受也是一样。”

喻方自己也是从这样的差

异和困惑中走过来的。刚到意

大利公司，收到同事或者客户

的沟通邮件，她会习惯性地回

复“收到了”或者“谢谢”。

但同样的情况，却很少收到意

大利人的回复。一次她特意从

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应意大

利同事的求助写一份反馈资料，

发过去之后却没有任何消息。

直到后来和同事们闲聊，喻方

才了解，意大利人的习惯是：如果我有什么特别

要跟你说的，才会跟你沟通。如果正常收到了邮

件，他们会认为没有必要就此特意回一封信。而

这在中国的商务礼仪中则会被认为是失礼的。

类似细节上的文化差异很多。孩子学校的家

长会，老师讲了学校的若干安排，很多家长明知

已经是学校决定了的事项，还是会群情激昂地发

表自己的不同观点，而老师和其他家长也都很认

真地听、认真地讨论。这在中国人眼里，可能会

觉得有点“形式大于内容”，为了不会产生任何

实质变化的事情浪费过多时间。但意大利人却对

类似的沟通非常看重。因为他们觉得，充分表达

喻方与家人在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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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是非常重要的。

喻方慢慢习惯了站在客观的中立角度来看问

题。“一方面，类似的做法可能从效率上确实不

如中国；但从另一个角度，这其实会更鼓励大家

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即便我现在说了也不会改

变什么，但是我让你了解了我的想法，以后就可

以避免一些误会，做决策时也会考虑得更全面一

些。”

喻方笑称，到现在她的意大利语还是马马虎

虎。但她已不再纠结于此。因为她明白，自己工

作中“思维翻译”和“文化翻译”的价值，要比

单纯的语言翻译大得多。

“清华人骨子里都是有这种精神的”
回想和客户一起走过的春夏秋冬，喻方觉得

感慨良多，“特别是看到中国企业走出去时所肩

负的那份战略使命，以及面对文化差异时中方给

予意方的尊重、理解和包容。”

与此同时，喻方也能明显地感受到，意大利

对中国的了解、对中国人的看法也在不断改变。

一位在米兰八年的朋友回忆第一次去意大利学校

给孩子开家长会，老师第一个问题就问：请问你

是开餐馆的吗？在意大利人的印象里，大部分华

人移民从事的都是餐饮业。“他们对中国人基本

的尊重还是有的，但之前的印象可能并不是特别

好，觉得中国人就是单纯有钱的‘暴发户’。在

商业上，信任度也会差一些。”

但近些年，随着中国各行各业的崛起，“走

出去”的公司越来越多，在意大利工作的中国人

也越来越多。“他们会发现：哦！原来你是懂的，

是专业的。中国的企业家也是很有想法的。”

“虽然我工作中看到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但确实能明显感觉到近年来，意大利人对中国人

更加尊重。他们也慢慢开始认可中国企业在商业

投资方面的专业度。”

正是这些经历和感受，让喻方把意大利从漂

泊的驿站变成下定决心的选择。用她自己的话说，

“最初来到意大利算是顺其自然，但慢慢却发现

好像找到了宝藏一样。在意大利有很多别处很难

有的独特经历和发展机会。特殊的经历给了我一

副新的眼镜，可以用一种新的视角看这个世界。”

喻方说，有时和在德国、法国等其他欧洲国

家的校友交流，大家的感受都一样。觉得与收入

相比，更看重工作本身的价值和成就感。“有些

校友已经事业有成，却宁愿放下已有的一切从头

创业。就是觉得有些事情如果没有人做、做不好，

而我恰好可以，那就要上。清华人骨子里都是有

这种精神的。”

全球化时代，跨国界、跨文化合作交流频繁。

“全球胜任力”已成为时代背景下人才培养的必

然要求和趋势。喻方说，视野决定机会，有些得

失并不在眼前。“校友们聊起来，其实这种劲儿

都挺像的。把目光放长远，同时坚持自己的价值

观和原则，包括坚守底线。有时候因为各方面要

求都太高，可能路走得没那么容易。但长期坚持

下来，一定是可以做得很好的。”

来意大利将近五年，喻方很幸运自己能亲身

参与、并和中外友人共同见证中意合作的不断深

化，也见证中国文化一步步被理解和认同。她在

朋友圈里感慨地说：“作为骨子里勤劳勇敢、文

化中含蓄内敛的中国人，在西方世界得到对手的

尊重、探寻更平等的对话与合作，是一个吃得苦

中苦才守得云开见月明的过程。借一句岳飞的《满

江红》：

三十功名尘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这是喻方在意大利工作几年最深的感受，也

是她与大家的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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