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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世紀老店遭淘汰
中興國貨月中結業
難敵時代轉變租金急升 虧蝕20年終劃句號

稱未收超瓊新方案 高國駿今再入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杜法祖）澳博主席何鴻燊

為資產分配，於農曆新年間奔走各房，有報道指之前數
度發出澄清聲明、態度強硬的二房大女兒何超瓊，提出
分產新方案，只要四房交出澳娛及澳博的股權，二、三
房也會在Lanceford股權分配問題作出讓步，交還被指非
法獲得的股份，所有股份由四房人重新分配。惟代表何
鴻燊的律師高國駿昨晚發表聲明，指至今未收到任何正
式建議書，重申何鴻燊希望把資產平均分配給各個家
庭。高國駿稱今天會再次入稟法院。

有報道指賭王滿意新方案
昨有報道指出，在賭王與二房子女多番協商下，事件

核心人物—二房大女兒何超瓊，向賭王提出分產新方
案，只要四房交出澳娛及澳博的股權，二、三房亦會在
Lanceford股權分配問題上作出讓步，所有股份將由何家
四房重新分配。根據新方案，二、三房會向賭王交還
Lanceford合共持有的澳娛31.655%股權，但同時四太亦需
讓出所持有的7.6%澳博及0.235%澳娛股權。報道指賭王
對這個新的分產方案相當滿意，並願意游說四太交出股
權。

但代表澳博主席何鴻燊的律師高國駿昨晚再發表聲
明，指有關何鴻燊資產分配已達成共識的報道，並不確
實。高國駿表示，儘管何超瓊以及何鴻燊二、三房家庭
成員向傳媒及何鴻燊發出數份聲明或消息，但截至昨午6

時，從未獲解決歸還何鴻燊於Lanceford Company Limited
公司持有股份及權益的正式建議書。

高指何鴻燊感失望及困擾
高國駿在聲明中表示，由於未有一份可接受的建議書，

何鴻燊會採取一切合適的行動。何鴻燊再次向高國駿重
申，希望取回自己在Lanceford的權益，令他可以把其資產
平均分配給各個家庭。何鴻燊希望各家庭成員能夠通力合
作，以達成一個獲各人接納的方案，令事件最終能圓滿解
決。高國駿昨向路透社透露，今天會再次入稟法院。

高國駿昨晚接受本港電視台查詢時表示，何鴻燊仍未
見到任何新建議得以落實，「我只是想表達我的立場，

何超瓊對媒體說的，與她的實際行動是兩碼子的事，我
們明天(今天)將採取任何需要的行動。」高指，何鴻燊不
只感到失望，甚至覺得非常困擾。

何超瓊發聲明強調和為貴
何超瓊則在深夜發出聲明，指她或何家二、三房成員

並無就Lanceford事件於過去一周與任何傳媒接觸，亦沒
有向任何傳媒發表聲明：「我知道爸爸希望家庭成員能
以互諒互讓、以和為貴的精神去處理此事，並達至共識。
我非常尊重他的意願，並會盡我一切努力協助解決此事，
因此我不會就具體問題作出回應，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紛
爭，我衷心希望及相信此事最終會有和諧的結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啟源)  時代洪流無情帶走

一間又一間傳統老店，有53年歷史的中興國貨公

司，將於本月中光榮結業。中興國貨成立初期，本

港經濟尚未發達，價廉物美的國產貨品深受港人歡

迎，每逢大時大節，定必擠滿購買日用品回鄉的顧

客。在高峰期，中興於旺角區共擁4間分店，聘有

近100名員工，但始終難敵時代巨輪。隨本港經濟

起飛、內地改革開放，國貨「捧場客」銳減，加上

租金急升等種種因素，中興國貨經歷20多年的長期

虧損，最終要劃上句號。

中興國貨創立於1958年，目前由家中第二代的李兆德與弟
妹掌舵。李兆德憶述，家族原經營名叫「合興隆」的商

店，主要經營木板與白米生意，但經營情況不太理想，叔父遂
決定另設新店，主攻國貨，「店名的興字便是取自舊舖，加上
主攻內地貨，故取名為中興國貨。」

國貨價廉物美港人最愛
李兆德現年已60餘歲，他表示，自中六畢業後，便協助經營

中興。因當時香港經濟尚未發達，物質水平較低，國貨因為價
廉物美深受港人喜愛。加上當時內地物資亦相當短缺，港人每
逢過節，定必會購買大批日用品回鄉，店內每日都人頭湧湧，
所有產品均成為搶購目標，「恤衫、內衣等各類產品，顧客都
是以半打、一打的大量購買，尤其是新春期間，單計臘肉已經
要由數名員工專門秤重，人龍排至凌晨2時才會散去。」

