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年來，陳有慶每朝七時起床，保持做運動的習
慣，一家人包括太太和兒媳等，出門上班前，準

會集合在大宅健身房做至少半小時帶氧運動。「我10
年前，還有和兒子一起打沙灘排球，現在年紀大，不
能做劇烈運動，但每朝仍要舒活筋骨一下，否則，下
午便覺得累了。」說時，他顯得神采奕奕。
陳有慶是亞洲金融集團董事長，雖則集團日常運作已

交給兒子和下屬打理，但仍舊每天上班，記者訪攝當
日，他還有另一午餐會活動，聽取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對
財政預算案的解說，可謂老當益壯。這位金融集團掌舵
人、受人尊敬的華僑領袖，多年來，敬業樂群，發家之
後，不忘回饋社會，有些人誤會他是含㠥金鎖匙出生的
富二代，事實上，他一路走來絕非平坦。

一邊種田一邊唸書
「我在14歲之前，一直在家鄉潮陽一邊種田，一邊

唸書，由於戰亂，我們無法回到泰國，與父分隔兩
地，甚至給我們寄錢都無法收到，家裡只有一畝田，
故不得不幫忙母親下田，母子在老家過了一段頗為艱
難的日子。」
陳有慶父親是著名的泰國僑商陳弼臣，是泰國最大

的商業銀行盤谷銀行創辦人，該行更曾是全球五大最
賺錢銀行之一，因父親堅持大兒子必須在中國出生，
故1932年，原在泰國的母親，便坐船漂泊十幾天，回
到廣東老家潮陽，剛到汕頭，陳有慶出生了，也圓了
陳弼臣的心願。
抗戰勝利後，1946年陳弼臣把14歲的陳有慶接到香

港，他先後就讀九龍華仁書院和港島嶺英中學，四年
後，回到泰國，一家團聚，父親為栽培他接管家族生
意，安排陳有慶白天在下屬的亞洲信託學習點鈔、發

存票、入賬等從低做起，晚上則進修會
計、金融等課程。
1953年，新婚不久，他即偕同妻子奉父

之命到美國紐約，白天在銀行工作，晚上
到哥倫比亞大學進修，兩年後，年僅23歲
的陳有慶，再奉父親之命，到香港汕頭商
業銀行(亞洲金融集團前身)開拓海外業務，
並經營泰國大米出口香港生意，從此，闖
蕩商界，開始在港逾半世紀金融事業。
「香港鋪墊了我服務社群的道路，也是

香港連結了我與祖國的情懷。」陳有慶由
衷地說。

亞洲僑商建基香港
陳有慶和很多在香港拚事業的企業家一

樣，嚐盡甜酸苦辣。早於1946年，陳弼臣就入
股香港汕頭商業銀行(1995年易名為亞洲商業銀行)；50
年代，香港初現經濟活力，亞洲許多僑商漸將目光投
向這個充滿機遇又帶點風險的地方，陳弼臣是其中一
位。
以泰國盤谷銀行創辦人的眼光和經驗，他於1959年

來港，與張明添、曹耀、黃錫彬、洪祥佩、蔡章閣、
黃克立、馬澤民、陳漢華、馬錦燦、吳祥川、劉奇

和大仔陳有慶等，創辦亞洲保險(現為亞洲金融集團屬
下機構)。在那個年頭，保險、銀行等都由外資公司把
持，華資很少。
「銀行貸款對我們這些小公司來說，難上加難，開

始階段只有默默耕耘，在華人的網絡逐步尋找突破和
立足點，一點一滴地做起，由小到大不斷積累。」亞
洲保險經幾十年發展，漸次成為香港一般保險市場前
列。2006年陳有慶決定將亞洲金融集團旗下的亞洲商
業銀行放盤出售，最終以接近2.5倍賬面值的高價(45.8
億港元)出售予馬來西亞大眾集團，所得資金大部分投
放到集團旗下的亞洲保險及其他投資項目。另方面，
亞洲金融集團也已在90年代於香港成功上市，業務除
金融保險外，在退休金管理、房地產、醫療等方面都
有所拓展。

擔社企責任助弱勢
陳有慶表示，隨㠥時代變遷，在營商的同時，他所服

務的亞洲金融集團也在與時並進。集團管理層不僅做好
傳統業務，也愈來愈注重承擔社會責任，在環保、節
能、扶助弱勢社群、持續發展等方面發揮作用。
談到祖國未來發展，陳有慶指出，新中國成立不過

60多年，但變化可用天翻地覆形容，在人類發展史

上，僅用了60多年，一個13億人口國家發生的變化之
大，絕對是奇跡，這不僅是中華民族振興的顯著表
現，也是中國對世界的一個重大貢獻。
陳有慶說，幾十年來，一直與香港和祖國風雨同

