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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倡議走過十年歷程，已成

為國際社會普遍歡迎的全球公共產品，為

沿線國家人民創業、就業、讀書、生活帶

來了諸多機遇和變化。接受訪問的外國民

眾紛紛通過香港文匯報分享各自親歷的故

事，在他們看來，「一帶一路」為他們的

美好生活帶來了新的可能。一位受訪者這

樣說道：「只要有夢想的種子，總能等到

開花那一刻，而『一帶一路』倡議就是那

個園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實習記者 李暢 北京報道

十年 耕耘非凡夢想一帶一路

◆阿米爾（右二）和中國朋友們在故
宮前合影。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新西蘭「餃子老師」：
想親自走「一帶一路」

中亞學生緣定北京：
「一帶一路」幫了家鄉也幫了我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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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沙新興領域互補合作 帶來美好生活新可能

阿吉蘭兄弟控股集團副董事長、沙中商務理事會
主席穆罕默德．艾爾．阿吉蘭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年來，在
沿線國家的共同努力下，共建「一帶一路」從中國
倡議走向國際實踐，在推動沿線國家經濟發展的同
時，也為推進經濟全球化可持續發展、解決全球發
展難題和完善全球治理體系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落地沙特 助力經濟轉型
穆罕默德提到，沙特於2016年提出「2030願

景」，旨在提高非石油領域對國民經濟貢獻的比
重，促進國家經濟轉型，邁向多元化。沙特「2030
願景」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持續深入對接，在
傳統能源、基礎設施建設、物流運輸、金融科技等
領域為雙方創造了眾多貿易投資機會，助力沙特以
及其他中東國家經濟全面升級。
穆罕默德稱，受益於「一帶一路」倡議，集團

目前已經與來自物流、金融、製造業、旅遊等行
業的中國企業共同成立了11家合資公司，致力於
將中國企業的科技成果與中東北非市場的優勢相
結合，助力中國企業出海，共同探索沙特市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獲悉，阿吉蘭兄弟控股集團自
2017年在中國開啟多元化投資，始終扮演着中國

企業通往中東和北非地區的門戶角色。
談及落地合作，穆罕默德舉例稱，2022年12月

中國－阿拉伯國家峰會期間，集團就和十多家中
國企業簽署了15項協議，總金額近600億元人民
幣，覆蓋基礎設施、人工智能、醫療科技、金融
科技等行業。「今年在疫情防控政策放寬後，我
們也把握住了沙特旅遊市場蓬勃發展的機會，與
中國旅遊產業鏈運營商以及旅遊目的地管理企業
合作，並在利雅得成立了合資公司，以沙特為中
心，輻射中東北非地區，面向中國及世界遊客，
打造完整的旅遊產業鏈服務平台。」

直播「帶貨」汲取電商經驗
穆罕默德認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推

進，進一步釋放了沙特市場的發展潛力，並為當
地居民創造了眾多就業機會，改善了民眾生活質
量。在經貿領域的互補也很明顯，尤其在新興合
作領域，中國在高端製造、人工智能、物流運
輸、金融支付等行業有着先進的技術成果，成熟
的管理經驗以及優秀的人才體系，而沙特在以上
領域正積極尋找合作夥伴，將相應的技術和服務
帶到本地市場，最終實現本地化生產。
談及數字絲綢之路，他最有感觸的莫過於「電

商」，這也是過去一年來他的「新增工作量」之
一。目前，在他做主播的斯里蘭卡國家館官方抖
音號上，有着60萬粉絲。「每次直播都有100多
萬的人流量，平均每天都能賣到60萬至80萬人民
幣左右，最好賣的是錫蘭紅茶、寶石、餅乾等，
有時候斯里蘭卡的留學生也會來直播間做直
播。」他點讚稱，中國的市場很大，清關速度也
很快。「剛註冊公司時，大概需要7至10天清
關，現在貨物抵達港口後，約一兩天，甚至24小
時就能通關。」他認為，中國的電商非常發達，
物流保證也跟得上，這份成功經驗對「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非常有借鑒意義。

