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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八方共赢理念 西港特区投资正当时

西港特区的建设发展得到了中柬两
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赞誉。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敏
锐洞察世界新形势和未来的发展新趋势，
坚毅果断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随
即得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沿线国家的广
泛支持和响应。

红豆集团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率先抓
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发展契机，在柬埔寨主
导开发建设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并成为
中柬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

2016年8月，在中央召开的第一次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殷殷嘱托：“柬埔寨是‘一带一路’上
的战略支点国家，非常重要，要运营好西
港特区”。同年 10 月 12 日，习近平主席
访问柬埔寨前夕，在《柬埔寨之光》报发
表署名文章《做肝胆相照的好邻居、真
朋友》，其中特别赞扬“蓬勃发展的西哈

努克港经济特区是中柬务实合作的样
板”。2021年11月，在第三次“一带一路”
建设座谈会上，他再次称赞西哈努克港
经济特区“为当地发展提供了强劲动
能”。

柬埔寨洪森亲王和洪玛奈首相同样
非常关心西港特区建设，洪森亲王先后五
次亲临西港特区，评价其是“柬中两国‘一
带一路’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的典范”。

洪玛奈首相2023年上任后，首次正式
访问就选择中国，并在中柬两国发表的
《联合公报》中指出，“要依托西哈努克港
经济特区和金边—西港高速公路等项目，
吸引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加大对柬投
资。”在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之际，他还
亲临西港特区展位了解情况。

正是因为有了两国领导人的强大支
持和鼓励，西港特区的开发建设才取得了
今天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两国领导人高度重视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快速推进，
资金链、产业链、信息链、人才链必须重新
构建。正是在这重要关口，我国的“一带一
路”成功地把发达的欧洲经济圈、活跃的东
亚经济圈以及中间腹地和“一带一路”周边
的经济圈有力地联系在一起。这样不仅提
振了相关经济产业的活跃度，更为重要的
是为推动我国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等
产业构建新的发展空间，同时又能促进当
地的产业发展，缓解劳动就业压力，可以说
是一举几得，互利多国的大好事。

柬埔寨王国政府抓住这一千载难逢
的机遇，致力于发展经济，鼓励外商投
资。2004年柬埔寨王国就提出以优化行
政管理为核心，加快农业发展、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吸引更多投资和开发人才资源
的“四角战略”。2015年 3月柬埔寨王国
发布《2015-2025工业发展计划》，提出要
把西哈努克省开发为综合性的示范经济

特别区。
作为“一带一路”主要国家之一，又是

睦邻友好的好邻居，中国政府一直把柬埔
寨作为周边外交的重点方向。2023 年 2
月，两国开启了新时代中柬命运共同体建
设，同意从政治、产能、农业、能源、安全和
人文六大领域入手，打造中柬“钻石六边”
合作架构。

西港特区的开发建设可以说是恰逢其
时，为中柬两国以及“一带一路”经济带国
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带来巨大潜力
和商机。

目前，西港特区建设已成为柬埔寨发
展最快、影响最大、社会形象最好的经济特
区。以占柬埔寨全国约万分之0.615的土
地面积，集聚了柬埔寨约千分之1.8的人
口，贡献了柬埔寨超7%进出口总额，成为
西哈努克省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当地民
众的“金饭碗”。

特区建设恰逢其时

西港特区原始地块是一片无路、无水、
无电、无网，高低落差70米的莽原荒滩，为
满足企业入驻生产需要，西港特区以“平
台+”理念，不断优化基础配套设施及服务体
系，提升产业承接能力。

如今，西港特区首期6平方公里区域内
已实现通路、通电、通水、通网、排污、排水
（六通）和平地（一平），建有污水处理厂和热
电厂，并配套建设了综合服务中心大楼、员
工公寓、职工宿舍、邻里中心等设施。同时，

引入了柬埔寨发展理事会、海关、商业部、劳
工部等组成的“一站式”行政服务窗口，使企
业不出特区便可办妥各类手续；成立了法律
服务中心，提供专业法律咨询服务；设有卫
生服务中心，为区内员工及周边百姓提供便
捷的医疗服务；建有西哈努克省中柬友谊理
工学院和西哈努克港工商学院两所大学，为
企业发展提供技能、语言等专业人才支撑。

