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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明高中畢業，18歲就開始出來打拚，從小小的寫板員一
路做到金融公司中高層。2003年底，他和一班朋友第二

次來北京，家明坐在一個舊同事幫人打點的茶餐廳，看到桌上
和香港價格相差無幾的菜單，從來沒有碰過餐飲業的他，萌生
了到北京開茶餐廳的念頭。「菜價和香港一樣，但房租、人工
都要便宜很多，應該能做的」。

計劃開10店 利潤空間縮
家明和拍檔花了1年，才在亮馬橋找好了第一家店面。此

前，家明曾在香港做了17年的外匯，顧客全是銀行，沒有接觸
過外面的客戶。最初兩年，家明與服務生一同點單傳菜，之後
他覺得還是不夠，又走進廚房，「不清楚某個行業的特色，永
遠都成功不了」。

開支增40%  餐價不能大漲
家明和拍檔最初計劃開5到10家店面，在內地做一個品牌

出來，高峰時，他們曾開過4家店，北京3家，上海1家，但
他們去年底轉手了2家店，集中好的廚師和服務員，全心經
營餘下2家。事實上，他們的利潤空間越來越小：2004年
時，家明招聘服務員只要800塊錢，而且都不愁招不到人，
但近兩年，南方工廠搶人搶得很厲害，2,000元至3,000元都
難請到人。「餐飲業要保證菜品的穩定和服務質量，沒有好
一點的廚師和服務員，基本沒法做。」

在人口紅利快速消失的同時，家明感覺到，內地的不僅大城
市，甚至連二三線城市的房價、油價、物價都在瘋狂上漲。汽
油價和肉價比他剛來時都上漲了幾倍。「租金、水、電、煤、
人工、原材料的價格這些年都在一路上漲，我們的硬性開支比
剛開始增長40%，但我們漲價不可能漲50%，所以利潤肯定沒
以前好。」
家明有時也會去一些內地經營得成功的大的餐廳。他發現，

兩地的消費理念並不相同。「北方人可能就比較豪爽，60塊錢
的西紅柿炒雞蛋也會吃，菜品不一定好吃，商家賣的是好的服
務。但香港人精打細算，要物有所值，500塊錢的龍蝦，1,000
元的魚翅也吃，但不是便宜就要來吃，便宜不好吃也不會來。
好吃與服務好，各自推銷的賣點不同，當然，兩者都做得好會
更成功。」

內需極大 擔心通脹過猛
儘管國際金融和經濟形勢不好，但家明相信，主要會影響貿

易企業，內地的內需「太厲害」，香港在內地零售和餐飲業，
應該影響不大。他說，他最擔心的還是內地的通脹和人工問
題，會成為70年代時的香港。但短時期他仍會繼續在內地做餐
飲，看好內地，但會做高一個層次。

「為什麼這裡的人會這麼想？」
這句話可能是來北京後，邱家明

問自己最多和最好奇的問題。在剛來北京的幾年，
他從來都不看電視劇，因為看慣了港式劇情的他，
搞不明白內地劇那麼普通的事和人，有什麼感人之
處。直到幾年後，他娶了一位東北姑娘，才耐 性
子坐下來和她看趙本山的《鄉村愛情》，才明白原
來內地很多地方的很多人，就是在那樣稀鬆平常而
又雞毛蒜皮的瑣事中生活 的。

初來抗拒感 久居懂差異
回憶起剛來北京時的這些不適應，家明坦言，其

實每個人都會有不適應，只是多與少，但大部分香
港人適應環境能力比較強。他說，事實上，他和很
多香港人一樣，可能本身對內地有一些「抗拒
感」，對內地還是「有一點點怕」和「不夠膽量」，
「可能與我爸爸、爺爺那個年代都是從內地跑到香
港的有關。」
在北京呆時間長了，和內地人接觸久了，家明才

逐漸明白，原來大家在接受的教育、在各自認為的
「公理」、價值觀、人生觀上都有差別和不同。他

說，自己雖然有時會搞不清楚為什麼別人會這麼
做，這麼想，但他知道，這「沒有對錯之分」，他
不能同化這裡的人，只能被同化。

京娶東北妹 習俗難適應
家明之前有過兩次「辛苦」的婚姻和多次感情經

歷，第二任太太是在北京認識的一位東北姑娘，陪
她一起看內地電視劇，回東北老家，他才明白為什
麼內地人會看趙本山演的那些《鄉村愛情》裡的那
麼普通的事，原來那就是很多內地人真實生活的酸
甜苦辣。但是，兩地婚姻的朝夕相處，也令家明更
深刻感受到兩地人文化、性格、看法上的不同，最
終兩人婚姻又以失敗告終。

雖已內地化 不忘港親情
自言經歷過很多人和事的家明，現在已經對為什

麼這裡的人這麼想，這麼做，不再那麼好奇。但他
至今還是「挺奇怪」，「他們為什麼要相親？婚姻
好不好意思談經濟條件？」儘管在內地有過多次感
情經歷，但目前家明仍然是隻身一人漂泊在北京。
他說，現在他變得已經不相信婚姻，反而是多年的

