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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那些吃过的苦

“你说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累，那是因为你没坐过 9
天9夜的火车。”在匈牙利打拼了20多年的马文军说。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匈牙利成为欧洲对中国人唯
一免签的国家。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怀揣淘金梦离开了祖国。

9 天 9 夜，从北京经莫斯科到布达佩斯，东方列车上
人来人往。背上一大包小商品，走一路卖一路。到布达佩
斯时，背上的商品已经换成了兜里的现金。这是很多匈牙
利华商都曾有过的开始。

“一块口香糖刚上车时卖一卢布，几站之后就可以卖
到 10 卢布。在车上时间越久，价格越高。坐火车对沿途
的当地人而言几乎不花什么钱。所以他们通常上车买东
西，几站就下车。什么都不愁卖。”马文军说。

到达匈牙利后，练摊是当时很多人的选择。当时的匈
牙利商品奇缺，商机无限。当时因为护照和钱包被偷而被
困在布达佩斯的朱云平就走上了练摊之路。

每天早上 5时到 7时，背着双肩背，拉着小货车，朱
云平到地铁口摆摊，卖起了眼镜框、袜子、内衣裤等小商
品。在那个什么都缺的年代，什么都能卖，而且利润高达
40%-50%。“当时中国人身上必带计算器、纸和笔，再加
上连比划带猜，虽然语言不通，生意却并不难做。”想起
那段日子，朱云平忍不住地笑，“一个月下来，我居然有
了3000多美元的收入。”

“后来，我开始去波兰人市场抢摊位，那可真是抢命
一样。”朱云平说，一直到自己有了固定摊位才好一些。

苦是一定的。每个匈牙利华商背后都有一个吃苦的故
事。

练摊之前，马文军曾有过一段“厨房岁月”。“每天洗
几千个盘子，手永远都泡得皱巴巴的。几个月的时间，我
把一辈子的盘子都洗了。”后来，马文军创建了“雨露”
品牌，主营雨伞雨具。“雨伞是大家不太爱碰的一个领
域，不仅利润小，还重。一个集装箱如果装鞋，重 8 吨。
装伞，24吨。别人卸一个集装箱需要两个小时，我们需要
四五个小时。当年装货卸货都是自己干，谁乐意天天扛那
么重的箱子？”

有付出就有收获。马文军的“雨露”稳稳占据了匈牙
利雨伞雨具市场的半壁江山，并辐射到周边国家。朱云平

的餐馆生意和机械贸易也做得有声有色。就在匈华商整体
而言，在条件简陋的“四虎市场”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之
后，陆续搬入“唐人街”、欧亚市场等新型购物中心。

转型，那些审时度势的思考

2008年，欧债危机袭来，匈牙利整体经济状况变糟，
在匈华商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

“总体来说，在匈华商的生意不太好。我个人感觉，
只有大约 10%的还在挣大钱，20%的经营还不错，40%的
勉强维持，其余的就是亏本的了。”朱云平说。

“生意最好的时候，大约是 2005 年、2006 年。那时，
我们每年能卖100个货柜的货，每个货柜的货值大概是五
六百万美元。四成的货在匈牙利国内卖，六成辐射到周边
国家。”马文军说，“2008年以后，生意越来越差，货物开
始积压。2008年只能进80个货柜，2009年降到60个。”

转型，才能继续生存。在匈华商开始苦思冥想。
“身边的人都开始尝试转型。一部分人由贸易转为服务

性工作，比如旅游服务；一部分人开始尝试“互联网+”，由原
来的单一门店销售改为建网站、个性化定制等；一部分人由
原来把中国商品出口到匈牙利改为双向贸易；还有一部分
人，这些年在匈牙利积累了一定的人脉、语言也比较好，开
始整合手头资源，在中匈两国企业之间牵线搭桥。”朱云平
正是在自己原有的业务之外增加了一项业务：牵线搭桥。
2013年，朱云平的名片上多了一个头衔：“匈牙利经济部工
业委员会中国投资者事务部主席”。“简单来说，我的工作就
是把匈牙利的科研成果和中国的企业、市场进行对接。”朱
云平说，“目前，我有3个项目在谈。”

