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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机会在亚洲，这里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事
业重心转移3年多后，冯彬霞愈发坚信，自己当初的选择
是正确的。她告诉记者，不少法国华商朋友也已选择或
正打算来到正打算来到‘‘海上丝路海上丝路’’沿线的亚洲国家发展沿线的亚洲国家发展。。

如今如今，，这条充满商机与活力的这条充满商机与活力的““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正在吸正在吸

引世界各地的华商聚拢起来，共享祖籍国快速发展带来
的红利，也让他们与祖籍国的联系更加紧密。

庄委霖特别注意到一个有趣的变化，这两年，许多
中国的私企趋向将企业的亚太总部设到新加坡，把这里
当作公司发展的中转站。“现在，不少企业的高管都是从
中国飞到新加坡来开会。”庄委霖笑说。热情的他自然欢
迎越来越多高层次的中国人和中国企业来到新加坡，因
为“这能让新加坡更好地了解中国市场的需求，也促使
双方的贸易往来更加通畅”。

还让这些“海上丝路”沿线华商欣喜的是，“一带一
路”也为他们彼此之间相识相交牵起纽带，让他们的朋
友圈越拓越宽，合作的机会越来越多。

生活在泰国的时磊和生活在新加坡的庄委霖就因“一
带一路”结识，成为了好朋友。“我们是在中国国内一个与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战略相关的培训班上认识战略相关的培训班上认识。。有了这个朋友有了这个朋友，，我我

和泰国的接触更加紧密，我也能给他介绍新加坡市场对泰
国大米的需求情况。”在庄委霖看来，“一带一路”带给他们
的一大收获，就是学会资源互换、机会共享。

平常，冯彬霞也会经常在线上线下和东南亚其他国
家的华商朋友交流互动，激发灵感，讨论合作共赢的可
能。“例如，在旅游产业方面，大家就在商量是否可以做
一个东盟的整体旅游项目，而我们各自所在的成员国则
作为其中的分支机构。”

朋友多了好办事。时磊说，自己就正在规划乘着
“一带一路”战略的东风，在旅游和物流领域再成立两个
新公司。在他看来，沿线各国华商之间的往来联系，不
仅是为自己寻找更多发展可能，更是他们积极参与祖籍
国“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责任。“‘一带一路’是‘任
督二脉’，是‘纲’，而我们海外华商应该依托这个

‘纲’编织更多的‘目’，合纵联合，形成更大的经贸
网、友谊网等各种网络。”

而如时磊所说而如时磊所说，，如今在这些如今在这些““海上丝路海上丝路””沿线国家华商沿线国家华商
的共同努力下的共同努力下，，这张网络正越编越宽广这张网络正越编越宽广，，越编越扎实越编越扎实。。

丝路华商之东南亚篇丝路华商之东南亚篇：：

依托依托““海上丝路海上丝路””编织合作网编织合作网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严严 瑜瑜

紧邻中国，东南亚自古以来都是华人赴海外打拼发展的首选地之一。一代又一代勤劳智慧的华商云集于此，书写属于他
们的精彩故事。而伴随着2013年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与推进，这里的华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甚至其
他地区的华商都慕名而来，他们在这片发展的热土寻找商机，开拓事业，并在往来合作中编织出更加宽广的发展网络。

“可以说，大部分出国的华人都有一颗上进心，都希望
能在国外做出一番事业，也不可避免会吃很多的苦。”和记
者聊起这些时，在泰国生活发展已20多年的时磊话语轻松，
似乎还是当年那个刚刚走出国门、充满憧憬的年轻小伙儿。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国内掀起一股出国“经商
热”。“当时很多人都拼命想往国外跑，我也有了出去闯
一闯的念头。”时磊说，就是赶着这股热潮，大学毕业没
多久，他来到了当时被称为亚洲“四小虎”之一的泰国。

“刚来时我才22岁，没什么社会经验，在泰国人生地
不熟，又语言不通。”初来乍到的时磊碰到的困难远不止
这些。找工作被拒，报名参加培训被骗走所有的生活
费，“当时一度非常困难”。不过，就和当年毅然“闯南
洋”的前辈一样，时磊选择的不是放弃，而是坚持。

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从做记者、跑广告干起；积
累了一定人脉，再逐渐涉足劳务输出生意。终于功夫不
负苦心人，在而立之年，时磊淘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在泰国站稳了脚跟。

与时磊的白手起家相比，庄委霖作为土生土长的新加坡
“华四代”，少了融入与创业的艰难，却也有属于他自己的难题。

“祖辈刚来新加坡时，条件非常艰苦，但因为经商
的人不多，所以竞争没有现在这么激烈。”庄委霖坦
承，到了他们这一代，需要面对的则是“百花齐放”的
市场和随之而来的挑战。如何在当地众多企业中脱颖而
出？这成为庄委霖必须破解的问题。

在接手最初以旅游为主打的家族企业之后，庄委霖
并不甘心局限于此。很早之前，他和父亲就看到新加坡
被称为“文化沙漠”背后蕴藏的发展潜力，由此专注于
开展中国与新加坡之间的文化交流。其中一个最为重要
的活动，就是农历新年，在新加坡举办大型春节文化活
动，将中国的传统表演艺术、工艺品等引入新加坡。

