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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水果自由”要来了
如果列一份“当代中国人舌尖

幸福指数榜单”，东南亚热带水果

普 及 程 度 应 该 能 挤 进 榜 单 的 前 十

名 。 从 曾 经 高 攀 不 起 的 “ 榴 莲 刺

客”，到如今超市里“金枕头”堆

成小山——中国人的舌尖早已被东

盟水果的“甜蜜风暴”所征服。而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谈判

实质性结束，这场风暴更将升级为

“超强台风”——“榴莲自由”“山

竹自由”“红毛丹自由”⋯⋯这些

离我们或许比想象得更近！

回看历史，东盟水果在中国人

餐桌的“上位史”堪称一部“关税

谈判开放史”。

2010 年中国—东盟自贸区 1.0

版落地时，7000 种东

盟 商 品 实 现 零

关 税 进 口 ，

越 南 龙

眼 、 泰

国山竹价格直接便宜一半。水果老

饕们不会忘记，以前一个榴莲动辄

要卖几百元，现在几十元就能抱回

家。到了 2025 年的今天，3.0 版谈

判更是将放出罕见大招：食品供应

链互联互通、海关程序简化、卫生

检疫标准互认——这些看似专业的

术语，翻译成“吃货语言”就是：

更新鲜、更便宜、更安全！

以素有“水果之王”之称的榴

莲为例，过去从泰国果园到中国超

市货架，需经历繁琐的通关检验，

运输损耗高达 20%。而 3.0 版谈判

推动的智慧海关和检验检疫绿色通

道，让榴莲的“跨国旅行”时间至

少 缩 短 30% ， 甚 至 能 实 现 “ 树 上

熟”直送，口感堪比现摘。按身处

中国海南的东南亚水果贸易商的说

法：“以后榴莲价格可能比国产苹

果还亲民！”

