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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李錦記首闖
內地的情景，

另一位第四代傳人李惠民曾說，上世紀80年代末，
李錦記試水內地市場，以出口形式委託經銷商銷
售，主要供應給五星級酒店。在隨後的十幾年間，
內地有了很大變化，李錦記價格也不斷適應高中低
的消費者，普及化程度提升。但因當時內地醬油行
業有高達6,000多家企業，競爭激烈，李錦記初期引
進的30多種不同包裝的產品均賣不出。

初進內地無人問津
李惠民稱，「我們不知道哪一個品種適合內地人

的口味，同時，進口又要高關稅，經銷商沒有系統
地去銷售，收貨款也很困

難」。可以說，當時
的李錦記面臨很
大挑戰。但李惠
民指出，此後
李錦記一直在
研究內地消費
者的口味變化

與健康需求，並不斷加強對銷售渠道的掌控，希望
能夠奪取更多內地市場。
李惠森亦向記者說道，比如針對北京人的口味，

李錦記在產品上特意調整了配方，北京市場上的
「京式甜麵醬」味道要比在上海賣的「滬式甜麵醬」
更淡一些。他說，一個企業如果想有好的發展，關
鍵要懂得「思利及人」。

換位思考屢獲殊榮
李惠森說，「思利及人」是從老子的《道德經》

中吸取，意思是要懂得換位思考，關注對方的感
受，同時，要擁有「直升機思維」，做到「我們大
於我」。
正是在「思利及人」的企業文化和不斷探索地區

差異的努力之下，李錦記慢慢開始掌控內地市場，
並屢獲殊榮，包括「全國餐飲業最受歡迎供貨商
獎」、「全國百家明星僑資企業」等，李錦記第三
代傳人李文達還榮獲了「中國調味品行業終身成就
獎」。同時，對於李錦記調味品如今在內地的市場
份額，李惠森自信地向記者講述，「1992年首次來
內地的時候看到北京餐廳用李錦記調味品就會非常

開心，不過現在在餐廳沒有看到李錦記才
會覺得奇怪，反倒會刻意問服

務員用的調味品是什麼品
牌的」。

設委員會改善管治
李惠森稱，隨 中國內地的發展，人們對生活品

質要求不斷提高，李錦記調味品市場的拓展重心已
經由海外轉向內地，北京更成為李錦記的發展重
點，且未來不排除李錦記在北方地區投資建廠。
成功的背後可有供其他企業借鑒的經驗？李惠森

毫不吝嗇地告訴記者一詞—「治未病」。他說，
「好多家族企業面臨問題時才考慮成立家族委員
會，事實上，這已經晚了」。因此，對於家族企業
的發展，應該「與其救療於有疾之後，不若攝養於
無疾之先。」

企業應盡社會責任
而在談到家族企業的社會責任時，李惠森稱，捐

款只是企業盡社會責任的最基本形式，李錦記一直
在思考如何用創新的方式來完成這種社會責任。他
說，比如，李錦記成立家族企業群體事務部，關注
所有家族企業的發展，幫助家族永續和企業永續，
進而對社會整體經濟做出貢獻。
此外，李惠森稱，李錦記一直定位自己為民族企

業，而一家公司的使命和民族的使命只有一致才可
稱為民族企業，因此，傳播中國烹飪文化，將中國
優秀的養生文化傳播到世界，是李錦記最大的願
望。

為了照顧上海太
太的事業，也為了

讓自己的教育方案有更多的用武之地，衛裕峰
孤身來到上海創業。「我的這套方案是一種全
新的財商教育，它關乎整個社會環境變得樂善
好施、教育下一代如何用有限財富創造最大的
幸福感、為子女打造一個德財兼備的人際環
境。」他告訴記者。

讓子女學習處理金錢
根據衛裕峰的調研，對大部分父母而言，不

求子女飛黃騰達，但求子女安居樂業，最擔憂
的是子女買不起房，成為月光族甚至啃老族；
富翁級的父母，則最擔憂子女入錯行、富而不
貴、富不過三代。在衛裕峰看來，這些擔憂都
是財商教育缺失的惡果：「財商高的人，會用
手上有限的財富，創造最大的幸福感。比如孩
子每個月拿到零用錢，既有長遠的理財規劃，
又有做慈善的計劃，這遠比一拿到零用錢就花
光來得幸福、快樂。其實所有父母內心深處更
希望的是，子女懂得感恩、施德，是否名成利
就，對父母來說都是浮雲。賺錢能力再強，不

會處理與金錢的關係，反而更遠離幸福。」

「3個錢包」作起點
為了培養孩子自律性及責任心等優點，衛裕

峰的財商教育從讓孩子支配個人生活開銷作為
起點。「具體做法我們取名為『3個錢包』，父母
要為每月花在孩子身上的開支定立一個上限預
算。把預算分成三等份。第一份歸入『儲蓄錢
包』，硬性規定要儲存起來，這筆儲蓄只能在一
些遠大的目標上（例如支付大學學費）方可動
用。儲蓄錢包同時起教育子女穩健投資增值的
功能。第二份歸入『應用錢包』，如何使用全權
由孩子自行負責，父母有監察權但行積極不干
預政策。這能教育孩子量入為出，面對慾望作
出取捨，學習為自己的選擇負責，培養知足常
樂的心態。第三份歸入『勞動錢包』，這部分零
用錢的給予並非無條件。父母可以設定一些任
務讓子女完成，按表現發放。子女自由決定是
否參與任務。而父母宜引導子女運用自己努力
所得，貢獻公益慈善事業，這是慈善領袖培育
系統的入門。」
根據衛裕峰的計算，如果孩子年儲蓄錢包為1

