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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是非洲水果出口大国，水果资

源非常丰富。

从产季上看，南非全年几乎每个月

份都有应季水果成熟。譬如，在北半球

水果供应较为紧张的 1 月份，南非就有

苹果、梨、芒果、桃子、菠萝等多个品

种集中上市。从产区来看，南非境内大

部分区域都有水果种植产业，南部海岸

地区水果资源更是极为丰富。

南非水果出口行业在全球市场上占

据重要地位，这一成就离不开该国水果

出口业的先驱——莫尔特诺兄弟的卓越

贡献。

早在 1841 年，兄弟几人的父亲——

约翰·莫尔特诺就尝试将干果出口至澳

大利亚。尽管首次尝试因船只失事而失

败，但也为整个家族的发展提供了一个

新思路。研究者称，其后人在连续几个

代际间一直对水果（果干）出口抱有极大

的兴趣，并作出了一系列成功探索，在很

大程度上就是受了父辈的启发。

1892 年，莫尔特诺兄弟中的珀西

在经历了多次挫折后，终于成功将南非

出产的桃子运至英国伦敦，并在科文特

花园市场里出售，这标志着南非水果出

口贸易正式起步。

1903 年，莫尔特诺兄弟中的另外

两位——爱德华和哈里，又在邻近南非

第二大城市开普敦的埃尔金山谷尝试种

植苹果和梨，并取得成功。随后，他们

再接再厉，一方面迅速扩大种植规模，

另一方面建立起业务覆盖整个山谷的大

型水果种植企业。直到今天，埃尔金山

谷仍贡献了南非约 60%的苹果产量，是

全国最大的苹果产区。

由于出口的需要，莫尔特诺兄弟很

早就意识到农业及上下游产业相关技术

的重要性，成了那个年代南非少见的

“技术控”。比如，他们虽然没有现代育

种技术“傍身”，却很重视品种筛选，

他们会将不同地区的苹果种子带到山谷

中种植，而后挑选出最合适的品种大规

模推广；又比如，他们一直很关注其他

国家取得的技术突破，于 1934 年引进

并建造了南非首个商业化的具有温度控

制功能的“气调储藏设施”，从而延长

了水果的保鲜期；还比如，他们大力推

广冷链储运技术，使南非水果能够在非

产季时供应国际市场，有效提升了果品

的出口竞争力。

如今，南非已成为南半球最大的苹

果生产国，果树种植面积约为 2.55 万公

顷，其中 88%都集中在埃尔金山谷所在

的省份。其以出口市场为导向的行业发

展模式也延续至今，凭借世界一流的气

调储藏库，可以全年不间断地为全球市

场供应苹果。

近年来，中国苹果进口量呈现波

动上升趋势。2024 年，中国进口苹果

总量达到 9.75 万吨，消费市场越发广

阔。而位于南半球的南非，苹果出口

高峰期集中在 1 月至 5 月，正好填补了

中国国产苹果的“空窗期”，并且覆盖

春节消费旺季。从 2015 年 1 月首柜南

非苹果抵达中国，到去年以 1.5 万吨进

口 量 成 为 中 国 进 口 苹 果 第 二 大 来 源

国，南非仅仅用 10 年时间，就超越了

一 众 竞 争 对 手 ， 在 中 国 市 场 上 实 现

“后来者居上”。

不过，最近几年，南非苹果产业正

面临一些新挑战。首先，越发常见的干

旱气候导致产量下降。南非三分之二的

