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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老外成招商達人 點讚廣東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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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外國人：中國也是我的家
見證經濟高速發展 中國民眾愈發自信

◀來自美國的Ivan，在青
海湖和少數民族合照。

受訪者供圖

•粵港澳大灣
區濕地動植物資

源豐富，位於 「東北
亞─澳洲」 候鳥遷飛路線

上，是候鳥遷徙時的 「加油
站」 和停歇點。

•據第三次全國國土調查主要數據公
報，廣東全省濕地總面積268.4萬畝，目

前廣東濕地公園（保護區）和濕地保護率均
在全國名列前茅。

•南沙濕地修復近年取得了可喜成效。據統計，
2021年廣州南沙濕地共監測到鳥類134種，有近10萬

隻候鳥在南沙濕地棲息過冬。

•紅樹林是粵港澳大灣區重要生態
「名片」 ：廣東是中國紅樹林分
布面積最大的省份，面積有
15.96萬畝，而中國香港地區紅
樹林總面積為510多公頃。

•據《珠三角地區水鳥生態廊道建
設規劃（2020-2025年）》顯
示，廣東將利用粵港澳大灣區內
濱海地帶的聯通性，將大灣區打
造成 「候鳥灣區」 。

大公報整理

最愛粵語金曲 感受大灣區文化魅力

▲中國電子商務發展迅速，圖為工作人員15日在進
行廣交會線上直播的準備工作。 新華社

中國數字經濟
蓬勃發展

中國成全球最大
網絡零售市場

•中國網購市場不斷壯大，自
2013年起已連續9年成為全球
最大的網絡零售市場。

•截至2021年上半年，中國網購用
戶規模超8億，用戶數量在10年內
呈爆炸式增長。

•2021年，中國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為
10.8萬億，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
24.5%。

•快遞服務業也發展迅猛，2021年快遞總件數超
1000億，規模位居世界第一。 來源：新華社

美國人Ivan Corpus在廣州一所高中擔任歷史教
師，來到中國已經12年。每到周末，Ivan總喜歡到
廣州沙面島自彈自唱，彈唱的都是中文歌，間中還
會高唱一曲《我愛你中國》，在旋律中找到情感共
鳴。

Ivan說，自己來中國前，已到過歐洲、南美洲
等地區十五個國家， 「（當時）在美國，人人都在
談論中國，都說中國是21世紀下一個超級大國。如
果想見證歷史，或者成為歷史的一部分，來中國應
該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2011年，在讀完了一本有關中國歷史的書後，
28歲的Ivan便遠渡重洋，來到中國。Ivan說，中國是
他第一個到達的東方國家，還記得當時自己還在用
三星老式手機的時候，中國人人都用上了大屏的智
能機。中國的現代化程度，讓他驚訝不已。

網購便捷 遠超亞馬遜
Ivan說，在中國生活12年，讓他印象最深的是

淘寶，網購成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此外，微信的
流行，中國移動支付越來越普及，給生活帶來無比
的便利。 「在美國，大家都會上亞馬遜網購。但對
比美國家人的網購經歷，我在中國的網購體驗遠比
他們要好。送貨上門、包郵、各式各樣的商品種
類、便捷的支付方式，無不讓我在美國的兄弟姊妹
感到驚訝和羨慕。」 Ivan笑言， 「比如結他弦，我就
喜歡從網上購買。我可以自己更換琴弦， 『咔嚓咔
嚓』 痛快地換上了，就不用一遍又一遍地跑結他店
了。」

改變美式思維壞習慣
過去十年，Ivan對中國的變化也感受頗深，

「最明顯的一點是，我接觸到的中國人都越來越自
信了。中國對於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越來越有信
心。」 Ivan說，中國是一個龐大、富有魅力的大國，
中國人都越來越自信是一件好事，因為世界需要中
國。

中國也讓Ivan改變很多。Ivan稱， 「我開始會考
慮自己的言行會如何影響到每個人，我認為這種中
式的思維習慣，慢慢將我美式思維的壞習慣改過來

了。」 Ivan說，過去的他非常自我，如今能盡量
保持耐心，並考慮每個人的觀點。

Ivan的自彈自唱使得路人頻頻駐足欣
賞。 「你勸我早點歸去，我說我不想歸
去……」 對於Ivan而言，他已不想 「歸
去」 ， 「我已經把中國當做自己的家，我
的太太是中國人，孩子們是中國人，我
也越來越像一個中國人。我熱愛古老
的文化，熱愛美食，熱愛人民，這裏
有很多值得愛的地方。在這裏生活
了12年，中國絕對是我的家！」

