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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南傘與緬甸果敢的工業園區中國南傘與緬甸果敢的工業園區
比鄰而建比鄰而建，，成為邊境線的一奇觀成為邊境線的一奇觀。。

偏處西南一隅的雲南南

傘，距離緬北果敢地區僅

一箭之遙，距離雲南省會

昆明卻遠達近800公里。令記者

沒有想到的是，如此偏遠之地仍有港企

投資興業，並且投資額高達80多億元（人民

幣，下同）。匯龍國際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匯龍國

際）副總裁、中緬鞋業輕紡文化產業園（下稱中緬產業園）

總經理伍俊輝先生接受本報採訪時稱，緬北戰亂雖然拖遲了

公司的招商步伐，但他深信這裡蘊藏的商機仍然可期。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小強雲南南傘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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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緬邊境直擊

驅車進入南傘，在入城前的一段下坡路上遠眺，一片排列整齊的標準
廠房躍然眼前。仔細觀察發現，一棵大榕樹兩側的廠房外牆顏色截

然不同：右側的青藍色外牆廠房，即為港企匯龍國際投資建設的中緬鞋業
輕紡文化產業園區；左側的暗黃色廠房，則是緬甸果敢地區的工業園區。
大榕樹所在位置即為中緬125號界碑，而大榕樹則成為中緬兩國兩個園區
的明顯分界。
2012年，作為匯龍國際投資建設的中緬產業園的總經理，伍俊輝來到南
傘。兩年多時間過去，伍俊輝在此建起了近4萬平方米（約43萬平方英
呎）標準廠房，引入了14家企業，並已有3家企業開工生產。儘管果敢戰
事頻仍，尚無停戰跡象，但伍俊輝仍「堅守」在南傘。在他看來，緬北局
勢對中緬產業園的發展影響有限且是暫時的，未來的事業前景仍可觀。

邊境生產未因戰亂停止
伍俊輝並不諱言果敢戰事對個人和中緬產業園的影響。戰亂一起，來自

親朋好友、生意夥伴的慰問電話、安撫短信和微信問候從未停息，讓伍俊
輝心生感動卻又疲於應對。
而對中緬產業園發展最直接的影響，莫過於招商步伐的遲滯推進。按照

計劃，中緬產業園本想引進100多家主體製鞋企業和400多家配套企業，
形成完整的產業鏈，生產一系列國內外知名品牌、中高檔鞋及配套材料。
然而果敢戰亂令本有意入駐的廠商卻步，原定最近幾天赴南傘考察、洽談
的一些廠商，紛紛推遲了行程。
「果敢局勢的不對稱信息，造成了外界一定程度上的恐慌。」伍俊輝
說，雖然果敢戰事頻仍且無停息跡象，但南傘的生產生活仍然有序，並不
像傳言那樣令人恐慌。中緬產業園先期建成開工的3家企業仍然正常生
產，人們的生活也按部就班。

南傘成本低蘊無限商機
「果敢戰亂平息後，無論是誰管理果敢地區都要發展經濟。」伍俊輝對
此深信不疑，也對自己的判斷充滿信心。匯龍國際選擇南傘投資前，幾乎
考察了大半個中國；最終選擇南傘發展，是因為這裡的優勢顯而易見。
國家對外開放由沿海推進內陸和沿邊開放，對沿邊帶來的利好是不言而
喻的；而令匯龍國際看好的，還有物流成本和勞動力成本。伍俊輝介紹，
產業園的產品主要瞄準歐美市場，以產品抵達荷蘭鹿特丹港的物流成本計
算，由南傘經緬甸仰光港出印度洋抵達鹿特丹，較深圳出海抵達鹿特丹，
運距縮短3,000餘海里，一個標準貨櫃可節省運費476美元，耗時則可省一
周；從勞動力成本上看，最先開工生產的天馬鞋業公司唐總介紹，公司目
前已經招錄緬籍員工21名，除食宿全包外，每人每月工資僅需800元，
「這已經讓他們很開心。」這些來自緬甸臘戍的員工在當地的工資僅為每

月400元，還不包食宿；而「800元的工資，在內地沿海地區是
不可想像的」。唐總介紹，其公司至少要招錄用100名以
上緬籍員工，本來最近將有50人到廠，但因果敢戰事
而未成行。

■■產業園區內的企業正常生產中產業園區內的企業正常生產中。。

在中國南傘距離中緬邊境僅500米的中緬鞋業
輕紡文化產業園內，坐落着一座名為天馬鞋業的
現代化工廠。從工廠居高南望，正在經歷炮火肆
虐的老街近在咫尺。對面炮火轟隆，但只要走近
天馬的廠房，動聽的音樂就會悠揚地傳出，音樂
與炮火聲交織在一起，瞬間讓人有一種冰火兩重
天的感覺。

天馬鞋業是匯龍國際引進的一家鞋企。緬北果
敢戰事爆發至今，除了春節放假，其他時間都在
忙碌地運轉。這裡的產品有的出口，有的返銷內
地，生意並未受到太大的影響。走進廠房生產車
間，百餘名工人熟練地加工着各式鞋子，音樂環
繞四周。