国土气候较为干旱，年平均降雨量为

464 毫米，远低于世界平均降雨量 857

毫米。尤其是最近几年，南非连续遭受

严重旱灾袭扰，水库水位一再下降，生

产生活用水告急。其次，南非大量老果

园正处于迭代期，苹果品种老化、产出

品质参差不齐，国际市场竞争力有待提

升。再次，南非面临较为严重的电力短

缺问题，给苹果储存和物流等环节提出

严峻挑战。最后，南非苹果的品牌形象

还在逐步建立中，尚需时间来提升品牌

的国际认知度和认可度。

除了苹果，牛油果也是南非重要

的出口水果。20 世纪 90 年代，南非培

育出优质的牛油果品种，该品种果实

大、产量高、成熟早，自 2006 年获得

出 口 许 可 以 来 迅 速 得 到 国 际 市 场 认

可。据统计，目前南非牛油果种植面

积 约 为 2 万 公 顷 ， 年 产 量 约 16 万 吨 ，

年出口量约 8 万吨，其中 97%发往欧洲

和俄罗斯。

2024 年 10 月 ， 中 国 迎 来 首

柜南非牛油果，这意味着又一

个具有巨大消费潜力的市场向南非牛油

果敞开了大门。南非业界普遍对此寄予

厚望。产业专家分析称，随着健康饮食

风潮的兴起，中国牛油果消费市场日趋

火爆。作为健康饮食的代表性水果之

一，牛油果在制作婴儿辅食、减肥健

身、早餐美容等领域的地位持续上升，

南非牛油果有望凭借优异品质成为中

国市场的“新宠”。

不过，南非牛油果要想在中国

这个大市场上站稳脚跟，还有一定

难度。去年，中国牛油果进口量约

为 4.9 万吨，其中第一大供应国秘鲁

占据着超过 71%的市场份额，市场

霸主地位稳固。同时，南非牛油果的

供应期与秘鲁、智利存在部分重合，

到货高峰期竞争极其激烈。此外，南非

牛油果刚刚进入中国市场，市场认可度

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面对“劲敌”，南非牛油果也有自

己的底气：

首先，产季优势。随着种植面积扩

大，南非牛油果收获季可以从每年2月持

续到次年1月，几乎覆盖了整个年度。由

于秘鲁、智利等出口大国均只能在部分

月份实现“定期供应”，因此南非牛油果

在中国市场拥有“专属窗口期”。

其次，外观及口感优势。哈斯等牛

油果主力品种成熟后表皮均为棕褐色，

而南非牛油果成熟后表皮仍保持鲜亮的

绿色，卖相讨喜。同时，南非牛油果果

皮更薄、个头更大，口感也与其他品种

有 所 不 同 ， 可 以 为 消 费 者 提 供 更 多

选择。

最后，品控优势。相较于

多国以小型农场为主的种植模

式，南非农场多为大规模经

营，栽培技术更专业，采后

处理能力更完善，流程管理

也更高效，能够更大程度

上保障出口产品品质稳定。

事 实 上 ， 苹 果 、 牛 油

果畅销海外，仅仅是南非水

果产业的一个缩影。尤其是

近 年 来 ， 南 非 产 的 梨、柑橘、

柠檬等产品纷纷在国际市场上占据

一 席 之

地，既满

足 了 全 球 消

费者的多样化需

求 ， 也 促 进 了 南 非 相

关产业发展、带动了当地就业，可以

说，经贸合作正成为南非经济发展的又

一引擎。

然 而 ，与 其 他 国 家 的 优 势

出口产业一样，南非水果出口

之路也遭遇了关税风暴。4 月

