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李维（中）将中国企业捐赠的抗疫物资送达德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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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8岁辞去法院“金饭碗”求学德国

    在德国，初次见到李维

的人，都会觉得这位身材娇

小的女子很像那种从氤氲

水乡出来的江南才女，但一

经接触，就会发现，她说话

办事果断干练， 执行力极

强，有着地道天津人的飒爽

阔达，而且似乎总是有使不

完的精力和新想法。

作为德国施瓦本工商

会中国中心和亚太区总负

责人，李维专注于中德投资

商务 17年，是资深企业咨

询专家，曾经为上千家德国

企业提供中国经商咨询。 她

还把自己多年的经验集结成

德语专著《Gesch覿ftlich

in China》（行商中国），

于 2005年出版发行。

德国工商总会是由全

德 79 ?独立的工商会联

合组成的经济机构。根据德

国相关法律规定，所有德国

境内企业 （除手工业者、自

由职业者及农业加工业外）

均必须加入德国工商会。工

商会在德国承担着大量的
公益任务。而德国工商总会

是 360万德国企业的最高

发言人。李维所在的施瓦本

工商会是全德国排名前十

的工商会。 而李维，是全德

国近 80 家工商会系统中

唯一的中国人。她还创办了

“匠人岛商舍”，以企业访谈

为主线，并聘请专家开设在

线课堂，同时为中德间技术

和服务交流提供对接平台。

李维

笸德国施瓦本工商会亚太

区总负责人

笸WM匠人岛商舍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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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时，她选择了法律专业。毕业后参

加公务员考试，以全区考试第一名的成绩，
进入了天津某区人民法院。当时的法院工

作，是大家眼里的“金饭碗”。只要沿着这条
职业路径一路走下去，从书记员、助理审判

员，到审判长、庭长乃至院长，前途可期。然
而 4年的法庭工作，李维比常人见证了更

多的世态变幻。她想要有一个不一样的生
活，她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为内心的疑惑

寻找答案。
当时，她的家人恰好跟德国一家公司

有技术往来，言谈间对德国制造多有赞誉。
加上对德国法律体系的兴趣，诸多因素让

李维锁定德国作为留学深造的目的地。李

维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德语，一边着手
准备留学申请。整个过程非常顺利，不到半

年，就如愿得到了德国奥格斯堡大学法学
院的入学许可。

28岁的李维，在法院工作的最后一
天，加完班，在桌上留了一张纸条：“再见

了，法院！”这一走，便是 20年，故乡成
异乡。

当时在德国攻读法律的中国留学生，

大多选择的是一条需要耗时近十年的漫漫
求学路，重新从本科开始，一直学到博士，

然后再花费数年通过几轮法考，才有可能
拿到执业律师资格。但李维的想法很实际

很直接，就是要尽快获得学位，并努力真正
融入德国社会。所以即使有时候会孤独，会

想念中国食物，她还是选择远离留学生和

华人圈，尽可能多让自己与本地同学交流，
用并不熟练的德语去与当地人交谈。

2000年前后，网络还远远没有盛行，
无法获得如今天一样充分的资讯。李维利

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仔细观察身边德国朋
友、同学、师长们的各种生活细节和文化习

惯。她觉得文化融入，不仅仅是语言的掌
握，还包括更多生活方式的融入，小到茶包

的选择、握手的力道、说话眼神的习惯，大
到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处处需要用心去学

