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實上，哪怕是在十年前，香港都是中東歐商品
進入內地的首選通道，大量中東歐商人將商品

通過海運免稅進入香港，再走深圳清關進入內地市
場。然而，隨着近幾年跨境貿易的興起，以及多地保
稅區的興建，中東歐商品不再需要繞道香港，而是直
接進入了內地市場，不僅運費更低，手續也更簡便。
這樣一來，香港的中轉站地位迅速下落，香港市場也
逐漸被中東歐商人忽視。

商品可借港輻射東南亞
朱祖壽說：「現在中東歐國家光跟內地市場做生

意就夠他們忙活的了，無暇兼顧香港市場，所以要等

他們主動找上門來談生意，不太現實。但是香港有其
獨有的優勢，中東歐商品一旦進入香港，可以輻射到
整個東南亞地區，這是內地市場所不具備的，也是香
港政府需要努力推銷的關鍵點。」
朱祖壽表示，中東歐好幾個國家在香港都設有總

領館，也常常組團參加內地的各種博覽會活動，要想
讓中東歐國家關注到香港，不僅需要特區政府主動釋
放善意，民間商貿也要增加交流合作，例如在參加博
覽會時，港人可以多與那些來自中東歐的商人聊聊
天，把香港的優勢和香港的商品推銷出去。

須了解融入當地文化
對於那些有資金想去中東歐投資的香港商人，朱祖壽

提出了他的建議：由於歷史原因，中東歐國家多屬於前
蘇聯社會主義陣營，香港雖回歸了祖國，但「一國兩制」
保障了其資本主義制度的實施，所以與中東歐地區大多
數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上仍多有不同，光有錢是不夠的，
還必須了解、融入當地的文化。
朱祖壽坦言：「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許多中東歐

國家採取了『向東看』的政策調整，再加上歐盟因為烏
克蘭危機對俄羅斯實行了制裁，中國成了他們的商貿首
選。中東歐國家的政策轉向與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
不謀而合，所以目前處於兩地商貿往來的歷史最好時
期，香港若是錯過了這個機遇，實在可惜。」

中國與中東歐經貿數據
■ 2015年中國與中東歐國家貿易額已達

562億美元

■ 中國企業在中東歐國家投資超過50億
美元

■ 中東歐16國在中國投資超過12億美元

資料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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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祖壽，出生於江
蘇省無錫市，畢業於
北京外國語學院（現
北京外國語大學）英
語系。曾任外交部港
澳辦主任、港澳台司
司長、駐荷蘭大使、
駐匈牙利大使，中國
駐聯合國禁化武組織
代表。1994年從英國
回國，先後被任命為
外交部港澳辦主任、
外交部港澳台司司
長，為港澳的回歸做
了大量的籌備工作，
曾親歷香港與澳門兩
個回歸交接儀式。現
任中國—匈牙利 友好
協會會長、北京外國
語大學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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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內地的中資企業在中東歐國

家投資，曾在制度文化上吃過不少
虧。朱祖壽舉例說，2004年海信集
團曾在匈牙利設立了工廠，每年生
產40萬台電視機，出口到歐洲國家，

但是2009年海信就宣佈關閉了該廠。為什麼呢？因
為海信集團把國內的一套規章制度、管理理念用到匈
牙利去了。海信僱的大部分是匈牙利的工人，要求工
人加班，人家說我不加，海信說我給你加班費，工人
說給加班費也不加，下班後就是我自己的時間，你沒
權利來支配我。久而久之，管理層與工人之間產生了

矛盾，甚至最後導致了工廠的關停。
此外，雖然中東歐國家彼此相鄰，但對商品的

需求很不一樣，例如匈牙利喜歡中國的手機，捷
克喜歡中國的電動單車，都是很具體的需求。所
以要把貨品賣往中東歐，首先要了解那個國家的
人民究竟想要什麼東西，而不是憑空想像就往那
裡發貨。「由於性價比優勢，中國商品在中東歐
還是很有市場的。以中國品牌華為為例，2009年
就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設立了歐洲供應中心，
目前其產品線覆蓋了70%的匈牙利人口，深受老百
姓的歡迎。」 ■記者 俞晝 寧波報道

