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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辉

搭乘“中巴快车”

中国“超级推销员”李克强站台

最近一段时间，济宁洸河路上的如意
科技集团总部大楼10楼，巴基斯坦项目部
办公室到了夜晚还是灯火通明。修改协
议、设备招标……各种材料堆了厚厚一
摞。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之一曾鸣，如今在
济宁与巴基斯坦之间飞来飞去。让如意在
巴基斯坦的项目如期推进，是他手头上最
要紧的事。

“以前在集团提到全球化，感受还不
深，现在被委派到巴基斯坦，真实感受到

‘国际化如意’这个大概念。”曾鸣深有感
触地说。

曾鸣原来主要负责管控如意旗下各
子公司运营，今年40岁的他被集团派驻到

巴基斯坦。如意在巴基斯坦新建的纺织服
装工业园是重头戏。这个纺织工业园将打
造成从纺纱、染色、织布、整理、高端面料、
服装、仓储、物流一体化、具有能源配套优
势的棉纺服装产业链纺织工业园区。

而“国际化如意”这个概念在如意集
团董事长邱亚夫的棋局中，就是中国企业
如何整合全球资源，向产业链两端延伸，
形成独一无二的垂直产业链模式，这是发
展的趋势。邱亚夫说，布好巴基斯坦这盘
棋，如意必须要搭乘好“中巴经济走廊”这
趟快车。

而这一次搭乘“快车”的可圈可点之
处在于，如意不仅要在巴基斯坦布点纺织
服装基地，并且将投资能源领域。

一个世界知名的面料供应商，要在巴
基斯坦投资火电项目。如意跨界投资的消
息传出后，济宁市经信委一位人士坦言，
如意要做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织服装工业
园，这种国际化视野下的产业转移和升
级，大家都能理解。但是他们一下跨界到
火力发电，这种投资战略已经打破了常
规。

如何解释如意的这种产业逻辑呢？
早在2013年，当习近平提出建设“一

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后，如意就已经将目
光瞄准了位于通往欧洲市场的关键区
域——— 巴基斯坦。此前，如意与巴基斯坦
已经有业务往来，如意产的针织产品和棉
纱大量出口到巴基斯坦，一部分在当地消
化，一部分转销到欧洲等地。

四年前，邱亚夫就专程到巴基斯坦考
察。他考察的城市是费萨拉巴德，这座位
于巴基斯坦东北部的城市是巴第三大城
市，也是巴基斯坦的纺织工业中心。

邱亚夫惊奇地发现，费萨拉巴德城郊
便是棉花主产区，这里的棉花非常优质，
而且当地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力成本低。

更有吸引力的一点是，巴基斯坦不仅
是植棉大国和棉花消费大国，还是欧盟现
行普惠制的受益国，如意如果在这里建
厂，还能享受到出口低关税等惠利。

回到济宁后，邱亚夫开始着手组建巴
基斯坦项目部，在当年全面启动在巴基斯
坦的项目运作，通过资本运作，由工商银
行、如意集团、巴基斯坦哈比银行等共同
投资，在费萨拉巴德市建设纺纱、面料、服
装以及与之配套的电力项目。

去年11月8日，在中国“超级推销员”
李克强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的见证下，
工行董事长姜建清亲自签署了“巴基斯坦
工银——— 如意费萨拉巴德纺织服装工业
园项目”的投资合作协议书。

未来，这个“中巴经济走廊”的旗舰项
目投产后，所产商品将直通欧洲市场，比
以往更加快捷。

一国装机容量不足山东1/3

用南非煤在巴基斯坦建电厂

“在巴基斯坦建纺织工业园，能源配
套必须先行考虑，这就像下围棋一样，必
须抢先一步布好局。”如意集团宣传部部
长李云鹏说。

巴基斯坦当地电力短缺，这是影响如
意在巴的纺织服装工业园项目顺利运行
的一大瓶颈。所以，如意就在费萨拉巴德
配套建设了一个火电项目。但是，就是这
个原本用于项目本身电力保障的能源项

