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仰光街頭，小販

們將《外國投資法》

翻譯成了英、緬、

泰等四種版本向外

國人兜售。

內比
都，一個對
外國人極其
陌 生 的 名
字，一個絕
對不會出現
在遊客行程表中的地名，一個緬甸國民只有坐車時才會路
過的中部小鎮，卻是緬甸現在的首都。

2005年，當軍政府宣佈遷都時，全球一片嘩然。而軍政
府對此很淡定，宣佈早就秘密建成了一座機場、一家醫
院、一座高爾夫球場、兩家小型賓館，而這個新首都的地
名就叫「首都」（內比都在緬語中的意思即為首都）。不僅
如此，緬甸政府還描繪了美好的首都藍圖：將仰光大金塔
複製到內比都，將內比都建成玉石交易中心。

現代化的空城
這是一個神奇的首都，寬闊無比的街道不見車來車往；

嶄新的醫院只有一醫生兩護士；林立的賓館群鮮有客人出
入，玉石拍賣期是唯一的旺季；下了飛機去了趟衛生間再
走到大廳，就只看見自己的行李孤單的在等㠥我們，機場
設施先進卻只有國內航班，到市區只有出租且坐地漲價到
10,000緬幣（約100港元）⋯⋯經過7年的發展，這個現代
化的首都仍然只是一座空城。

儘管如此，還是有無數青年懷㠥「首都夢」來到了這
裡。邵本賢是內比都一家四星級酒店的中文翻譯，19歲的
他兩年前從遙遠的撣邦來到這裡。在這樣的空城工作，邵
本賢閒暇時也找不到任何娛樂項目，只有窩在宿舍裡看電
視上網。然而，他對政府描繪的內比都藍圖仍充滿信心。

緬甸人大多安於現狀，
不太追求更高目標，我們

在曼德勒見到的小伙子龍威是個例外，他
是地道的緬甸人，卻有個中文名字，還說
得一口流利標準的普通話。剛從北京中央
民族大學畢業回到緬甸的他，並不安於在
緬的現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一定
要再走出去看一看，闖一闖。」

25歲的龍威畢業於緬甸外國語大學中文
系，本科畢業後遠赴北京中央民族大學攻
讀碩士學位。現在他是曼德勒福慶學校孔
子學堂的中文教師，這些年來，隨㠥漢語
熱，中文老師的工作也越來越忙。福慶學
校目前擁有學生700-800人，但老師只有
40多人，每個老師每天需要上課4-5節，
當然這也給他帶來不菲的收入：日薪達
50,000緬元（約500港元），高於當地大學
老師的平均水平。

儘管如此，龍威的眼光沒有停留在當
下，他說，希望還能有機會回到中國繼續

讀書，尋求更好的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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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新《外國投資法》於2012年11月1日由
緬甸總統吳登盛正式簽署並頒布，在

全球掀起新一輪的投資熱潮。新的投資
法擺明了開放的態度，取消外資在合
資企業中最高佔50%股份的限制，
改由外資企業和緬甸合作夥伴自
行決定；同時也非常注意對本國
資源、勞動力等的保護，如最
讓世人垂涎的玉石開採就仍被
列為禁區。

打開緬甸的報紙，常常看到
一些國外知名企業到緬甸投
資發展的消息：可口可樂重
返緬甸、百事可樂與當地企
業尋求合作擴大市場、日本
汽車在緬甸設廠，蘋果公司
也已在緬甸找到代理商，剛
在全球上市的iPhone5已在緬
甸出售，上市時間甚至早於中
國大陸地區。中國中石油、中
興、美的、海爾等企業也早已
在緬甸市場立足。

離緬又回緬
仰光最大的工業區──萊達雅工

業園區內，一個成衣加工廠的車間正
在進行裝修，成套的流水線設備算得
上緬甸最先進的成衣加工設備了。從廣
東來緬甸的盧先生滿頭大汗地比劃㠥，指
導工人怎麼做。「溝通很難，一是語言不
通，二是這些工人沒做過這些，這個車間的裝
修都拖了快一個禮拜了，要是在國內，一個月保
證能完工。」盧先生顯得十分㠥急。

這家工廠是香港老闆投資建立的，主要進行成衣
加工，產品準備攻打香港市場。知情人士告訴我
們，這家工廠其實並非新廠，幾年前這名香港老闆
已在這裡經營，但後來因為電力供應和政局問題，
發展受到制約，公司就從這裡撤走了，廠房也閒置
下來。現在緬甸新出台了《外國投資法》，這對於外
來投資者是一個利好的信號，所以老闆又回來了，
這次還帶來了更先進的生產線設備。

「有土地才是王道」
雖然目前國外企業投資熱情高漲，不過觀望仍是主

流態度。沃德集團（Green World）執行總裁張家銘
表示，其集團位於仰光雪秘達工業園區內，同時開展
編織袋生產和玉石加工，共擁員工500人左右。對於
投資法頒布帶來的變化和機遇，他感受很明顯。

