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經 新聞B2 責任編輯：黎永毅 2012年10月15日(星期一)

華明行「80後」接班人高偉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卓建安）今
年第二季度中銀
集團人壽由於電
腦系統更新等原
因，其新造業務
保費收入的市場
佔有率由去年底
的第二位下滑至
第四位。不過，
該公司執行總裁
蔡中虎（見圖）日
前接受本報記者
專訪時表示，隨

公司電腦系統更新的初步完成以及近期人民幣匯
率回穩，本月其推出重新改良的兩個主要針對人民
幣的保險計劃受到客戶歡迎，首日推出已合共吸納

逾3,000萬元保費，他並希望第四季度該公司保費收
入可以搶回上半年的部分失地。

蔡中虎表示，本月3日中銀人壽對公司原來的兩款
保險產品重新改良後推出的「人民幣萬用壽險計劃」
和「隨心所享儲蓄保險計劃」，其條款更加吸引。譬
如「人民幣萬用壽險計劃」首10個保單年度的派息
率將不少於年利率2.5%，其中前兩個保單年度的派
息率更達4%。

中銀人壽於今年7月獲中國證監會批准QFII（合格
境外機構投資者）資格，可透過該機制投資A股市
場。蔡中虎表示，目前正向國家外管局申請QFII額
度，有關額度一經批准即可投資內地市場。又指公
司正在制定涉及QFII的保險產品，包括投資相連保
險。

中銀人壽於今年4月獲人行批准可進入內地銀行間
債券市場，加上獲得QFII資格，其人民幣資金的投
資渠道將大大拓闊。蔡中虎指出，隨 人民幣投資

渠道的拓寬，人民幣保單的回報將更加理想，公司
希望藉此將人民幣保險產品向海外擴展。

人幣投資渠道拓寬 回報看好
他說，在海外拓展業務有兩個渠道，一是直接在

海外設立公司；二是透過與海外保險公司合作，以
再保險的方式拓展。目前中銀集團的保險業務以融
合式的銀保方式拓展，在海外設立公司主要在集團
層面研究，現時未有具體動作。至於與海外保險公
司的合作，在中銀人壽層面則是可操作的。他透
露，目前中銀人壽正與多家東南亞國家的保險公司
接觸，探討在人民幣保單方面的合作。

今年第一、二季度，中銀人壽新造業務的保費收
入分別為14.18億元和20.06億元，分別居本港市場第
三位和第四位。蔡中虎表示，希望在第四季度，透
過改良舊保險計劃以及推出新的保險產品，搶回上
半年的失地。

改良計劃 中銀人壽冀搶回失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今年上半年，受歐債危

機惡化美元兌歐元升值等因素影響，人民幣兌美元出現輕
微貶值，本港人民幣存款亦數月出現負增長，上半年本港
新造人民幣保單的保費收入，也較去年同期下跌約52%。
中銀集團人壽執行總裁蔡中虎指出，客戶購買人民幣保
單，不要太過 重匯率短期的波動，而應基於有關保單是
否切合自身的需要以及中長期人民幣匯率的穩定。

蔡中虎表示，最近客戶對人民幣保險興趣又開始升溫，
與人民幣重新升值有一定關係。不過他指出，購買人民幣
保險不應以人民幣作為貨幣套戳的工具，太過 重人民幣
匯率短期的波動，而應基於有關保單是否切合自身的需
要，以及對人民幣匯率中長期的穩定有信心。他說，若客
戶購買一份人民幣保單，當保單屆滿時，人民幣匯率較購
買該份保單時是升值的，那麼這份保單就不會有匯兌損
失，不應介意期間匯率的波動。並稱，不少專家預測未來
人民幣波幅會較過去大，但人民幣在國際化過程中，其匯
率長期走勢還是趨升的。

購人幣保單 不應介意匯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談到個人的投
資心得，高偉國稱是「穩守突擊」。他表示，就
讀南加州大學時做過數份暑期工，學到很多投
資方面的技巧，而印象最深刻的是參與一個模
擬投資比賽，一星期內以100萬美元資金投資美
股，起初數天他沒有進行過買賣，至比賽第4日
蘋果電腦公布業績前才投資科技股，1日內資金
便增加至300萬美元，並奪得第一名，他因而學

