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地官方上月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表明將發揮海

外僑胞和港澳獨特優勢。梅津采夫坦言，「一帶一路」
戰略倚賴成千上萬人才，包括吸引香港金融、法律、會
計界專業人士。香港可從諮詢公司做起，「然後以對外
投資公司名義進入市場」，再延伸至金融服務，「在這
方面，港交所有豐富經驗」。

中亞國家法律完善
有本港學者擔心，港商到中亞做生意言語不通，未必
能順利建立人脈。對此梅津采夫不認同，指建立互信要
從政府和百姓層面雙管齊下。他舉例說，「官員從政府
層面接觸石油公司落實政策；老百姓亦要培養自己的人
脈完成目標。」
「因為人的本性就是這樣，如果之前從沒接觸過，不
了解這裡的立法基礎，就會因擔憂而不敢接觸新的環
境。我想告訴你，俄羅斯和中亞一直非常重視和尊重對
外投資公司，歡迎對外投資活動。在這些國家，每個國
家都有獨特的商業法律。」

港商可「兩條腿走路」
梅津采夫不諱言，所謂「中亞做生意要靠人脈」，可
能源於當地百姓對政策了解較少，初始表現膽怯。至於
做生意是與國企還是民企做「着數」較多，他指港商可
「兩條腿走路」，先與國營石油公司建立聯繫，同時與

民企作好溝通。
為幫助香港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國家建立互信，上
合組織旗下實業家委員會，擬於今年在港舉辦例行會
議，探討參與香港商業活動。另外，該組織早前響應國
家主席習近平提議成立能源俱樂部，成員包括上合6個
成員國及5個觀察員國。梅津采夫表示，若中國內地與
香港有誠意參與同中亞國家合作，他本人及上合組織秘
書處非常樂意提供協助。
問及以往中國企業「走出去」失敗收場居多，「一帶

一路」會否重蹈覆轍，梅津采夫直言：「很難給建議。
走這條路不可避免面臨挑戰和挫折。無論建立市場還是
與公司建立合作，首先要研究企業及市場過去多年的表
現。同時還要與中央政府打交道，了解本地法規。」
據他所知，中國保險公司在亞太地區起到牽頭作用，表
現卓越。至於其他私人企業，上合組織亦樂意提供平台協
助。梅津采夫透露，實業家委員會擬於年內制定上合組織
國家投資項目清單，通過電子版方式，讓所有人知道上合
計劃落實的項目，冀為各國商界及投資公司提供參考。

■一眾嘉賓講者合影留念。 劉國權 攝

■梅津采夫
認為香港的
諮詢行業可
先行一步，
參 與 建 設
「 一 帶 一
路」。
劉國權 攝

「一帶一路」港人關心甚麼﹖
1. 香港在「一帶一路」戰略扮演甚麼

角色？
2. 香港專業人士可於哪些領域發揮貢

獻？
3. 同中亞人做生意要靠「關係」嗎？
4. 到中亞國家做生意，夥拍國企好還

是民企好？
5. 國企「走出去」失敗居多，「一帶

一路」會重蹈覆轍嗎？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一帶一路」

概念漸為港人熟悉。作為中國深入發展與中亞

關係的戰略平台，上海合作組織全部6個成員

國及5個觀察員國皆位於古絲綢之路沿線。其

中4個成員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更是「絲綢之路

經濟帶」走出國門首先要途經的中亞國家。上

合組織秘書長梅津采夫（Dmitriy Mezentsev）

昨在港被問及香港於「一帶一路」角色時，提

到前日親證港股衝破 26,000 點迎來「大時

代」，認為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享有獨特優

勢，其中諮詢行業可先行一步，參與建設「一

帶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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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琳 廣西報道）國務院近日正
式批覆同意廣西北海港口岸擴大開放，同意北海港口岸
擴大至石步嶺、鐵山港和潿洲島港區。有關專家表示，
北海港口岸擴大開放獲批，將進一步促進廣西北部灣經
濟區的開放開發，提升廣西口岸開放水平。

促進東盟國際通道成形
隨着「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以及北部灣腹地經濟

社會的不斷發展，廣西這個中國──東盟的陸路通道和
海上通道愈來愈熱。據統計，去年北部灣沿海港口吞吐
量突破了2億噸，集裝箱吞吐量突破百萬標準箱，原有
的開放岸線範圍已難以滿足發展的需求。此次北海口岸

開放獲批，將進一步帶動北部灣其他地區的開放開發，
以欽州、北海、防城港三地為核心通向東盟的國際通道
初步成形。
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2011年1月向國務院申請北