另外，在开发建设中，西港特区始终坚
持以实业建区，通过大力引进工业企业，助

优化环境筑巢引凤

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以下简称“西港特区”）是由我国知名民营企业江苏

红豆集团联合中柬企业开发建设、中柬唯一签订双边政府协定的国家级

经贸合作区。

西港特区位于柬埔寨西哈努克省波雷诺县，总体开发面积11.13平方公

里。秉承与股东、员工、顾客、供方、合作伙伴、政府、环境、社会（社区）建立共

赢关系的“八方共赢”理念，西港特区已成为柬埔寨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社会

形象最好的经济特区。

十多年来，西港特区发展成效显著。
据西哈努克省政府统计显示，2007年，西哈
努克省全省只有18家工厂企业（手工类小
微企业不在此列），2023年达到242家，其
中，西港特区内的企业占比约70%，不仅填
补了柬埔寨国家产业空白，而且成为当地
工业经济发展的“引擎”。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2020年以来受到
了新冠疫情的持续考验和挑战，西港特区
仍持续保持逆势增长的发展势头。其中，
2020年，全区企业全年进出口总额同比增
长26.52%；2021年，同比增长42.75%；2022
年，进出口总额实现24.93亿美元，同比增
长12%，占柬埔寨全国进出口总额的4.8%；
2023年，进出口总额实现33.62亿美元，同
比增长34.86%，占柬埔寨全国进出口总额
的7.18%。

目前，西港特区已引入了来自中国、欧
美、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的企业（机构）188
家，创造就业岗位近3万个，为地方的经济
发展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作为西
港特区的主要建设和推动者，红豆集团始

终抱着发展要惠及相邻的经营理念，积极
推动和帮助当地老百姓解决就业难题，始
终把慈善和公益作为西港特区建设发展的
大事来抓。

在西港特区创建之前，属地波雷诺县
以农业为主，当地村民主要依靠种田来维
持生计，全家一年差不多就是一头牛，约
300美元的收入。西港特区建立以后，村民
谋生渠道愈加多元，有的进入区内工厂工
作，有的则在区内经营商铺或开出租车。
属地波雷诺县70%的家庭有劳动力在特区
内工作，人均月收入超300美元，生活水平
得到了大幅改善。

同时，在修桥铺路通水电、扶贫帮困、
赈灾慈善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包括硬
化道路，通电、通水，帮助他们告别蜡烛油
灯、土井打水的时代，帮助弱病残等缺乏劳
动技能的贫困家庭，安排他们从事力所能
及的绿化、环卫、勤杂工作；向受灾民众捐
赠大米、被褥、饮用水等公益慈善事业，深
得当地百姓的喜爱，由此也打造了一个良
好的邻里关系，为特区的企业发展营造了
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在经营管理方面，西港特区积极推动
“八方共赢”的经营理念，即为股东、员工、
客户、供方、合作伙伴、政府、环境、社会
（社区）等八方建立共赢关系。在与股东
共赢方面，努力保证股东特别是小股东的
投资安全及权益；在与员工共赢方面，尽
力为员工提供发展平台，让员工与企业共
同成长；在与客户共赢方面，着力为顾客
提供性价比更高的物品和超值服务；在与
供方共赢方面，全面与优秀供方形成战略
合作关系；在与合作伙伴共赢方面，与加
盟商、代理商、中介服务等形成共生共荣
的生态圈；在与政府共赢方面，全力在解
决就业、缴纳税收、维护稳定上多作贡献；
在与环境共赢方面，努力做到人与环境协
调可持续发展，达到生态平衡；在与社会

（社区）共赢方面，积极带动和改善周边社
区发展，支持各项公益事业，促进社会
和谐。

目前，在2.0升级版建设完成后，西港
特区积极布局 3.0 规划，重点打造三个

“新”，即依据“一带一路”中柬务实合作样
板园区的战略价值，建成产业链较为完善
的智能化工业园区，成为“产业新高地”；
依托左临国际空港、右临国际海港，紧靠
金港高速三大优势建成集工业、商业、教
育、娱乐、旅游于一体的交汇中心，成为

“城市新中心”；全区企业进出口总额占柬
埔寨全国10%，工业产值占西哈努克省全
省50%以上，成为“经济新引擎”。

好风凭借力。可以说，万千繁花的西
港特区正是投资的最佳时期。

八方共赢招引八方客

经济发展与公益慈善比翼齐飞

力柬埔寨的工业化进程。
西港特区一期主要布局纺织服装、箱

包皮具、木业制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助
推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制造业工厂转
移。二期优先发展附加值高、创新力强和
竞争力优的新兴工业和制造业，重点引进
五金机械、建材家居、汽配轮胎、光伏新材
料、精细化工等技能技术密集型实体产业

及产业链配套企业入驻，致力成为“西哈
努克省多功能经济示范区及柬埔寨‘工业
发展走廊’”的引领区。

目前，西港特区内率先引进了马装、实
木复合地板、五金管件、汽车冷凝器、圣诞
树、铜业加工、厨余垃圾处理器等产业，逐步
丰富了柬埔寨的产业类型，引领这些产业在
柬埔寨的发展。

本报记者 左振乾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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