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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興參加本次論壇，與大家共同探討東盟區域一體化合
作，我認為東盟區域一體化前景廣闊，機遇大於挑戰，

將為中國企業和世界華商提供新的發展機遇。就此，我提三
點認識與大家分享。
第一，建成東盟經濟共同體，將大大提升東盟區域經濟一

體化水平。
積極推進東盟區域一體化建設，不斷提升經濟一體化水

平，是新世紀東盟建設和發展的主要方向。今年年底，東盟
區域一體化將如期建成，東盟經濟的一體化水平將因之而進
一步大大提升。因為依照2007年正式公佈的《東盟經濟共同
體藍圖》，即將建成的東盟經濟共同體，將從以下四大層面
提升東盟的經濟一體化水平。
一是建設單一市場和生產基地，實現貨物、服務、投資、
資本和技能勞工等五大要素在東盟內部各國間的自由流動，
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空前提升。
二是實現競爭政策及相關制度法規的統一標準，營造更加
公平透明的競爭環境；加大消費者保護力度，建立健全統一
的消費者保護系統；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力度，實現東盟內部
基礎設施一體化互聯互通。
三是實現東盟各國、各產業、各部門均衡發展，採取措施切

實加大對不發達成員、弱勢產業和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
四是進一步融入大區域及全球經濟體系，同質發展外部經
濟聯繫，強化東盟在外部經濟關係中的中心地位，包括在年
內完成以東盟為中心的RCEP談判等。
第二，東盟區域一體化，將為中國-東盟經濟關係穩定發展

奠定良好基礎。
伴隨東盟內部經濟一體化的進展，對外經濟關係也在不斷
擴展和深化，包括與中國的經濟關係。實際上，擴大和深化
對外經濟關係，本身即是東盟經濟共同體建設的核心內容和
主要目標。而中國也始終將東盟視為發展對外經濟關係的優
先方向。因此，東盟區域一體化的建成，必將進一步為中國-
東盟經濟關係穩定發展奠定良好基礎。
中國-東盟經濟關係始終保持着全面擴展、快速推進的勢

頭。從2005到2014年，中國對東盟貿易由1,304億美元猛
增至2,928億美元，不到10年增長一倍以上，遠遠超過了
此間中國對全球貿易的平均增長速度，與此同時，中國與
東盟的相互投資及其他層面的經濟關係，也在全面展開和
快速推進。東盟經濟共同體的建成，必將為中國-東盟經濟

關係的進一步穩定發展，創造更加有利的條件，提供更加
強勁的動力。
東盟區域一體化建成之後，內部要素流動更加自由便利，營

商環境更加公平透明，經濟發展更加協調均衡，從而推動區內
經濟更加快速穩定發展；也是東盟對外經濟合作進一步擴大和
深化之日，無論是東盟與中國的自貿區升級版，還是東盟與中
日韓澳新印等16國的RCEP建設，以及其他層面的對外經濟合
作，都將得到更加有力的支撐和推動；更是正值中國倡導共建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進入務實合作的關鍵之年，也是中
國-東盟雙方領導人確定的中國-東盟海上合作年，三者正在形
成相互支撐、相互促進的「鼎力」之勢，對中國-東盟經濟關係
發展形成強大合力。
第三，建成東盟經濟共同體，將為中國企業和世界華商提

供新機遇。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3年訪問印尼時倡議中國與東盟

打造更為緊密的「命運共同體」，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
綢之路」。可以說，中國倡導「一帶一路」的建設是契合中
國和東盟及沿線國家的共同需求，符合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
的時代潮流，將為東盟區域一體化進程提供前所未有的重大
機遇。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建設是積極主動的與周邊國
家共同發展。中國與東盟地緣相近、產業互補，東盟是中國
企業參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首選之地。中國-東
盟經濟關係擴展深化的同時，也將為中國企業和世界華商走
入東盟提供更加有利的環境和更加便捷的路徑。在此，我想
就中國企業與東盟華商和世界華商如何抓住這一機遇、利用
這一商機，提出四點建議供大家參考。
一是及時跟蹤東盟內部營商環境的新變化；密切關注東盟

