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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看“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倡议，对国家经济转型非常有好处，对于我们国
内的企业开展产能国际合作、提高国际竞争力非常有好处。任何一
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从基础工业和食品工业开始。我本人走了
100多个国家，“一带一路”60多个国家都走遍了，中国企业在“一
带一路”的建设中有独特优势。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为“一
带一路”发展中国家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东方 （国际） 集团董事长童继生

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国家大方向方面，把沿线国家的
经济潜力激发出来，是极富远见的。它不仅为新时期国与国的交流
搭建了良好的发展平台，为企业走出去创造了更加便利的投资环
境；同时，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体经济
走出去，首先是把自己的产品拿出去亮相，我们不仅在母国生产得
好，而且在其他的国家占先机、站稳脚跟，从而形成国际品牌，这
对企业是一个非常好的历练和提升，也是企业国际化的必由之路。

——玖龙纸业 （控股） 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茵

华商谈经商之道

在早期，我并没有钱和土地这两样开发商最基本的资本，但是
边学习边工作所得到的历练坚定了我自我创业的决心。学习和工作
就像运动员参加比赛，要不断地、反复地练习，就是为了能取得好
成绩。拥有一份自己的事业，不仅仅是为了谋生，事实上我是充分
享受到工作和成功的乐趣，并愿意为此付出代价和努力，有热情，
也有自信来追逐我的梦想。

——印尼芝布特拉集团董事长徐振焕

技术的更新和换代，产业的转型和升级，也就是说，企业的创
新体系、创新竞争和创新力量，已经成为一个企业不可或缺的经营
管理模式。因为创新可以带来持续的经营，甚至创造意想不到的奇
迹和效益。我们华商要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的时机，特
别是“一带一路”大平台。我们一定要在全球的科技创新大赛中找
到自己的位置，做好应有的准备。

——常青集团董事局主席张晓卿

可 重 复 使 用 2000 次 ， 100% 回
收，零排放，可折叠保存——这种基
于物联核向量技术的共享包装箱，是
上海市侨商会会员、华侨华人专业人
士郑之敏如今领衔研发，即将大面积
投产的“快盆”项目。

“四个十年”

“我喜爱研究，从小实事求是。”
在爽朗的笑声中，身着白色T恤的郑
之敏聊起了自己“四个十年”的故
事。

1979 年，郑之敏考入上海海事
大学，就读计算机专业，毕业后被分
配至海运行业工作数年。

尽管这份工作“含金量”颇高，
但郑之敏还是想出国留学，于是辞
职，自费前往加拿大留学，“第一个
十年就是学习、接受教育”。

1990 年，郑之敏研究生毕业后
留在加拿大工作。1993 年回国探亲
时，他敏感地发现中国改革开放大潮
下潜藏着重大机遇，于是开始接触国
际进出口贸易，慢慢拓展到引进国际
企业和海外科技人才到中国来。“这
第二个十年我做的，就是侨务部门所
说的引资、引智。”郑之敏笑着说。

2000 年 左 右 ， 认 为 “ 时 机 成
熟”的郑之敏决定回家乡上海创业。
经过近十年打拼，2009 年底，由上
海市政府侨务办公室牵线搭桥，郑之
敏创办的加海科技有限公司就在上海

张江高科技园区举行了加海科技张江
研发基地成立庆典。

作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863 计划） 射频识别 （RFID） 技术
与应用项目的依托单位，加海科技还
是国家税务发票防伪专利技术的提供
者。

“第三个十年一直在上海张江，
第一个高科技项目是为国家税务票证
防伪技术提供了 15 年的服务，约五
分之一的地方政府税务发票采用了我
们的技术，也算是利用自身的优势为
中国做了一点小小的贡献吧”，郑之
敏微笑着回忆。

“学习之心”

始终保持一颗“学习之心”的郑
之敏并未停下项目研发脚步。随着共
享经济、电商等的兴起，加之越来越
多的零售商和制造商选择利用 RFID
技术来追踪它们的产品，如何解决快
递过度包装问题促使他研发“快盆”。

“‘快盆’可回收可循环利用，
是保护环境的好帮手。”郑之敏表
示，相比市面上能使用 20 次左右、
箱体报废后不能降解回收的轻流箱
而言，1 个“快盆”可使用 2000 次，
可节省 1600 米胶带纸，相当于 16 卷
长度 100 米、宽度为 6 厘米的胶带
纸。“快盆”同时还配备了一次性海
关锁以保证运输过程的安全，不被第
三方打开。

用户收到“快盆”包装的货物
后，可以将其折叠放在家中，等下次
快递员来时收回。用户也可以通过
APP直接购买，快递员回收后以共享
出租的方式将“快盆”放置到快递物
流网络中运行，用户从每次包装配送
中获得收益。