「今天給大家送個福利！」「一
二三，請搶單！」在斯里蘭卡國家
館官方抖音賬號的直播間裏，一個
皮膚黝黑、身材微胖的男人，正用
不太熟練的中文說着電商賣貨的常
用語。他就是晉蘭加，一個於2006
年來到中國讀書，並於2017年選擇
在中國創業的斯里蘭卡青年。
晉蘭加創立公司時正值首屆「一
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召開前
後，因此對「一帶一路」格外有感
觸。「 『一帶一路』是個很大的平
台，對於沿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
展，中國提供了許多幫助。」2014
年9月，斯里蘭卡科倫坡港口城在中
斯領導人見證下開工。晉蘭加說，
每次回到家鄉，都能看到這個項目
在進步。他感嘆道，「這項超級工
程一旦完工，將引來多少外國公
司，又將為本地人提供多少就業機
會，數字都將非常可觀。」
除了「一帶一路」帶給斯里蘭卡

顯而易見的助力，他也向香港文匯
報記者分享了自己在其中的受益。
「因為 『一帶一路』，我參加了很
多展覽和展會，結識了不少未來的
合作夥伴。這給了我非常多機會，
也打開了我的思路，比如除了進口
好物到中國，也可以將品牌打到其
他沿線國家。」

創業六年員工翻近20倍
因父親是斯里蘭卡—中國友好協
會成員，晉蘭加從小就喜歡中國。
「我想把更多的斯里蘭卡好物帶到
中國，也想為中斯友誼出一分
力。」經過六年時間，晉蘭加的貿
易公司已經從僅有三名員工（一名
斯里蘭卡人、兩名中國人），發展
到50多名員工（10名斯里蘭卡人、
40多名中國人），而規模也在不斷
變大，從只有北京一間逼仄的寫字
樓，發展到如今北京、廣州、昆明
都設了公司。

來自新西蘭北島中部哈密爾頓的盧卡斯，已在
中國度過了五年。如今，他是上海某國際高中一
名外教。他對香港文匯報記者稱，「我有個中文
名叫餃子，這個名字源自一次難忘的聯歡會經
歷，當時我吃下25個餃子，從那時起，我的學生
就親切地稱呼我為『餃子老師』」。
2018年，盧卡斯於新西蘭順利畢業。然而，他
並沒有急於尋找工作，而是背起行囊，闖蕩世
界。「我的堂哥當時在中國教書，他強烈推薦我
來中國看看，於是我就立刻買了飛北京的機
票。」落地北京，盧卡斯和堂哥一同攀登了長
城，這之後就決定留下來。後來，盧卡斯憑藉着
TEFL （Teach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證書順利地找到第一份工作——在教育機構教小
朋友英語。
兩年後，盧卡斯辭掉了北京的工作，來到上

海。「把北京的景點都逛遍了，想去南方看看，
尋找更多可能性。」

正值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新西蘭
也是首個同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倡議合作備忘錄
的西方發達國家。說起「一帶一路」，盧卡斯表示
感觸頗深。他說，「中國在現代工業方面具有相對
優勢，很值得我們國家借鑒。」他還提及，身邊的
幾個非洲朋友也都對這個倡議讚不絕口。
盧卡斯表示，他熱愛教師這份職業，尤其是在中

國當英語教師。「掌握一門外語能更好地幫助中國
學生求職就業，走向世界。我這也算是在為『一帶
一路』作貢獻吧。」談到未來，他計劃去雲南支
教，「洱海能讓我心靜下來，思考未來的規劃。」
同時，雲南毗鄰東南亞，他想親自走一走「一帶一
路」，用自己的力量提供幫助和支持。

阿米爾來自塔吉克斯坦，目前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一名
大四學生。提到「一帶一路」倡議，阿米爾有很多話要說。
「我的國家塔吉克斯坦是第一個同中國簽署共建絲綢之路經
濟帶合作備忘錄的國家，這給我的國家帶來很多好處，例如
中國公司在塔吉克斯坦修建水泥廠，這使我們國家由水泥進
口國變為出口國，刺激了經濟增長。」
阿米爾動情地表示，「中國就是我的第二故鄉，她不僅幫

