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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栋（右三）随商务考察团参观乌兹别克斯坦纺织产业园。 受访者供图 考察归来的王栋，在白板上写下外访推进全面合作事项的规划。 受访者供图

抵达
3月11日23:06（北京时间12日凌晨2:06），抵达塔什干国际机场，顺利坐

上机场的摆渡车。同行的有一位东华大学乌兹别克斯坦籍外教（已3年未曾
回国），从飞机落地那一刻起眼中就难掩回国的兴奋，开始热情地向我们介绍
乌兹别克斯坦的情况，而我们因初入异国略显拘谨。

学会放手
因为有时差，早上醒的时候是当地时间6:00（北京时间9:00），习惯性睁

眼打开手机，发现同事们已经在管理层的带领下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突然
没有了火烧眉毛的事务性工作，难得悠然地到了酒店健身房，一直认为自己
很忙、凡事都不放心，包括这一周的商务考察纠结了很久要不要出来。第一天
的早上感觉很不错，应该学会放手，身边的同事远比我们认为的要优秀。
此行更深觉英语口语的重要性，否则不带翻译自己外出寸步难行。这次

商务团大部分是年纪稍长的企业家，自己平时在国内不好意思说英语，现在
成了考察团的半个翻译，但时而磕磕绊绊的窘迫感还是让我下定决心，一定
要利用碎片时间提升口语。

发展空间
这次商务考察受到了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商务代表处的热情接待。在商

务代表处组织的座谈会上我们见到了商务参赞金玉龙女士，她的博学、睿智
和对中方企业的关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获得了知识量不亚于读了一本
中资企业在乌发展指导手册。
2016年以后乌兹别克斯坦不断加强对外开放，从以前的俄语系国家逐

渐走向世界，这从当地的中高端场所要求服务人员掌握英文能看出些许变
化。在这其中，对外贸易额证明中国目前是乌兹别克对外合作的第一大国，并
且这里社会治安稳定，在中亚国家中属于比较优质的市场环境，但同样，中资
企业应该在当地的体制政策变动和合作持续性上具备一定的嗅觉能力，这也
是为什么中资企业一定需要招聘当地语言和工作经验较好的当地人。
在当地也确实能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影子，这让我们非常期待乌兹

别克斯坦未来的发展空间。这里，机遇与风险并存。

探索路径
这次商务代表团由胧爱集团和东华大学牵头组织，同行有8名企业家代

表，其企业年营收都在亿元以上，经营范围覆盖纺织、绿色能源、进出口贸易
和农工机械等领域。在详细了解了胧爱的北方科创中心及上合新区相关政策
后，都展现了浓厚的兴趣，很好的资源线，回国后要持续对接。
在塔什干的第一站就是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国家能源部一家下属国有企

业，随团的企业家孔德明与能源部下属企业签订了太阳能电池板的购销协
议，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当地先签合同（意向和框架）再了解产品谈合作。近两
年乌兹别克斯坦在大力发展太阳能和绿色能源产业，将太阳能电池板及相关
配套产业作为对乌贸易引导的方向之一，联系更多国内太阳能相关企业通过
上合示范区走出去，是一条可以探索的路径。
介绍一下团里的翻译小哥（中文名高晓强），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的硕士

研究生，知识渊博、非常幽默，还会说一些中国方言，目前在乌兹别克斯坦主
要从事导游、翻译工作。通过他了解到在乌兹别克斯坦有大量有中国留学经
历的年轻人，毕业后回到本国，因为经济环境和发展机会的限制，相当一部分
人没有特别“体面”的工作，许多人以导游、翻译和零散的小商品进出口贸易
为生，七七八八加起来的收入在当地过得还不错。但在我看来，这是巨大的人
力资源和教育资源浪费，而他们没有留在中国的主要原因就是在中国读书的
时候很少有外出实习实践的机会，面临毕业时也没有成熟稳定的就业渠道向
留学生群体推荐（特别是上合组织国家），外加国内较为严格的工作签证管理
政策，回国发展就成了绝大部分留学生的必然选择。这样的现状印证了我们
最近大力开展来华留学生集聚工作的正确性，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力度联动
校、地、企三方，突破机制障碍、打通渠道，吸引更多优秀的来华留学生留在中
国干事创业。

这里有无限可能
时间再次回到考察团赴乌兹别克

斯坦的前一周，王栋还在犹豫：去还是
不去？要不要安排别的同事去？在他的
备忘录上记着一些紧急要处理的事宜，
比如一家上市企业要来谈合作……
他就像一台精密的计算机，衡量

着一些看不见的数据：在国内一个周
可以处理多少事情，可能给公司带来
多少效益。但是去乌兹别克斯坦，这
一个周是未知的。
“如果不出去考察，我们手里的
很多资源都没法盘活。”王栋庆幸自
己最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一个摆在眼前的例子：从乌兹别