萬元，以購買基金定投的方法，持續定投20年，
作長線增值，孩子20歲時便可擁有近百萬元的積
蓄。

20歲可擁近百萬積蓄
一個好漢三個幫，穩固的良師益友人際環境

和優質的朋輩人際網的互動，是衛裕峰財商教
育的另一大法門。
「我們現在通過3種模式，為讓優質的朋輩力

量貫穿孩子整個人生。第一種是『活動模式』，
所有參與使用我們革命性的財商教育系統的孩
子，將會透過參與公益慈善活動及一些素質教
育課程，成為青梅竹馬般的朋友；第二種是
『探訪模式』，我們會安排孩子探訪身體力行做出
偉大善舉的好人，讓他們直接溝通，近距離感
受他們的人格魅力；第三種是『社交網絡模
式』，讓全國各地的財商教育學員通過虛擬社交
網絡互相交流。」衛裕峰說道。

社會富裕財商更重要
經過大半年的試運行，接受衛裕峰財商教育

的孩子已有近50名，而衛裕峰本人亦迎來了他的
專著《決定孩子一生幸福的財商教育》在內地
的出版。「富人看趨勢做事，窮人看結果做
事。」衛裕峰肯定地告訴記者：「隨 內地越
來越富裕，社會越來越進步，正確的財商教育
的興盛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我們順 趨勢努
力，擁有穩健理財能力、樂善好施的心、海量
良師益友的孩子將由我們培養出來，並且陸續
有來，成為未來的一股潮流。」

■李惠森以《黃

帝內經》談企業

成功之道。

■李惠森以《黃

帝內經》談企業

成功之道。

■李惠森以《黃

帝內經》談企業

成功之道。

■李惠森以《黃

帝內經》談企業

成功之道。

■李惠森以《黃

帝內經》談企業

成功之道。

■李惠森以《黃

帝內經》談企業

成功之道。

■李惠森以《黃

帝內經》談企業

成功之道。

■李惠森以《黃

帝內經》談企業

成功之道。

■李惠森以《黃

帝內經》談企業

成功之道。

■李錦記為香

港著名品牌，

現已成功打進

內地市場。圖

為李錦記在香

港工展會上的

展銷攤位。

資料圖片

■李惠森認為

「治未病」此一

要訣可供其他

企業借鑒。

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曉靜 攝

李錦記第四代傳人之一

李惠森

推動財商教育 衛裕峰培養「福娃」
有一項革命性的家庭教育方案，可讓你的孩子能在20歲時擁有百萬元的積蓄、懂

得感恩、樂善好施。更重要的是，他身邊有100個同樣擁有上述這3項特徵的好朋

友，他們之間互相扶持、合作。不論你是否對這項家庭教育方案感興趣，衛裕峰—

一個生於1970年代末的香港人，卻深信自己可以在內地掀起一場家庭教育革命。

■香港文匯報記者 許嘉俊 上海報道

港 在上海

■衛裕峰為他

的財商教育理

論著書立說。

▲衛裕峰到上

海創業，推廣

他的教育方

案。圖為衛裕

峰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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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有「富不
過三代」的諺語，南
美更有「做生意的老
子，花花公子的兒
子，要飯的孫子」的
諷寓，所有這些似乎
都向社會傳達了一個

意思，即家族企業傳宗接
代難。那麼有120多年歷
史的李錦記家族是如何斬
斷「富不過三代」魔咒的

呢？李惠森在他的小題板上寫
上4個字—「家族憲法」。
對於這份神秘的「家族憲法」。李惠

森介紹說，「李錦記家族憲法」和「李錦
記家族委員會」為李錦記家族最高權力象徵。
其中，家族委員會成立約10年，每3個月召開一
次家族會議，會議內容主要是談論家族問題，
而非企業問題。他說，這不僅避免了多數家族

企業「一回家就開董事會」的困擾；同時，家
族會議亦為家族成員建立了一個溝通平台，在
這個高度信任的氛圍中，大家一同分享健康和
壓力指數等。李惠森稱，只有建立在家族成員
健康等各項指數都達標的基礎上才能一步步去
考慮家族企業的使命。

勿只顧「企業」忽略「家族」
他接 說，內地許多家族企業之所以無法突

破「富不過三代」的魔咒，一個重要原因，就
是家族企業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了「企業永續」
上，而忽略了「家族永續」。事實上，家族企業
中家族是核心，是企業永續的前提，只有整個
家族能夠很好地維持才能更好地發揮企業對社
會的責任。此外，李惠森說，「富不過三代」
是指3個階段，即創業—守業—失敗，但李錦
記家族從第一代到目前的第四代，一直都堅持
創業，李錦記一直鼓勵「創二代」而非「富二
代」。

港 五味舖

「家族憲法」保永續
破「富不過三代」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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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森以《黃

帝內經》談企業

成功之道。

擁有逾120年歷史的李錦記，雖貴為香港四大醬園家族之一，其分銷網絡遍布世界五大洲80

多個國家和地區，然其初入內地市場時卻遭遇過「水土不適」的尷尬境地。時至今日，李錦

記已成長為全國三大調味巨頭之一，李錦記第四代傳人之一的李惠森表示，「一個企業若想

實現企業永續，立於不敗之地，就應該懂得『思利及人』的道理，始終堅持做到『我們大於

我』」。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曉靜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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