中国与东盟的水果贸易，本质

上 是 一 场 “ 温 带 与 热 带 的 甜 蜜 互

补”：中国人迷恋榴莲的绵密，东

盟人钟情苹果的脆甜⋯⋯3.0 版谈

判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互补性。首先

是标准互认。泰国榴莲的农药残留

标准与中国同步，无需重复检测，

成 本 直 降 15% ； 其 次 是 产 业 链 延

伸。马来西亚的冷冻榴莲肉、越南

的龙眼干加速进入中国市场，火锅

店里“榴莲鸡煲”等新菜品有望更

加普及；最后是技术合作。中国电

商平台的冷链技术反哺东盟，泰国

果 农 也 学 会 了 直 播 卖 货 ， 边 摘 边

播，粉丝还可以“云监工”。

更有意义的是，3.0 版谈判还

专设“中小微企业”章节，鼓励两

国小商家直接对接。未来，广西的

榴莲代购小哥或许能跳过中间商，

直接连线曼谷果园，实现“榴莲拼

多多”。

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谈判

不仅关乎水果价格，更将重塑中国

人的“水果消费地图”：首先是品

种扩围，像马来西亚的黑刺榴莲、

菲律宾的巧克力山竹等小众品种，

也将借助关税减免和物流升级登陆

中国市场；其次是品质升级，越南

红心火龙果贴上中国的有机认证标

签，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种植全过

程 ； 最 后 是 文 化 破 圈 ， 泰 国 的

“榴莲节”、菲律宾的“芒果嘉年

华”均在推进举办中国巡回计

划，热带水果“中国游”或将

成为新潮流。

曾 经 有 农 业 专 家 担 忧 ，东

盟水果大量涌入可能冲击中国

本 土 产 业 。 但 如 今 来 看 ，竞 争

非 但 没 有 伤 害 中 国 水

果 产 业 ，反 而 助

推 其 加 快 升 级 步 伐 。 一 个 典 型 案

例是，海南的榴莲种植基地已悄然

兴起，国产榴莲未来或许能与泰国

货“掰掰手腕”。这正印证了那句

话 ：最 好 的 合 作 ，是 让 彼 此 变 得

更强。

当中国顾客在直播间抢购“99

元包邮”的猫山王，当泰国果农用

中文喊出“老铁 666”，中国—东盟

自贸区 3.0 版谈判的宏大叙事，最

终将化作寻常百姓家的百果香甜。

这场跨越山海的甜蜜互动背后，不

仅是贸易数字的增长，更是一场生

活方式的升级——从此，中国人的

“热带水果自由”不再只是梦想，

而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 朱 旌

猫屎咖啡为何那么贵？
对大多数消费者来说，猫屎

咖啡是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在

其原产地印度尼西亚，每磅（约合

0.454 公斤）猫屎咖啡的批发价为

300 美元至 800 美元不等，视年份

和品质略有浮动。而经过“大厂”

烘焙后的品牌咖啡，每磅价格一

般都在 1000 美元以上，个别大品

牌能卖到 3000 美元/磅。

猫屎咖啡“名不虚传”——它

真的是从麝香猫的排泄物中搜集

而来的。

大约从 18 世纪初开始，印度

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爪哇岛等

地就开始广泛种植咖啡树，而这

里也正好是麝香猫的栖息地。根

据资料记载，当地一些穷苦农民

想喝咖啡却买不起，正好有人从

麝香猫的粪便中找到了未被完全

消化的咖啡豆，于是试着将其清

洗后磨成咖啡粉，结果发现味道

居然比普通咖啡更好。

然而，猫屎咖啡真的有那么

好喝吗？至少在当今这个时代，

非也。

目 前 ，咖 啡 业 界 公 认 的“ 王

者”是一种名叫瑰夏的品种。瑰

夏咖啡原产于埃塞俄比亚的瑰夏

山，口感微甜，伴有花香。据说，

顶级瑰夏咖啡豆的外观会呈现出

非常漂亮的蓝绿色，手感温润有

如玉石，而且不同品种的瑰夏咖

啡豆还有不同的味道，比如青草

香、桃子味、浆果味、奶香味。

多年来，许许多多咖啡师选

手带着自己选育、烘焙的瑰夏咖

啡前往参加素有“咖啡界奥运会”

之称的世界咖啡师大赛。而在大

多数届次的比赛中，最终的获胜

者均为瑰夏咖啡，其手下“败将”

不仅包括猫屎咖啡，还包括波本、

卡杜拉、卡杜艾、帝比卡等多个世

界知名咖啡品种。

不过，好东西的价格并不一

定 高 不 可 攀 。 瑰 夏 虽 然 口 味 出

众，价格却非常亲民，1 克普通瑰

夏 咖 啡 豆 在 原 产 地 的 售 价 只 有

3 元人民币，算起来一杯咖啡的成

本不过 50 元，相较于动辄两三百

元一杯的猫屎咖啡，确实称得上

物美价廉。

这种口味与价格的错位是如

何产生的？

其实这就是经济学中的稀缺

性原理在发挥作用。

麝香猫本身就是一种小型动

物，食量不大，种群数量也不多，

产量必然不大。而瑰夏咖啡是种

植型品种，只要选育优质的种子，

找到合适的环境，辅之以精心种

植，自然能够大规模生产。正所

谓“物以稀为贵”，稀缺的猫屎咖

啡自然更容易在价格上战胜供应

充足的瑰夏咖啡。

顺便说一句，如今的猫屎咖

啡之所以“口味平平”，并不仅仅

是因为越来越发达的咖啡产业和

越来越多的咖啡品种把人们的口

味养“刁”了，更重要的是因为现

在 的 猫 屎 咖 啡 大 多 是“ 半 人 工 ”

