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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离开熟悉的环境，亲爱的家人，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

方，努力用另一种语言表达自己，改造多年来已经非常中国

化的肠胃⋯⋯有人说想要发财；有人说要去“镀金”；还有

人说不过是为了逃避一段失败的感情⋯⋯但说到底，多少总

有着想要把自己的际遇从原本凡常生活的惯性中带离的愿望

。1986年，他从上海来到澳洲。从创建澳洲第一家华人企业

服装厂起步，逐步向贸易、建材、房产、IT等行业横向发展

，直至今天拥有白马国际集团和澳大利亚澳中商贸促进机构

两大集团公司。张力，澳洲华人的杰出代表，身兼澳大利亚

华人团体协会名誉主席、澳大利亚澳中商贸促进机构主席、

白马国际集团董事会主席等职。在这个世界上，有人喜欢做

乘法，喜欢那种急速膨胀的刺激感。张力是另一种人，他喜

欢做加法。曾经，他也做过一次期货，一次赚进十几万美元

，但当晚又“抹掉”三十几万美元。于是，相信自己既无赌

性，亦无赌运的他又开始个位、十位对齐，一步一个脚印地

做自己的加法。祖籍杭州的张力出生在一个归侨家庭。祖父

是中国最早的集邮协会的创始人。解放后，把家里大片的房

产和西湖边的一个大旅馆都捐给了国家，只保留了自己心爱

的邮票。祖父对于钱财闲散的态度给全家人留下了很深的印

象。他喜欢读书，少年时因为“文革”没能如愿，高中毕业

就进了地质部在沪下属某仪器厂。他总是要求自己做好手头

的每一件事。白天他尽心尽责地工作，晚上愉快地自修喜欢



的功课。不久他被提拔做了车间主任，他也觉得无可无不可

；后来考上了大学的企业管理系，这才是真正让他欢欣雀跃

的事。学习使他获益良多。拿着全校第一的毕业论文，张力

萌生了去看看世界以求证手中理论的念头。“加法”定律一

：底数小的企业也能做大事这个怀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

愿望的青年在1986年辞去了副厂长的职务，抛下了他人眼中

的大好前程，来到悉尼。初到悉尼，在就读工商管理课程的

同时，他从一个朋友那里了解到附近的一家制衣厂每天晚上

都要加班到次日凌晨2、3点钟。商机？灵感瞬间闪过！他仔

细地进行了观察：处于南半球的澳洲夏季特别漫长，澳人又

非常喜欢穿着休闲T恤；由于生活习惯养成T恤更换频率很高

的特点；加上当地旅游人流量比较高，当时没有特色的旅游

纪念品，顺理成章，印有纪念图案的T恤成了抢手货。这难道

不是市场的空白点吗？于是，他通过去制衣厂工作开始有计

划地学习了，更多的是在用现实中的个案推演他那预定的计

划。在他看来，在澳洲成熟的商业环境中，只要有发现商机

的眼光，办企业远比在国内容易。凭着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和

实践中对市场的了解，没多久他的计划被大胆地推到了前台

，以生产服饰为主的白马服装设计公司创建了。悉尼

的marrickville轰动了。要知道，在八十年代末的澳洲，华人多

受雇于人，顶多也只是在唐人街经营一些餐馆之类。对于一

个刚起步的外乡人来说，数十个工人的规模，已经让当地人

都有些刮目相看了，更何况这是大陆赴澳华人开办的第一家

工厂。针对白人占95%的终端市场，他凭着敏锐的商业感觉

又大胆地提出了“以洋治洋”的市场钳制战略，全部雇用了

白人充当销售员。要知道，10年前人力资源本土化战略一词



根本还没有诞生呢！张力大概是当时第一个雇佣白人员工的

华人老板了。在他看来，华人在海外创业大多昙花一现或永

远做不大的原因就是在一开始就先承认了自己“圈外人”的

身份。好像只要能够接接订单，做做二传手就很容易满足了

。正是他高薪聘请了白人推销员。“白马”在销售商中很快

建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白马”服饰很快在澳洲打开了销

路，赢得了市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是“白马”成为千

里良驹的第一步。“加法”定律二：寻找一切可能的因子张

力知道做加法不如做乘法来得快，但是他的胜机在于永不停

顿，寻找新的机遇。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几个

关节。提升品质和降低成本，看上去两个互相矛盾的因子，

但是，聪明的张力却先人一步，找到了两者的契合点。人在

异乡的时候，常常会加倍地体味到个体的渺小。张力不禁问

自己，你的优势在哪里呢？张力开始悉心分析中、澳两地的

区别，“中国是劳动密集型，有轻纺工业基础，市场前景广

阔；1900万人口的澳洲劳动力匮乏，但技术含量高，农产品

丰富，原材料质量好⋯⋯两地的贸易互补性不就是契合点吗

？”面对豁然开朗的新天地，张力不禁踌躇满志。值得注意

的是，张力的这个想法早在13年前，中澳两国经贸往来还处

于萌芽的时候就有了雏形。事情的细节总是千头万绪，一般

人不是流于好高骛远、不着重点，就是稍遇坎坷便枉自哀怨