對外經濟合作的新動向；重新定位中國與東盟、東盟與世界
經濟結構互補出現的新態勢。東盟經濟共同體建成後，在要
素自由流動、設施互聯互通、公平競爭環境、消費者保護、
弱勢群體支持等重要層面，都會出台一系列新政策、新法
規，建立一系列新機制、新體系；對外經濟開放的程度高，
領域更寬，環境更加公平透明，路徑更加清晰便捷；內部不
同國家、地區、產業和企業的發展更加均衡，由此也將形成
中國與東盟、東盟與世界經濟結構互補的新態勢。對於這些
新變化、新動向、新態勢，中國企業和世界華商走入東盟，
推進中國與東盟、東盟與世界產能合作，必須及時跟蹤、密
切關注，順應這一新態勢。

二是準確把握中國與東盟重大戰略對接產能合作的新商
機。中國正在積極推進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已
為中國企業走入包括東盟在內的沿線國家提供了難得機遇。
而東盟經濟共同體的建成，可與中國積極推進的「新海絲」
建設實現戰略對接，由此勢必可為中國企業走入東盟包括沿
線國家參與產能合作提供一系列新商機。比如，互聯互通基
礎設施建設；推動人民幣區域化；推動產業梯度轉移和轉型
升級；深化海洋經濟開發與合作；構建科技與智力支撐網
絡；拓寬貿易領域，優化貿易結構，挖掘貿易新增長點，促
進貿易平衡等重要內容，也是東盟建設經濟共同體的優先方
向，顯然也應是中國企業走入東盟的首要選擇。
三是發揮香港獨特作用，服務中國與東盟產能對接。香港歷

來與東盟聯繫緊密、淵源深廣，東盟是香港的第二大貿易夥
伴，東盟也是香港的第五大對外直接投資目的地和吸引外資的
重要來源地，多年來累計投資存量均超過2,000億港元。香港
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重要戰略支點，是國際化的
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信息中心，擁有世界先進水
平的基礎設施、穩健的金融體系、蓬勃的金融市場、高效率的
融資平台、高質素的服務業，以及開放流通的信息和大量國際
化人才，已形成中國「引進來、走出去」有效的雙向服務平
台，在服務東盟區域一體化與中國「一帶一路」建設相對接等
方面可發揮獨特的「超級聯絡人」作用。
四是中國企業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華商包括世界華
商的緊密合作。今年7月6號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北京會
見世界華僑華人工商大會代表時說，華僑華人要架起中外經
濟合作共贏的「彩虹橋」，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國際
產能和裝備製造合作發揮積極作用，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積極
牽線搭橋，促進中國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互相促進、互利
共贏。廣大海外華商經濟構成多個國家的經濟支柱，他們熟
悉駐在國的社會、法律、文化環境與風土人情，對中國經濟
社會和國際社會發展情況也很了解，加上他們雄厚的經濟科
技實力，成熟的生產營銷網絡、廣泛的政屆商界人脈以及溝
通中外的獨特優勢，是中國企業國際化和參與「一帶一路」
建設的最佳合作夥伴。相應世界華商積極擔當中國企業融入
國際和走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橋樑紐帶，能讓中國企
業少走彎路，同時積極加強合作，也是發展自身企業的難得
機遇。因此中國企業和世界華商可優勢互補，緊密合作，形
成合力，共榮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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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28日，第十三屆世界華商大會在印度尼西亞巴厘
島隆重舉行。來自世界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多位國家政要、知
名僑領僑商、業界專家等逾3,000人參加了此次盛會，群英聚
集，盛況空前。
香港中國商會作為服務國家「走出去、引進來」戰略，連接

內地及海外優秀企業和華人華商的重要平台，受主辦方邀請參
與協辦本屆華商大會，是香港地區唯一的協辦機構。這是繼
2013年商會組團參加並聯合主辦第十二屆世界華商大會專題分
論壇之後，商會連續第二次參與籌辦。

在26日下午舉行的「東盟區域一體化合作論壇」上，香港中
國商會主席陳經緯受邀以「東盟區域一體化：中國企業和世界
華商的新機遇」為主題作主旨發言。他認為東盟區域一體化不
僅將大大提升東盟區域競爭力，在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
議下，更將給中國和東盟區域一體化的合作帶來新動力，為廣
大華商和企業創造歷史性的發展機遇。他提出機遇當前，香港
可利用「一國兩制」以及獨特的地理優勢，發揮「超級聯絡
人」作用，在中國與東盟間搭建起雙向服務平台，推動區域一
體化合作蓬勃發展。以下是演講全文：

