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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厄瓜多尔，许多华商早已将这片见证了他们笑与
泪的土地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无论是把握机遇，还是克
服挑战，他们总是信心满满。就如楼伟明所说：“坚持，
只要坚持住，一切都会好起来。”

王寅龙也十分看好厄瓜多尔未来的发展。尤其是前不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
访厄，带动中国投资的进入，王寅龙向记者连连感慨：“真是商机无限！”

如今，事业越做越大，华
商们在当地社会也更加活跃。
作为厄瓜多尔中国华人华侨总
商会会长，楼伟明经常代表商
会会员与当地的海关总署、执
法机构等部门交流沟通，维护
华商的合法权益。同时，他们
也不忘反哺当地，与主流社会
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

就在今年上半年厄瓜多尔
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许多
华商自发组织起来，采购了大
量的水、面包、罐头等食物和

灾区民众需要的其他物资，亲自开车送到灾区。“当时灾
区还有余震，非常危险，但大家都没有惧怕。”王寅龙就
是其中之一。当被问到捐了多少，他憨憨一笑说：“数量

太多了，都没来得及统计。”
“只要发生自然灾害，我们都会积极捐钱捐物。”在陈吓弟看来，只有和当地民

众和谐相处，华商才能更好地生活与发展。而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当地社会和民众对
于华商乃至中国有更大的认可，则更让他们感到骄傲。

现在，在这些华商结交的朋友和合作伙伴中，不少都是当地人。王寅龙告诉记
者，他的农场雇佣的工人就全部是当地老百姓，“现在有150多人，最多的时候有260
多人。”

除了交朋结友，厄瓜多尔的华商还想做更多的事。两年前，陈吓弟在瓜亚基尔市
中心建起了厄瓜多尔第一家华文学校。最初，他是发现许多当地出生长大的“华二
代”已不会说中文，希望通过华文学校留住他们的“根”。为此，他自掏腰包，将自
己拥有的一家酒店的一部分作为教学场所，并从中国邀请教师前来授课。“虽然我们
规模不大，但是效果非常好。”陈吓弟介绍，学校专门招收3岁至7岁的孩子，因为这
是学习语言非常重要的阶段。

两年之后，逐渐上手的陈吓弟有了新的想法，那就是创办一个更大的中文学校，
让瓜亚基尔以及周边对中国语言以及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市民都可以来此学习。陈吓弟
说：“这是我未来最大的一个目标。”

厄瓜多尔华商：

我在拉美赤道国“淘金”
本报记者 严 瑜

说起厄瓜多尔，你会想起什么？

娇艳的玫瑰、可口的香蕉、鲜美的大

虾……正是在这个赤道横贯、物产丰

富的拉美国家，一群勤劳、能干的华商

不远万里来此寻找商机，挖掘财富。

“来到厄瓜多尔，这大概是我人生

中一个最大的转折点。”来厄经商20年

的楼伟明这样对本报记者说。他还记

得，20年前他刚来时，因为距离中国遥

远，这里除了一些经营餐饮的老一代

广东华侨之外，华人面孔寥寥无几。

而如今，身边的同胞越来越多。敢于

拼闯的华商在这里立足、谋生，在机遇

与挑战中创造属于他们的精彩故事。

“来到厄瓜多尔，是一种缘分，也是一个机遇。”年过
半百的楼伟明带着浓郁的浙江口音，聊起当年为何从德国
转战厄瓜多尔经商，他简单的话语中透着一丝甜蜜。1994
年，一次旅行途中，楼伟明结识了来自厄瓜多尔的华人妻子，由此与这个南太平洋东
岸的拉美“赤道国”结缘。

1996年，楼伟明随妻子移居厄瓜多尔，成为最早一批来此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华
商。虽然这个陌生的国度给楼伟明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不太好”，很多地方都显得破
旧脏乱，但目光敏锐的他很快发现，这里有商人最为看重的市场潜力和无限商机。
“了解市场之后，我马上就启动了生意，主要是将浙江生产的旅游鞋进口到这里