克斯坦对接到了能源资源，回国后，
王栋的公司很快与上海链接者集团成
立了能源贸易公司，计划开展海外能
源交易，从乌兹别克斯坦开始，逐步
向“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拓展。
上海链接者集团是王栋所在公司

一年前引入上合示范区的一只“金凤
凰”。这家大型能源化工企业集运、
销、储、贸于一体的国际性化工供应
链管理与服务，与中石化、中海油、中
石油等石化龙头企业有稳定的合作关
系，如今年产值已达到150亿元。
而链接者落户上合示范区还源于

一个契机：2022年底，中国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
经贸合作综合服务平台（简称“上合
经贸综服平台”）启用，全国首个面向
上合组织国家地方经贸领域的一站式
公共服务平台开放。
“能源贸易不是我们专长的领
域，但是我们把这家企业引到‘上
合’，帮助他们走向了上合组织国家，
现在我们也在能源贸易方面开展了合
作。”一笔合同就是上千万元，这显然
让王栋的业务提升到一个新台阶，
“他们开玩笑说，带你们赚赚你们不
擅长赚的钱。”
“我们公司主营业务曾是对接高
校市场的广告传媒，疫情期间高校封
闭管理，主营业务基本上都被砍掉
了，没有创造什么利润和营收。”那段
时间，公司每天晚上都要开高管会，
王栋和其他五位联合创始人经常会讨
论一整夜。
会开到凌晨五六点钟，讨论的内

容涉及每一个业务线目前的情况，有
什么问题，每一位同事当前的工作状
态和工作内容。“散会时我们固定会
说的一句话就是‘一会儿见’。因为简
单洗漱一下，接着早上8点来钟就又
要到公司上班了。”
“熬夜高管们”达成一个共识，就
是“山东业务要排在第一位，其他业
务都要给山东让路”。
方向越来越清晰，时间也转回当

下。
4月22日10点，项目推进会还在

进行，大家讨论的《关于乌兹别克斯

坦外访推进全面合作事项的实施方
案》标注了重点任务，除了成立国别
研究中心、参与能源交易之外，还有
链接青岛与乌兹别克斯坦相关大学，
开展多种形式中外合作办学等项目。
经贸先行，人才跟上，以人才支

持经贸发展，通过培养经贸人才带动
经贸发展。国家层面早在2021年提出
上合示范区建设经贸学院，这是前瞻
性的布局。“我们手里有很多高校资
源，在‘上合’会发挥更大的价值。”另
辟蹊径，这次考察让王栋运作高校市
场有了新的思路。
4月12日，他们跟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达成全面合作，“大概五六月
份我们会再去一趟乌兹别克斯坦。招
聘海外的留学生，将来还会开展2+2
联合办学。”
“我们可以慢慢让自己变成一个
非常权威的机构，谁要去上合组织国
家找市场找合作，就来咨询我们，这
是我们布局的事情。”从乌兹别克斯
坦回国的航班上，王栋望着白雪皑皑
的天山山脉，海外人才“飞地”、国际
合作办学、国际科技合作、纺织产业、
上合组织国家数字版权交易中心……
众多元素在脑海中交汇、碰撞，逐步
显现脉络。
“我们从一个做广告传媒的公司
慢慢变成做科创园区，后来慢慢变成
了做人才，然后又做贸易。有同行开
玩笑地说：胧爱以后不要叫什么山东
胧爱、上海胧爱，你们叫胧爱控股
吧。”王栋是有“野心”的，公司的前景
规划中，将要涉及到更多的业务线，
“有文旅的，有贸易的，有人才的，有
园区的，一家一家慢慢都做起来。”
“希望公司将来有一栋楼。”王栋
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现在的办
公区域是一层楼，当我们有自己的一
栋楼时，就证明我们的业务已经发展
到了更高的一个层面。”
出国考察时，王栋还对一件事情

印象深刻。
考察团成员与塔什干市政府官员

坐在一条河旁边，边吃饭边聊天，谈
到中资企业在塔什干的布局发展时，
一位官员很认真地看着王栋说：“因
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我们才有机会
坐在这里啊。”
这一刻，王栋感受到了无比强大

的国家力量。
“如果没有来‘上合’，我们不会
链接和盘活这么多资源。”王栋将目
光投向窗外。
2020年底他刚到上合示范区时，

整个园区只有管委办公大楼和它旁边
一座写字楼。两年多时间过去，每天
从窗户里眺望着“上合之珠”这座庞
大的建筑一天天聚拢围合，波浪状白
色屋顶慢慢展露优美的曲线。在它的
周围，高楼不断耸立起来，就像无数
个在上合示范区成长起来的企业。
“这里，有无限的可能。”王栋说。

王栋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七天
（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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