東盟區域一體化：中國企業和世界華商的新機遇
——在第十三屆世界華商大會東盟區域一體化合作論壇上的演講
香港中國商會主席、中國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常務副會長、泰國中華總商會榮譽主席

陳經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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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26日，第十三屆世界華
商大會於印度尼西亞巴厘島隆重開幕，
20多個國家和地區逾3,000名華商出
席。會議期間，印尼總統代表，政治、
法律和安全事務統籌部長盧胡特
（Luhut Binasar Panjatan)會見了由陳
經緯主席率領參會的香港中國商會代表
團。雙方就印度尼西亞和中國企業間在
金融、物流、商貿等領域的投資合作進
行了探討交流。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全國
工商聯副主席、經緯集團主席、香港中
國商會主席陳經緯向盧胡特部長介紹了
香港中國商會作為服務中國企業「走出
去」的重要平台，為中國企業和海外企
業合作交流起「橋樑和紐帶」的作用，
並致力於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
的項目實施合作，期待未來能進一步促
進印尼與中國企業間開展更多交流合
作，推動雙方合作共贏。
盧胡特統籌部長介紹，印尼有許多華
人、華商，印尼與中國各項合作淵源深
遠，擁有土地價格優惠等多項優勢，經
濟上升潛力很大，非常歡迎中國企業家
來印尼投資。盧胡特統籌部長表示，印
尼現在秉持務實合作的精神，十分希望
能把合作落到實處，他本人也願意積極
推動並落實具體項目的合作開展，推動
世界華商與印尼工商界在更廣領域、更
大範圍進行交流與合作。
香港中國商會主席陳經緯、榮譽會長
蔡冠深、榮譽會長霍震寰、榮譽會長王
敏剛、創會會長陳丹丹、創會會長楊大
陸、常務副會長楊李、常務副會長曾智
明以及常務理事陳亨達等來自香港及內
地商界代表出席了此次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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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閣文化的
「古城地圖」
成為公司的第
一桶金。
記者孟冰攝

渝渝8080後木雕藝人後木雕藝人 掘金文化產業掘金文化產業 隨着大眾創業熱潮一浪高過一浪，不少年輕人瞅準「微企」機遇大

膽創業。重慶「80後」文藝青年文宇，自11年前畢業於四川美術學院

後，便一直未在社會應聘，而是一路磕磕絆絆地獨立創業，終於摸索

出了一條既「不忘初心」、彰顯藝術價值，又能實現商業盈

利的創業道路——掘金文化產業。2013年底，文宇參與創

辦的重慶九閣文化傳播公司正式成立，從第一年營業額30萬

元(人民幣，下同)到今年前3季度營業額超100萬元，文宇一

步一個腳印向前邁進。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

在採訪過程中，文宇告訴本報記者，與自己同期畢業
的同學們，如今有人去做了老師、有人進了文化館，他
們薪酬穩定、生活規律、令人羨慕。但自己創業十年至
今，未曾有過絲毫後悔：「雖然有很多繁瑣的事情圍繞
我，但是至少我心靈始終是自由的，我覺得我的工作和
生活都是一種豐富的狀態。」
文宇告訴記者，公司之所以用「九閣」命名，是

因為自己喜歡禪宗的理念，「九乃數之極」，而佛
家的閣樓往往也是九層，「九閣」象徵着自己的一
種堅守和信念。
與大部分80後一樣，文宇談到夢想時飽含熱情：

「可能我們很小的時候，每個人都有一個夢想，但

我覺得真正實現夢想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我從大
學畢業後一直搞藝術，還嘗試過開一間私家菜館。
那個菜館我傾注了很多，連桌椅、燈都是我手工做
的，但最後沒有經營下去，我當時覺得離自己的夢
想更遠了。」
文宇話鋒一轉：「可是夢想是一個輪迴的概

念，可能我們十年、二十年以後回頭張望，發現
年輕的時候什麼都不做才是離夢想越來越遠。比
如創辦九閣文化，裡面純商業的東西不是我所擅
長的，但我可以在這裡專注於藝術設計，並努力
用我喜歡的東西支撐我的生活，我相信我走在離
夢想越來越近的路上。」