北京生活，讓他越來越感受到家人與親情才是最重
要的。
如今，不管多忙多累，家明過年都會回香港與家

人團聚。他笑言，某種程度自己已經被內地同化。
以前，家明是每個月才打一次電話給香港的家人。
最近一兩年，他每天都要打電話回香港。「親情是
唯一的動力，這是內地帶給我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近年內地城市更新速度加快，為滿足城市的
新規劃，常需要對原有房屋進行拆遷，並對屋
主實行補償回遷房屋等措施。然而，港人葉先

生於1995年與房產開發公司簽署拆遷補償協議後，時至今日，開發公司仍
沒有為葉先生的補償房屋辦理房屋產權證。葉先生奔走多處無果，在律師
建議下，只能入稟法庭控告開發公司。

法例規定有義務幫辦證
葉先生於1995年3月，在廣州市房管局見證下，於廣州市某房地產開發

公司簽署《廣州市城市房屋拆遷補償協議書》。按約定，葉先生將自有的
廣州市越秀區房屋騰空交給開發公司拆遷，於1995年10月入住開發公司安
排的廣州市天河區某房屋，並支付57,000元的面積差補價款及500元入住保
證金。此後，葉先生卻未能成功辦理補償房屋的房產證。

香港工聯會廣州中心法律顧問、廣東佳思特律師事務所律師楊少貞認
為，開發公司將廣州市越秀區的房屋給葉先生作為回遷補償，有義務為葉
先生辦理房屋產權證。她說，中國房地產管理法律、法規已明確規定，
「凡未⋯⋯辦理房屋產權登記，其房屋產權的取得、轉移、變更與他項全
力的設定均為無效」，開發公司至今沒有協助葉先生辦理該回遷補償房屋
的房屋產權證，是不作為行為，亦是違約行為。

開發商違約可依例起訴
葉先生根據律師建議，通過當地派出所取得該回遷補償房屋公安確認的

門牌地址，依據《廣州市城市房屋拆遷補償協議書》和開發公司的工商註
冊資料，於2011年3月向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庭審中，開發
公司同意協助葉先生辦理該回遷房屋的產權登記手續。
楊少貞指出，市民在遇到此類案件時，應及早提起訴訟，以避免部分開

發商提前歇業，導致訴訟過程中找不到被告的情況發生。葉先生此案雖涉
時較長，但所幸並未超過訴訟期限。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
135條規定：「向人民法院請求保護民事權利的訴訟時效期限為2年，法律
另有規定的除外」；第137條規定：「訴訟時效期間從知道或者應當知道
權利被侵害時起計算。但是，從權利被侵害之日起超過20年的，人民法院
不予保護。有特殊情況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長訴訟時效期限。」

公證處辦理回遷房證明
此類訴訟需要原告準備該回遷房屋確切的地址，即派出所確定的門牌地

址，以及開發公司的基本工商資料。若要辦理回遷房屋的產權證明，市民
應到當地公證處，並提供身份證（本人原件、受託人複印件）、通行證、
拆遷安置補償協議、回遷證明以及公證員認為需要的其他資料。

■香港文匯報記者 肖郎平、實習記者 王悅 東莞報道

回遷房產權證 開發商應協辦 隨 內地繼續擴大對外招投資力度，
越來越多包括港資的外來投資進入內
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港人在內地設

立外資企業的基本程序如下：

工商領執照 公安刻印章
首先，到企業設立地工商行政管理局預先登記公司名稱，以此獲

取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局的許可證，然後領取工商行政管理局發放的
營業執照。領取營業執照後，企業方可到公安局刻製公司印章，並
從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獲取組織機構代碼。

國地稅外匯 登記再辦證
企業憑組織機構代碼到國家稅務總局辦理國稅登記證，到地方稅

務局辦理地稅登記證，並到國家外匯管理局領取外匯登記證。企業
持國稅登記證和地稅登記證開立人民幣和外稅帳戶，持外匯登記證
到統計局辦理統計登記證。企業憑以上證件，可獲得財政局發放的
財政登記證，以及海關發放的海關登記證。至此，企業就可以開始
合法經營事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沙飛 廣州報道

港商內地設企業程序

房租人工
北漂港商
京開餐廳遇瓶頸 4家分店縮剩2家

7年前，看好內地餐飲市場，現年40

幾歲、出生於香港一戶中上家庭的家明

打定主意到北京創業，與朋友合夥在京城創辦了港式茶餐

廳。高峰時，他與合夥人擁有多達4家分店，然而，近年，內

地房租、物價、人工的飛漲，和水電油等硬性支出的不斷大

幅提升，卻讓他利潤空間越來越薄。如今，他們的4家分店，

只剩下2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京港電視悟差別 平凡劇情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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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業主與開
發商簽訂回
遷協議的，
新 區 建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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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畢竟需求龐大，餐飲事業應大有可為；惟業界擔心通脹
長久持續，壓抑利潤空間。 資料圖片

■邱家明在青島遊玩時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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