目，却让邱亚夫嗅到了商机。
在中国，火电属于产能过剩行业，而

中国在建设火力发电项目方面有着丰富
的经验。巴基斯坦总装机容量为2371 . 8
万千瓦，尚不足山东的三分之一，高峰时
段电力缺口高达600万千瓦，电力短缺问
题十分突出，拉闸限电时有发生，而且目
前巴基斯坦的许多村庄尚未通电。巴基斯
坦所缺的，也正是中国的长项。在邱亚夫
看来，用中国已有的优势反向整合全球资
源，参与到全球竞争中去，这是包括中国
政府、整个中国企业反思的逻辑。

经与华能集团磋商，如意集团与华能
联合投资20亿美元，在巴基斯坦的萨希瓦
尔建设2×660MW电源项目。该项目年可
发电80亿千瓦时，可以为巴基斯坦电网提
供有力支撑。

这个项目位于巴基斯坦旁遮普省萨
希瓦尔市东北约15公里处。旁遮普是巴基
斯坦人口最多的省份，也是用电量大省，
用电负荷占全国60%左右。

根据旁遮普省目前电力短缺的情况
看，这个项目市场空间很大，电煤采用的
是印尼和南非的煤炭，用船舶运至港口、
港转铁路运输方式，电煤价格和运输成本
都比较低，而相关国际货运、物流通道也
很安全畅通。

2014年5月30日，在巴基斯坦总理谢
里夫见证下，邱亚夫与嘉宾通过当地富有
民族特色的方式，一同为这一项目启幕。

“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视中国人民为最好
的朋友、最铁的友谊，我们定不辜负这份
期盼与信任，如意集团和山东华能愿意为
这份友谊献出自身的一分力、一分爱。”邱
亚夫在仪式上说。

本报记者 秦雪丽

这些日子，山东鲁睿商贸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沈沉的行程表上，每天都安排得
满满当当。

穿梭于柬埔寨的土地、规划等行政审
批部门，沈沉在为他的农业项目办理土地、
施工等手续。4年前，沈沉在柬埔寨开办了
一个服装厂，曾在业内引起不小轰动。4年
后，沈沉又开始在柬埔寨掘金农业，在他看
来，农业才是柬埔寨真正的优势资源。

金边现在开始堵车了

“现在的柬埔寨，每天都很热闹，走在
街上很容易看到中国人的面孔，几乎每天
都有前来考察的商人。这些商人有的来自
中国，也有的来自日韩。”柬埔寨的变化，让
沈沉很是感慨。在他眼里，现在的柬埔寨很
像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到处都是投资的
浪潮，连首都金边都开始堵车了。

多年来，沈沉的企业在国内一直从事
儿童玩具、婴幼儿床上家纺用品的生产。与
其他完全靠贴牌生产、接订单生存的外贸
企业不同，沈沉的步子可谓走在前沿。近年
来，随着人民币持续升值，以及劳动力成本
的上涨，给劳动密集型的外贸企业带来诸
多困境。如何突围成为当下不少外贸企业
面临的问题。

早在2011年，沈沉就意识到潜在的危
机，并努力寻找出路。经过半年多考察，2012
年4月，沈沉的第一个海外工厂——— 恒睿纺
织品柬埔寨有限公司建成投产。作为一个
规模不大的民营企业，沈沉的这个工厂却
在业界引起不少关注。在很多人看来,当时

海外投资建厂可大都是央企的专宠。
相对国内的人工成本，柬埔寨确实拥

有足够吸引力。目前沈沉在莱阳的工厂,一
个经验丰富的工人月工资在3000元左右，
普通工人也得2500-2600元，这对劳动密集
型的玩具、家纺厂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刚在柬埔寨建厂时,工人工资每月61
美元，目前有一定上涨，大约128美元。”沈沉
笑说。按目前汇率，一个柬埔寨工人每月工
资在人民币760元左右，远远低于国内。

另外，柬埔寨的关税政策也是吸引沈
沉建厂的一大原因。据了解，美、欧、日等28
个国家都给予柬埔寨普惠制待遇。不仅如
此，美国、欧盟和加拿大对于从柬埔寨进口
纺织品服装还减免征收进口关税。柬埔寨
政府也开出了对外资纺织服装企业减免9
年所得税、免征出口税、免征原材料进口税
的优惠条件。

