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柬埔寨生产的桑蚕丝
成了部分江浙丝绸企业的原料

身材有些微胖的刘明君是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

理总监，从 2014 年开始，他的名片上多了一个新身份——柬

埔寨公司总经理。

刘明君是个东北汉子，从 2007 起，常年被公司派驻国

外。虽然在柬埔寨的日子并不算长，但在对比了之前外派的

其他亚非拉国家投资环境后，他认为，浙商在柬埔寨更可以

“大有所为”。

在我们活动首站走访中提到，早在 2005 年，华立就在泰

国中部罗勇府投资开发“罗勇工业园”，探索中国企业“走出

去”的新模式。2010年，华立开始在柬埔寨布局农业产业，在

柬埔寨东部投资 1500 万美元，搞起了约 7200 公顷的农业种

植园区。目前已开发土地约3000公顷，在当地也被称为华立

农场。

“华立柬埔寨公司成立的目的在于：实施中国农业‘走出

去’战略，在柬埔寨建立农业现代化种植园区，开拓农产品海

外供应渠道，确保中国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

应。”刘明君介绍说。

刘明君认为，在土地、环境、劳动力等资源日益紧缺的今

天，通过“资本输出”，用“全球化”来突破生产资料配置的时空

格局，是目前投资环境下的大势所趋。

柬埔寨的华立农场位于首都金边以东约 550 公里，驱车

需要7个半小时左右。但因邻近越南及相关港口，所以，农场

里的产品，可以通过水陆两种方式到达越南的港口，再通过越

南转口到中国。上述物流方式可有效规避柬埔寨目前相对较

高的物流成本。

华立农场目前种植的农作物，有水稻、大豆等粮食类作

物，木薯、橡胶等生物能源作物。除此之外，华立农场还有序

地进行其他高附加值农产品的种植与经营，比如剑麻、热带水

果等。“我们还在农场大力开发桑蚕养殖产业，作为原料供应

地，对接江浙一带的丝绸产业。”刘明君说。目前桑蚕园区已

初具规模。在柬埔寨养蚕后产出的丝，质量绝对不比我们所

熟悉的江南一带蚕丝差，“养蚕本身需要湿热的气候，柬埔寨

的气候最为适宜。而且，产自柬埔寨的蚕丝生产周期短，效益

更高。”

森林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
造纸企业利润空间大

这几天，邹学东特地从江苏赶到柬埔寨考察。作为一家

总部位于杭州萧山，从纸包装起家的大型公司，胜达集团迫切

地希望避开竞争白热化的国内市场，开拓海外市场。而森林

资源丰富的柬埔寨，成了他们重点考察的对象之一。

邹学东是集团下属江苏某纸业公司的研发中心主任，研

究纸包装技术已有20多年。“这里资源很丰富，不愁找不到原

材料。遗憾的是这里缺少系统性规划。但只要抱着打拼的态

度，是能做出一番事业的。”几天来，邹学东走访了当地多家工

业园区，信心油然而生。

当地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也是邹学东比较看重的。

“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为每人每月128美元，算上各方面福利每

月为180美元，折合人民币大约1100元。如果按国内工人工

资一个月 3000 元计算，每人每月相差 1900 元，1000 个工人

的厂子一年就相差2280万元。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在这里

建厂，将会是一家有千名工人的企业，即使在国内没有利润，

在柬埔寨就有2280万元的利润。”

浙江海派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则已落户柬埔寨西海岸

的西哈努克经济特区。该公司创立于2004年，是一家集产品

设计、研发、生产、原材料开发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公司，产品远

销 70 多个国家或地区，合作商是全球知名的家居品牌，年出

口值连续多年位居行业前列。

公司2012年在西哈努克经济特区设立了以皮业、家居为

主业的子公司，总投资近 1000 万美元，占地面积 80 亩。如

今，沙发、纸箱等业务，年销售额可以达到 3000 万美元，主要

销往美国、加拿大等欧美国家。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以海派家居为例，他们在柬埔寨享

受到的，除了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还有关税优惠政策。

助力浙江企业“走出去”
浙金中心提供全方位支持

来自浙江省农业厅的一份报告说，浙江人均耕地只有

0.53 亩，人均粮地只有 0.34 亩，去海外发展现代农业，既解决

了浙江土地资源紧缺的难题，又有利于破除技术贸易壁垒，提

升浙商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

浙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也正积极对接浙江企业，促使它

们更便捷、安全地在海外市场进行投资、生产。

比如，浙金中心通过设立人民币产业投资基金、与境内合

作金融机构以股债联动的方式，对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金

融支持。同时，与新加坡或其他合适地区的境外机构合作，设

立境内外联动的美元投资基金，直接为企业提供金融支持。

“在柬埔寨进行投资后，我们还将组织投资考察团前往，

与当地政府、当地华人企业家、浙商商会等建立联系，亲身感

受当地风土人情、投资环境。组织论坛、会议，邀请深耕这里

的华人企业家，介绍当地投资心得。”浙金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

此外，浙金中心还在石油化工、火力发电、造纸制浆、汽配

制造、电线电缆、生活用品制造、农产品加工等产业上下游积

累了丰富的客户资源，可以为走出去企业提供相关的产业资

源匹配，降低其采购成本，拓宽产品销路。同时，提供跨境投

资结构设计，实现“资金流、商流、信息流、物流、信用流”五流

合一，降低企业投资成本、提升投资效率。

“近几年，东南亚国家比如越南、柬埔寨等，已经开始了经

济腾飞。”浙金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另一方面，在当地，一些

从其他国家转移过去的企业生产模式落后，基本上还是传统

的劳动密集型作业体系。“比如，一件衣服就要依靠许多人工

的简单劳动，导致工人生产时间过久，劳工权益得不到很好的

保护。未来，我们期待的是浙企在海外市场上，摆脱低成本的

简单加工模式，生产出更具有附加值的新产品，提高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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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的午后，有些燥

热。棕黄的土壤，被河流分

割。河边偶见大树，倾倒却

从容，深深扎根，历经百年。

白天是满街的热闹，熙

熙攘攘的游客兴致高昂，赤

脚奔跑的当地孩童，一遍遍

向游客兜售纪念品。夜幕降

临，游客散去，摩托车才带着

当地人，三五成群地出现在

河边。

他们铺开一张小方布，

或是点上一盏灯，或是就着

夕阳的光照，从随身的布袋

里摸出家里做的晚餐，有的

边吃边聊，有的只静静地对

着河水、对着古城，若有所

思。

这里的孩子比世界上大

部分国家的要贫穷，所以关

于柬埔寨的旅游攻略总会提

一笔：到了那里，记得给孩子

带点糖果或者文具。在金

边、暹粒的闹市区，一罐可口

可乐需要 2 美元，折合人民

币约 13 元，对郊区孩子而

言，这是奢望。

在我们的走访中，一直

萦绕着这样的问题：在这样

一个地方，我们的浙商，能有

哪些商机？资金和技术在这

样的一个国度，会不会水土

不服？

缺地缺劳动力的难题，在这里找到解决办法

柬埔寨产的桑蚕丝
直供部分江浙丝绸企业

本报记者 王益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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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立在柬埔寨的农业种植园区，种植着大片的木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