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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金孝賢在東亞銀行西安分行已服務11年，在

繁忙的工作之餘，他盡情地享受上下五千年中華文

化賜予這座城市的輝煌和榮耀。金孝賢經常笑稱自己已不光是「西

安通」，而是個「西安人」。因為他深深地熱愛這座城市，熱愛她

的博大精深，熱愛她的包容寬厚，熱愛她承漢唐文明的開放雄

風，熱愛她古老與現代完美結合的韻味⋯⋯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成艷妮 西安報道

港 在西安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金 孝賢與西安的緣份始於1999年的陽春3月，
喜好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的他將蜜月旅行地選

在了西安。初次踏上這片土地，金孝賢一下子便被
這座13朝古都的深厚底蘊所折服和吸引，蜜月結
束，竟一時間久久不忍離去。金孝賢或許怎麼也不
會想到，兩年後，自己竟然會再次來到這座曾讓他
魂牽夢縈的城市。來西安沒多久，金孝賢便將自己
的太太、女兒也接到西安長居，從此便「安居長安」
了，至今已11年。

南人北調 初試創業苦澀
東亞銀行是第一個到西北「吃螃蟹」的外資銀

行，2001年8月，東亞銀行西安分行在繁華的西安
北大街開張大吉。在隨後的11年裡，東亞銀行又連
續在西安開了6家支行。雖然作為最早一批來西安

的香港金融業人
士，喜歡挑戰的
金孝賢充分享受
到「吃螃蟹」的

刺激和快樂，但創業的艱辛和異地生活的不適應，
還是讓他吃盡了苦頭。
金孝賢從小生活在香港，初來西安，北方乾燥的

氣候環境讓他措手不及。第一周嗓子就發炎，後來
發展到化膿。那段時間，是他「最難受」的日子。
回憶起那段日子，金孝賢的臉上不經意間會依然

留露出一點苦澀，那時候西安空氣質量不好，再加
上到了冬天，有些近郊農村燃燒秸桿，空氣中懸浮
物很多，對空氣比較敏感的他經常不敢出門。另
外，最讓他頭疼的是生活習慣的不適應，飲食、娛
樂、休閒等的差別，讓他幾乎完全顛覆了原來的香
港生活模式。

冷門地點 熟路超本地人
在採訪中，金孝賢經常會提及一些很多西安人都

未必知道的城中村名字，看到記者的好奇，金孝賢
嘿嘿一笑說道：別忘了，我也是個「西安人」啊。
原來，東亞銀行當時有很多業務和西安的城市改

造有關，因此，金孝賢會經常去很多城中村考察和
聯繫業務。和很多城市一樣，西安的很多城中村在

未改造前，是整個城市最髒、亂、差的區域，被稱
為「城市疥癬」。為了掌握第一手的資料，金孝賢
經常和同事們出沒於各個城中村落，走訪住戶。說
起當時的感受，金孝賢坦言，剛開始時肯定有所牴
觸，但一工作起來，什麼也都顧不上了，慢慢地，
也就習慣了，現在回憶起來，有時還挺懷念那些地
方的。
如今，西安的大部分城中村已經完成了改造，現

代城市規劃和建設，讓這些地方和之前有了天壤之
別。這些改變，或許也傾注 金孝賢他們的努力和
心血。

兩地差異 熱情方向不同
說起西港兩地的文化風俗差異，金孝賢表示，西

安人比較熱情、直率、淳樸，很容易交朋友，而香
港人可能是因為工作壓力大、比較忙的原因，這方
面冷淡一些，交朋友方面不會像內地人般熱情。
如今的金孝賢，身上的西安元素越來越多，喜歡

西安的羊肉泡饃、涼皮、坊上老蘭家的烤筋烤肉，
以及西安人最常吃的麵食。開心的時候，還會說上

一兩句「嘹咋咧」（註：陝西話，意為非常好）。就
連自己最疼愛的女兒，也是西安生、西安長。
由最初不適應西安的乾燥氣候到現在受不了香港

的潮濕，從最初感覺業餘生活單調到如今覺得西安
人生活幸福指數比香港高，金孝賢似乎已經越來越
離不開這座城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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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門箍牙朱勝吉 深圳執業走高端

西部大開發的強勢推進，將香港和內陸西
部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眾多像金孝賢這樣
的香港人，隻身來到西部發展。

沿海趨飽和 西部好時機
說起自己在西安的11年，金孝賢不無感

慨。他表示，很幸運遇上了中國經濟高速發
展的時代，特別是隨 西安這些年的快速發展，
自己的事業也得到了快速提升，可以說是與這座
城市共同成長。另外，伴隨 西安國際化大都市
的深入建設，在「十二五」和未來的「十三五」
期間，西安將進入高速發展期，對投資者來說將
面臨難得的機遇。
金孝賢認為，沿海發展已經趨於飽和，沒有太

大的空間，而西安正處在一個高速發展的好時
期，會給海外投資者帶來很好的機遇。他身邊的
很多香港人也和他抱有同一種觀點，金孝賢舉例
說，前不久他的一個港澳委員朋友花幾千萬投資
西安商舖，看好的就是西安的未來市場，這位朋
友同時亦打算逐步退出在沿海城市的投資。