柬埔寨的优质水果

比中国便宜3/4

面对国内纺织服装业面临的种种困
境，沈沉的步伐并没有放缓，反而加快。

目前，沈沉在柬埔寨的工厂生产运营
情况良好，2014年度出口总额5000多万元，
确保了鲁睿集团纺织项目的可持续性发
展；而且工厂还顺利通过SGS等国际公证行
的第三方专业验厂，已成为家乐福和迪斯
尼等国际采购商的指定供应商，订单和销
售额不断增长。

在当地纺织服装企业的建设、运营中，
柬埔寨当地的特色农产品吸引了沈沉。

柬埔寨是一个天然大温室，全年无霜
冻期，土地资源、水资源、劳动力资源丰富

且廉价。例如马德望的香米，贡布胡椒和榴
莲、木瓜，基里隆的芒果、诺丽果，居井的辣
木子、上丁的东哥阿里，蒙多基里的腰果
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优质、高端农产品，而
它们的价格才是国内的1/4，“实际上，农业
资源才是柬埔寨真正的优势资源。”沈沉
说。

经过前期考察，沈沉在柬埔寨开始筹
建农业基地，培育种植芒果、火龙果等热带
水果。2013年，鲁睿集团与烟建、蓝天达成三
方股权合作协议，共同出资1 .37亿元，成立
烟台天睿投资有限公司和柬埔寨恒天物产
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在柬农业经济合
作区项目——— 鲁睿农业园区项目，成为烟
台市境外农业投资的重点项目。

目前该项目已顺利完成园区土地征收
和规划、建设许可等前期工作，正在全面启
动园区基础设施的建设。沈沉希望这个农
业园区能够成为中资农企抱团出海、境外
创业发展的最佳平台。在他的规划中，这个
园区要逐步聚集从研发、培育、种植到收
购、仓储、加工再到销售、出口、物流、服务
等上、中、下游产业链条一体化的农业经济
合作区项目。

“这个项目可以转移国内过剩产能，运
用国内先进的经验与技术，结合柬埔寨自
然环境优越、土地和水资源丰富、劳动力廉
价等良好的产业发展条件，走以工业加工
业和商贸服务业反哺农业的经营发展之
路。”沈沉信心满满地说，他也希望更多的
企业家到此投资。

这里的工人不愿加班

给加班费也不愿干

“他脑子活泛,经常出去考察,眼光也
比较独特。”谈到山东鲁睿商贸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沈沉,莱阳轻工业联合会主席
贾兆瑞这样评价。

沈沉说，到柬埔寨投资办厂，当然
也会存在问题和困难，比如这里的工人
不愿加班，他们到点就收工走人，即使
再有很好的激励政策，也不可能达到国
内那样的效果。除了习惯、文化差异外，
目前柬埔寨沿用的是法国等西方国家
的法律体系，包括劳工法等，工人们非
常注重自己的劳动权益。另外，柬埔寨
人信奉小乘佛教，性子都比较容易知
足、满足，不喜欢奋斗进取。

另外，在纺织业、毛绒玩具原料方面，
柬埔寨资源比较匮乏。由于配套资源的缺
失 ,只能从国内采购。“刚到柬埔寨的时
候，经常会遇到停电问题，每个工厂都配
有发电机组。”沈沉说，不过随着这几年发
展，目前，这些发电机组一般都用不上了。
相对4年前，柬埔寨的配套设施也在逐步
完善，在建的有17个水电项目，2个热电项
目。

“到任何国家去投资办厂，首先要了
解掌握当地的法律法规及风土人情。”作
为一个过来人，沈沉建议道，一是要充分
依托国家和政府有关职能部门，除国内的
商务系统外，去任何国家投资前，都需要
充分考察和调研，特别是要到中国驻外大
使馆、商务处等政府部门去质询、论证；二
是要清楚地认识到自我优劣势、懂得整合
和运用资源，对可能的风险或不利局面要
有规避和防范措施，既不能道听途说、更
不可以盲目自信，“机会和风险是永远并
存。”

一家面料供应商的跨界投资———

到到中中国国““铁铁杆杆朋朋友友””
巴巴基基斯斯坦坦建建电电厂厂

一家外贸企业在柬埔寨的华丽转身———

比比办办服服装装厂厂
更更有有钱钱途途是是搞搞农农业业

邱亚夫在巴基斯坦项目的签约仪式上。

沈沉在柬埔寨农业上看到了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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