海港口岸擴大對外開放，北海港口岸擴大開放隨後列入
國家「十二五」口岸發展規劃。在申請4年之後終於獲
批。
口岸擴大開放批准後，將進一步加快完善基礎設施建

設，通過國家口岸辦、海關總署、國家質檢總局、公安
部的聯合驗收後，才能正式對外宣布開放。目前北海市
正在加快推進口岸現場和非口岸現場的設施建設，力爭
早日通過聯合驗收。此外，北海港電子口岸平台和貨運

口岸聯檢樓亦在加速建設，以提高北海港口岸通關效
率，並完成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口岸通關一體化。

新增口岸規劃尚未推出
擴大口岸開放獲批後，北海口岸經濟發展被外界看

好。根據北海市2011年出台的《關於加快北海口岸經
濟發展的意見》，2015年北海各口岸貨運吞吐量達到
6,000萬噸，年均增長80%以上，進出口總額達58億美
元，年均增長35%，促進外向型經濟跨越式發展。北海
市宣傳部相關人士向記者表示，目前3個新增口岸的具
體規劃尚未出台，但擴大口岸獲批將令北海甚至北部灣
地區再次迎來發展「春天」。

桂北海港口岸獲批擴3港區

■北海鐵山港碼頭 廣西辦傳真

諮詢行業可先行
上合組織港辦例會 助企業進軍中亞

港參與「一帶一路」
上
合
添
成
員

巴
基
斯
坦
印
度
加
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樹廣、張
易）上屆上合峰會通過接納新成員國的
相應標準，今年7月於俄羅斯舉行的烏
法峰會又有何驚喜？上合組織秘書長梅
津采夫昨接受本報專訪時透露，烏法峰
會上，各成員國將發表世界反法西斯戰
爭勝利70周年聯合聲明，另外還會作出
擴員決定，吸納巴基斯坦與印度加入上
合組織。
烏法峰會將通過一份「至關重要文

件」──上合組織2025年發展戰略。梅
津采夫期待未來10年內，上合組織在國
際及地區事務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峰會上各國元首還將通過烏法宣言，對
本地區過去及未來發展發表看法。

中亞國重視外來投資
問及上合組織對「一帶一路」的看

法，梅津采夫表示，習近平2012年於哈
薩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納首度提出成立絲
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構想，倡議「一下子
得到上合組織國家關注」。
他認為，「一帶一路」是一個長遠計

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下一步應協調
上合組織成員國各自發展戰略，做到
「充分考慮本國利益」，避免不必要競
爭，達到更好的發展效果。
他指出，絲綢之路沿線的中亞國家均

非常重視外來投資，但這些國家各有自
己獨特的法規和商業法律等，需要相配
合。未來「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可以
探究發展路上如何加強合作。

基建產業發展空間大
出席同一場合的塔吉克斯坦駐華大使

阿里莫夫．拉希德表示，塔吉克斯坦作
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沿線國家，當
地有多個大型基礎設施合作項目的建

設，包括公路、鐵路，以及天然氣管道項目等。另
外水力資源和水力發電是塔吉克斯坦的重要產業，
有很大發展空間和對外出口潛力。
他又指出，中國和其他「一帶一路」國家有很多

合作空間。例如塔吉克斯坦金、銀礦產資源豐富，
已經和中國紫金礦業展開合作，開發境內的金礦資
源。
另外，哈薩克國家出口投資促進局駐中國代表處

首席代表Saken Mukhamediyev介紹了哈薩克斯坦營
商環境與國際合作，並由絲綢之路經濟發展研究中
心理事長陳立基作會議總結。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
署副特派員佟曉玲致開幕辭。

■阿里莫夫．拉希德指，中國和其他「一帶一路」
國家有很多合作空間。 劉國權 攝

小記參加過不少國際研討會，這種會議一般行程緊密，有着一浪接
一浪的演講、答問會、飯局及訪問，教一眾嘉賓分身不暇。在是次聚
焦中亞研討會亦不例外，但上合組織秘書長梅津采夫施展了個人魅
力，他的從容、幽默及體貼，滿足了與會嘉賓和記者各方的要求。

答問從容展幽默
昨日梅津采夫甫完成演講，台下多隻手就舉起來了，與會嘉賓想了

解的事太多，但答問時間太少。以往許多講者均如臨大敵，匆匆回應
兩句就作罷，但做慣外交工作的他，除了仔細回答問題，更不慌不忙
說說笑笑與台下輕鬆交流。比方說，有人問到人民幣能否成為絲路的
通用貨幣，他先一本正經說，不少專家認為中國內地需要進一步改革
財政制度，然後向發問者打趣道：「這就需要你出謀獻策了。」