步，親身體驗歷史的變遷與進步，最難忘的是1984年
12月19日作為觀禮團成員，出席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
的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儀式，見證中華民族一個非常時
刻；還有1997年7月1日，見證香港回歸祖國，這一幕
一幕，今天講起來，像故事，像電影。「對像我們一
樣的多代華僑來說，那一刻是實實在在回家的感覺，
很興奮很溫馨，也很有一種濃濃的自豪感。」
「世界經濟增長趨勢正向東方轉移，特別是中國，正

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自2006年起，中國的外匯儲蓄
超越日本，位列世界第一，中國在國際事務上扮演愈來
愈重要的角色，近期有關抵禦國際金融危機、重整世界
經濟格局等相關議題上，增加了難得的話語權，這是以
前不敢想像的事情啊！」陳有慶有感而發地說。

■2010年9月7日陳有慶(左二)獲頒香港浸會大學第五屆榮譽大學院士

在港半個多世紀，陳有慶拚事業之餘，還把時間和精力，
投放於服務僑界、社團等工作，多年來，只要國家和社會有
需要，他必盡力而為，出錢出力。他先後擔任很多公職。
多年來，陳有慶因㠥自己家族在東南亞的網絡，為國家和

家鄉擔當橋樑角色。他本身是商家，也擔任了四屆全國人大
代表，對國家和香港的政策和經濟發展比較了解，於是把親
身的經歷和體會，主動向海外華商朋友作宣傳解釋，以增進
他們對祖國的認識，鼓勵他們積極投入祖國的經濟建設，把
握中國百年不遇的經濟發展良機。
在香港，華僑、歸僑、僑眷來自世界各地，佔全港人口逾

三分之一，他們與世界各地幾千萬華僑華人有㠥直接的聯
繫。由於海內外華人華僑都有㠥深厚的家國情懷、豐富的投
資經驗及國際資源，是促進國家發展的一支獨特力量，具有
無限的潛能。所以無論擔當香港僑界社團聯會的創會會長、

香港中華總商會兩屆會長、世界華商大會的發起人、國際潮
團聯誼會的發起人，還是接替德高望重的莊世平先生，出任
中國僑聯副主席，或以中國僑商聯合會會長和中國投資企業
協會常務副會長等身份，服務廣大華商、僑胞，陳有慶都視
為重大責任和義不容辭的工作。

圓幾代華僑心願
在中國興建一座記載華僑歷史的博物館，一直是包括陳有

慶在內，幾代海外華僑的心願，去年9月14日，中國華僑博
物館終於在北京奠基，捐資五百萬人民幣贊助興建的陳有慶
出席典禮致詞時表示，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是著名僑領陳嘉
庚於1960年倡議建設，得到周恩來總理贊成，但計劃一直未
能落實，歷屆中國僑聯和許多海外僑胞為此夙願不懈努力，
如今終破土動工，故心裡感到非常欣慰和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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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0歲的陳有慶，絕非含㠥金鎖匙出生的富二代，小時候，更曾在家鄉潮陽與母親胼手胝足種過田，一邊還要唸

書。陳有慶連任四屆全國人大代表，他的金融家族，廣為人知，書寫了一頁中國華人金融傳奇，而從父親那一代開始

的三代陳家人，一直沒有忘記祖國，發財立品，他們報效家國，造福鄉梓的事跡，更令人津津樂道。

華僑世家一生報效祖國家鄉

半世紀服務僑界社團 喜見華僑博物館動土

■陳有慶伉儷與兩位兒媳等合影

■1983年陳有慶與家人回鄉合影

■2011年陳有慶(左)獲頒香港大學榮譽大學院士

■二零零四年獲泰皇御賜皇冠二等勳章 ■陳有慶與父親陳弼臣合影

陳有慶形容，中國發展的「速度」和

「規模」是最令人感觸的，進入21世

紀，國家又從「速度」向「質量」轉

化，每次回內地準會有新的感覺，了解

內地目前最需要的已不是當年的「資

金」，而是「服務」，所以，這些年他都

積極參與香港與內地的交流，以商會或

個人名義提交有助兩地業界持續發展的

建議。

展望未來，陳有慶認為，隨㠥國家

「十二五」規劃落實，需要的支撐服務

會相應增加，香港有國家的高度重視，

在打造人民幣離岸中心等方面，將大有

可為。「我一方面有感祖國偉大和民族

復興，現在華人可謂非常自豪；但我和

許多海外華人一樣，也盼望祖國，特別

在一些『軟件』上，如文化和教育等，

能有更多提升，以傳承中華文化，為人

類在本世紀的文明、進步與和諧作出新

貢獻。」陳有慶感慨地說。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創會會長亞洲金融集團董事長陳有慶

■2009年4月攝於俄羅斯

■陳有慶（中）1995年獲美國Pepperdine University頒授榮譽法律博士學位

文教軟件盼望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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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的陳有慶

■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北京接見陳有慶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接見陳有慶

■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

與陳有慶合照

■第一屆香港特首董建

華頒授二零零零年金紫

荊星章予陳有慶

■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去年在北京接見香港僑界社團

聯會訪京團一行，並與陳有慶握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