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曉的父親早在1994年就到南
斯拉夫開餐館，隨着南斯拉夫

的解體，留在塞爾維亞的他轉行做
小百貨的批發生意，由於物資緊
缺，生意非常紅火，父親便將郭曉
叫來幫忙。「我很快就提出要自己
創業，在不懂當地語言、不熟悉環
境的情況下，在距離首都260公里
的小鎮上開了家百貨零售店，結果
虧得一塌糊塗。」
為了不向父親低頭，郭曉一狠心

幹起了擺地攤的生意，每天早上5
點起床，拉着四五袋貨，到了人流
多的地方，就把塑料紙往地上一
鋪，開始叫賣小百貨。就這樣，郭
曉走遍了塞爾維亞的23個市，也學
會了塞爾維亞語，隨後他重新選址
開店，這次僅一個月就賺取了盈
利。隨後的半年裡，郭曉連開16家
連鎖百貨店，其中最大的一家有
1,200 平方米，一天可賺 20 萬元
（人民幣，下同）。

做慈善化危機 引華商促合作
2002年，郭曉投資680萬元，承

包了萊斯科瓦茨市中心的一幢大樓
進行改裝，以「新世紀中國商城」
的名義對外招租。「沒想到，開業
幾個月後，周邊的塞爾維亞人聚集
了三四百人圍攻中國商城，他們拉
着橫幅說我們壟斷了零售業，是
『小偷』，偷走了他們的麵包，還
往商城裡扔可樂瓶和雞蛋。我們打
電話聯繫當地警察局，警察讓我們
自己解決。」
圍攻事件讓郭曉認識到，中國人
在當地的力量還遠遠不夠，必須改

變「只會賺錢不願融入當地」的印
象。「我組織商戶成立『南方商業
協會』，一方面抱團保護自己，一
方面做慈善回饋社會。」彼時科索
沃戰爭結束不久，當地滯留了很多
塞爾維亞難民，郭曉籌集了幾百萬
現金和兩卡車的生活必需品，送到
難民的手中。「那次以後，塞爾維
亞人開始對中國人改觀，也沒有再
發生過圍攻事件了。」
除了堅持做慈善，郭曉還開始積
極擔任社會職務，為推動中塞交流
盡自己的努力。2013年，塞爾維亞
總統府授予郭曉「華人慈善形象大
使」榮譽稱號，與此同時，總統還
親自任命郭曉為塞爾維亞貝爾格萊
德工商會特邀委員，為中塞工商業
交流合作作指導。

全年免簽實施 華客數量倍增
「如今華人在塞爾維亞的地位越

來越高，政府也主動在不同場合向
華商傳遞政策優惠信息。當地華人
在不放棄傳統貿易的情況下，作出
新嘗試，開了三家服裝廠、一家聖
誕樹廠、一家塑料花廠、一家相框

廠、一家拖鞋廠。」郭曉說，近年
來，塞爾維亞失業率一直居高不
下，政府為了解決就業，非常鼓勵
華商聘請本地員工。「塞爾維亞
工人的工資比中國低，再加上在
塞爾維亞製造的小商品，可以免稅
進入歐盟各國，市場就更大了。」
去年6月，習近平主席對塞爾維
亞進行了國事訪問，兩國元首一致
決定，將中塞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
夥伴關係，推動兩國關係再上新台
階。今年初，塞爾維亞對中國實施
全年開放性免簽，成為中東歐首個
對中國遊客免簽的國家。
免簽政策實施半年裡，中國遊客

數量成倍增長。「整個塞爾維亞只
有一家準五星級酒店，隨着遊客的
增多，高星級酒店非常缺。此外，
由於塞爾維亞生活成本低，也吸引
了很多中國背包客來深度遊，因此
中低端的民宿也十分緊缺。」郭曉
認為，現在是投資塞爾維亞酒店的好
時機，若打理得當，很快就能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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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僑領抓住商機 築中國中東歐經合橋樑
隨着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到訪「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捷克、塞爾維亞和波