“这个活动我们一直坚持到现在，已经23年，这期间
我没在家过过一次春节，也没吃过一次团圆饭，都是和
这些工艺师、表演者一起过的年。”和记者说起这些时，
庄委霖的话语中流露的不是遗憾，而是满满的骄傲。

如今，通过多年用心经营，庄委霖的企业已经覆盖

旅游、文化、教育、投资、地产等多个行业，形成一条
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在华人集聚的东南亚，总是不缺华商通过艰苦打拼取得
成功的故事。而在时磊、庄委霖的身上，我们似乎能找到这些
成功背后的共因：那股一脉相承、融入血脉的拼劲与韧劲。

一脉相承的坚韧拼闯

4年前，时磊瞅准中国市场的潜力，开始转行做泰国
大米的出口生意。凭借新锐敏捷的商业头脑，他成为最
早一批“线上米商”，在2012年、2013年天猫商城“双十
一”购物节中蝉联泰国香米的销售冠军。

而让他没想到的是，更大的机遇紧随而来。2013 年
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印尼期间提出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位于这条海上丝路
重要十字路口的东南亚无疑成为首要发展目标。时磊和
这里千千万万的华商们一起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商机。

“‘一带一路’不仅是一个战略方向，更是一种开放的
观念。在这种观念下，从中国‘走出来’的人越来越多，我
们‘送进去’也越来越方便，因为中国消费者对国外的产品
认可度越来越高。”时磊笑着说，公司日益可喜的销售量就
是最好的佐证。仅仅今年2月，他的公司出口中国的大米

销量就达5000多吨，比去年同期增长近50%。
庄委霖也连连感慨，近两年，伴随“一带一路”战

略的推进，新加坡与中国的往来不断密切，自己的事业
发展也更加顺畅。

2015年底，庄委霖和父亲苦心经营多年的春节文化活
动被纳入中国文化部“欢乐春节”的品牌旗下。“对我们这
样的私企来说，中国政府的支持无疑是一剂强心针，让我
们的活动能够更加丰富、更有高度。”庄委霖说。

事实上，如今对于世界各地的华商来说，“一带一
路”就是“商机”的代名词。不仅是东南亚当地的华商
分享红利，这里与中国相近的人文环境和发展潜力还吸

引不少其他地区的华商慕名前来“淘金”。
法籍华商冯彬霞就是其中步子较快的一名先行者。

2013年，在法国经营10多年工业设备出口和安装生意的
冯彬霞将事业的重心迁到马来西亚。“基础设施建设是

‘一带一路’战略落实的重要前提，‘海上丝路’沿线的
东南亚国家需要大量的轻工业品、机电等高端工业装
备，这正是我们公司经营的内容。”

现实没有让冯彬霞失望。这两年一项又一项具体举
措的扎实落地，让冯彬霞收获的是实实在在的惠利。
2015 年 4 月，中国银行吉隆坡人民币清算行服务启动。

“这意味着我们跟中行的一些货币结算可以直接在马来西
亚当地实现，比过去方便多了。”冯彬霞说。而紧邻中国
市场的地理位置、低廉的劳动力等多种优势，更为她的
事业发展大大缩减了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

前所未有的丝路商机前所未有的丝路商机

越来越宽的朋友圈越来越宽的朋友圈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是华侨华人
的聚集区，也是海外华商经济最发达的地
区。经过几代的艰苦打拼，目前，超过
4000多万华侨华人在“海上丝路”沿线地
区扎根，并打下了坚实的事业基础。这当
中，东南亚地区是实力最强的地区。

据估算，全球华商企业资产约4万亿美
元，其中东南亚华商经济总量为1.1万亿
至1.2万亿美元。从这些华商企业产业结构
来看，除了中小型华人家族企业的产业分
布相对复杂外，大型华商的产业主要集中
在房地产业、金融业、贸易、制造业及农
产品加工行业，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举
足轻重。

新加坡华商是整个东南亚地区的佼佼
者。作为中国之外唯一华人人口占多数的
国家，新加坡拥有将近280万华人，占新加
坡总人口的74.1%。而在新加坡经济中，新
加坡华商的行业分布以金融、房地产和旅
游业为主。据香港《亚洲周刊》发布的数
据显示，东南亚排名前40名的华人上市公
司中，有12家是新加坡的华人企业。以市
值衡量，来自新加坡的华侨银行、大华银
行和丰益国际占据东南亚华人上市公司前
三位。

而在马来西亚，华人也是仅次于马来
人的第二大族群，统计显示，华人公民约
占马来西亚公民总数的25%，人数达650万
人。据悉，马来西亚华商遍布农产品加工
业、建筑、房地产、制造业、百货零售和
酒店服务业等领域，并在农业、批发零售
和矿业的优势尤其明显，所占比重分别为
53%、50%和 39%，经济基础分外稳固。其
中，郭氏兄弟集团拥有和控制的企业在200
多家以上，被称为“酒店大王”和“亚洲
糖王”，丰隆集团则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建筑
材料生产与供应商。

