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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访“ 钻 石 之 城 ”

走进迪拜购物中心 （Dubai Mall），总

能看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说着阿拉伯

语、英语的“外国面孔”们，手中却经常

捧着一杯中式奶茶。

近 年 来 ， 在 阿 联 酋 迪 拜 ， 中 国 茶 饮

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为华人带来家

乡味道的同时，也成为当地人了解和体

验中国文化的一扇窗口。这里不仅可以

见到一些国内常见的品牌，还有“木木

茶”“星期 8 奶茶甜品屋”等当地华人开

设的奶茶店，而且都广受欢迎。以平价、

门店多为经营特点的蜜雪冰城更是发挥其

优 势 ， 短 短 半 年 内 便 在 迪 拜 开 设 了 3 家

门店。

研究一下中东饮食史，可以说口感清

甜丝滑、茶香四溢的中式奶茶能够在迪拜

流行起来不足为奇。当地人好茶、喜甜的

饮食习惯，为中式奶茶在迪拜遍地开花提

供了广泛的受众基础。

早 在 公 元 12 世 纪 前 ， 茶 叶 就 沿 着

丝 绸 之 路 传 入 波 斯 ， 也 就 是 今 天 的 伊

朗 及 其 周 边 地 区 。 自 那 时 起 ， 中 东 人

不 仅 对 茶 情 有 独 钟 ， 还 发 展 出 了 独 具

特 色 的 茶 文 化 。 另 外 ， 中 东 人 还 酷 爱

甜 食 。 该地区的甜点基本都是用大量蜂

蜜 、 糖 浆 、 奶 油 等 制 作 而 成 ， 甜 度 极

高 。 中 东 地 区 有 名 的 特 产 之 一 —— 椰

枣 ， 晾 干 水 分 后 的 含 糖 量 高 达 61% 至

68%。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2 年阿联酋人均糖类消费量 （包括甜

味剂、蜂蜜等） 为 29.68 公斤；同年，中

国人均糖类消费量仅有 9.05 公斤。由此可

见阿联酋人的嗜糖程度。

并 且 ， 在 中 式 奶 茶 进 入 阿 拉 伯 世 界

之 前 ， 中 东 地 区 也 有 饮 用 奶 茶 的 传

统 。 该 地 区 大 多 数 国 家 偏 爱 口 感 浓 郁

的 红 茶 ， 常 常 会 搭 配 牛 奶 或 薄 荷 一 起

煮 饮 ， 形 成 独 特 的 风 味 。 漫 步 迪 拜 街

头 ， 随 处 可 见 挂 着 “cafeteria” 招 牌 的

小 吃 店 ， 周 边 坐 着 三 三 两 两 的 当 地 居

民，手中握着一个小纸杯，杯里装的则

是 阿 联 酋 的 “ 国 民 奶 茶 ” 卡 拉 克 茶

（Karak tea 或 Karak chai）。 这 种 茶 饮 由

红茶、炼乳或牛奶、糖、各种香料调制

而成，香气浓郁、价格低廉，在迪拜非

常受欢迎。

不过，作为中东本土奶茶的卡拉克茶

和中式奶茶并没有形成激烈的竞争，反而

满足了不同消费群体的偏好。不同于当地

传统奶茶，中式奶茶以丰富的配料和多样

的口感而闻名，受到许多对东亚文化感兴

趣的阿拉伯人的喜爱。

许 多 当 地 人 尤 其 喜 爱 珍 珠 奶 茶 ， 对

“甜甜的还特别有嚼劲”的“珍珠”和椰

果更是赞不绝口。这可能是因为当地此

前并没有类似的吃食，这种新奇的口感

一下子征服了不少人的味蕾。此外，中

式奶茶的口味也很多元，除了最有名的

珍珠奶茶外，还包括清爽的水果茶、奶

盖茶等，无论消费者偏爱水果的酸甜还

是奶制品的浓郁，都能选到最适合自己

口味的一款。此外，很多中式奶茶店也

入 乡 随 俗 ， 调 高 了 甜 度 ， 以 迎 合 当 地

市场。

除 了 中 式 奶 茶 ， 伴 随 中 国 的 对 外 开

放进程，更多中餐企业、中国零食品牌

也已融入中东人的日常生活。在迪拜购

物中心的唐人街专区，海底捞、鼎泰丰

等知名中餐馆已经成为当地居民和游客

共同的美食打卡地，越来越多的外国食客

拿起筷子，体验地道的中国风味。进入迪

拜 著 名 华 人 超 市 温 超（WEMART），高耸

狭 窄 的 货 架 两 边

不仅常能看到前

来 采 购 的 中 国

人，还时常能看

到当地居民驻足

挑选，从中式调料

到速冻饺子，都可

能 出 现 在 他 们

的 购 物 车 里 。

每逢中国传统

佳 节 ，超 市

还 会 售

卖月饼、

粽 子 等

特色食品，充满节

日气息。

美食不仅是舌

尖 上 的 享 受 ， 更

是 传 递 情 感 和 文 化

的重要载体。伴随

中式奶茶为中东人

民 带 来 “ 新 甜

蜜”，中国美食逐

渐 融 入 中 东 味

蕾 ， 也 为 当 地 人

民 了 解 中 国 搭 建

起新的桥梁。

中 式 奶 茶 香 飘 迪 拜
□ 李一凡

得益于美国作家马克·吐温

的作品，毛里求斯“天堂原乡”的美

誉广为人知，但人们对它的别名——

“甜岛”却知之甚少。

“甜岛”其名来源于岛上最重要的农

作物——甘蔗。上世纪 60 年代独立之