蘭，中國與中東歐國家之間的關係、合

作開闢了新篇章，「高層互訪、政府搭

台」究竟對華商發展起到了什麼作用，

記者在浙江寧波舉行的第三屆中國——

中東歐國家投資貿易博覽會上採訪了旅

居上述三國的華商僑領。他們紛紛表

示，圍繞「一帶一路」湧現了大量的新

商機，僑商們將抓住這個歷史契機，搭

起一座聯結雙邊貿易、溝通、合作的橋

樑。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浙江報道

■在中東歐博覽會熱銷的波蘭蘋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攝

捷克波蘭塞爾維亞與中國

近年雙邊貿易額
2015年 出口額（億美元） 進口額（億美元）

捷克 82.3 27.8

波蘭 143.5 27.4

塞爾維亞 4.2 1.3

2016年 出口額（億美元） 進口額（億美元）

捷克 80.5 29.4

波蘭 150.9 25.3

塞爾維亞 4.3 1.6

數據來源：商務部

韓寶華大學讀的是俄語專業，畢業後
被一家外貿公司派駐蘇聯工作，隨

後又轉到波蘭。1995年，外貿公司生意不
景氣，撤銷了所有海外辦事處，韓寶華選
擇留在波蘭，繼續從事熟悉的外貿工作。
2003年，他被波蘭華沙中國商城聘為總
經理，負責商城的招商引資和管理工作。
韓寶華介紹說，波蘭華沙中國商城佔

地面積25,000平方米，商城裡80%的商
品來自中國，包括服裝、床上用品、皮
革製品、小家電等。「波蘭本國的生產
力非常有限，加上老百姓收入並不高，
吃穿用很大程度上依賴中國商品。」
「我記得剛到波蘭時，中國商品的口
碑還不是太好，很多商家為了多賣貨，

會故意把商品的產地隱去。近年來，隨
着中國商品質量的不斷提高，如今你在
波蘭大大小小的商店裡，都能看到made
in China的產品，『中國製造』成為價廉
物美的代名詞，深受老百姓的歡迎。」

看好中國市場 總統當推銷員
韓寶華說，波蘭是傳統的農業大國，

農副業產品非常豐富，主要銷往歐盟各
國和俄羅斯。然而，隨着烏克蘭危機歐
盟對俄羅斯進行經濟制裁後，俄羅斯也
對歐盟的進口食品和農產品進行反制
裁，波蘭農產品首當其衝，受影響很大。
以蘋果為例，波蘭每年出口的蘋果有一半
以上進入俄羅斯，現在都滯銷了。

面對蘋果爛在樹上或倉庫裡的困境，
波蘭政府努力尋找足以替代俄羅斯的外
國市場，中國自然成為首選。前年6月，
在習近平主席訪問波蘭期間，總統杜達
還當起了推銷員，請習近平品嚐了波蘭
蘋果。同年11月，首批出口到中國的波
蘭蘋果運抵成都，並陸續登陸重慶、上
海、廣東等地，進入中國市場。

波蘭基建需求大 需覓合作夥伴
「我們商城最近也要成立一個歐洲產

品出口館，把波蘭和周邊國家的優質產
品放在館內展示，讓在我們這裡做生意
的中國商人帶回國試水，如果反響好，
就能從我們這裡批發，為商城開拓了新

的商機。」
「波蘭對基建的需求非常大，相對西

歐國家而言，波蘭政府財力有限，之前
更多仰仗歐盟的資金支持，現在因為難
民問題與歐盟鬧僵後，波蘭急需尋找新
的合作夥伴。」韓寶華說，中國經濟實
力的崛起與和平的外交政策，讓波蘭越來
越重視與中國的關係，前年11月，波蘭總
統杜達上任僅半年就出訪中國，重視程度
可見一斑。
波蘭是中歐班列的必經之站，更重要

的是，由於沿途國家的軌距標準不同，
中歐班列從白俄羅斯進入歐盟成員國
時，必須在波蘭進行換軌，這給波蘭帶
來了很大的商機。「在我看來，波蘭的商
人還是太保守了，圍繞中歐班列可以幹
很多事，例如開展物流配送、保險諮詢、
法律服務等，都存在很大的機遇。」

1992年，陳金妹赴德國淘金，上午在麥當勞打工，下午在服裝店當店員，
晚上在餐廳做跑堂（侍應），以苦力換生存。
1995年，丈夫劉宗科抵達捷克，原本打算轉簽
德國，因為被經濟轉型的捷克市場所打動，決定
在捷克創業賣小百貨。為了省租金，夫妻倆將攤
位擺到了捷克遠郊的「越南村」，冰天雪地裡，
大家把衣服裹得嚴嚴實實，只露出一雙眼睛，在
帳篷下像「雪人」般做生意，靠着薄利多銷，積累
了不少客戶。
劉宗科思想活絡，一有空，就跑遍捷克大大小
小的市場蹲點，觀察老百姓喜歡什麼樣的貨品。
1997年，他回國創立KK Europe國際貿易有限
公司，以「鞋業」為主開展國際貿易。如今，夫
妻倆在捷克境內建立了30多個批發站，鞋品營
銷給100多家連鎖超市。