、止步不前。张力却凭着超常的意志力，在茫茫商海中跌宕

迂回。如果说精工细作是加号，那么资源调配就是乘号了。

张力首先尝试了从国内采购价廉物美的原料或半成品材料，

到澳洲利用先进工艺统一加工生产，从而降低成本的做法。

当“白马”在澳洲渐渐建立了自己稳固的品牌后，张力又专



程回国，考察选定了几家技术过硬的厂家，将澳洲原料交给

他们定点加工，最后用“白马”商标贴标返销澳洲。如此这

般，张力巧妙地调动起了两地的契合点。同时，他还找到了

其他几个给加法加速的因子：将产品的综合档次从低端提升

至中端；增加了自己熟悉的机电产品项目；加工机场及超市

用手推车的生意⋯⋯当然，他的每一份心血都获得了丰厚的

利润回报。有了各种大大小小的成功后，张力对自己要做什

么越来越清晰了。“加法”定律三：适时也要做减法生意场

上，张力既是一个创新的人也是个保守的人。保守的意思是

，他觉得自己常常是个居安思危的人。商场上有一个颠扑不

破的守恒定律。一个新兴行业的诞生，意味着新的利益产生

，在一定时期内，利益呈持续增长，直到过多利益分享者的

加入打破平衡。从开始开出自己的服装厂，张力就知道，自

己不能一辈子停留在1989年marrickville的鲜花和掌声中。当九

十年代初，大批服装企业进入竞争时，张力早已经开始转向

其他行业的投资了。这样的加减法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但是

，这也不是意味着完全的撤离。此时的张力只是退出了澳洲

中、低档服装市场的血拼，早早将“白马”打造成了澳洲三

大高档品牌之一。融入主流社会是抢占主流市场、稳固品牌

的必由之路。张力开始参与综合性的投资运作。1994年，张

力创办了自己的第二个企业，澳大利亚澳中商贸促进机构。

公司成立的初衷就是身体力行地为推动中澳两地贸易做一些

实际的事情。新的机构按照加法的递增概率在不停地为他的

企业寻找新的投资方向，进行了一系列的大动作：投资度假

村；建立环保建材工厂；投资美国的高科技IT企业；对马来

西亚、新加坡等地的一些企业实施收购、并购、联合等资本



运作措施。此外，旗下的房地产投资开发公司，最近计划在

浦东投资高级商务楼白马大厦；建立博士村。等等⋯⋯而“

白马”也果然不负张力当年的期望，如今白马国际集团除服

装业外，在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各有IT、房产、种植园

等多种投资，确乎是一匹汗血宝马了。原来，张力的加法绝

对不是简单的1＋1，有些像小时候做的那道趣味题。在一个

棋盘里放米粒，第一个放一粒，第二格放两粒，第三格放四

粒，第四格放八粒⋯⋯放到后来真的会让那个骄傲的国王目

瞪口呆。1995年，一本介绍中国商贸投资情况，用英语及华

语两种版本在中澳两地发行的杂志《CBF经贸聚焦》在张力

的投资和关心下办起来了。这是惟一一本在澳大利亚宣传中

国的中英文杂志。在澳大利亚华人占总人口数的大约4.5%，

另外有95%以上的讲英文背景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

们从外国媒体上了解到的中国总是落后的，片面、偏激。为

了让澳大利亚人了解真正的中国，日益强大的中国，张力对

这个媒体倾尽心力，前后投入了近2500万元人民币。中国无

疑是个深具潜力的大市场，等待着慧眼识宝的人去开发。张

力把杂志作为了一座桥梁，带动更多的人共同繁荣中国市场

。“毕竟，中国的富强，我们不但与有荣焉，而且深受其益

。”张力言辞恳切。2002年12月，由张力一手筹办的首届澳

大利亚“澳华节”在中澳建交30周年之际在碧海蓝天间的悉

尼隆重开幕了，来自中国十二个省、市的代表团，250家澳、

中公司的代表，以及悉尼华人社区的代表出席了开幕仪式。

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发来了贺信，时任中国驻澳大使周文重

也曾赞扬张力：“联系澳中经济、文化、科技交流的桥梁”

。的确，在澳中交流合作的领域，张力一直是那样身体力行



地做着。1993年破天荒地在悉尼州立大剧院内转播中央台春

节联欢晚会；2000年，协办并赞助了上海大剧院与悉尼大剧

院之间进行的“上海悉尼卫星双向传播”在国际上产生了良

好反响；他组织中澳双方民间互访不下300次。近日他还牵线

促成了上海市静安区和澳大利亚曼尼市、原南市区和马力维

市结为友好交往城区。如今，在澳大利亚已有8000多家当地

企业成为了张力旗下机构的会员；前前后后，为中澳文化交

流，“白马”累计捐款一百多万澳币；但是在张力看来，自

己只不过一直在按着自己的本心做事。继承了祖父留下的邮

票，翻看这一方方邮珍，依然是帮助张力从世事烦嚣中找回

宁静的最好方式。差不多一个月前，张力从悉尼飞回上海。

澳洲的朋友不解他为什么在国内SARS疫情未得控制的时候去

上海，张力说，我有公司在上海，我的老家也在上海，我相

信上海没问题，更相信中国会挺过去的。张力说，他道出的

不过是千万海外游子的共同心声。2003年5月，出现在我面前

的张力面容清癯，有历经洗练的从容沉静。nb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