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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 投资

沙特当地时间 6月 19日 18时，中国
铁建承担的沙特麦加轻轨2024年朝觐运
营任务圆满完成，这是中国铁建第 10次
圆满完成朝觐运营。该项目是当前全球
设计运能最大、运营模式最复杂、运营任
务最繁重的轨道交通项目。

自6月13日凌晨4点整开始，在7天6
夜的时间里，沙特麦加遭遇极端高温天气，
室外温度最高达51.8℃，项目团队持续工作
158小时，运营里程累计5万多公里，累计发
行列车2206列次，乘客209.4万余人次。

这也是35岁的中国铁建沙特籍员工
拉扬第10次参与项目朝觐运营。

“2010年，我刚刚大学毕业就来到这
里，从项目的一名车站值班员干起，成长为
站长、副经理、经理，实现了自己的职业发
展梦想！”拉扬表示，在中国企业工作的这
些年，他不仅实现了职业发展之路，还深受
中国朋友们勤奋、敬业和严谨精神的影响，
学习到了关于轨道交通运维领域的技术和
知识，成了外籍员工中的技术骨干。

沙特麦加轻轨作为中国企业在中东
地区建成的首条轻轨铁路，也是沙特第
一条轻轨铁路，于2010年11月13日开通
运营。线路全长 18.25公里，共设 9座车
站，往返于 3 个朝觐地区。在 10 年的运

营中，中国铁建重视属地员工职业发展，
为属地员工们量身定制培训教材，开展系
统化职业培训和“中国导师”帮带活动，累
计培训外籍员工约6万人次，覆盖车站核
心员工、乘务人员等多个岗位，培养了600
余位像拉扬一样的中、高级技术人才，让
更多的外籍员工走上了管理岗位，为当地
输送了大量轨道交通运营技术人才。

中国铁建在麦加轻轨项目不仅提升
了中国企业在中东地区的品牌影响力，
也为中沙两国友好往来贡献了企业力
量。2016 年 1月 18 日，在对沙特阿拉伯
王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沙特《利雅得报》发表题为《做共同
发展的好伙伴》的署名文章指出，中国公
司在圣城麦加铺设的轻轨项目为来自全
球的穆斯林朝觐者提供了便捷服务。

来自沙特吉达的乘客费萨尔对此深
有感触：“麦加轻轨让我们的朝觐之旅便
捷、顺畅，让我和朋友们感受了一次完美
的乘坐体验！”

为应对今年的极端高温天气，车站站
台沙漠空调系统24小时运转，利用水蒸气
蒸发达到制冷效果，为站台内提供适宜的
温度与湿度。中国铁建注重多元文化关
怀，提供多语言服务，精心设计轻轨车厢设
施，引入智能化系统，动态跟踪实时信息，

为乘客带来舒适的乘车环境。
麦加轻轨项目自2010年正式投入运营

后，中国铁建先后承担了2010至2014年，
2018至2019年，2022至2024年的运营任
务，成功运送超过2500万名朝觐者，在中东
地区打响了中国企业轨道运营的品牌，获得
沙特社会各界及全世界穆斯林的高度赞誉。

在赞誉的背后，是中国建设者的科
学管理和辛勤汗水。面对来自全球各地
的朝觐者，中国铁建创造性地将中国铁
路“春运”运营管理技术经验与沙特麦加
轻轨运营需求结合，根据朝觐流程和人
流波段，制定出ABCDE五种运营模式。
以运营最为繁忙的C模式为例，2024 年
该模式客运量达到31万人。

“10多年前，刚到这里的时候，还只是
一片荒漠。现在，我们为全球穆斯林留下
了一条便捷的朝觐之路！”中国铁建沙特麦
加轻轨运维项目经理张龙表示，这也是中
国企业积极践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携手当地共创美好未来的真实写照。

在中国铁建牵头下，项目团队注重
强化国际化资源配置，联合中国铁路北
京局集团、西门子、奥迪斯等30多家中外
企业，建立了一体化运营体系，带动了中
国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出海，展示了
中国企业的技术实力和风采。

麦加轻轨项目提升中企在中东影响力
■ 本报记者 宗赫

出海或将成为中国企业未来发
展的必答题。《艾媒咨询|2023-2024
年中国企业出海发展研究白皮书》
显示，29.5%、39.4%的大、中型企业
已实施出海战略，28.9%的小型企业
有布局出海的计划。

从“单打独斗”到“生态矩阵”

在新质生产力引领发展的背景
下，中国企业如何携“新”出海？恺
英网络 IP商务负责人娄榕榕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从商品出海、产品出
海到现在品牌出海，企业出海内涵
不断丰富。中国制造和中国文化也
在出海过程中体现出独特优势。