初，毛里求斯全国耕地的90%都用于甘蔗

种植，制糖业一度创造了该国近三分之一

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九成以上的出口额。

几十年来，毛里求斯政府实施经济

多元化政策，金融业、旅游业等第三产

业发展迅速。但时至今日，制糖业仍在

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毛里求斯糖业联合组织首席执行官

德韦什·杜基拉介绍，加上蔗糖生产过

程中的蔗渣、糖蜜等副产品，制糖业对

该 国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的 贡 献 率 达 2% 以

上。同时，制糖业还吸纳大量就业人

口，除了 8000 多名甘蔗种植者外，还

包括大量从事甘蔗收割、蔗糖加工和运

输等工作的人员。“维持制糖业的可持

续发展对毛里求斯来说至关重要。”

不过，自本世纪初开始，毛里求斯制

糖业遭遇严峻挑战。一方面，毛里求斯制

糖业规模较小、人工成本较高等竞争劣势

逐步凸显；另一方面，毛里求斯蔗糖的主

要市场欧盟对毛进口食糖配额协定到期，

致使毛里求斯的蔗糖出口严重下滑。

冈尼斯·布鲁思一家世代从事甘蔗

种植，到他已是第四代，家中有近 200

公顷甘蔗地。但他抱怨，“毛里求斯地

理位置偏僻，国际货运成本较高。随着

近年来货运价格上涨，制糖业出口雪上

加霜”“周围的甘蔗农宁愿土地荒置，

也不愿意继续种植甘蔗”。

就在出口欧盟受阻之际，毛里求斯

的蔗糖遇见了中国。2021 年 1 月 1 日，

作为中国和非洲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中国—毛里

求斯自贸协定正式生效。该协定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

资、经济合作等内容。在货物贸易领域，中毛最终实现零关税

的产品税目比例分别达到 96.3%和 94.2%；在服务贸易领域，

双方承诺开放的分部门均超过 100 个。

中毛自贸协定专门为毛里求斯的蔗糖作出“关税配额”安

排：从2021年的1.5万吨配额开始，每年增加5000吨，直到2028

年达到5万吨。在此配额内，毛蔗糖关税由此前的50%降至15%。

杜基拉说：“这一安排对毛制糖业出口意义重大。此前，我

们第一次向中国出口特种糖是在 2010年。但直到 2020年，毛特

种糖对华出口只维持在 700吨至 1100吨之间。”如今有了中毛自

贸协定，意味着毛里求斯蔗糖五分之一的出口得到保证。

杜基拉强调，在中毛自贸协定框架下，毛里求斯针对中

国市场出口的特种糖“并非中国自产糖的替代品，而是补

充”。从长远来看，对中国市场的营销重点将集中在附加值

更高的特种糖细分市场。

在评价毛里求斯甘蔗特点时，布鲁思说：“作为一个小

岛，我们的甘蔗生产面积非常小。为了在国际市场上脱颖

而出，我们必须注重蔗糖的质量。我们生产的大部分是特

种糖，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2023 年 ， 在 长 沙 举 行 的 中 国 国 际 食 品 餐 饮 博 览 会

上，毛里求斯特种糖已经拥有独立展位。杜基拉满怀信

心地说：“我们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国市场贡献

巨大。” （据新华社电）

非洲甘蔗遇见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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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梦凡

在欧洲的心脏地带，隐藏着一个让全

世界珠宝爱好者心驰神往的地方——比利

时安特卫普。这座被誉为“钻石之城”的

古老城市自 19 世纪起便成为全球最著名的

钻石加工中心和贸易中心，现在仍是无数

钻石绽放璀璨光芒的起点。

从安特卫普中央火车站下车，附近的

道 路 较 为 狭 窄 ， 只 能 容 行 人 与 自 行 车 通

行。道路两旁是一间间鳞次栉比的小店，

偶有骑行者经过，随着车身在石板路上的

颠簸，留下丁零的余音。

如果您以为安特卫普是一座静谧的小

城，那可能有些偏颇了。实际上，这里不

仅商业交易繁荣，还是欧洲人口最密集的

城市之一。作为比利时第二大城市，安特

卫普的面积仅 140 平方公里，人口却有 50

万 人 左 右 ， 折 算 成 人 口 密 度 可 谓 相 当

惊人。

这背后是钻石业的繁荣发展，吸引了

大量人口来这座城市生活和工作。在当地

长 不 过 数 百 米 、 看 似 平 平 无 奇 的 “ 钻 石

街”——霍文尼斯街上，就聚集了 1700 家

钻石公司以及 4500 家钻石经销商。据统

计，繁荣的钻石业创造了 6600 个直接工作

岗位和 26000 个间接工作岗位，来自 70 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从业者每天都在这里

