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鐵香港段興建費用700億元，機場第三條跑道方

案更達到驚人的1,300億元。本文不討論是否應該興

建，只想問，為何香港建築費用如此貴？作為建築

公司的老闆，俊和副主席彭一邦認為，「貴得有道

理」。

遷就政黨環團 樣樣都是錢
要澄清的是，這位建築公司老闆並非認為「貴得合理」，

只是以目前的價格，的確有數得計，「因為香港要求好高」

「對海豚的保護，對環境的保護，附近的保護」，每樣都是

錢。他又笑說，不要以為跟足法例就可以開工，「夜晚一

定唔得，但日頭開工，亦試過有附近居民投訴自己返夜

班，日頭工程嘈住 覺，又要停工」，還有很多政治團體、

環保團體的聲音需要回應，要遷就，就要成本。

而且，香港對項目監管要求之高，亦遠超內地。他引述

一個聯營公司的合作夥伴說，「1個團隊可以在內地做10億

元(的項目)，在香港只能做2億元」，彭一邦認為本港對監管

人數、程序的要求過高，「每個部分都要有check point(檢查

點)，要簽紙，又有好多人寫報告，需要好多人手」。另外，

「香港地小，要 小地方起最多 ，增加土地效率，需要較

高技術」，都推高了成本。

善用有限空間 技術要求高
如此高的要求是否合理，可以探討。但彭一邦認為，

「香港唔係要平，唔係要效率，而係要問責，一有投訴就要知道邊個

負責，整個社會氣氛就係咁，唔能夠怪政府」。而且，由於社會對各

方面都有極高的要求，業界亦要進步去迎合要求，對整體社會發展亦

有好處。

或者，可以套用龍應台的一句說話：「如果說，民主政府的效率

低，是的，那是因為政府必須停下腳步來聽人民說話，很費時間。可

是，你要一個肯花時間來聽你說話的政府呢，還是一個招呼都不打就

可以從你身上快速碾過的政府呢？」或者，高昂的成本，換來更多諮

詢、更安全、更高質，亦非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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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奮強批港府短視

爭港珠澳主橋工程合約額料達百億

建造業青黃不接 技術設備人才不足

基建停滯十年 香港陰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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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建強）工程機會多，對
公司利潤有大幫助，但同時人工、材料成本增加，
俊和展望今年毛利率僅可維持3%水平，與去年相
若，但已遠高於3至5年前的0%。但無論如何，在
建築業前景理想，及內地物業發展下，集團預料未
來數年每年可以取得10%以上純利增長。
俊和已先後奪得廣深港高鐵、南港島線、觀塘線

延線的部分工程合約，截至去年9月30日，集團手
頭合約估計價值約186億元，副主席彭一邦稱，今
年會將目標投向港珠澳主橋工程合約，項目將以聯
營公司模式參與，俊和佔主導權，若成功奪得，估
計合約額將達100億元。

項目一到手 融資難題可解
如此巨額投資，公司是否有足夠資金應付？早前

該公司亦曾向大股東彭氏家族配股集資，有報道質
疑，公司是否出現融資困難。彭一邦解釋，雖然近
期投資貸款較早前困難，但只要有項目在手，尤其

政府工程，銀行都願意借錢。至於家族投放資金，
主要是希望可以保留更多「彈藥」發展，包括投資
房地產項目等。
已多年沒有發展本港地產項目的俊和，早前亦先

後在市建局土瓜灣浙江街/下鄉道項目入意向，入
標大嶼山限量地等。
俊和數年前投資越南市場，亦遠赴阿布扎比發展

地產項目，最終收益未如理想，是否影響未來「走
出去」的計劃？彭一邦表示，此為其中一個因素，
但主要是近年香港工程增多，「香港都做唔曬」，
而且本港不穩定因素較少，「香港賺3個蝕1個，海
外可能賺20個蝕10個，風險較大」。

阿布扎比項目料年中推售
受金融海嘯影響一直延後開售時間的阿聯酋阿布

扎比項目，預計今年中可以正式推出市場，彭一邦
以目標售價估計，可以錄得一定盈利，但若價格太
差，亦不排除保留收租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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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價租嚇怕 特步港開店窒步 二手慘過海嘯 「中」「美」鬥悲觀

高鐵香港段、港珠澳大橋、西
九、啟德、沙中線⋯⋯近年

香港多個「巨無霸」工程開工，
「製造大量就業機會」。但這一切在
俊和第二代掌舵人—彭一邦眼中，
這些「雨水」未免來得晚了一些。
「香港差不多十年完全沒有發展，
沒有工程」，為了生存，俊和過去
幾年的淨利潤率幾乎低至0%，艱苦
經營，這也是不少本地企業所面對
的困難。

