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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瑞 士 ， 钟 表 制 造 是 个 古 老 的 行
业。大大小小的钟表厂几乎都由瑞士人
代代相传、延续至今，鲜有外人能够涉
足 。 然 而 ， 一 位 名 叫 杨 玉 明 的 中 国 人 ，
如今却由于他对瑞士钟表制造所作出的
贡献，为瑞士钟表行业人士所称道，被
称 为 打 入 瑞 士 钟 表 业 “ 心 脏 ” 的 中
国人。

一个冬日午后，记者如约来到杨玉明
位于瑞士钟表工业中心纳沙泰尔州的家
中，开始了与杨玉明的一段零距离的对
话。“昔日冷眼相待，今日受人尊敬”，64
岁的杨玉明用非常简短的话概括出自己
35 年来在瑞士境况的变化。他认为，是
祖国的改革开放为他们这代人搭就了逐梦
的舞台，是对梦想的执着让他们这代人在
这个舞台上大放异彩。他们个人的命运变
化，正是这个国家创造时代奇迹的生动
写照。

一

杨玉明到瑞士留学基本上是从零

开始，大学期间学的那点外语出国后

基本用不上，刚开始时甚至同文盲

一样。

杨 玉 明 生 于 黄 浦 江 畔 ， 长 在 北 京
城 里 。 1968 年 ， 中 学 毕 业 后 ， 杨 玉 明
同 其 他 “ 老 三 届 毕 业 生 ” 一 起 ， 来 到
广 阔 天 地 里 接 受 “ 再 教 育”。 说 起 那 段
在山西黄河岸边插队的艰苦生活，杨玉
明 至 今 记 忆 犹 新 。 他 说 ：“ 我 当 时 并 没
有怨天尤 人 ， 而 是 当 做 一 种 磨 练 。” 所
有 这 些 磨 练 都 没 有 白 费 ， 为 他 日 后 到
瑞 士 留 学 和 成 就 一 番 事 业 打 下 了 坚 实
的基础。

改 革 开 放 初 期 的 1980 年 ， 杨 玉 明
怀 揣 着 北 京 第 二 外 国 语 学 院 法 语 专 业
毕 业 证 书 ， 来 到 瑞 士 自 费 留 学 。 他
说 ， 像 他 这 样 的 人 ， 如 果 没 有 改 革 开
放 ， 是 不 可 能 出 国 留 学 的 。 那 时 候 ，
能 走 出 国 门 的 中 国 人 还 十 分 稀 少 。 在
日 内 瓦 大 学 ， 杨 玉 明 只 见 到 四 五 位 中
国 人 ， 更 多 的 黄 皮 肤 是 来 自 越 南 的 难
民 ， 以 至 于 瑞 士 人 老 是 把 他 当 成 越 南
难 民 。“ 当 时 西 方 人 根 本 看 不 起 我 ， 也
看不起中国。”杨玉明说。

“我刚到瑞士时，身上只有 200 瑞士
法郎。到日内瓦后，作为生活必需，还
掏 出 相 当 于 1 元 人 民 币 的 钱 买 了 张 地
图，这都让我心疼得不得了。”杨玉明平
静地回忆道。那段时间，为了生计，他
摘过葡萄，当过仓库保管员，一分钱掰
成两半花。

然而，生活上的窘困倒在其次，学
业上的困难才是真正的麻烦。杨玉明到
瑞士留学基本上是从零开始，大学期间
学的那点外语出国后基本用不上，刚开
始时甚至同文盲一样。他一到日内瓦大

学 就 被 告 知 ：“ 你 的 大 学 文 凭 我 们 不 承
认 ， 你 不 能 在 我 们 这 里 正 式 上 课 。” 他
不服气，于是参加水平测试，果然不及
格 。“ 没 办 法 ， 此 前 在 大 学 里 学 的 全 是
阶级斗争一类的词汇，实在不会做那些
试题。”

好 在 功 夫 不 负 有 心 人 。 被 逼 入 绝
境 的 杨 玉 明 又 去 日 内 瓦 大 学 所 属 高 等
国 际 关 系 及 发 展 研 究 院 求 情 ， 总 算 得
了 个 旁 听 资 格 。 后 来 ， 他 又 听 说 该 院
院 长 刚 写 了 一 本 《中 国 的 外 交 政 策》，
自 己 就 给 这 本 书 写 书 评 。 杨 玉 明 花 了
一 年 时 间 ， 听 课 、 打 工 、 写 书 评 。 学
期 即 将 结 束 的 时 候 ， 他 拿 着 自 己 用 法
文 写 的 书 评 找 到 这 位 院 长 ， 请 他 指
教 。 院 长 很 惊 奇 ， 这 位 来 自 中 国 的 小
伙 子 不 声 不 响 ， 没 想 到 还 有 点 真 才 实
学 ， 评 起 自 己 的 书 来 居 然 头 头 是 道 。
于 是 该 院 院 务 委 员 会 开 会 ， 破 例 让 杨
玉明正式注册入学。