緬甸工人情緒穩定
在鞋面部製作生產線，一群皮膚黝黑的男女員

工吸引了記者的注意，他們都是緬族人，來自緬
甸的臘戍。天馬鞋業唐總告訴記者，目前工廠裡
的女工都來自緬甸臘戌，公司不時組織緬籍員工
用電話給家裡報平安，所以即便炮聲在耳邊隨時
響起，但緬籍員工的情緒都比較穩定。車間裡放
着音樂，既不希望員工受炮火影響，也希望她們
能快樂工作。

記者本想與幾個緬籍女工交流，但正巧工廠翻
譯臨時外出，緬籍女工又不懂漢語。所以除了互
道「你好」外，就只有緬籍女工因害羞而留下的
細細笑聲。可以看出，戰爭並沒
有給這些年輕的緬籍女工帶來太
多的傷害，至少她們在中國的工
廠工作是快樂的。

緬軍機炸彈致中國公民5死8傷事件發生後，
中國政府作出強烈反應，16日起，緬軍停止了
對果敢地區的突襲，據《環球時報》報道，緬方
代表提出，向每名遇害者的家屬賠償7萬元人民
幣。緬方有人指出，在果敢地區，發生傷亡事件
的最高賠償為2萬元人民幣。

戰火既近又遠 生活依舊如常
南傘，中緬邊境上一座美麗的小鎮，是鎮康縣

府所在地。豐富的物產，面向東南亞優越的區
位，使南傘在中國的開放大局中，一下從末梢成
為了前沿。
緬北果敢戰事爆發後，這座城邊就是連天戰火

的邊境小鎮立刻變得「不安寧」起來。緬甸果敢
老街就在眼前，炮火聲不絕於耳。放眼望去，炮
彈引起的濃煙清晰可辨。
從孟定前往南傘，山路彎彎。中緬山水相連特

別明顯，一些地方公路中肩下便是緬甸國土，除
了通道口插着的國旗和把守的軍人外，很難辨認
中緬的邊境線；而一些地方，只有通過民房屋頂
的國旗，才能知道哪家是中國居民，哪戶屬緬甸
邊民。沿途不時可見的一些開闊地上成片的藍色
帳篷，紅十字的旗幟迎風飄揚，顯示這裡是中國
當地政府設置的緬甸避難者臨時安置點。
進入南傘鎮，寬敞的街道上人來人往，車輛自

由穿行，時不時會有武警的巡邏車疾馳而過。鎮

裡的酒店、餐廳都正常營業，一些商務酒店大堂
裡，來自外地的商人喝茶聊天談生意。下午時分
的南傘口岸顯得相對冷清，進出口岸的車輛和人
員都很少。口岸旁邊的免稅商店，幾乎沒有什麼
客人。
與南傘鎮的居民聊天，儘管炮聲陣陣，但生活

依舊如常，特別是中國部隊進駐後，更讓人安
心。一位在南傘工作的朋友告訴我們，以前很少
有出租車停在車場不動，幾乎都是在忙碌的奔跑
中，遊客少了，春節後暫時不返回南傘的人也
有，這些都是事實。戰爭對南傘的影響肯定有，
但大家更相信戰火不會燒到南傘，南傘依然是中
緬邊境上的靚麗明珠。

緬甸擬賠償每名中國難屬7萬元

記者走訪與正在激戰的緬北果敢地區接壤的中國
雲南邊城發現，無論是與清水河口岸相隔39公里的
孟定、還是口岸即城市的南傘，並不像外界傳言和
猜測一樣的人心惶惶。儘管此前不久發生了緬方炸
彈致中國邊民死傷的事件，但仍沒有造成人們更大
的惶恐不安。邊城仍一天天在平靜中醒來，開始或
繁華喧鬧、或悠閒自在的生活。如果不是比平時多
了一些軍人和軍車、公路上多設了幾座檢查站，人
們絲毫感受不到戰事離自己並不遠，更想像不到不
遠處的果敢槍林彈雨的景象。
緬北果敢戰事發生逾月，外界得到的信息往往是

戰爭給人們帶來的悲痛與傷悲。誠然，戰爭是愛好
和平的人們所不願看到的；但是，也不應一味放大
某一個點，尤其應該全面而客觀地觀察、傳遞邊城
居民的真實生活。
今日本報刊發港企南傘淘金，仍對

未來滿懷憧憬與信心的報道，旨在傳
遞來自邊城的真實信息，還原邊城的
真實生活！ ■記者鍾小強

■■港企匯龍國際副港企匯龍國際副
總裁總裁、、中緬鞋業輕中緬鞋業輕
紡文化產業園總經紡文化產業園總經
理伍俊輝理伍俊輝。。

炮聲音樂交織 女工不慌不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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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邊即可見緬甸邊民臨時安置點。

■■南傘口岸南傘口岸。。

■■天馬鞋業的緬籍女工天馬鞋業的緬籍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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