「有土地才是王道」，他說，新法案中明確土地只
可「租用」，現在工業區大都已沒有土地，企業想要
進來，只能租用別的企業的土地，比如他現在就正
準備把公司的空置廠房租給深圳一家製衣廠，他戲
稱，「每月收回的租金比他的工廠還要賺錢。」

對於現在想要進入緬甸發展的企業，張家銘給出
的建議是：合資。他說，這樣既可以合理地進入一
些行業，又有利於萬一政局出現變故時的應對，當
然在當地選擇誠信和有實力的企業很重要。他告訴
我們，他正在準備與中國深圳一家企業合資建立成
衣廠，其服裝在緬甸生產之後將運往香港貼牌，最
後到歐美銷售。

中緬國境線長約
2185公里，其中滇
緬段為1997公里。
近年來，兩國經濟

文化交流不斷加強和深化，中緬邊境
瑞麗被列為中國3個國家重點開發開放
試驗區之一，更是給邊境的發展帶來
活力。在雲南瑞麗，聚集了眾多緬甸
商人，也有許多僑商從緬甸回到國內
拓展企業發展。

洪順集團董事長洪光亮（見圖）是雲
南僑商會副會長，集團下轄十幾家公
司，業務範圍涉及十分廣泛，翡翠、進
出口及國內貿易、物流、園林等，洪光
亮的祖父輩就開始在緬甸經商創業，其

創立的OK麵粉
廠，生產貿易額佔緬甸全國
50%左右，同時還設橡膠廠、食品廠、
五金廠等，是當地聲名顯赫的華人家
族。

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洪光亮就
來到中緬邊境雲南瑞麗創立洪順公司

（集團前身），開始從事進出口貿易，
主要將中國的石蠟、紡織品等出口到
緬甸，再從緬甸進口綠豆、芝麻等農
副產品及天然橡膠與木材。近年來，
又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珠寶翡翠行業。
由於世界上95%的翡翠礦都位於緬甸北
部與中國臨近的山區，因此瑞麗成為

洪光亮翡翠經營與銷售的主戰場。
在緬甸對外開放與《外國投資法》

出台的新政下，洪光亮也在謀劃新的
貿易理念與格局：「緬甸開放剛剛起
步，大部分企業都處於觀望狀態。對
於我們而言，要整體擴大貿易額是不
容易的，關鍵還是在保持現有貿易的
基礎上調整格局，具體而言，就是保
持對緬貿易，擴大對中貿易。開放新
局下，緬甸對於許多產業的政策都開
始放寬，我們準備從旅遊業、文化產
業入手逐步擴大產業鏈。」

■緬甸政府在內比都修建了現代化的火車站。

■開放新政下，一些原來撤走的港資企業又重新回到了緬甸。圖為

仰光萊達雅工業園區內的一家港資成衣廠。

外國對緬投資額排名
排名 國家或地區

1. 中國大陸

2. 泰國

3. 香港

4. 韓國

5. 英國

6. 新加坡

外國對緬投資歷年累計：
404.24704億美元

外國對緬投資領域排名
投資領域 比例

1. 電力 46.68%

2. 石油天然氣 34.17%

3. 礦業 6.91%

4. 製造業 4.35%

5. 賓館旅遊業 2.63%

資料截至2011年12月

資料來源：駐緬使館經商參處

看好新政策
合資闖天下

「給我來罐可樂。」現在在緬甸仰光、曼德勒、

內比都的餐廳，只要你這麼招呼服務員，他拿給你

的不再是當地產的「星可樂」，而是可口可樂。而

在去年之前，緬甸基本上是買不到可口可樂的。近

期，緬甸頒布《外國投資法》，西方國家宣布解除

對緬經濟制裁，美國總統奧巴馬訪緬等事件，讓外

界一致認為緬甸社會經濟發展迎來最好時機，各國

各類企業紛紛尋找進入緬甸的機會，而一些曾經離

開的企業，又再次捲土重來，加入「緬甸掘金」的

行列。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譚旻煦、倪婷 緬甸報道

《外國投資法》部分要點
◆外資佔股：取消最高佔合資

企業50%股份的限制，改由

外資企業和緬甸合作夥伴自

行決定；

◆土 地 使 用 ： 明 確 土 地 只 可

「租用」，外資企業租期50

年 ， 期 滿 後 有 兩 次 延 期 機

會，每次10年，一共70年。

◆促 進 就 業 ： 規 定 第 一 個 兩

年，本地勞工人數不得少於

25%；第二個兩年，本地勞

工人數不得少於50%；第三

個兩年，本地勞工人數不得

少於75%；公司須提供勞工

技術培訓；普通勞工必須是

本 國 國 民 ； 對 待 技 術 性 人

員，無論外國人、本地人，

工資須一視同仁。

◆能進行業：外資不得進緬甸

國民能經營的種植業、海上

漁業和養殖業，邊境線10英

里以內不得有外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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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比都購物中心，顧客稀少、貨品單

一。圖為內比都Juction Centre購物中心。

■Green World集團

工廠內緬甸工人正在

製作編織袋。

■Green World集團

的負責人向記者介

紹情況。

僑商跨滇緬 大手筆擴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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