◀廣州南沙大橋
全景。 新華社

中國移動支付發展迅速

•從2012年到2022年，中國
網民規模從5.64億增長到
10.51億，互聯網普及率
從42.1%提升到74.4%，
形成全球最龐大、生機勃
勃的數字社會。

•中國移動支付的交易規模
也位居全球第一，截至
2021年年底，中國移動支
付普及率達86%，在互聯
網用戶中的佔比達87.6%。

責任編輯：邱家妍 美術編輯：賴國良

候鳥灣區生態環境佳

【大公報訊】 「微雨中，身邊車輛飛
過，街裏路人走過，交通燈催促過，剩下獨
是我跟你……」 來自美國的Ivan掃着結他
和弦，投入地唱着香港歌手林子祥的歌

《敢愛敢做》。一個穿着校服的小女
孩，被吸引過來，悄悄地坐在不遠

處，一邊吃着零食，一邊神情專
注地聽着歌。 「中國人真的非

常友好，這裏的氛圍就像
一個大家庭一樣，我漸

漸就融入到這裏，感
覺自己是社區中

的一員。這種
融入不單

是語言，還有文化。所以我學着演唱本地的歌曲。」
對於Ivan來說，香港粵語金曲不少是他的至愛。

「我喜歡Beyond、陳奕迅、林子祥、張國榮、譚詠
麟……」 他笑說，還有很多很多歌手，數不過來。Ivan
每次來唱歌，都會帶幾本厚厚的筆記本，上面是他手抄
的曲譜歌詞，字跡工整，還整齊地標註着粵語發音。
「粵語很有意思的是，它音調很多，發音和普通話區別

很大，所以我在粵語歌下的音標標註會更密一些。」 他
告訴記者，在街上唱歌時，會有很多中國人喜歡評論他
寫的字， 「中國人愛看書法，這是在其他國家碰不到
的，讓我覺得很有趣。」

作為粵語歌迷，疫情前，Ivan也經常跑到香港看演
出、聽演唱會。他說，這幾年自己也見證着粵港澳大灣
區城市之間的交通日益便利，自駕車便可以穿越珠三角
九市，從廣州到香港看演出亦有高鐵往返，非常方便。
對於Ivan而言，生活在粵港澳大灣區，能感受到多元文
化的碰撞火花。 「我很喜歡香港。香港是一座繁華的大

都市，就像紐約一樣豐富多彩，生活節奏很快。」
Ivan覺得，自己生活在大灣區 「一小時生活

圈」 ，交通和網絡的便利，讓他生活的
半徑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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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an習慣在每個中文字下標註粵
語發音。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攝

▲德國人賀勵平見證着中
國經濟的飛速發展。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攝

【大公報訊】對於在中國生活了將近20年
的德國人賀勵平（Peter Helis）而言，過去十

年，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和生態環境的改善讓他
印象最為深刻。賀勵平目前擔任廣州開發區全球招
商總監，他說，透過廣州這座城市的
經濟發展數據，他更加能感受到中國
的飛速發展。 「作為一個 『老外』 ，
通過與中國政府相關的機構合作，我見
證了中國經濟的發展。」

賀勵平說，他在廣州見證着粵港澳
大灣區短短數年的發展成就。 「那成績令
人難以置信。」 他告訴記者，對比了多組
數據，如今粵港澳大灣區GDP已達到2萬
億美元，與意大利規模差不多，面積上則
與美國密歇根州相當，8000多萬人口則與
德國相似。 「從廣東製造到廣東創造，創
新已經成為發展的新引擎。」

2013年，賀勵平來到廣州，接任德國

商會總經理，2019年加入了廣州市黃埔區廣州開發區的團
隊。 「那時是第一次有一個區政府聘請外國人幫外國企業
在中國落戶。」 賀勵平對於地方政府的開放務實印象深
刻。如今，廣州開發區已經有超過4000家外資企業落戶，

超過200家世界五百強企業。 「我負責和這
些跨國企業溝通。這裏的企業都是高技術
企業，擁有全球領先技術，非常創新。」

迷上攝影 生態環境越來越好
賀勵平還是一位大自然愛好者。他在

廣東迷上了鳥類攝影，為了拍下各種各樣
的鳥類，他走遍了粵港澳大灣區。 「我很
喜歡去濕地或者濕地公園，去拍攝各種各
樣的小鳥。珠三角水質比以前好很多。這
裏的生物多樣性不亞於其他地方。」 他
說，最近在郊外拍攝到越來越多不同種類
的小鳥，這些無不說明中國的生態環境越
來越有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