还有一部分人选择了回到中国发展。“2008 年北京奥
运，我响应号召回国看看。”马文军这一看，就找到了商机，

“当时我和我妹妹的孩子都还小，比较关注亲子教育。回国
后就发现，国内这方面还是有机会的。”2009年，马文军和妹
妹成立了亲子教育中心“家盒子”。从那之后，马文军就开始
逐渐收缩匈牙利的雨伞生意。如今，他的大部分精力已经转
回了中国。“家盒子在国内已经开了 7 家店。匈牙利的雨伞
生意也已经处于收尾阶段了。”他说。

未来，那些年轻的华商

朱云平和马文军把那些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
代初到匈牙利做生意的人成为“老移民”、“老华
商”。如今，20 多年过去了，匈牙利华商群体也
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新一代的华商已经成长起来。

“唐人街”在匈牙利指的不是华人聚居区，而
是一位老华商——宋万军开发的批发中心。2009
年，“唐人街”正式投入使用。这里聚集着从事服
装、鞋等小商品贸易的华商。如今，“唐人
街”的总经理是宋一楠，宋万军的儿子。

“我其实算是 1.5 代移民。”宋一楠笑
道，“我在河南生活到 15 岁，才
到了匈牙利，19 岁到美国读书。
拿到博士学位后，又到英国做了

两年博士后。2009 年，回到匈牙利，进入‘唐人街’工
作。”

作为一名年轻的华商，宋一楠有着自己的思考。“匈
牙利的华商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期，如今进入了‘新常
态’。传统贸易进入瓶颈期。如今，匈牙利市场已经饱
和，而且，国内生产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也不利于出
口，利润空间越来越小。”

不过，他依然看到了很多机会。“一方面，中国的‘一带
一路’战略带来了许多机会。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来，
到匈牙利的也非常多。另一方面，几年前，匈牙利开始了一
个国债移民项目。”根据国债中心的官方数据，过去3年，有
超过 3000 个中国家庭申请了国债移民项目。“这意味着匈
牙利的华人和企业成分都有了很大变化，我们必须考虑怎
样转型适应这些新团体的新需求。”宋一楠说。

如今，“唐人街”正在进行第三期工程。“之前，我们
的项目是为贸易服务的，现在，开始逐渐转向服务性行
业，比如餐饮、教育等。”宋一楠说。其实，从“唐人
街”的变化就能看到在匈华商的转型努力。比如，原来大
家只需要把中国生产的东西卖到欧洲，现在则开始考虑把
欧洲的东西卖到中国。“‘唐人街’里开始有人开店做物
流，欧洲的母婴产品、休闲食品等成为‘新宠’。”宋一楠
说，“中餐馆的变化也很有意思。原来，匈牙利的中餐馆
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街头卖给当地人的中式快餐；
另一种是供当地华人宴请使用的中餐馆。中高档、轻奢型
的中餐馆几乎没有。现在，开始有人朝这个方向努力了。

‘唐人街’第三期里就开始有很大的餐饮成分了。目前看
来，招租情况还可以。”

除了宋一楠这样在父辈打拼基础上发展的年轻华商
外，在匈牙利，还有一类年轻人是在匈读书之后选择了留
下来。佟大明就是其中之一。

“我 20岁到匈牙利，读了 5年书。开始只是想出国看一
看，读书期间偶然接触到了旅游这个行业，接触了至活旅
游。这是一家有28年历史的欧洲华人地接社。读书期间，我
们合作过很多次，感觉很不错。2012 年，我加入了这家公
司。”佟大明的任务是开拓东欧市场。“这几年以匈牙利和捷
克为中心的东欧旅游发展得很好，游客数量每年都大幅递
增，华人游客占了很大比例。”对于未来，他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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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这个位于
东 西 欧 交 汇 点 、 素 有

“欧洲心脏”之称的国
度，是中国在中东欧地
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也是中东欧地区华商最
集中的国家之一。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商人对
匈牙利累计投资近 30 亿
美元，投资领域涵盖国
际贸易、金融、通讯设
备、航空、家电、新能
源、物流及旅游等行业。