制品。

根 据 专 业 咖 啡 品 鉴 师 的 观

点，野生麝香猫的肠胃其实并

没有什么神奇效果，只是因

为野生麝香猫只会挑选最

成熟、味道最甜的咖啡豆

食用，这样“制成”的咖

啡 豆 自 然 品 质 更 好 。

而在当今社会，为扩

大生产规模，许多农

场 会 人 工 养 殖 麝 香

猫 ，人 工 喂 食 咖 啡 果 。

此举相当于直接跳过了麝香猫自

然筛选果实的“猫猫优选”环节，

自 然 也 就 导 致 了 猫 屎 咖 啡 品 质

下降。

看样子，哪怕是麝香猫的“小

肚子”，也跳不出那个最基础的原

则——品质这件事儿，还得从源

头抓起。

哥伦比亚与

﹃
一带一路

﹄
的时代交响

李子健

2022 年 8 月 ，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

在其就职演说中引述了

本国文学巨匠加西亚·马

尔 克 斯 所 著《百 年 孤 独》

的 结 尾 ：“ 羊 皮 卷 上 所 载

一 切 自 永 远 至 永 远 不 会

再重复，因为注定经受百

年 孤 独 的 家 族 不 会 有 第

二次机会在大地上出现。”

随即，他话锋一转，以充满

力量的语调宣示：“今天，

这第二次机会已然开启。”

如今，哥伦比亚正式

加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大家庭，为这一深深期

许注入了动能。牵手“一

带一路”，是中哥建交 45

周年之际两国战略伙伴关

系持续发展的里程碑。

哥 伦 比 亚 迫 切 寻 求

并 珍 视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

带来的机会，源自国家发

展 的 内 生 需 求 。 基 础 设

施的相对滞后，特别是交

通瓶颈，一度让这个国家

的 发 展 之 路 如 安 第 斯 山

脉 般 崎 岖 漫 长 。 首 都 波

哥 大 市 民 中 流 传 的 无 奈

调侃“波哥大距离波哥大

两小时”，正是 长 期 交 通

拥堵的真实写照。

正在由中国企业承建

和参与运营的哥伦比亚迄

今最大基建项目之一：波

哥大地铁一号线，将改变

城 市 的 未 来 。 截 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波哥大地铁

一号线已完成约 54%的建

设进度，直接或间接创造了约 1.3 万

个工作岗位。波哥大地铁一号线项

目 公 司 副 总 经 理 玛 利 亚·康 斯 坦

萨·博特罗表示，地铁投入使用后，

首末站两地通勤时间将从近 3 个小

时缩短至 27 分钟，预计将有 300 万

民众直接或间接地从这一改变中

受益。

哥伦比亚对共建“一带一路”的

热情，也根植于两国间日益密切且

成果丰硕的经贸往来。中国

已 连 续 多 年 成 为

哥 伦 比 亚 第 二 大 贸 易 伙

伴，哥伦比亚则是中国在

拉美地区的第五大贸易伙

伴 。 2024 年 中 哥 贸 易 规

模达 1496.3 亿元，同比增

长 13.1%。今年前 4 个月，

中 国 对 哥 伦 比 亚 进 出 口

483.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5%，规模创历史同期新

高 。 农 产 品 合 作 尤 其 亮

眼，哥伦比亚已成为中国

咖啡、鲜切花的第三大进

口来源地，今年前 4 个月，

仅咖啡进口额就达 4.7 亿

元 ，鲜 切 花 进 口 亦 增 长

14.6%。这些实实在在的

利益，让哥伦比亚各界对

共建“一带一路”带来更广

阔的中国机遇充满期待。

哥伦比亚哥中投资贸

易 商 会 执 行 董 事 英 格 丽

德·查韦斯说，哥伦比亚与

中国的合作潜力巨大，加

强与中国的关系，能帮助

哥伦比亚实现发展伙伴的

多元化。

放眼拉美，阿根廷的

“基塞”水电站、秘鲁的钱

凯港等众多标志性项目纷

纷落地，为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作为

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中

拉携手不仅共筑潜力巨大

的市场，也为双方民生发

展和全球共同繁荣增添了

新动能。作为拉共体轮值

主席国，哥伦比亚选择加

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大家庭，正是顺应这一区

域合作与共同发展的时代潮流，展

现了其在推动国家发展与促进中拉

合作方面的坚定意愿。

从对“第二次机会”的呼唤，到中

哥建交 45 载的互利合作，再到拥抱

共建“一带一路”，哥伦比亚正以积极

的姿态描绘国家发展的新图景。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哥伦比亚将乘着

共建“一带一路”的东风，与中国共同

谱写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篇章，

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拉命运共同体

贡献力量。 （据新华社电）

□ 陈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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