文宇：心靈自由 夢想不遠

在九閣文化傳播公司的辦公室，擺滿了文宇
親自手作的各種木製工藝品：樹根做的枱
燈、竹子編的篾，甚至連會議室旁邊擺

放的沙發和茶几，都是文宇和一
名木匠共同打造的。文宇提起這
些手工藝品十分自豪，不斷地給
記者解說：「這是從我朋友那裡
找到的一塊金絲楠木，那是用的
純榫卯結構……」

初創工作室 工藝品難銷
文宇的父親是一名工藝大師，

也是重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
人，從小文宇便耳濡目染父親的
手工藝品創作。2004年，從四
川美術學院畢業後，文宇在離大
學不遠的重慶磁器口古鎮開設了
一間工作室，專門做雕刻和木
藝，但因為手工藝品費時長，難
批量生產，文宇又不擅推銷，因
此工作室經營狀況一直不樂觀。
「我那時對賺錢沒什麼概

念，也不感興趣去研究怎麼賺
錢，我更喜歡專注於木藝。」
但文宇的創業狀態一度讓父母
很擔心，「因為家裡人也是搞
藝術的，有一些人脈資源，他
們可能更傾向介紹我去打工。
但是我這個人性格太隨性，不
喜歡反覆做同樣的事情，我手

作的工藝品能賣就賣，不能賣就自己留着，這
是一種自由，我不想被束縛。」

瞄準旅遊產品遇瓶頸
經過六七年的獨立創業，文宇最高的年營業額僅

有十萬元左右。如何突破，文宇一直在思索。
一次偶然的機會，文宇認識了從事服飾設計的

胡寅，聊天過程中發現兩人十分投緣，並且能力
互補。經過雙方的不斷了解、磨合，終於決定聯

手創立一個文化公司，打造具有高含金量的文化
產品。2013年底，重慶九閣文化傳播公司正式成
立，旅遊藝術設計成為文宇和胡寅的第一桶金。
3D立體重慶印象剪紙系列、銅梁龍城剪影、手

繪旅遊地圖、古城明信片……文宇向記者展示出一
系列具有重慶代表性的旅遊藝術設計。
「旅遊產品我們做了一年多時間，但是漸漸地發

現持續性不強，比如一個景點你做一張地圖，但是
不能做十張、百張。而且我們對市場定位也有時候
不太準確，有時市場只需要一千份我們製作了兩千
份，導致貨物積壓，面臨的資金壓力大。」文宇坦
承，公司第二年遭遇了較大瓶頸。

面向市場轉型專注設計
2014年，九閣文化決定開始轉型，將原本只做

工藝品和旅遊產品開發的想法進行調整，開始做
品牌設計、藝術空間的打造，還包括室內軟裝等
業務。
「我們在之前做了大量的旅遊藝術品設計，不

僅在創意能力上擁有獨到的見解，並且鋪下了很
好的項目資源。」文宇堅信，藝術是相通的，擁
有了前期的市場經驗，九閣文化團隊生產適合市
場需要的產品，更能實現突破。
文宇笑着說：「一旦開始做設計，就類似廣告公

司了，讓我去搞像廣告公司那樣的商業運作，起初
是特別困難的，我把這當做一種實踐和嘗試吧。」
在通過公平的招投標和競爭性談判後，九閣文化陸
續接手到不少政府部門的品牌設計和空間打造，許
多公共區域、接待中心的室內設計也陸續找上門
來。公司營業額從最初30萬元至40萬元一年，發
展到如今全年營業額將達150萬元左右。
文宇給本報記者展示了一套公司的「得意之
作」——《重慶兩江新區市場和質量監督管理局
局徽和制服設計方案》，這本數百頁的方案設計
中，九閣文化為新成立的政府部門設計了從制服
顏色、冬夏款式到肩章、胸章等細節，並最終通
過客戶的要求。文宇還頗為得意地告訴記者，九
閣文化的口碑一直不錯，目前雖然宣傳推廣少，
但客戶口口相傳也讓公司有了不少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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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閣文化傳九閣文化傳
播公司創辦者播公司創辦者
之一文宇之一文宇。。

記者孟冰記者孟冰攝攝

▲九閣文化製作的政府宣傳冊立
體封面與眾不同。 記者孟冰攝

抱團成立微企抱團成立微企
十年不忘初心十年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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