1988 年 到 1992 年 ，
匈牙利成为中东欧唯一
一个对中国实行因私护
照 免 签 入 境 政 策 的 国
家，大批中国商人抓住
了这一难得的机遇，经
过茫茫的西伯利亚，沿
着漫长的铁路线抵达匈
牙利。而正处于“短缺
经济”末期的匈牙利百
姓，也盼望着中国商品
的到来。

上世纪 90 年代，在
匈牙利的中国人一度多
达5万人，中国人在布达
佩斯的市场声名远播，匈牙利也由此成为
中东欧地区中国商品的集散中心。从身背
肩扛着各色商品露天“练摊”，到布达佩斯
第8区的“四虎市场”摆摊，中国商人凭借
一身闯劲，得以在匈牙利成功立足。如
今，在匈华商活跃在“银河大院”、“欧洲
广场”、“唐人街”和“东盛广场”等批发
中心和购物中心。

不仅如此，随着越来越多具有长远发
展目光的华商通过质量和品牌占领了匈牙
利批发市场的份额，华商的经营理念也完
成了从低价多销到树立品牌的转变。目
前，经营 20多年的布达佩斯华人市场已成
为中东最大的中国商品批发中心和集散
地，对中欧贸易意义重大。

现在匈牙利几乎每个中等以上的城镇
都有中国人开设的商店，保证了众多匈牙
利百姓的必备生活需要。而匈牙利也为中
国进口货物出台了更便捷的通关服务，致
力减少交易成本和灰色清关现象，为华商
带来了更大的贸易量。

近年来，随着中国商人生意向匈牙利周
边国家延伸拓展，目前在匈牙利的华人已降
到2万人左右。如今，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
实施，给匈牙利华商的贸易再添新的动力与
契机，也进一步激发着华人商会的活力。

丝路华商之匈牙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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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界 传 奇

上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
大批国人坐上东方列车，穿越广袤的西

伯利亚，踏上陌生的匈牙利国土。他们大都
起早贪黑练过摊，很多人都在曾经的“四虎市
场”中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如今，在欧债

危机的冲击下，在“一带一路”带来的机
遇面前，转型成为他们共同的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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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浙江省瑞安市政府代表团一行 6 人到访意大利米兰，
开始对米兰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对米兰商业环境进行考察和调
研，与米兰商业组织、行业协会进行了紧密接触和交流。

代表团结束与米兰政商相关交流活动后，在米兰浙江华侨华
人联谊会会长等有关人员陪同下，先后走访了著名华商企业。代表
团对米兰华商企业走品牌、科技创业之路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
度评价，并向华商宣传了瑞安市的发展前景及优势，盛邀侨胞们回
乡创业、发展、圆梦，受到侨胞和华商的欢迎。 （中新社）

漳州著名的侨乡角美，村村可见“番仔楼”。它
们的建筑样式中西合璧、精彩绝伦，建筑材料大多
直接从南洋运输而来。“番仔”是过去闽南一带对南洋
人的称呼，出洋祖先回乡盖的房子被称为“番仔楼”。

角美镇东美村，有一座占地 5723 平方米的曾氏
“番仔楼”。这座曾名噪一时的华侨豪宅，高大的梁
柱、幽深的长廊、精美的浮雕，甚至连墙上的一小
块瓷砖都充满了异域风情。配合着闽南特色的红
砖，整栋“番仔楼”散发着一股中西合璧的味道。
曾氏“番仔楼”是昔日新加坡华侨巨富曾振源先生
于1903年起建，历时14年建造落成，耗费白银17万

两。19 世纪中叶，曾振源刚开始在新加坡做的是货
栈学徒，用挣到的钱开了间货店，取名“丰源货
栈”。事业发展到鼎盛时期，曾振源父子又组建了

“丰源航务局”，成为新加坡首屈一指的航运巨头。
在曾氏“番仔楼”的另一端，角美镇西边的鸿

渐村，也矗立着一栋意义深远的“番仔楼”。这座许
氏“番仔楼”，是如今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外高祖父许
尚志的祖屋。1861年，20岁的许尚志前往菲律宾马
尼拉谋生。许尚志起初经营小种植园，到 1877 年，
种植园扩大到数千亩，又开设糖厂。最后定居打拉
省帕尼基市，继续经营种植园、糖业、米业及建筑