来卖。”楼伟明回忆，当时厄瓜多尔本国工业基础几乎为零，没有什么竞争，又有熟
悉当地情况的妻子帮助，最初近10年的生意比较顺利，他在这里也逐渐站稳了脚跟。

渐渐的，来到厄瓜多尔生活发展的华商越来越多。2006年，当陈吓弟、王寅龙等
新一波华商来到厄瓜多尔时，这里的华侨华人已小有规模，等待他们的是一个更为成
熟也更具挑战的商业环境。

陈吓弟的第一站是厄瓜多尔第一大城市瓜亚基尔。初来乍到，这个骨子里充满闯
劲的福建小伙儿盘下一间35平方米的店铺，和大部分华商一样开了一家百货零售店。

“语言是最大的障碍。”
陈吓弟说，刚来时，白天做
生意，晚上的时间全都用来学习当地的官方语言西班牙语。“好多卷舌音，只能当地人说
一句，我就用中文把大致的发音记下来，回去死记硬背。”和本报记者聊起当初磕磕绊绊
学习西语的经历，陈吓弟不禁莞尔。

和陈吓弟一样，对于大部分厄瓜多尔华商来说，漂洋过海，远赴异乡，无论是语
言还是心理，融入是必须跨过的门槛。王寅龙刚到厄瓜多尔的大半年同样充满艰辛。

最初，王寅龙想把家乡哈尔滨知名的汉斯啤酒引进厄瓜多尔。为此，他在当地投资
了一个啤酒广场，甚至不远万里从哈尔滨引进酿制啤酒的设备。然而，啤酒广场开业没
多久就生意萧条。原来，当地民众虽然喜爱啤酒，但却往往只认准常喝的一个品种。
“东西不合口味，再好也没法吸引顾客。”近70万美元的投入打了水漂，王寅龙

在痛定思痛之后渐渐领悟到在厄瓜多尔的经商之道，“用中国人的思维和当地人做生
意是很难取得成功的，只有融入当地社会，了解市场和民众的文化性格，才能取胜。”

跨过融入的门槛

经过多年打拼，华商已经成为厄瓜多尔一个重要的商
业群体。他们将价廉物美、品种丰富的中国商品源源不断
地输入当地市场，也在这里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
“勤劳和喜欢思考是华商最大的特点。”在王寅龙看来，这是华商能够在厄瓜多尔

立足的成功秘籍。“失败了，出了问题，我们会‘走心’，会反思和总结。”
王寅龙自己就是如此。当初引入汉斯啤酒失败之后，他选择的不是气馁，而是花

了整整8个月的时间“走市场”。“就是到当地的市场不停地走，不停地看，不停地
想，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从中找到商机。”最终，他发现了手机这块进口市
场的空白，由此打开了自己的生意局面。

最近一两年，不少厄瓜多尔华商同样在思考自己的新出路。“这可能是我来厄瓜
多尔20年碰到的经济最差的一年。”作为当地华商中的“老人”，楼伟明道出其中的
缘由。原来，受到去年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今年上半年大地震等多重打击，厄瓜多尔
国内经济一落千丈，大部分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华商也由此面临严峻的考验。
“经济差了，当地老百姓的购买力就随之下降了。”陈吓弟坦言，自己的生意就受

到“非常大的影响”，收入减少了1/3。
楼伟明和身边的华商朋友同样处境艰难。“过去，一条货柜的货物20天就可以卖

完，能赚10万美元，现在只能赚5万、3万，有的甚至两个月都卖不完，几乎赚不到

钱。”算起这笔账，楼伟明显得有些无奈。
不过，这群历经风雨的华商并未坐以待毙。大家一边

控制进口商品的数量，防止积压，另一边则积极探索更多
的经商可能。

最近，陈吓弟就在和朋友们商量，打算利用当地丰富的农产品、海产品资源，就
地取材，发展新的商业项目。“比如开一些农场，养虾或是种香蕉等当地的水果、植
物，然后出口到中国去卖，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我们还建议大家在当地办厂，不只是做简单的进出口生意。”楼伟明也认为，转