“我们通过与最新科技和更新
的生活方式结合，产品更具竞争力；
通过文化赋能出海的游戏产品也更
具延展性。此外，现在中国开放的
政策也给企业增添出海底气。”娄榕
榕说。

元隆雅图华东区行政总裁、QM
谦玛运营总裁林庆霖表示，出海已
成为中国企业寻找未来增长点的关
键布局。这种趋势也助推整个产业
链集体出动，形成“生态矩阵”。“我
们去年开始进行海外矩阵布局，从而服务不同品牌
的出海业务。基于多年数据化能力，成立AI研究
院研发智能选号和自动化内容生成服务，助力品牌
出海的营销效率。”

声网公共事务总经理陈宝金认为，企业出海不
仅要有产品或服务的独到之处，也需要强强联手，
与中国出海的其他伙伴或当地生态伙伴去合作。

从简单“走出去”到全球化布局

速度和规模出海之后，企业需要思考如何从简
单的“走出去”迈向更深层次的全球化战略布局。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营销系副教授叶巍岭认
为，全球化意味着企业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
源、配置要素，实现技术、人才等要素的全球流动和
优化配置。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不仅要在海
外设立生产基地、研发中心、销售网络，也要加强与
国际企业的合作与交流，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从成长角度看，中国企业进行全球化布局面临
挑战。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蒋诗萍观察，
企业要想有长远发展还是要靠品牌建设，而品牌建
设的关键在于差异化。目前，由于技术红利等方面
加持，诸多领域的出海尚属“蓝海”，未来市场竞争
加剧的背景下，需要借助新质生产力为代表的科技
力量，解决企业落地、发展等痛点。

成为真正的全球化企业任重道远。叶巍岭强调，
打造真正的中国品牌，企业需要在社会责任、消费者
研究以及与员工共享愿景使命等方面进行提升。

叶巍岭说，中国企业要加强 ESG 等方面的能
力。布局跨文化市场时了解当地文化、使当地员工
认同企业发展理念是企业长期生存的关键。

中
国
品
牌
携
﹃
新
﹄
出
海

■
高
志
苗

“中国与东盟已连续四年互为最大
贸易伙伴，双方也互为重要的投资合作
伙伴。在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快速发
展中，双方电力装备制造产业合作呈现
出活跃态势。”RCEP产业合作委员会主
席许宁宁近日在2024中国—东盟电力装
备制造产业合作创新大会上表示。

在电力投资方面，2023年，中国主要
电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金额44.23亿美
元，涉及项目共 34个。其中在东盟国家
投资额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9%，涉及
项目数量占项目总数的26.5%；在对外工
程承包方面，2023年，中国主要电力企业
年度新签境外工程承包合同金额 264.55

亿美元，涉及项目 205个，其中在东盟国
家新签项目合同金额占合同总额的
16.1%，新签项目数量占总数的26.8%。

许宁宁解释说，中国与东盟电力行
业合作紧密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一是
双方产业互补性强。中国生产的电力产
品、从事的电力工程项目、电力设计项目
的性价比优势明显，符合东盟国家的需
求。二是东盟致力于经济增长，对电力
需求大，电力行业呈现许多新商机。三
是双方相互开放市场，双方包括电力产
品在内绝大多数产品的贸易关税是零。
四是双方交通便利，具有山水相连的合
作区位优势，来往方便，易于电力企业的

投资贸易、经营管理。五是中国企业通
过在东盟设厂生产的电力产品，利用东
盟国家的国际贸易政策，可销往更广阔
的国际市场。六是双方电力行业及其企
业的合作已经具备良好的基础。双方政
府间已就电力合作达成一系列共识，如
正在执行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五年
行动计划（2023—2027）》提出，加强各国
电力规划沟通，共同促进区域电网建设、
改造和重建，推动电力互联互通和电力
贸易，向建立区域统一电力市场发展。

当前，面对全球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
带来的挑战，更加需要深化中国与东盟在
电力行业的合作与交流。中国电力企业联

合会监事长潘跃龙建议：一是要加强能源
投资和产能合作，综合考虑东盟国家的资
源优势和中国电力的装备、技术、管理和资
金优势，提高各国能源电力清洁化可持续
发展水平。二是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提升能源资源贸易便利化水平，实现能源
电力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三是
加强能源电力标准互认互通。加强标准研
究、制定、互换、互译、互认、转换、推广工
作，消除技术壁垒，为电力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和电力产能合作提供技术保障。四是加
强能力建设和人才培训的合作，推动知识、
技能和经验的分享，为电力行业的可持续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与东盟电力合作呈现出活跃态势
■ 本报记者 周东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