過去數年淨利幾乎0%
沒有規模，吸引不了人才，沒有

人才，又不能證明自己有能力投標
大型工程，結果，本土企業反而在
建築業界的好景下逐漸被淘汰。
「如果好似80年代，政府講明唔要
工業，香港工業北移，我覺得無問
題，但依家，政府又好似支持，又
好似唔係。希望政府講清楚，如果
唔支持呢行，我地咪轉行，唔再搞
培訓囉」。
事實上，在基建停擺的過去十

年，建築業界青黃不接、工人老化
問題日趨嚴重，去年建造業總工會
理事長周聯僑即指，「業內40%工
人45歲以上，而紮鐵約3,000名註冊
工人中，更超過60%為50歲或以
上」。彭一邦歸咎於過去太少工
程，新一代看不到「入行」有前
景，即使應屬專業範疇的工程師，
亦被醫生、律師等比下去，「但我
唔覺得工程師受到的訓練差過
人」。彭一邦如是說。
現在，有了工程，卻又要面對外

資、中資的競爭。有中資建築公司
去年表示，大量的工程合約，令公
司本港建築合約的毛利可增至5%或
以上，彭一邦無奈指，「人地有大
水喉，有好多融資渠道，我地只能
靠低價搶單，毛利最多3%」。

70億人工島 港商無得爭
港府早前公佈策略性填海，又計

劃開闢岩洞，彭一邦認為無疑是一
個進步，讓建築公司有長遠目標去
發展，增加培訓本地新晉的積極

性。但是，「一個人工島工程要70
億，以前有幾多單工程有50億？就
算一半35億都唔多，無論技術、細
節、工程額、經驗，香港公司全部
缺乏有關條件去投標」。最終只有外
資、中資可以獲利。「填海需要龐
大 船隊，對我地公司來講成本太
高」。另一方面，在青黃不接下，雖
然基層工人必須聘請本地工人，但
中高層技術員，卻大部分為「外地
專才」，肥水仍是流去別人田。
彭一邦以台灣全力支持發展高科

技產業，韓國亦傾國之力扶助三星
為例，反問為何港府沒有支持本土

企業的政策？「自由經濟、
WTO(世貿組織)並非藉口，世界各
國都會有保護本土企業的條款，就
算內地國企，都有國家大力支持發
展」。

倡加入外資港企合作條款
因此，他建議港府未來在政府工

程合約中，可考慮要加入外資必須
與本地企業合資的條款，讓本土行
業吸收經驗，或進一步拆細合約，
讓更多中小企可以參與，建立規
模、吸收經驗，真正將「十大基建」
的黃金機遇留給香港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建強）「十大基建」為本港建築業帶

來黃金發展機遇，本地主要建築工程公司之一的俊和(0711)副

主席彭一邦卻擔憂業界「睇得到，但食唔到」，指本港的基建

已經停滯了十年，建造業青黃不接，業內在技術、設備、人才

等方面的儲備都不足，相信大部分工程只能由外資、中資公司

包攬，本地企業難分一杯羹。他建議港府在未來的工程合約

中，加入外資須與本地企業合資的條款，或拆細合約，讓更多

本地企業可以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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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建強）前
瑞銀高層林奮強成立的「香港黃金
五十」，力數香港過去十多年不思進
取，「香港已經迷失十年，但香港
人不知自己迷失」。他批評，香港十
年沒有興建任何基建，沒有興建過
一間醫院，白白錯失拓展機會。

寧派錢 產業發展欠支援
林奮強亦批評，港府有錢，竟然

不支援本地產業發展，只是輕率地
向市民派錢。或者，他與彭一邦可
以引為知己。因為這位建築工程公
司的老闆，亦指責香港近年只顧政
治爭拗，發展停滯不前。「十年
後，新加坡已經有賭場，已經有環
球片場，香港呢？」（編按：香港
亦興建了迪士尼樂園）
「香港人唔會弱過人」，林奮強

批評，香港人卻太過短視，將所有
精力去討論眼前的問題，「查某個
高官的私人感情，某個議員的感情

生活」，卻沒有人去討論長遠的發
展方向。他笑問，「依家有無成立
特別小組去研究退伍軍人症？」

依賴旅遊業 整體無進步
香港經濟相當依賴旅遊服務，但

十年來沒有發展基建，整體沒有進
步，「走出去後，只覺得香港好可
悲」。的確，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啟德發展計劃，已經曬太陽接近十
年。

■俊和副主席彭一邦直指，本港基建停滯十年，建造業青黃不接，預期

「十大基建」的大部分工程將由外資、中資公司包攬。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偉民 攝

■林奮強批評香港十年間竟沒有任

何基建發展，錯失機會。 資料圖片

■俊和今年將投標港珠澳主橋工程合約，

若成功奪得，合約額料達100億元。圖為港

珠澳大橋效果圖。 資料圖片

■俊和已奪得觀塘線延線的部分工程合

約，集團預計未來數年每年可取得10%以

上純利增長。圖為黃埔站施工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偉民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