郑之敏表示，这一模式的应用得
益于他曾在海运行业工作的经验。复
制集装箱的租赁模式，再借助“共享
经济”，郑之敏对安装了向量芯片的

“快盆”很有信心。在他看来，这将
颠覆传统小件物流的形式，从根源
上解决对生活环境的污染和破纸箱
带来细菌，杜绝快递公司脏乱差的
现象。他期待物联核向量技术在未

来 能 成 为 物 联 网 的 核 心 技 术 供 应
商，为传统产业的发展提供技术支
持。

郑之敏的期待并不是“海市蜃
楼”。“快盆”发布后的 20 天内，就
有 30 多家电商和物流公司前来洽
谈，20 多家当即敲定购买，需求量
预计达 500 多万个；发布至今不足 3
个月，已有投资者进行投资。

不过，郑之敏也坦言，“快盆”
面临发展瓶颈，最主要的是产能不
足，不具备大面积运营的条件，希望
今年年底前在全国设立运营公司，借
助科技的力量，用“快盆”来提升快
递物流效益。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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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机 商 讯

华裔企业家获印尼国家勋章

日前，著名华商翁俊民获印尼总统佐科颁发
“国家英雄大儿女勋章”，成为印尼建国73年来首位
获得此荣衔的华裔企业家。翁俊民称，获得荣誉后
伴随而来的是更大的责任，因为大家会有更高期
待。而他也已经做好准备，打算推出一套完整的计
划，长远并永续扶持爪哇岛的100个最贫困村庄。

翁俊民是新加坡南洋大学校友，除了回馈印
尼社会，他多年来在新加坡也很热心公益，曾多
次捐助多所大学。今年共有8人在印尼总统府接受
总统佐科颁奖，翁俊民获得的“国家英雄大儿女
勋章”是其中最高殊荣。

（来源：中国侨网）

商 论 语 丝

郑之敏：助力中国物流发展
许 婧

图为郑之敏。 （资料图片）图为郑之敏。 （资料图片）

赵岚近照

做实业，坚守梦想

“德国是制造业强国。德国人特别专注，或许这是一
种民族特质。比如万宝龙，100多年了，不盲目扩张，不
追求全球市场占有量，而是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产品的研发
和制造上。”在德国生活了近 30 年的赵岚很感慨，“十几
年前，我参观过万宝龙的工厂。2016年我又去了一次，感触
特别深。厂子不大。万宝龙的产品每年都是限量生产。参观
时我见到过一支价格100万欧元的笔，很震撼。我算过一笔
账，就拿万宝龙的笔来说，因为限量，价格越来越高，其盈利
并不比扩大产量的方式少。”

身在德国，耳濡目染，德国人对制造业的专注感染了
赵岚。她说：“我做了很多年的贸易，可是总觉得没有根
基。我还是希望做一些实业，希望我们中国在国际上有响
当当的企业。”

坚定了做实业想法的赵岚发现，身边不乏志同道合
者。于是，几个人共同走上了一条做实业的道路。

“2015年，我们在中国国内参与投资科技发展集团公
司，公司在沈阳、无锡、泰州设有分公司，领域涉及能源
装备制造、智能制造及机器人制造、环保装备研发及制造
及远程控制以及高精度芯片研发及制造等。”赵岚说。

风险自然是有的，不过在赵岚看来，这是必须承担
的。“我们应该还是比较幸运的，这几个项目今年都开始
有回报了。”赵岚笑谈。

抓机遇，蓬勃发展

命运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赵岚说自己特别幸运。
“前十几年，我可以说是搭上了中国汽车及机械工业

发展的快车，贸易公司得到长足的发展。”赵岚事业的起
步与她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

赵岚与汽车缘分很深：父亲就读重庆大学汽车专业，
1953年毕业分配到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 （长春），并曾被
派到苏联莫斯科汽车厂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1955年回
国。后调任红旗轿车分厂任设计科科长。

“我出生在汽车厂，小学至高中都是在长春一汽子弟
学校度过，后父亲工作调动，我随父亲由长春一汽来到中
国第二汽车制造厂 （湖北十堰市）。考大学时，父母为我
选择了机械制造专业。没想到这成了我今天事业发展的方
向。”

1989 年，赵岚随丈夫一起踏上了赴德国自费留学之
路。像那个年代很多在外打拼的人一样，他们打过工，也
开过餐馆。不过，因为对汽车行业的熟悉，他们在多次中
德之间往返之后发现了商机。

2001 年，赵岚夫妇注册了自己的公司。“进入 21 世
纪，中国汽车工业蓬勃发展，我们就搭乘这个行业发展迅
速的航班，抓住机会，瞄准了机械加工领域。”她说，“我
们主攻设备、汽车零部件等领域，一方面从中国进口一些
劳动密集型产品，另一方面代理德国产的工业品。我们的
客户主要是中国的汽车制造及零配件厂家与德国的机械装
备企业。”