初 ，美 国 宣 布 对 南 非 柑 橘 产

品 征 收 高 达 30% 的 进 口 关

税，引发业内广泛关注。作为

美 国 柑 橘 的 重 要 反 季 节 供 应

国，2024 年，南非向美国出口近 10

万 吨 柑 橘 。 专 家 表 示 ，虽 然 关 税 增

加 的 大 部 分 成 本 将 转 嫁 给 美 国 消 费

者 ，但 也 必 然 会 对 南 非 水 果 出 口 造 成

严 重 打 击 。 业 界 呼 吁 ，面 对 关 税 威

胁 ，南 非 不 仅 需 要 与 美 方 加 强 沟 通 协

调 ，争 取 公 平 贸 易 待 遇 ，更 重 要 的 是

推 动 市 场 多 元 化 布 局 ，

向 更 广 阔 的 国 际 市 场 空

间迈进。

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他们明

明收入不低，但生活极度节俭，不仅在

日常生活中省吃俭用，而且几乎不参

与任何需要花费金钱的娱乐活动。每

当有人问他们，“何苦呢”？他们的回

答通常以“等我有钱了⋯⋯”“等我退

休了⋯⋯”开头。

勤俭节约确实是一种美德，但正

如古语所言，过犹不及。美国著名投

资人比尔·帕金斯在其著作《最优解人

生：如何花钱，才能无憾》中，就批评了

这种消费习惯：“极端的延迟满足等于

没有满足。青春的热烈与 30 岁的冒

险无法在 60 岁重来，金钱应兑换成滚

烫的回忆而非账户数字⋯⋯别等山顶

的风吹不动白发，才想起 20 岁该去攀

一座山。”

当然，批判过度节俭也不意味着

鼓励乱花钱。衣柜里未拆标签的衣

服、厨房角落积灰的小家电、使用次数

屈指可数的健身卡⋯⋯乱花钱的代

价不仅是自身财务压力增加，更意味

着实际生活质量下降。

那么，聪明的消费者该如何消费

呢？《最优解人生：如何花钱，才能无

憾》尝试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

与其他财商类书籍不同，这本书

不是教人赚钱的，而是教人花钱的。

书中最核心的观点是，无论是“不花

钱”还是“乱花钱”，都是糟糕的消费行

为，真正聪明的消费行为应该是“用投

资的态度审视消费”，确保每一笔钱都

能实现最大的价值产出。

那么，如何聪明地消费呢？

根 据 媒 体 报 道 ，即 将 退 休 的 伯

克 希 尔·哈 撒 韦 公 司 董 事 长 兼 首 席

执行官沃伦·巴菲特虽然富可敌国，

但 却 一 直 保 持 着 简 朴 的 生 活 习 惯 。

他 酷 爱 麦 当 劳 的 汉 堡 ，经 常 会 和 普

通 消 费 者 一 样 使 用 优 惠 券 。 而 且 ，

他 至 今 也 没 有 更 换 住 所 ，依 旧 生 活

在自己于 1958 年花 3.15 万美元购置

的房屋中。

是他特别抠门吗？显然不是。事实是，他一直是价值导向消

费哲学的支持者。巴菲特在股东大会及致股东信中屡次强调，最

值得适度“挥霍”的行为就是“投资自己”。他认为，将金钱用于教

育与技能提升，无论是语言学习、专业训练或知识累积，都是对未

来最具长期效益的投入。其名言是：“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

得到的。”