杨玉明选择了国际政治经济专业，希
望用两年时间读完硕士学位，然后回到一
直思念的妻子和孩子身边，在国内寻找就
业机会。最初他的研究方向与钟表行业毫
无关系，论文题目是“农工商贸一体化”，
研究如何将农村产品就地加工，再通过什
么样的渠道出售给消费者。瑞士有家大型
连锁超市就是采用这种运营模式，但那家
连锁超市不愿意把自家的商业秘密透露给
他。由于得不到线索，他的学业再次陷入
困境。

二

杨玉明急切地希望把瑞士钟表行

业的生产技术、经营理念以及一些经

验教训介绍给国人，帮助中国钟表企

业在发展过程中避免走弯路。

不久，转机出现了。上世纪 80 年代
初 期 ， 在 日 本 廉 价 手 表 的 大 举 进 攻 下 ，
瑞士钟表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石英危
机”。杨玉明告诉记者：“我的论文导师
来自瑞士钟表制造世家，其家族企业也
受到了冲击。于是导师建议我把论文的
研 究 方 向 改 为 瑞 士 钟 表 行 业 的 未 来 发
展，及其在中国市场上营销的优劣势分
析。我接受了这个建议。”

杨玉明去了纳沙泰尔、汝拉等瑞士
传 统 钟 表 工 业 中 心 ， 访 问 了 包 括 欧 米
茄、浪琴在内的几十家钟表厂，获得了
很多第一手材料。同时，他还在图书馆
里查阅了大量文献，研究瑞士钟表业的
发 展 沿 革 。 1983 年 ， 经 过 一 年 半 的 努
力，杨玉明用法文写出了一本近 200 页
的关于瑞士钟表业现状和发展方向的毕
业 论 文 ， 提 出 瑞 士 钟 表 业 要 想 东 山 再
起，就必须走高端路线、实行标准化生
产的思路。

为了表示对访问对象的尊重，杨玉明

还把论文稿专程送到瑞士钟表行业协会。
没想到该协会对这篇论文赞赏有加，并在
业内普遍散发，在更大范围内引起了积极
反响。这篇论文还获得曾任法国驻英国大
使、关贸总协定 （世贸组织前身） 高官的
大学教授奥利维埃·龙的欣赏，并被推荐到
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此一来，杨玉明不仅
获得了硕士学位，而且作为第一位系统研
究瑞士钟表业的华人专家，在业内积累了
自己的小名气。

通往成功的大门就此被叩开。1984
年，杨玉明在获得硕士学位后，因为有了
那篇论文作为“敲门砖”，被斯沃琪集团聘
为顾问，负责策划中国市场事务。从此，
杨玉明留在了瑞士，并进入到瑞士钟表行
业。此后，又经过两年的实践，杨玉明对
于瑞士钟表企业的了解已不再局限于书面
知识，而是增加了很多实践经验。同时，
他的朋友圈子也不断扩大，为其未来的事
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那时候，中国刚刚打开国门，中国
钟表业小而全的状况同 20 世纪 60 年代
瑞士的情形比较相似，几乎各个省市都
有自己的手表厂，但使用的却是前苏联
上 世 纪 50 年 代 的 手 表 模 具 ， 没 有 掌 握
关键的制造技术。此时正好也是西方企
业产品更新换代的阶段，许多西方企业
都利用这个机会，以次充好，将淘汰的
设备高价卖到中国。对此，杨玉明看在
眼里，急在心中。他急切地希望找到用
武之地，把瑞士钟表行业的生产技术、
经 营 理 念 以 及 一 些 经 验 教 训 介 绍 给 国
人，帮助中国钟表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避
免走弯路。

一次，在遇到一家到瑞士来购买生产
线的青岛企业后，杨玉明立刻表示，我来
帮你们想办法，别再上当了。于是在 1986
年，杨玉明找到当地的朋友，迅速成立了
一家名为因代科的公司，如期向那家青岛
企业交付了生产线，既帮助国内企业以低
廉价格购入先进的生产设备，也使因代科
做成了第一笔生意。随后，杨玉明又瞅准
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发展电子
表的商机，建议因代科大规模生产并出口
手表机芯，获得了巨大成功。如今，这家
当时注册资本只有 5 万瑞士法郎的企业，
已成为年产机芯上亿只的全球著名机芯生
产厂家之一。