共建大都市 港人多留下
另外，據他了解，很多早期來西安發展的香港

人，大部分估計以後回香港的可能性非常小。因
此，憑 自己11年來在西安發展的經驗和親身體
會，金孝賢也希望更多的港人能抓住西安建設國
際化大都市的機會，來西安發展，這座城市一定
不會讓他們失望。 ■實習記者成艷妮西安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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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勝吉在與病患一對一的商談診療方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朱勝吉通過在中小學舉辦義診的方式，提醒年

輕人提高對牙齒保護的重視。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古城西安，有結合古代與現代的完美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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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孝賢的辦公桌上擺放 一家三口的溫馨照

片。 實習記者柴龍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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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CEPA補充協議容許港
人在廣東獨資開辦門診部
及醫院的春風，在港行醫

逾10年的牙醫朱勝吉，3年前懷揣300多萬元北上深圳開設
牙科診所。兩年多過去，朱勝吉憑藉其「獨門秘術」舌
側箍牙技術和港式高端服務管理理念，在深圳小有斬
獲，但是其踐行的香港醫療觀還是因兩地差別，並未
「打動」太多內地客。不過他堅信：走高端路線是港人門
診部的必經之路，假以時日定能改變內地的醫療觀念。

定位走彎路 團購無收益
走進朱勝吉的「紫荊齒科」，寬敞的導醫台，明亮的候

診室，茶几上整齊碼放 香港雜誌，操流利外語的醫護
人員⋯⋯這一切，似乎都在提醒 就診者，這個門診部

有 與眾不同的香港背景。
作為首家港人口腔門診部，如何才能在內地市場長久生

存，此前並無先例可循。在為門診部找準定位的2年多時
間裡，朱勝吉走過許多彎路，還曾經一度為了擴大知名
度，以「團購」的方式來招攬人氣。「雖然在一段時間
裡診所內人流增幅很大，但實際上並未帶來任何收益，
後來才明白，門診部真正定位應該是那些需要高端診療
服務的患者。」在朱勝吉看來，「香港和內地在醫療體
制和質量上有很大區別，在內地創業，只有走高端路線
才是必由之路，只有高端的服務和管理才能讓自己與內
地同行有所區別，也才能立於不倒之地」。

客源洋人多 本地人偏少
內地創業兩年多來，朱勝吉雖然憑藉自己掌握的舌側箍

牙技術和港式高端服務，門診
部吸引了不少高消費群體的光
顧。但是，他說，目前面臨的
最大困難，主要是客源還是以
外籍人士居多，內地客源始終
普遍較少，此外，北上內地執
業的標準過高，投入也很大。
朱勝吉舉例說，在內地開設門

診部，面積要求一定要在400平
方米以上，而且要配備6名以上
的醫生，現在門診部有7名醫
生，按要求一定要配7名護士。
「實際上牙醫只需要配牙醫助理
就可以了，不需要配備護士這
樣的高級專業人員。」香港醫
生來到內地也有些「水土不
服」，「比如在香港，牙醫和其
他西醫是平級的，由牙醫管理

委員會管理，但在內地牙醫也要按照西醫系統來管理」。
此外，普通話不流利也成了醫患之間交流的障礙。

收費貴一倍 多數難接受
還有，就是走高端路線的紫荊齒科平均收費較公立醫院

高出20%至30%，讓內地普通市民無法接受。朱勝吉說，
紫荊齒科的掛號費為50元，相當於深圳三級公立醫院的2
倍多，如果只是諮詢檢查則不收費，洗牙、補牙的平均
費用為400元至500元，種植牙2萬元/顆，相當於內地種植
牙收費的2倍。
朱勝吉坦言，「自己在深圳開設門診部的目的，是讓在

深圳生活和工作的人不用過關也可以享受港式醫療。相
比不少富裕的內地人赴港做治療和高端體檢，甚至外科
手術的費用，自己的診所不但能提供這樣的服務，還相
對便宜很多」。

純港式醫療 前景仍看好
「儘管現在內地患者只佔10%，但我覺得有越來越多的

趨勢。」朱勝吉說，一般深圳市民對香港醫生印象比較
好。「既然大家寧願舟車勞頓到香港就診，那麼我們把
港式醫療服務搬到他們家門口，肯定會受歡迎。」他認
為，提供純粹的港式醫療，市場前景還是很樂觀的。同
時，朱勝吉還通過在中小學舉辦義診的方式，希望更多
的年輕人能從預防開始，提高對牙齒保護的重視程度，
而不是在發現問題後才匆忙就醫。
按照醫藥分開改革後公立醫院門診診療費的標準來計

算，三級醫院主任醫師門診診查費為22元，港人門診部
的消費是其22倍。曾在紫荊齒科洗牙的李先生說，自己
從事金融服務業，不用排隊，又有私密的空間，還能享
受外籍或者香港醫生的專業診療服務，都是自己願意花
數十倍價格就診的原因。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實習記者虎靜深圳報道

港 五味舖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

■朱勝吉（左）希望通過引入像Zac Morse這樣的外籍醫生來服務更多的內地高端

消費群體。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