这种强反差的关键在于，他们明白，真正的财富自由不是拥有

花不完的钱，而是建立一套“让金钱为自己服务的消费体系”。

首先，从价值维度上分清支出与投资的区别。每当想要“剁

手”时，先问问自己，这笔钱是支出还是投资？比如，买一本书是支

出，但读完能拓展自己的视野就是投资；购买优质床垫看似奢侈，

但只要它能改善睡眠质量，带来健康收益，这笔花费就是值得的。

换言之，要把消费视作资产配置，尽量让其向投资靠拢，减少纯消

耗型支出。

其次，从心理维度上警惕商家的营销陷阱。聪明的消费者

需要识破商家的营销策略，也即突破“感性决策”。比如，面

对商家提供的延展服务或者“顺手加购”，消费者可尝试“拒

绝默认”，也即先取消所有附加项，再勾选自己真正需要的增

量服务。

再次，从系统维度上建立自身消费防御体系。为避免冲动消

费，可以提前制定年度消费预算和重点支出领域，同时建立消费“黑

名单”，例如先将超过自己消费能力的奢侈品放进黑名单中。使用

记账 APP 追踪资金流向也是一个有效

的方式。数据显示，坚持记账的人平

均每年能节省 15%的不必要开支。

最后，从成长维度上持续优化自

身消费决策。每月进行消费复盘，总

结高价值消费和低价值消费，以便调

整下月消费计划。

简而言之，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

的时代，真正的财务自由不是“想买就

买”，而是“该买才买”。消费者要做的

是不断积累消费智慧，确保资金流向

更有价值的地方。

海风轻拂，树影婆娑。坦桑尼亚东

南部一座岛屿上的基卢瓦基西瓦尼遗

址，曾是印度洋贸易航线上璀璨的“千年

古港”，见证过满载黄金、香料与瓷器的

商船云集的盛况。

与它隔海相望的“未来港”基卢瓦渔

港已初具规模：315 米宽的码头如钢铁

臂膀伸入大海，冷库、交易市场、办公楼、

污水处理站等配套设施的施工现场热火

朝天。这里即将见证坦桑尼亚蓝色海洋

经济的大发展。

据史料记载，中国明朝航海家郑和

曾率领庞大的船队 7 次远航，最远抵达

非洲东岸和红海沿岸。

“基卢瓦基西瓦尼遗址出土了很多

中国瓷器，这证明坦中友好交往的历史

源远流长。”坦桑尼亚国家博物馆历史分

馆馆长肖马里·拉贾布·肖马里说。

在达累斯萨拉姆接受记者采访时，

他用手指着馆内的 15 世纪中国船队史

料图感慨道：“六百年前，中国人带来了

和平贸易；六百年后，中国人又帮我们建

设通向繁荣的‘未来港’。”

这座建设中的“未来港”由中国港湾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港湾）承建，是

坦桑尼亚第一座现代化大型渔港，占地

面积约 5.6 公顷，设计年卸鱼量为 6 万

吨，能够满足大型远洋渔船的停靠条件，

预计今年 9 月完工。坦桑尼亚总统萨米

娅·苏卢胡·哈桑曾亲临项目奠基仪式，

强调其关乎国家经济民生的重大意义。

坦桑尼亚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特

别是基卢瓦渔港项目海域靠近金枪鱼洄

游路线。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这里缺乏

现代化渔港，大型渔船无法靠岸。渔民

长期只能在近海小规模捕捞，渔获易腐

烂变质，收入极不稳定。

这不仅是渔民的困境，更是掣肘这

个东非国家发展蓝色经济的瓶颈。尽管

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外海捕捞能力却几

乎空白。

“项目完工后，先进的冷库和交易市

场将彻底解决保鲜难题，让渔民们不再

为渔获滞销而发愁，也为远洋渔获的保

存提供保障。”中国港湾东非区域坦桑尼

亚水工项目经理部工程部副经理陈志

锋说。

渔港项目现场创造了近 600 个工作

岗位，其中不乏电焊工、起重工、挖掘机

手等技能岗位。“每位中国工程师带 10

多位坦桑尼亚工人，有时会放手让他们

独立操作，这种培养方式提升了当地工

人的实操能力。”项目人力资源主管埃德

温·克里斯托弗说，“我们相信，项目竣工

后，这批经过系统培训的工人完全有能

力在港口相关领域就业。”

项目组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助力

可持续发展。项目组将施工海域外围划

入保护区，严禁机械设备进入；成立的环

保小队每月开展两次“净滩行动”，对海

洋垃圾进行回收处理；改造附近的旧码

头，将登船爬梯移至远离施工现场的位

置，保障游客安全。

坐在观光船上，当地导游达乌德·吉

迪翁望着岸边日渐成型的基卢瓦渔港，

眼里闪着期待：“游客们乘船来参观基卢

瓦基西瓦尼遗址时，也能看到这个了不

起的基卢瓦渔港。等渔港建好后，会有

更多人来这里，看看我们的历史，也看看

我们的新生活！” （据新华社电）

南 非 果 香 飘 万 里南 非 果 香 飘 万 里
□ 林家全

“古港”隔海对话“未来港”
金 正 华洪立

﹃
想买就买

﹄
与
﹃
该买才买

﹄

李秋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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