多年来，拥有自己的实业一直是杨
玉明的梦想。正当因代科生意风生水起
之时，他却毅然决定转让自己所拥有的
股份，独自创业。

1999 年，杨玉明获悉有一家叫做奥
尼维亚的手表零件厂因为经营不善陷入
困境，希望找人接手。在因代科几年的
创业经历，使他对当地人的思维方式以
及企业文化都有了足够了解，并在人力
资源管理以及产品设计开发方面，都奠
定了扎实的基础。救活一家钟表企业，
对于杨玉明来说已非难事。尽管如此，
在正式收购该企业之前，他还是作了大
量的市场调研，最后才独自出资，连工
厂带老板一起买下，并将其改名为新奥
尼维亚。

三

得益于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杨

玉明获得了百达翡丽、积家和肖邦等

瑞士知名高端钟表厂商的认可，成为

其机芯关键配件提供商。

杨玉明买下这家位于瑞士传统钟表工
业中心汝拉州的工厂后，在当地引起了一场
不大不小的风波。“什么，一个中国人买了瑞
士人的厂？”“哼，看他能支撑多久？”许多当
地人都抱着怀疑的眼光看着杨玉明，甚至一
些他的员工都在准备看笑话。有的老客户
听说奥尼维亚易主了，新老板还是黄皮肤的
中国人，立即宣布终止与奥尼维亚的一切合
同。有的当地竞争对手甚至还写信警告他，
不得抢夺人才和市场。可这不仅没有把杨
玉明吓倒，反而激发了他迎难而上的斗志。

奥尼维亚主要生产手表的“龙头”和
“把的”。这两个名词听上去很抽象，其实
就是手表机芯的关键配件，也就是一只手
表的“心脏部位”。以前，奥尼维亚奉行

“大批量、低价格”的经营方针。但瑞士人
工太贵、成本太高，低价经营的方针使其
无法与日本的零配件厂商竞争。接手奥尼
维亚后，杨玉明针对瑞士国情，转向高端
生产路线，专门生产高级手表所需的用黄
金或其他贵金属制成的零件。虽然产量不
大，但是很快就打开了市场。

杨玉明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他那
股认真劲儿。“我刚入行时，十分不理解为什
么瑞士钟表行业对品质要求如此‘刻薄’，可
谓鸡蛋里挑骨头。但经过产品质量的对比
和市场的反馈，我终于找到了‘一点儿不差’
和‘差不多’之间的差距。”机械表虽小，却代
表着世界上最精密、最复杂的制造业技术。
上世纪初期瑞士手表全部是手工制造，50
年代是半机械半手工，如今已实现了完全的
机械制造。但无论怎么改变，有一点是不变
的，那就是一丝不苟的品质。靠着认真精
神，杨玉明获得了百达翡丽、积家和肖邦等
瑞士知名高端钟表厂商的认可，成为其机芯
关键配件提供商。

如今，杨玉明拥有两家实力雄厚的瑞
士钟表制造和加工厂，雇员都是瑞士当地
人。30 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使瑞士
钟表业受益良多，杨玉明自己所拥有的钟
表厂自然也是受益者。杨玉明说，改革开
放不但给他带来了出国留学的机遇，也极
大地帮助了他后来的事业发展。“我现在
生产的钟表零件供应给瑞士的许多品牌，
这些品牌的产品中有很大一部分销往中国
市场。中国的巨大市场对瑞士整个钟表行
业是好事，当然也使我受益匪浅。”他说。

除了顶着知名实业家的光环，杨玉明目
前还担任瑞士联邦议会瑞中小组秘书长以
及瑞士联邦工商企业联合会中国事务代
表。杨玉明回忆起自己在作市场调研期间，
曾问一些瑞士大牌企业家：“你们怎么看中
国市场？”得到的答复是：“要是哪天你们中
国人也能买得起我们的品牌手表，那么我们
就看不到未来了。”这句话让他终生难忘。

为了能让瑞士更加了解中国，为了改变
西方人对中国的错误认识，杨玉明现在把自
己大量的时间精力都投入到推动中瑞两国
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上。2005 年至今，
杨玉明已 4 次组织瑞士联邦议会议员考察
访问中国，足迹遍布内蒙古、西藏和新疆等
地。这些活动大大增进了参访议员对中国
特别是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认识和了
解。瑞士联邦议会瑞中小组主席布鲁诺·朱
比日在访问后表示，其访华之行尤其是在西
藏的所见所闻，与西方媒体的很多报道截然
不同。西方媒体报道上存在着盲目性，根本
无视西藏业已取得的发展成就。