空中橋樑開通 帶動相關產業
前年9月，海南航空開通了北京至布拉格的直
航，架起了「一帶一路」的空中橋樑。隨着去年
3月習近平主席對捷克進行國事訪問，官方與民
間互訪也越來越頻繁，東方航空與四川航空於去
年6月和8月相繼開通了上海至布拉格、成都至
布拉格的直航航線，兩國直航增至三條。
「隨着兩國直航的開通和捷克旅遊局在中國不
遺餘力的推廣，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把布拉格當作
新的旅遊目的地。」陳金妹說，遊客的增長直接
帶動了旅遊及相關產業，布拉格甚至出現了專門
接待中國遊客的旅行社，還有很多在捷克的華人
為中國遊客提供包車和翻譯的工作，餐館和禮品
店的生意也好了很多。

中醫倍受青睞 將拓高端市場
前年，捷克赫拉德茨——克拉洛維州立醫院成
立了中國——捷克中醫中心，這也是中東歐地區
首家由政府支持的中醫中心，不少當地人慕名花
費1至2個小時，就為來體驗中醫診所的「神
奇」技術，預約排隊候診甚至需要一年。
陳金妹說，兩國元首簽署了《關於建立戰略夥
伴關係的聯合聲明》，要進一步支持中國傳統醫
學在捷克和中東歐傳播、推廣和應用。「隨着兩
國在醫藥、生物技術等高科技領域的合作，中醫
藥或將打開高端市場，成為中國商品的新名片。」

受惠政府搭台
華商掘金「帶路」

陳金妹：
三條直航

推動捷克旅業

歷史上，大部分華人出海
都是為了討生活，在歐美各國
從事最低端的服務業，受到社

會的歧視，也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
選擇「忍氣吞聲」。近年來，隨着中國經濟實力的
提高和海外華人政治意識的覺醒，越來越多華商僑
領不再滿足於「獨善其身」，此次記者採訪的三位
僑領就充分展示了華商在中東歐的「2.0版本」：
融入社會、熱衷慈善、參政議政，積極為國人的利
益和訴求發聲。

作為捷克華僑華人婦女聯合會的會長，陳金妹
善用女性的溫柔和細心，每年組織婦女到孤兒院
和老人院探訪，並與多位捷克孤兒結對，用母親
般的關懷鼓勵孩童成長。韓寶華則善用商城內有
50%的商戶來自波蘭及周邊國家的優勢，積極做
好他們與中國之間商貿往來的溝通橋樑，在本屆
中東歐博覽會上，他就組織了一個16人的波蘭
團來到浙江寧波，展示波蘭的農副產品和清潔
用品。塞爾維亞的郭曉更頗有遠見地支持了前
總統尼科利奇的競選，隨後被奉為總統府的貴
賓，甚至特別批給他一個辦公室推動中塞工商
業交流活動。
「我也曾以為在國外只要埋頭做生意就行了，

然而，經歷過當小攤販被趕、開商店被搶劫、開
商城被圍攻的事情後，我真的意識到中國人必須
團結起來，向社會釋放善意，向政府發出訴
求，這樣我們的路才會越走越穩，越走越
寬。」郭曉的話也道出了海外華人僑商改變思
想的心路歷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浙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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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領參政議政
為國人利益發聲

塞爾維亞塞爾維亞 郭曉：從小攤販到總統府貴賓

捷克共和國捷克共和國

波 蘭波 蘭 韓寶華：圍繞中歐班列商機多

■第三屆中國-中東歐國家投資貿易博覽會在浙江寧波舉行。圖為寧波老外灘舉行「舌尖上的中東歐」活動，展
示來自中東歐的70多款特色食品，兩名外籍廚師為遊客製作塞爾維亞特色烤肉餅。 網上圖片

■習近平訪問捷克會見僑商代表，與陳金妹(紅
衣)握手。 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韓寶華組波蘭商人團韓寶華組波蘭商人團
參加中東歐博覽會參加中東歐博覽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攝攝

■■郭曉應國民議會議長戈伊科維郭曉應國民議會議長戈伊科維
奇邀請訪問塞爾維亞國會奇邀請訪問塞爾維亞國會。。

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第三屆中國-中東歐國家投資貿易
博覽會現場。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