型将成为他们这些厄瓜多尔华商在今后三五年内的“必修课”。
头脑活络的王寅龙则早早将想法转变为行动。经营农场、投资房地产、收购矿权

矿产……近年来，他的产业版图不断扩大。“只有增加产业的多元化，才能掌握更多
的主动权。”

聊起接下来的计划，王寅龙颇有信心。在瞄准了厄瓜多尔旅游市场的潜力之后，
他打算在此前的地产生意基础上，进一步涉足旅游地产，在当地创办连锁性的中高端
酒店。“拉美国家旅游资源特别丰富，现在厄瓜多尔政府也正在大力开发旅游业，酒
店资源正是供不应求，所以我相信，旅游地产会在未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行
业。”王寅龙充满底气地说。

危机中找寻出路

交朋结友传文化

商机商讯

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访京

据中新社电 12月5日，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副会
长谭天星在北京会见了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代表团
一行。

谭天星高度评价总商会取得的成绩。他表示，
总商会成立20多年来，积极发挥自身优势，服务中
马经贸合作，有力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尤
其是连续六届成功举办了“马中企业家大会”，为两
国企业间的交流搭建了很好的平台。

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总会长陈友信、永远荣誉
会长黄汉良代表总商会感谢中国海外交流协会长期
以来的关心和支持，他们介绍了总商会近年来的工
作，并希望今后能继续加强与中国海外交流协会的
合作，促进马中两国“民心相通”，推动两国关系更
好发展。

湖北大力支持华侨创新创业
据新华社电 华侨在鄂创新创业，可以享受诸多

政策支持。本月起正式施行的《湖北省华侨权益保
护条例》，对大力支持华侨在鄂创新创业作出了多项
明确规定。

条例要求，华侨回国创新创业，可以按照规定
参与本省人才创新创业类计划，享受人才项目优惠
政策，获得相应的工作待遇和生活条件保障。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为华侨人才及其家属
办理户籍、医疗、教育、住房、出入境等手续以及
项目申报、科研等提供便利。

与此同时，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华侨在本省
依法设立研究开发机构，研究开发新技术、新产
品、新工艺；支持华侨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采取委托研发、技术许可、技术转让、技术入股以
及共建研发机构等形式，开展产学研用合作。

中外华商产业论坛即将开幕
据中新网电 由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辽宁省区域

协调发展研究会和华商投资网共同主办的大连名商
峰会暨中外华商产业论坛将于本月11日在辽宁大连
举行。

此次峰会主题为辽宁发展?大连先行，将邀请中
外经济专家和企业家共同研讨在新的国际经济环境
下中国主流行业产业振兴、行业发展和创新营销模
式以及“一带一路”新形势下中国产业发展空间。

本次大连名商峰会共设四场分论坛，分别为
“创始”“创新”“创投”“创展”，论坛的主讲嘉宾涵
盖金融资本、文化教育、影视娱乐、医美健康、养
老地产等行业。

商论语丝

华商看中国发展

商论语丝

亚洲正处于迅速增长时期，特别是中国经济
的稳健增长以及中国城市化发展和快速增长的
中产阶级，都将为公司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和更
大回报潜能。深耕中国市场多年后，我将以更
“本土”的视角来判析中国市场，由此对这一市场
的投资也会愈发熟稔和游刃有余。
——新加坡亚腾资产管理公司集团首席执

行官兼执行董事林惠璋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都具有企业家的精
神，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会迅速地发展。我
认为，中国人的这种企业家精神是非常宝贵
的，它会促使中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印度尼西亚芝布特拉集团董事长徐振焕