与汽车业的缘分让赵岚得到了商业上的成功。

勤思考，再找商机

贸易公司的发展让赵岚有了更多思考，在这个过程中，
她又发现了新的商机。

“我们从事贸易多年，注意到了一些变化：一方面，
我们代理的德国产品正在慢慢地被中国高速发展的机械工
业产品所取代。比如，我从事贸易初期，在汽车发动机加
工中所用的珩磨机和珩磨条大多数是从德国进口，如今，
很多厂家已经开始使用国产化的珩磨条了。我们意识到，
随着中国制造业的不断提升，会有更多的高质量中国产品
将取代德国的产品；另一方面，我们进口的中国产品有时
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风险。比如，6年前，我们会从中国采
购钢管，为德国壁炉厂家供货。这是低技术含量的产品，
被欧盟归入原材料。结果，欧盟突然对中国进口的钢材提
高进口税，我们利润全无。”赵岚说，“我们越来越觉得，
从长远发展来讲，有核心技术，企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有时候，天时地利人和就是来得那么顺畅。赵岚的思
考与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异常合拍。她惊异地发现，中国
很多地方政府提供了极为优惠的政策。“这些年，地方政

府的做法有了很大变化。现在，政府一旦得到了信息，认
为我们的项目符合大方向，就会找人来和我们谈，为我们
提供便利。比如，我们在沈阳的厂房都是当地政府建好
的，还会在税收、租金等政策上为我们提供优惠。我们的
投资项目进行得比较顺利。”

“这一次，希望我们能搭上中国鼓励并支持高科技行
业这班车，再创属于我们自己的辉煌。”赵岚很憧憬。

办学校，传承文化

除了生意，赵岚还有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了汉堡易
北中文学校上。在海外坚持中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这个
想法源于赵岚女儿的出生。

“我女儿1995年出生，那时海外华人子女很少主动学
习中文。一次，一个好朋友向我哭诉，她儿子5岁时随他
们夫妻来到德国生活，但是，儿子不学中文，她自己德语
又不好，母子间几乎没有交流。她很伤心。”赵岚说，“所
以我女儿出生后，我就非常注意她的中文教育。从她3岁
开始，我每天坚持1小时，从最基础的汉语拼音开始教。”

赵岚坚持了15年。“四年前，女儿到美国读大学，真
切感受到当今时代掌握中文的重要性。她给我写来了感谢
信，感谢十多年前在她不理解的情况下坚持监督她学习中
文。”更令她欣慰的是，2008 年，他们 7个有共同理想的人
成立了汉堡易北中文学校。因为是非盈利组织，学校得到了
汉堡市政府的支持，免费提供教学场所。

“从50个学生到近300多学生，从几个家长到40多人
的教师队伍，中文学校的发展喜人。”赵岚说，“最令我们
自豪的是，学校成立 10 年来学校中文班的学费没有涨过

（25 欧元/月）。每周都有至少一次中文课，每次 2 小时，
我作为学校副校长参与学校的所有管理，每周日都要去学
校义务工作。10年了，这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学校
所有理事会成员都义务工作，分文不取。”

如今，易北中文学校越办越红火，有很多外国孩子也
来学校学中文，学习中国文化。中文学校成为了真正传播
中国文化的窗口。

“出国后，更爱国。”这是赵岚在德国生活近 30 年后
的感受。

河南侨商分享双创经验

日前，由河南省侨联青年委员会举办的“星
耀侨海·乐享共创”侨界青年创业经验分享沙龙在
郑州千禧广场举行。河南省侨联党组书记、主席
董锦燕，河南省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月，河
南省侨联副主席、侨联青年委员会会长吕剑等领
导出席会议。

主办方当日表示，此次活动是展现河南省侨
界青年风采和活力的平台，是一个凝聚新侨界青
年的平台，更是一个河南省侨界青年互帮互助的
平台。当日活动现场，董锦燕、王月现场与参会
的侨界青年展开互动、交流，并向这些年轻的归
国创业青年们寄予了殷切希望和鼓励。

（来源：中国侨网）

近日，2018 年度“海外赤子助力贵阳高新智
能制造”活动在贵阳国际人才城启动。活动在人
社部的指导下进行，由 （贵州） 省人社厅主办，
贵阳市人社局、高新区管委会承办，为期两天。

活动围绕“智能制造”主题，邀请 20余位大
数据及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海外专家，通过对接
贵阳高新区大数据及制造业相关企业，搭建海外
人才与贵阳高新区大数据及制造业企业合作平
台，进一步拓宽柔性引才和科技成果转化渠道。
同时，借助举办该活动的契机，吸引留学人员回
国创新创业，推动中国贵阳留学人员创业园发
展，为贵阳高新区创建全国智能制造基地和智能
应用示范区提供智力支撑。（来源：贵阳日报）

侨商助力贵阳高新智造侨商助力贵阳高新智造

图为海外赤子为国服务专家团参观全球博士
俱乐部。 （资料图片）

“一带一路”华商故事

她出生于汽车世家。在德国打拼的
岁月里，与汽车的缘分成就了她和丈夫
所创建的贸易公司。但是，从事贸易多
年，她始终觉得自己没有“根”。终于，
在多年的贸易中，她找到了新的商机，
更令她欣慰的是，这也契合了自己多年
来为振兴民族工业尽一份力的梦想。赵
岚，这位始终不放弃自己中国护照的德
国华商正在践行属于自己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