忽略文化差異 企業難逃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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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寧波報道）面對香港如何融入「一帶一路」戰略，

加快進入中東歐市場步伐的問題，曾任外交部港澳辦主任、駐荷蘭大使、駐匈牙

利大使的朱祖壽在第二屆中東歐博覽會上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朱祖壽坦言，

香港市場不如內地大，不足以吸引中東歐國家來銷售商品，如果還抱着「國際金

融中心」的牌子等着他人貼上來不太現實。「香港要與中東歐國家做生意，就必

須放低姿態，首先伸出橄欖枝，特區政府應邁出兩地交流的第一步。」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日前在浙江
舉行的第二屆中國－中東歐國家投資貿易博覽
會期間，家鄉在天津的捷克華商聯合會會長汪
萬明表示，隨着「一帶一路」願景的影響，以
及「義新歐」中歐班列等鐵路線路的開通，在
中東歐的僑商，迎來了新的轉型期。許多與會
僑商也表示，他們在中東歐的貿易，面臨着新
的挑戰。
汪萬明如此闡述新變化：「比如在捷克，之

前的僑商基本從事傳統貿易，勞動密集型貿易
等，附加值低。而自2015年起，投資酒店，收
購公司，從事房地產和旅遊業的新僑商越來越
多。」
同樣作為生活在中東歐的僑商、2011年被匈

牙利議會授予中匈友誼獎的萬華化學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長丁建生表示，如今的中國與中
東歐貿易，不只是資本輸出，更有技術輸出，
管理輸出。
除了貿易方式的轉型，許多僑商還發現，如

今的貿易不只是傳統的「中國產品向外銷
售」，更有對外來優秀產品的引進。
波蘭華沙中國商城是中東歐內亞洲產品最大的

分撥中心，也是中資在東歐最大的投資項目，如
今超八成產品為中國產品。該商城總經理是來自
內蒙古的僑商韓寶華，他坦言，要進行新的轉
變，「繼續吸引中國民族品牌，民族企業進入波
蘭及歐盟市場同時，加大力度構建進出口平台，
將歐盟優秀產品引進來。」他說。
「過去是我們的產品輸出到歐洲，現在是好

產品引進來，雙方也加強技術交流。」汪萬明
舉例說，如今就有浙江寧波的一家企業，被引
入捷克做垃圾處理項目。

中東歐轉型
華商增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茅建興 寧波報道）港商楊良棟
做了6年中東歐生意，在浙江寧波舉行的中東歐博覽會
上，擴大了公司的展位。已做了30多年生意的楊良
棟，一直從事化工產業，是香港遠東化工（集團）的總
裁，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他就開始嘗試業務多元
化，在東北歐的立陶宛投資經營綠色產品。在楊良棟看
來，雖然在香港這樣的生意是冷門，但卻是新的商機空
間。他又期待，有開放思維的香港，未來有更多人能把
握中東歐這個新市場。

做精品進口 在港銷情佳
楊良棟於2009年到立陶宛尋找商機，2010年就看中

當地啤酒生意，成為立陶宛最大啤酒廠的產品代理商，
2011年開始進口立陶宛的產品到香港。但楊良棟坦言，
如他這樣在立陶宛開闢新市場的港商很少。
「我的本行是林業造紙，在芬蘭做了30多年生意，
於是了解到波羅的海國家，他們缺少在亞洲的合作夥
伴，對我來說這是很難得的商機。可以把我們的香港公
司作為波羅的海國家進入亞洲的橋樑。當時我考察了中
東歐國家，最初是準備作一些投資的，收購一些生產型
公司，投資卻沒有成功，卻因此結交了不少立陶宛的商
家夥伴，他們也希望和我合作開發亞洲市場。」

在收購的過程中，楊良棟發現當地對亞洲了解很少，
對香港也一點不了解，收購很困難，卻成了亞洲的合作
夥伴。「對我來說是意外之喜，我們開始越來越了解，
商業越來越多。」
現在楊良棟已在立陶宛投資了當地生產的啤酒、香