华商谈经商之道

跟零售商打交道，最重要的不是如何让你的
东西进入他们的渠道，而是要让他们的客人愿意
来买你的东西，如果你的东西有品牌辨识度和市
场号召力，中间的零售渠道根本不重要。
——美国VIZIO公司CEO兼CTO王蔚

好的声望名誉都来自于勤奋努力，而且最
重要的是“忠诚老实”。我曾当过学徒，知道什
么是困难，才能将心比心。对客户的真诚和认
真负责使我赢得了信任，才使得我的企业在黄
金时期得到了飞速发展。
——泰国锦裕盛集团公司总裁施锦裕

学习与追求成功并不是现今社会的趋势，
你必须判断自己有什么能力，并且应用于哪些
行业。想要成功，你需要分秒不停地做好准备
规划。
——马来西亚世界皇朝国际集团董事长吴帝庆

图为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副会长谭天星（右）会见

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代表团成员。 来源：中新社

图为王寅龙（右）和他的厄瓜多尔朋友。

图为楼伟明（左）和他的厄瓜多尔华人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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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一双“WINK”牌英伦风皮鞋，匈牙利华商魏翔
和一群匈牙利摄影家协会的摄影师们，沿着福建的“海上
丝绸之路”人文遗址，深入探访中国。

魏翔原籍福建莆田仙游，在匈牙利创建了运动鞋业，
一年向中东和欧洲市场卖出数百万双在中国生产的运动
鞋。而在出国前，他是福建青年美术家，油画作品曾代表
福建出征全国美展，名动一时。

此次和魏翔同行的，包括萨莫迪?偌尔德?欧拉夫、寿
什?久尔吉等，他们曾斩获多个国际奖项。魏翔是匈牙利摄
影家协会和匈牙利美术协会中唯一的一位华人会员。

这不是魏翔第一次用“行走”的方式向旅居国介绍他的
“中国”。最近十年来，魏翔鞋业公司的优秀职员每年都将受
邀到中国来，饱览山水民情。“向海外介绍开放友好的中国，
最好的方法就是请他们来，用亲身经历得出结论。”魏翔说。

上世纪80年代末，年轻的魏翔辞去教师公职，前往文
艺复兴之源的意大利朝圣。当时，他的行李只有从世界地

图上撕下的好几张欧洲各国地图。最后，因为匈牙利对华
免签，他便在此停留下来。“我也曾做过街头艺人，一周摆
一次摊画肖像，赚够钱就埋头继续画。”魏翔说。一年后，
魏翔办了一次个人作品展览，但是只卖出了一幅画。备受
打击的魏翔决定弃艺从商。
“在海外，有时中国商品容易被诟病质量不过关。因此，

我们决定少赚一点，也一定要做出一个品牌来。”魏翔用来自
福建的货源，自创了一个“闪亮”的品牌。他瞄准中东和欧洲
的中端市场，深耕十余年，使自己的运动鞋逐渐成为当地民
众青睐的商品。如今，仅在中东欧地区市场，他公司的年销
量就多达300万双。近年来，魏翔还用自己的鞋业赞助特奥
体育项目。2003年，世界特奥会的圣火传到匈牙利，第一位
火炬手正是魏翔。

有媒体曾如此报道魏翔：在欧洲，一个艺术家落魄之
后，或许会沉沦；来自中国的他，误入“鞋”途，却缔造
出一个商业帝国。

“在中国，我不好，别人只会说魏翔不好；在欧洲，我
不好，别人会说中国人不好。”他说，“所以我觉得，我们
在国外多做好事，就是在宣传中国。”

这个来自中国、成长于匈牙利的品牌，我已经做了25
年，希望儿子能继续下去，以此维系与中国的联系。”魏翔
笑着说。 （据中新社电）

匈牙利华商误入“鞋”途
林春茵

图为匈牙利前总统绍约姆?拉斯洛（中）接见魏翔夫妇。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