2013 年，瑞士拍摄的第一部有关中国
题材的电影 《双赢》 先后在瑞士和欧洲其
他国家上映。这部电影由瑞士人编剧并执
导，以杨玉明为人物原型，80%的内容根
据真实故事改编而成。从最初的创意，到
最终拍摄完成，共历时近 5 年时间。杨玉
明说，这部电影一开始名字叫 《来自中
国》，后斟酌再三，才改成现在的片名，目
的是想强调中瑞两国及两国人民只有增进
交流、加强合作，才能实现“双赢”。也正
是考虑到影片的独特意义，瑞士联邦文化
总局还对拍摄工作给予了资助。杨玉明
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像影片中所
体现的那样，中国人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
努力和智慧，融入国外的主流社会。”

回想当初刚来瑞士留学时的情景，再对
比一下现在，杨玉明感慨万千：“那时候，一
些瑞士人对我们另眼看待，有的甚至态度恶
劣。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一听说你是中国
人，好多当地人都会竖起大拇指，认为中国
了不起。”这么多年的异乡生活经历，让杨玉
明真切地感觉到，祖国越强大，华人在国外
的腰板就越直。他说：“当初我在瑞士发展
时没有什么特殊资本，最大的资本——我是
中国人！”

华人实业家杨玉明:

“最大的资本——我是中国人！”
本报驻日内瓦记者 陈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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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明生于黄浦江畔，长在北京城

里,1980年到瑞士自费留学，1983年，作

为第一位系统研究瑞士钟表业的华人专

家，用法文写出了一本近200页的关于

瑞士钟表业现状和发展方向的毕业论

文，在业内积累了自己的名气。如今，他

拥有两家实力雄厚的瑞士钟表制造和加

工厂，被称为打入瑞士钟表业“心脏”的

中国人。为让瑞士更加了解中国，他把

大量时间精力都投入到推动中瑞两国的

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上。多年的异乡生

活经历让杨玉明真切地感觉到，祖国越

强大，华人在国外的腰板就越直。

从 黄 河 壶 口 瀑 布 到 阿 尔 卑 斯 雪 山 ， 从

中 国 插 队 知 青 到 瑞 士 钟 表 企 业 家 ， 杨 玉 明

的 人 生 可 谓 大 跨 度 、 大 转 折 、 大 起 伏 。 今

天 的 杨 玉 明 深 感 作 为 中 国 人 的 骄 傲 和 自

豪 。 他 的 一 句 格 言 是 ：“ 最 大 的 资 本 ——

我 是 中 国 人 ！” 因 为 在 身 处 逆 境 时 ， 他 曾

这 样 鼓 励 自 己 ：“ 我 们 再 穷 也 还 有 上 下 五

千 年 的 璀 璨 文 化 。 这 么 厚 重 的 文 化 积 淀 ，

是 我 们 这 些 海 外 学 子 的 宝 贵 财 富 ， 就 看 你

如何运用。”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内忧外患、民族存亡

之际，鲁迅先生以“中国的脊梁”作喻，宣

称“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

百年回望，中国人之于外部世界，经历了从

封闭到开放，从旁观到参与，从学习到赶超

的历史演变。百年来，他们为改变命运而永

不停息地探索，他们为追求梦想而孜孜以求

地进取。如今，中国和中国人正以更加积极

开放的心态拥抱外部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

广度和深度融入全球化浪潮。放眼世界，无

数个像杨玉明这样走出去的中国人凭着聪明

的头脑、独到的见识、执着的奋斗，跨越语

言隔阂、文化差异、理念分野，成为不同文

明、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翘楚。在国际舞

台上，中国面孔越来越多，“中国声音”越

来越响亮。他们获得了荣誉和掌声，赢得了

心悦诚服的认同，也让世界对中国多了一份

认知和尊重。

每一位生活在这个火热年代的中国人，都

共同享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中国与

外部世界越来越频繁地互动，需要越来越多的

中国人参与其中，在国际舞台上找准自身位

置，在兼收并蓄中体现更高价值。相信在中国

梦与世界梦相融相通的道路上，未来将演绎出

更多精彩的中国故事。

在国际舞台演绎

精彩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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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杨玉明（左）与客户在一起。

图② 杨玉明在瑞士纳沙泰尔州。

图③ 杨玉明（右）在工作中。 资料图片

①①①

②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