市民喜好轉變生意轉差
他指出，中興國貨於1960至70年代進入全盛期，共有4間分

店，直至1980年代，內地推行改革開放，店內生意則開始走下
坡，加上愈來愈多百貨公司、超市及商場加入競爭，市民喜好
轉變，國貨逐漸被時代淘汰，目前只餘下位於旺角道及上海街
交界的總店，「例如大地牌校褸，現在的學校都改穿風褸，不
是校褸，賣的已經不合時宜。」

五弟李兆良補充，在高峰期全港共有逾200間國貨公司，中
興國貨當年亦有如百貨公司，男女服裝、童裝服飾、鞋、中成
藥，以至傢具均一應俱全。但隨時代變遷，市民生活水平變得
富裕，國貨的「捧場客」銳減。

勉強經營雖不捨亦要捨
李兆良指出，近年生意額已較高峰期銳減，租金以及各類成

本急速上漲，令經營愈見困難。以租金為例，同區相同面積的
店舖月租已達7萬至9萬元，雖較高峰期的12萬元下跌，但一般
商戶實難以負擔。中興國貨其實亦已虧蝕20多年，一直只能勉
強維持經營，去年中與家人商討後，終作出結業的艱難決定，

「大家都希望能堅守家業，中興結業令大家相當不捨，但始終
要劃上句號。」

目前中興國貨正進行清貨，部分服飾低至10元發售。李兆良
表示，估計在8至10天後，可售出大部分貨尾，中興國貨屆時
就會正式結業。社會服務機構「生命工場」會於中興國貨結業
後，在機構網站內繼續介紹中興國貨的歷史及文化，讓年輕一
輩認識店舖的歷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為協助基層「打工仔」
紓緩交通費壓力，政府建議今年第3季將「鼓勵就業交通
津貼計劃」擴展至18區，但新計劃入息審查改以家庭作
單位的做法，卻一直遭到不同團體批評。工聯會一項調
查顯示，逾半有參與現行計劃的受訪者表示，將未能符
合新計劃的申請資格。工聯會立法會議員葉偉明建議當
局放寬限制，讓市民可選擇以個人或家庭為申請單位。

逾半受助人不符新限制
工聯會上月以電話訪問了150名曾申請現行交通費支

援計劃的北區市民，發現近半數(42%)受訪者不知道政
府即將推出新的計劃。根據新計劃的規定，申請人的入
息及資產審查均以家庭為單位，且限額會隨 不同住戶
人數而增加。調查發現，53.3%受訪者將不符合新計劃
的家庭入息限額規定；16%受訪者則不符合資產限額規
定。

葉偉明指出，不少現時符合申請資格的市民，將因新
計劃改以家庭為申請單位後遭拒諸門外，令受惠人數減
少，最終或令他們需要申領綜援，增加社會福利支出。
他認為，如以家庭為申請單位，或出現家庭成員未必願

意申報個人入息及資產的情況，不單令低薪家人未能提
出申請，更可能導致家庭糾紛。

葉偉明倡提高資格彈性
葉偉明建議當局應放寬新計劃各種限制，包括大幅提

高計劃的入息及資產限額，並讓市民可選擇以個人或家
庭為申請單位，同時放寬每月須至少工作72小時的規
定，讓兼職人士亦可申請。

工聯會引述個案指出，擔當保安員的陳先生，月入
7,000元，因超過6,500元上限而未能申請交通津貼，但
其任職停車場收銀員的太太月薪只有5,800元，可在現
行計劃下申領交通津貼。然而，新計劃實施後，他們一
家三口的入息已超過12,000元上限，令陳太太亦不能申
請。

工聯會促放寬交通津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啟源）傳統老
店中興國貨即將結業，不少老顧客都把
握最後機會，到中興國貨「掃貨」。