泰国是东南亚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东
盟的重要成员国之一。据统计，目前泰国
华人约占泰国公民总数的12%，人数达700
万左右，集中在大曼谷地区、清迈、合艾
等地。泰国华商主要分布于制造业、金融
业、农业、房地产、建筑业、百货零售、
媒体及其他各类服务业，总经济量约占泰
国国民经济的 60%，是泰国的重要经济支
柱。如陈有汉家族的盘古银行，是泰国最
大的商业银行，总资产超过 510 亿美元；
正大集团则是泰国最大的多元化跨国企业
集团，全球雇员超过25万人。

“南洋”经济
的领跑者

袁 璐

“南洋”经济
的领跑者

袁 璐

非公有制经济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市场经济发展壮大的动力。在当前经济
发展环境下，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势，非公企业一定要
以人为本，加强创新，不应该拘泥于传统的发展模式。

——中国侨联顾问、马来西亚常青集团董事局主席张晓卿

部分华人在海外做的生意，是在做流通环节。“生意能做能赚钱，我就做”，但
是它没有建立良性的渠道。欧美品牌之所以能走向全世界，因为它有经营模式，有
渠道。因此，做企业不能做只顾眼前利益的事情。要建立一个规范的企业，要定位
清晰，符合法律法规。

——菲律宾中国医药与医疗器械协会会长许海港

我们始终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未来也将继续坚持投资中国的政策。中国是一
个潜力巨大的市场，现在其机遇甚至比30年前更多。泰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中
国的投资和支持。如果中国能投资东盟国家的铁路、水利等大工程，将与东盟国家
实现互利共赢。

——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泰籍华人）谢国民

中国和印尼都是亚洲大国，特别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双方合作互补性很强，合作的空间和潜力巨大。推动中印 （尼） 两国的深入
交流与广泛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经济的发展，也有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进而
增强共同抵御经济危机的能力。

——印尼中华总商会资深名誉主席、巴里多太平洋集团创办人彭云鹏

早在100多年前，就有香山人 （注：香山为古时县名，主要地
域涵括现广东省中山市、珠海市，澳门及今广州市番禺区部分地
区） 相率移居澳大利亚。在1850年前的澳大利亚垦荒淘金时期，大
量来自南方的中国人前往新金山淘金，香山人也在其中。1869年，
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州发现了金矿，华人闻讯，即赶到那里谋生。

这时昆士兰州对外来移民并没有立法限制，所以香山人大批经
香港前往澳大利亚。据记载，当时每艘香港船抵埠时，都载有五六
百名华人入境。他们先在北部的柯克城登岸，然后从陆路分赴各
地，从事淘金、垦荒、种植、筑路、捕鱼或商业等活动，开始了在
澳大利亚劳动生活的新一页。

据统计，在肯斯地区 （华人聚集区） 的中国人中，以来自广东
省香山县的人最多，香山人曾占全部华人的83.3%，约在1900年前
后，肯斯埠的街两旁，有3/4的商店由香山人开设，并在肯斯埠建
立了香山会馆和一座香山庙，庙宇香火终年不绝。

华侨最初是奔着黄金去的，但是随着1875年金矿枯竟，黄金产
量大减后，华人相率离去。辗转到肯斯附近后，他们在这里开垦荒
地种植玉米、香蕉、稻谷和甘蔗，为昆士兰州的农业开发做出了重
要的贡献。如香山人郑泗全即靠种植甘蔗而发家致富。1873年他只
身搭乘大眼鸡帆船，前往澳大利亚谋生。登岸初期，为牧主放羊，
生活艰辛，后来自己垦荒种植，收获较丰，1890年来到肯斯开小商
店，后又经营蔗园，1909年他拥有1200英亩蔗园，因而致富。1922
年他出卖蔗园后，带妻子和子女回到家乡，致力乡村经济建设，先
后开设了协和辗米厂、协和协兴电灯厂，他还联合归侨侨眷集资开
办了香山第一条民办车路——岐濠车路。

1900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立后，各州之间可以自由来往，
这时有不少香山人由昆士兰南移新南威尔士州各地谋生，同时大批
的后来者也陆续到达，因而香山人聚居在新南威尔士州首府悉尼和
市郊各地的最多。后来成长为“四大百货”之一的郭氏兄弟和马应
彪兄弟也正是发迹于此。经过百多年时势移易，当年的香山华商以
及后代也同当地人民和睦相处，为澳大利亚的开发、繁荣和富强，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来源：中山日报）

香山华商澳洲奋斗史

图为坐落在悉尼市中心最繁华地段的唐人街.
（来源：天使之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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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庄委霖图为庄委霖 （（左二左二）） 和朋友在新加坡参加春节庆祝和朋友在新加坡参加春节庆祝
活动活动。。 照片由庄委霖提供照片由庄委霖提供

图为时磊图为时磊 （（右二右二）） 在泰国当地参加慈善活动在泰国当地参加慈善活动。。
照片由时磊提供照片由时磊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