檳、伏特加、礦泉水、乾果脯、護膚品、牙膏等產品。
他表示，如今在內地，因為進口難度程序比香港要大，
各地執法鬆緊度也不一樣，進口必須要做精品類，與香
港市場差別很大。而這些立陶宛的產品進口到香港後，
銷售情況很好，每年有雙位數的增長，而且香港市場進
口程序簡單，只要產品好，消費者不會太在意是中歐還
是東歐的產品。現在公司經營的中東歐產品代理業務已
經盈利，而且形勢很好。

籲開放思維 拓展新市場
楊良棟連續兩年赴寧波來參加中東歐博覽會，就是為

了擴大立陶宛產品在內地的知名度以及尋找合作夥伴。
他表示，「浙江有很多優秀的中小民企，寧波周邊有許
多很有活力的企業，所以希望到這裡能找到優秀的合作
夥伴。」他打算這幾天搞一個品酒會，讓更多的展會商
家了解立陶宛的產品。他還希望內地政府能加強簡化進
口程序，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就如在香港，政府

對中小企業的扶助很大，中小
企業就能發展很快，找優秀的
合作夥伴也相對容易。」
對於港商很少到中東歐做生

意，楊良棟認為，很多港商認
為中東歐做生意成本與收益不
相稱，比如他們很多寧願做房
地產，而香港也是一個成本偏
高、人力資源緊張的地方，很
多港商都會考量中東歐開拓市
場的成本。他周邊也沒有朋友
和他一起到中東歐開拓市場。
但他認為，香港有開放的思
維，世界各地的商人都可以在
這裡尋找良好的營商環境，港
商應該保持開放的思維，拓展
的新的商機空間。「下一步，
我還會深耕立陶宛、拉脫維
亞、波蘭等地已經建立的市
場，好好消化這個市場裡很多
優良的中東歐產品，我會做一
個長期的拓展，在這些冷門中
尋找新的商機。」

楊良棟獨闖立陶宛
架港與波海三國橋樑

■■第二屆中國第二屆中國——中東歐國家投資貿易博覽會日前中東歐國家投資貿易博覽會日前
在寧波舉行在寧波舉行。。圖為中東歐商品展現場圖為中東歐商品展現場。。 新華社新華社

■■朱祖壽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朱祖壽接受本報記者專訪。。記者俞晝記者俞晝 攝攝

■■楊良棟楊良棟（（右三右三））與他的與他的
立陶宛團隊望尋找優秀合立陶宛團隊望尋找優秀合
作夥伴作夥伴。。 記者茅建興記者茅建興 攝攝

香港人從不諱言香港是
「彈丸之地」，然而，幾代
港人用其勤勉與奮鬥在這個
「彈丸之地」創造奇跡，使

之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連續22年被評為全
球最自由的經濟體，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
地區保持着緊密的經貿往來。

事實上， 香港一直是一個開放的地方，
是一個營商環境自由的地方。香港歡迎各個
地方的人到香港來營商，帶來各種不同的理
念，從而令香港更加包容強大。正如隻身赴
中東歐闖蕩的楊良棟所說，「世界各地的人
來到這裡都可以找到喜歡的環境，香港也有
能力持續吸引世界各地的人來這裡創業和生
活。」也許這才是香港的活力之源，港商應
該有更廣闊的思維和胸懷，勇於開拓新的商
機空間，為香港帶來持續的創新和發展，開
拓中東歐也許是另一種文化，但善於在全球
市場耕耘的港商，應該在不同文化中創造更
多的商機空間，搭建更多的橋樑。

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一個重要節點，
香港有着包括地理位置、政策、人才、資金
等無可比擬的優勢。對於急於「向東看」的
中東歐商人來說，內地市場雖然廣博，但香
港輻射整個東南亞的區域優勢也不可忽視，
中東歐商品一旦進入香港，相當於打開了整
個東南亞市場的銷售渠道，十分具有誘惑力。

另一方面，在「一帶一路」戰略實施中，最大
的挑戰是資金投入。據統計，「一帶一路」沿線
光是基建投資的資金缺口就高達8萬億美元，而
豐富的金融融資手段正是香港市場的強項。此
外，既具有國際視野，又不懼艱辛挑戰的香港專
業人才也是中東歐國家迫切渴求的人才資源。只
要港人開放思維，勇於開拓新市場，香港可在
「一帶一路」戰略中大有可為。 ■記者 俞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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