助了我的家鄉，也幫助了我個人。北航十分重視留學生，我
非常感動。」談到未來，阿米爾表示，他和女友瑪瑞亞計劃
留在中國，「其實我身邊90%的留學生都希望留在中國。我
是學金融的，未來可能會在中國創業。」
回憶起在中國的時光，阿米爾笑得很開心。「中國人都特
別友好，我剛來學校時，中文特別爛，只會說『謝謝』和
『你好』，班裏的同學會在下課後用英文把老師講的內容複
述一遍，還會幫我修正作業中的語法錯誤。」他還分享稱，
「我在中國生活將近四年了，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國的美食，
我最愛吃火鍋、麻辣燙和麻辣香鍋。」

▶「餃子老師」盧卡斯
在引導同學們用英語介
紹家鄉。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阿吉蘭兄弟控股集團代表與中方合作夥伴就旅
遊業務開展交流。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晉蘭加（左一）等慶祝斯里蘭卡國家館直播間
開播一周年。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抱團出海 參與中資境外產業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今年是「一帶一
路」倡議十周年，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16日率領
70人代表團，赴北京參與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
作高峰論壇。廠商會會長史立德16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認為，近年地緣政治風險不斷升溫，全球供應
鏈正在加速重塑，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對於港商而
言，是港企開拓新市場、加快布局多元供應鏈，抵禦
歐美風險的重要出路。
史立德指出，地緣政治風險不斷升溫，加速全球供

應鏈重塑，港商為抵禦歐美風險，正積極進行多元布
局。他提到，廠商會於今年4月及8月時曾前往馬來
西亞、新加坡及印尼等地考察，相關行程不但讓他們
了解到東盟地區最新的營商環境和優勢，亦見識了東
盟最具發展潛力的新興產業。
對印尼進行了為期4天考察，史立德直言印象深

刻：「此行留意到印尼不但勞動力供應充足，而外資
企業不斷投資印尼，亦令人民消費力持續提高，消費
市場潛力巨大。當地近年將企業所得稅稅率由25%下
調至22%，並為外資企業提供免稅期，以鼓勵外資企
業到當地投資，是港商擴展生產線和開拓多元市場的
新選擇。」

指東盟地位持續上升
他指，在拜訪當地官員期間，對方亦希望可以藉增

強合作進軍粵港澳大灣區市場，廠商會亦研究到東盟
舉辦工展會的可行性，希望可以幫助「香港品牌」以
當地作跳板進軍東南亞市場。
史立德認為，東盟是「一帶一路」建設的核心樞
紐，在「東升西降」的國際格局下，其發展潛力及戰
略地位持續上升，加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

定》的便利營商政策，能為港商締造廣闊的發展空
間。

冀政府鋪橋搭路協助港商
香港以中小企為主，中小企明白分散生產基地的重

要性，惟許多中小型企業因為條件所限，靠自身的力
量「移磡就船」並非易事。在這種情況下，史立德建
議，參與中資境外產業園無疑是港商向海外擴展生產
基地的一條「捷徑」，不但能節省籌建基礎設施的時
間和成本，更可與內地及本港的企業抱團出海，加速
在當地形成上下游產業鏈。他希望特區政府能鋪橋搭
路，協助有意向外轉移和抓緊「一帶一路」商機的港
商入駐此類中資境外產業園。
他表示相信，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不單可為香

港帶來龐大商機，更可以藉此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以自身所長貢獻國家所需。
他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法律體系和風險管理
中心、文化橋樑以及具有先進基礎設施和專業服務的
城市，能為「一帶一路」項目提供重要的支援。這些
優勢使得香港在推動和參與「一帶一路」合作中扮演
着關鍵的角色。

◆史立德率領廠商會代表團8月拜會印尼工業部長阿
古斯·古米旺。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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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一帶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