工作。根据安特卫普世界钻石中心

（AWDC） 数 据 ， 安 特 卫 普 每

年的钻石交易额高达数百

亿美元，其钻石出口额

占比利时出口总额

的 5%，以及对

欧盟以外出

口总额的 15%，是比利时经济发展的重要

助推器。

安 特 卫 普 为 何 能 成 为 “ 钻 石 之 城 ”？

这不仅源于其毗邻港口的优越地理位置，

也与当地规范安全的贸易环境密不可分。

早在 1447 年，安特卫普市长就以法令的形

式规定，“禁止在安特卫普购买、出售、

抵押或转让任何模仿钻石、红宝石、绿宝

石和蓝宝石的假货”。这份法令彰显了当

时城市管理者对维护市场诚信的决心，也

赢得了众多钻石从业者的信任。

此外，当地持续的免税政策也极大推

动了其钻石业的蓬勃发展。在很长一段时

间里，几乎全球范围内的行业精英都主动

或被动地将企业总部迁至此地，设计师、

工匠、贸易商也纷纷汇聚于此。他们带来

了巨额财富和丰富商业经验，帮助安特卫

普走向钻石行业的巅峰。资料显示，1950

年，全球一共只有 4 个上规模、跨区域的

大 型 钻 石 交 易 中 心 ， 4 个 全 部 位 于 安 特

卫普。

拥有先发优势的安特卫普无疑是幸运

的，但其持续的辉煌源于对钻石加工的精

益求精。

整 个 钻 石 行 业 内 ，“ 安 特 卫 普 切 割

法”都是完美加工的代名词。该工艺传承

至今已有 6 个世纪，它能够精确切割出 57

个切面，其中上有 33 面、下有 24 面。由于

每一个切面都可以捕捉到光线，经此切割

法加工过的钻石看起来会更为璀璨，因而

又被称为钻石的“完美品相”。“安特卫普

切割法”不仅是精益求精的体现，也是高

附加值的实现过程。早在中世纪，安特卫

普人就明白，裸钻固然珍贵，但切割后的

精美成品会带来更高的利润。据说，一颗

重达 10 克拉的裸钻，经过“安特卫普切割

法 ” 加 工 后 将 只 剩 一 半 ， 另 一 半 则 变 成

粉末。

目前，该项技术已成为全球钻石切割

的标准典范，吸引了大量钻石加工业务。

统计显示，世界上每 10 颗未切割的钻石中

就 有 8 颗 被 送 到 这 里 加 工 ， 全 球 80% 的

“毛坯钻石”和 50%的成品钻石都流经安特

卫普。甚至可以说，全世界每一粒待售的

钻石，无论将销往何处，都至少去过安特

卫普一次。

安特卫普钻石产业体系之所以能够发

展至今，还离不开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生态

系统支持，包括钻石银行、安保及物流服

务公司、经纪机构、旅游服务以及一系列

高端餐饮与住宿设施。

如今在珠宝行业内广为流行的“全方

位接待服务理念”，就诞生于安特卫普。

早在多年前，安特卫普的钻石商人就意识

到客户服务的重要性，并把其中的 VIP 服

务 推 到 了 一 个 新 高 度 。 客 户 在 购 买 钻 石

时，可提前与商家沟通，明确所需的钻石

类型、大致重量及设计倾向。随后，商家

会亲自携带精选的裸钻及详尽的资料前往

机 场 迎 接 ， 并 安 排 客 户 免 费 入 住 豪 华 酒

店。顾客可以在舒适的酒店环境中悠然挑

选心仪钻石，而后便只需要等待商家完成

所 有 沟 通 工 作 ， 工 坊 完 成 全 部 加 工 流 程

即可。

在此期间，不少人会

选择在安特卫普或周边

地 区 旅 行 ， 欣 赏 优 美

的自然风光；还可以

参观当地的钻石博

物馆，可以见到

矿石加工成钻石的过程、世界著名的钻石

制品，还有机会观看工匠现场加工钻石。

之后只需直接回到酒店内试戴成品钻石即

可。如果试戴后发现尺寸不合适，还可以

继续住免费酒店等待店家修改。

不过，如今的安特卫普钻石业也在遭

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安特卫普以

往在钻石原料供应上有优势，与比利时在

非洲的前殖民地有关。但目前这一渠道日

渐缩窄，使得安特卫普在钻石来源上渐入

困境。另一方面，阿联酋迪拜与中国香港

等新兴钻石市场枢纽迅速崛起，也分走了

大量市场份额。

为了应对挑战，安特卫普重新聚焦自

身的核心优势，在“安特卫普切割法”上

再做创新。他们不仅加大了手工切割工匠

的培养力度，还完善了“完美切割”的各

项标准，并尝试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结

合在一起，力争以更精细、更多样的切工

继续引领全球钻石行业的发展。同时他们

提供的“一站式服务”，以及比利时的优

美环境，仍然无可取代。即使现在全球的

钻石交易中心已经扩大到 25 个，但相信在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安特卫普仍将在世

界钻石业中占据独特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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