對待傳媒見貼心
梅津采夫對傳媒亦十分貼心，演講環節一完，梅津采夫就被記者

包圍，做完訪問又要去旁聽另一場演講，對待兩邊均誠意滿分。會
議一完他便主動走近記者，答應了接受訪問，多趕忙仍不讓傳媒失
望。教人感動的是，他還主動關心拍攝的光度及角度，盡力配合，
非常細心。即使公關催促去飯局，亦待記者問完問題，才急步離
去。

後來小記還打聽到，原來梅津采夫是做軍報記者出身的，難怪他
如此明白傳媒的工作，也教小記想起周三他到《香港文匯報》報館
參觀時，指着一篇退休老兵的訪問稿讚好，大歎可訪
問軍人是難得的機會。想必他一時憶起當軍報記者的
歲月，因此有感而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敏儀
&
�

梅津采夫外交手腕高超
8日中午，應香港文匯報社長王樹成邀請，上
海合作組織秘書長、俄羅斯聯邦上院前副議長梅
津采夫造訪本報。俗話說，天下記者是一家。梅
津采夫上世紀80年代曾做過蘇聯軍隊軍報記者，
他笑着說，在文匯報找到了「回家的感覺」。

「一國兩制有歷史基礎」
梅津采夫首先參觀了文匯報報史館。在展館入
口的鄧小平微型雕像前，他駐足良久，動情地
說：「俄羅斯人民十分尊重鄧小平先生，是他開
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我與鄧小平的兩位女
兒十分熟悉，鄧榕我就見過幾次，我在俄聯邦議
會工作期間接待過她們。」當他得知文匯報去年
曾在港澳主辦紀念鄧小平誕辰一百一十周年大型
展覽時，他稱讚「你們太了不起了」！當他看到
1949年新中國宣告成立，毛澤東主席命令解放軍
不要渡過深圳河，要保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的歷
史圖片，他對同行的塔吉克斯坦駐華大使阿里莫
夫說：「中國領導人遠見卓識，現在的『一國兩
制』是有歷史基礎的。」1962年，周恩來總理指
示，湖北開啟了供港家禽等副食品供應，文匯報
記者攝下了珍貴的歷史照片，梅津采夫在這幅照
片前陷入思考，對陪同人員說，中國領導人懂得
國家的歷史，中國今天的崛起不是偶然的。俄羅
斯人與中國人一樣，十分看重歷史，當他得知文

匯報年輕記者于珈琳獲得2013年
香港報業公會「最佳新人」金獎
時，他感嘆道：「這個姑娘很幸
福，很不簡易，因為她採訪了在
朝鮮戰爭中參戰的老戰士，她一
定從中學習到了很多。」梅津采
夫的父親是二戰老戰士，今年91
歲剛剛過世，他因此對浴血戰場
的「老戰士」格外充滿敬意。

冀文匯報成溝通橋樑
參觀結束后，香港文匯報總經

理歐陽曉晴代表王樹成社長與梅
津采夫一行親切交談，共話友誼。歐陽總經理向
客人簡要介紹了文匯報近年所取得的成績。當他
講到文匯報不僅在香港和內地具有重要影響力，
而且還建立了海外華文媒體合作組織，願與上合
組織建立更緊密關係，梅津采夫積極回應道，本
月底，上合組織媒體俱樂部將在北京舉行會議，
歡迎文匯報加入其中。梅津采夫介紹了上合組織
的最新發展。他說，7月8日至10日，上合組織
峰會和金磚國家峰會將在俄羅斯伏爾加河畔名城
烏法舉行，習主席等重要領導人將出席，上合峰
會將通過今後十年的發展綱要，習主席提出的
「一帶一路」倡議將與各國的發展戰略有效銜

接。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他介紹，
上合組織框架內還有實業家委員會和銀行聯合體
等非政府組織，願與文匯報密切合作，如在香港
舉辦兩大機構的年會，讓香港金融界和實業界更
多了解上合組織的潛力和實力。他強調，實業家
委員會和銀聯體成員均是上合成員國的實業界和
金融界巨頭，希望香港文匯報能起到上合與香港
溝通的橋樑作用。
最後，賓主舉杯，為了上合組織
與文匯報發展友誼合作，為了偉大
絲綢之路的復興送上衷心的祝福。

■香港文匯報記者 尹樹廣

上合組織秘書長梅津采夫訪問本報側記
「我找到了回家的感覺」

■■香港文匯報總經理歐陽曉晴香港文匯報總經理歐陽曉晴（（右右））
與梅津采夫親切交談與梅津采夫親切交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