承包业。后来，许尚志家族
渐渐成为当地名门望族，儿
孙们开始步入政坛。

元、明时期，角美镇的
村民依托著名对外贸易港口
月港，前往马来西亚、菲律
宾、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谋生
创业，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
华裔。他们衣锦还乡后建起
的一座座“番仔楼”，不仅
是华侨吸收西洋文明的有力
物证，也见证了“海上丝绸
之路”的兴盛。

（来源：东南快报）

历 史 掌 故

“番仔楼”讲述数百年华侨出洋史
郑旭光

“番仔楼”讲述数百年华侨出洋史
郑旭光

◀东美村曾氏“番仔
楼”气势恢宏

华商熟悉国情，既有与中国交往的得天独厚
优势，使得华商加快了在当地的发展和跨国投资
合作，成为促进亚洲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中
华文化背景的影响下，华商成立的各种国际经贸
组织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进行整合，为振兴亚
洲经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刘锦庭

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额保持快速增长，东盟
逐渐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首选地之一。东
盟华商应把握中国—东盟自贸区实施良机，建立
与中国企业及全球华商的联系管道，产生一股巨
大的经济能量。

——中国东盟商务协会主席、马来西亚发林
集团董事会主席林玉唐

华商要把握住当前中国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
机遇，在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方面有担当，要做
出实际性的贡献，通过跨国投资和区域合作等各
种方式促进中外文化依托产业的交流合作，架起
各国文化的桥梁。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使亚洲
文化融合的百花园更加的璀璨，相得益彰。

——中国侨商会副会长、美国世纪发展集团
董事长于学文

商 论 语 丝

华商看中国发展

华商谈经商心得华商谈经商心得
今天时代变了，各行各业竞争激烈是不争的事

实，但历史变迁，机会与人依然擦肩而过，谁能捕捉
到，谁就有成功的机会。所以，我总是勉励年轻人面对
环境变化，千万不要等待，不要埋怨，相反要多学习、
多思考，更重要的还必须多付出、多尝试。

——中国侨联副主席、亚洲金融集团董事长陈有庆

创业不能一味单打独斗，还需要协同作战。每
个人创业时由于自身局限，免不了有一些“短板”。
比如我们做学术的，实验室呆久了以后，不懂怎么
和客户吃饭、谈生意。这时候就需要找到市场、营
销方面的高手，把他们拉进团队来，弥补这一短板。

——中国侨商会科创委员会副主席、益善生物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嘉森

商 机 商 讯商 机 商 讯

日前，中国侨商联合会代表团一行考察匈牙利，应邀参加匈
华总会举办的“匈牙利发明家专利项目推介对接会”和“匈牙利
侨界—中国投资企业代表团交流会”。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领事部主任希望中国侨商联合会今后与
匈牙利政府部门及有关工商机构建立更加密切的合作机制，把

“一带一路”投资考察活动打造成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密切合作的品
牌工程。中国侨商联合会代表团在匈期间，还赴布达佩斯唐人
街、欧洲商贸中心等中国商品批发中心考察调研，并就相关项目
对接进行了深入交流。 （中国侨网）

中国侨商联合会访问匈牙利

本报电 据国侨办消息，日前，广西侨务代表团到老挝广西同
乡会走访调研，并与老挝中国总商会相关负责人座谈交流，希望
老挝华侨华人能为广西企业、文化走进东盟出谋划策，促进广西
与老挝的经贸文化交流。

老挝中国总商会常务副会长介绍，当前，受益于澜湄合作机制
的落地和推进以及中老铁路等重大工程项目利好的带动，中老经贸
合作迎来更好的机遇。希望更多广西企业今后能到老挝投资发展，
老挝中国总商会将做好联络服务工作。

广西侨务代表团走访老挝华商

浙代表团赞意华商创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