习体会。这也成为了她多年来的生活和工
作习惯，至今，她依然会时不时总结复盘各

种文化融入的心得，将自身的中国文化背
景和周遭的德国文化更好融通，各取所长。

    2015年，是中德交往最

为密切的一段时期。大量的
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到

德国寻找投资机会。而越来
越多的德国企业也期望更深

入进入中国市场，两国之间
有大量的沟通交流和合作需

求。而这时，李维因为出色的

工作，得到机构大领导赏识，
特别为她开辟了中国中心，

并由李维出任施瓦本工商会
中国中心主任及亚太事务总

负责人。至今，在整个德国工

商会系统里，也只有施瓦本

工商会有中国人主导负责的
中国中心。李维的伯乐在退

休时，曾给她写过这样的邮
件:“我觉得成立中国中心，

让你成为负责人，是我做的
最正确的决定之一。我一直

为你的工作而自豪。”
回想这 17 年的中德投

资商务经历，李维说她真的

切身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和
中国市场对德国的巨大影

响。她的工作，从边缘一步步
走向中心，越来越受到重视。

每一年，她都会编写一份中
国投资方向指导；每当中德间有新的合

作政策出台，商会大领导会第一时间召
开企业家会议进行研讨，而李维则要第

一时间对政策和变化进行解读。2005

年，她曾和友人合作出版了德文著作

《Gesch覿ftlich in China》（行商中国），分
别从德国和中国视角来讲述德国企业如

何更好地在中国经商投资。

在施瓦本工商会的前 10年，李维基
本上都是为德国企业进入中国服务。但

是近五六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
始进入德国，跨境并购，成立公司，在德

国寻求更深度合作。李维帮助和见证过
很多中国企业在德国的对接和融合。让

李维时感遗憾的是，德国媒体对于中国
企业并购的报道大多偏向负面。对此，李

维总是尽可能深入、全面、诚恳地向德国
媒体和企业介绍中国企业和中国，以促

进理解，减少偏见。
近几年，随着中国数字化的高速发

展，德国企业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也
越来越多。李维是德国工商会系统内最

早提出德国企业需要向中国学习数字化
转型和线上营销新思维的中国专家。

在另一方面，李维也目睹过一些并
不顺利的并购案例，“很多中国企业进入

德国市场的时候，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和
调研。有的企业，在并不清楚德国的产业

布局、配套分布以及法律规章的情况下，

就贸然选址，走了很多弯路，也让大量投
资打了水漂。”这也让李维越来越觉得有

责任将自己多年的所得所思传递给更多
人。在李维看来，德国工业成功的精髓在

于它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今年，
李维开始着手打造一个“匠

人岛商舍”平台，计划实地

采访百家企业，并联系百
位德国专家开辟讲堂，
同时提供相关资源对

接。她希望通过这个平
台，让中国人更多地了

解什么是真正的德国
匠人精神，为中国的优

质商家揭示“国货替
代”的精髓以及“出海”的

正确方式。这看起来是一
个很大的愿景，但是李维相

信，只要有人坚持做，总能找到

更好的路。

    硕士毕业后，李维获得了在德勤事务

所工作的机会，协助法务部经理展开中国
业务。但没多久，这位经理突然跳槽，留下

中国贸促会的一个项目，需要转到施瓦本
工商会对接。在这个过程中，李维与施瓦

本工商会有了很好的沟通。项目结束后，
她通过自荐，得到了进入工商会实习的机

会。在当时，中国人想要进入德国政府权

威的经济职能部门工作，是很难实现的。
一年之后，因为优秀的表现，她获得了施

瓦本工商会的固定合同。至今，整个德国
工商会系统，她是唯一的中国人。

李维记得，刚开始在工商会工作的时
候，她对不少专业词汇都不懂，每天一得

空便悄悄地去查字典。如今，她已经是中
德商务咨询的资深专家，处理过数以千

计的德国企业咨询，帮助数千家德国企
业进入中国市场或达成与中国政府和企

业的合作。从清关处理到获取当地各种
经营许可，再到与中国员工、合作伙伴和

政府工作人员交往的各种文化差异，每
一个关键环节和微小细节她都熟稔于心。

每次带德国客户去中国，她都习惯于按德
国人的工作方式，预先确定好每个能够想

到的细节，但同时也充分运用中国人的灵

活应变能力，应对各种突发情况。两种优

势相结合，使得她无论是面对客户突发事
件，还是处理棘手的商业纠纷，都能得心

应手。
李维曾经将德国一家大型的运输设

备企业带入中国市场，并且通过获得当地
相关许可证，为企业省下每月 300?欧元

的物流费用。她至今还记得合作的每个细

节，也熟悉产品的每一个构造特点。如今
在中国的机场或者火车站，她时不

时地看到那家企业熟悉的

标识，内心就会涌起一种

成就感。

她也曾经眼看着

一位客户，因为被合伙
人伪造文书欺骗，变

卖了专利项目，在她

面前急得掉眼泪。她

带着客户去到徐州的
工厂，冷静取证，最终

帮助客户最大程度挽回

了损失。这些年来，李维的客
户黏性极高，她 17年前服务

的第一个客户，至今依然信
赖她提供的咨询和服务。

▲ 李维在施

瓦本工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