「貨真價實」可算是一群老顧客對於中
興國貨的最深印象，有於旺角區成長的
年輕人，因得知中興結業，即趕到店內

「淘寶」，希望買到合心意的款式配搭潮
流服飾；亦有陪伴中興國貨成長的老街
坊，特意購買店內著名的羊毛衣，作為
對中興的最後回憶。

「傳統老店總能給人一種充滿人情
味，服務態度同樣較好。」中興國貨的
老顧客周先生昨日特意到店內購買羊毛
衣，他表示，中興一向價廉物美，衣服
亦比較耐用，從20餘歲開始已經常到中
興購物，平日只要途經中興，都會到店
內探望一眾老朋友。他對於中興國貨結
業感到相當不捨，認為中興結業後，將
會再少一個懷舊地點，稍後將會再到中
興國貨懷緬過去。

年輕人掃舊款衫襯潮服
別以為國貨沒有年輕的「捧場客」，

現年20餘歲的宋先生表示，求學時期由
於在中興國貨附近的學校讀書，校服、
皮鞋都是在中興購買。最近得知中興即
將結業，故希望在中興購買舊款衣服，
用作配搭潮流服飾，「中興產品一向貨
真價實，用料比較耐用，對店舖結業總
有點不捨。」

陳先生昨日亦帶同妻子及年幼女兒到
中興國貨購物。他指出，從小居住深水

區，亦於附近讀書，記得母親每年都
會到中興國貨為他添置校服，「大地牌
校褸、的確涼恤衫，都是對中興的回
憶。」昨日他碰巧經過，得知中興準備
結業，希望趕及在中興結業前，在店內
為女兒添置外套，作為對中興的最後回
憶。他又指，區內貨廉物美的商戶陸續
結業，對於再有國貨公司結業感惋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啟源)

傳統老店中興國貨不單養育了
李氏一家，長兄李兆德與妻子
的愛情故事，同樣是於中興國
貨內，從萌芽階段發展至開花
結果。李兆德笑稱，中興國貨
當年在區內可算是薄有名氣，
自然能吸引區內年輕人到店內
應徵工作，李太便屬當中一
員。不過李兆德卻未有因「太
子爺」的身份，輕鬆贏得美人
歸，仍需花盡心思才能獲得李
太的青睞。

李兆德憶述，當年中興國貨
共設有4間分店，其中一間分店
更樓高4層，屬有名的國貨公
司，加上擔任店務員總比到工
廠打工好得多，自然吸引不少

「後生女」到中興應徵店務員。
他記得妻子最初就是於上海街
分店擔任店務員，他與妻子就
是於中興國貨內相識，雖然自
己身為「太子爺」，但就未能憑
此身份輕鬆贏得李太的青睞。

從不運用職權博好感
他笑稱，為顯示自己的正

直，從不敢運用「太子爺」的
職權，透過加薪或其他旁門方

法博取李太好感，當時可算是花盡心思才能
贏得李太的歡心。他指出，與李太的愛苗未
必算得上是「一見鍾情」，當時兩人朝夕相
對，漸生情愫，下班後經常相約到附近東樂
戲院看午夜場，「當時一般要到晚上10時至
11時才能收舖，兩人就會到附近逛街，最喜
歡是看台灣影星張美瑤及柯俊雄的電影。」

李兆德與妻子結婚逾40年，兒子現年亦已
經30餘歲。他笑稱，因為家中經營國貨生
意，兒子自出生後，身上穿的都是國貨，兒
子亦未有特別抗拒，不過現在兒子長大了，
也會嫌國貨款式落伍。他又表示，對於店內
的人事物都相當難忘，在中興國貨充滿無限
回憶，會將中興國貨永遠留存心內。

■大哥大嫂當年就是在店內相職相戀，締
結美好姻緣。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創立於1958年的中興國貨，將於本月中光榮結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葉偉明(右)建議當局放寬新計劃各種限制。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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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都會到中興國貨為他
添置校服。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光顧了中
興國貨數十
年，老顧客
各 有 心 頭
好，臨別當
然要多買一
些。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曾慶威 攝

■老顧客趕
在中興國貨
結業前進行
大採購。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曾慶威 攝

■宋先生最近得知中興即
將結業，希望購買舊款衣
服，用作配搭潮流服飾。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街坊熟客趕淘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