懂了如何穩守突擊，不受外界說話左右而改變
策略。

「物以罕為貴」同樣是高偉國的賺錢法寶，
他，說已有2年時間沒有在市場上投資，除了工
作繁忙外，亦由於現時股市不是入市時機。而轉
為投資古董、畫作及紅酒等實體物品，因這類投
資價格升幅較大。如一個明朝古碗近年便升值了
1至2倍，風險亦較低，而紅酒曾於低位升價3至4

倍，現時稍有下跌但仍有2至3倍的升幅。
他續指，中低價紅酒仍有投資空間，因內地

人的健康意識有所加強，開始由飲用白酒轉為
飲用紅酒，而生產紅酒的名廠及好產地不多，
產量小，相信有投資價值。近年內地畫家作品
亦是較好投資選擇，現時字畫已由數十萬上升
至百萬元一幅，認為往後2至3年字畫會有投資
空間。

「瑞士錶亦是同樣道理，一年產量約800萬
隻，由於人手製作的產能有限，料在市場需求
增加下，售價便會有支持。」

由懷錶至多功能腕錶，繼往開來，除了對鐘
錶工藝的執 ，不變的亦是一份感情，華

明行副總裁高偉國日前接受本報訪問，便吐露
出這份情懷。稱「除了戴錶者的故事，每隻錶
都有自己的故事」，將錶傳承至下一代，除可延
續錶的故事之外，亦可讓下一代感受上一輩戴
隻錶時的感覺，憶記長輩戴錶時的人生故事，
便是將錶一代傳一代的價值所在。一隻錶縱然
如此，更何況是一家鐘錶品牌。

雜工做起 家人刻意栽培
由年少氣盛的「80後」，變成引領公司成長創

新的副總裁，高偉國表示，在父親高叔平及哥

哥高鼎國身上領悟到不少道理。由於有自信做
好每件事，往往處事急進，最初進入公司時，
被家人安排進貨倉做雜工，由品質監控學起，
當時覺得家人拖慢了自己步伐，但現在回顧5、6
年前，便意會到如沒有家人的訓練，便不會有
現時的成果。在家人諄諄善誘下，他自言現時
的表現「做得還可以」。

首創替換式錶帶獲讚賞
說起成果，高偉國稱早年他首創出替換式錶

帶設計，採用後得到行家讚賞，而該替換方式
亦有被其他品牌抄襲，雖感到不快，但值得高
興的一點是，只有自己的設計夠好，才會引來
別人抄襲。此外，處理市場推廣時，曾率先在
某個平價戶外廣告牌位置下腕錶廣告，之後便
開始有行家爭相使用，並將該廣告牌的價錢推
高。他稱有了這兩管「強心針」後，加快了他
的決策能力。

身為家族企業第三代接班人，想必面對不少
壓力。但高偉國認為，有壓力才會有推動力，

除自我要求外，亦不想令家人失望，希望可無
愧於所有人的目光，並期望有朝能創造高峰。

工作後亦必須有休息時間，高偉國休息時會
搞設計及做運動，稱游泳及潛水時可帶來很多
創作靈感，在沒有電話和旁人干擾下讓腦筋放
鬆。近年常與哥哥討論設計靈感及生意計劃，
二人5年來的合作非常好，哥哥在生意上幫助很
多，亦開導他許多思考角度，在休息時便會再
分析消化所提出的意見。

除家人以外，高偉國學做生意的師父便是看
不同品牌的成功之道，會留意各名牌如何在本
港、海外以至中東的發展，如LV、Gucci等不同
品牌怎樣白手興家。他表示，有研究時裝界

「老佛爺」Karl Lagerfeld的傳記，留意他怎樣設
計，如何表現自我，得到別人的追隨。

英納格近期的宣傳攻勢市民或許已曾見證，
例如請來星級代言人佔據各報章頭版廣告多
日，而下一步如何再推廣品牌，高偉國指正計
劃重新設計英納格的官方網站，更揚言有信心
可贏絕所有行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一隻靚錶，除了具備顯示時間、配搭服飾及保值

投資等功能外，亦能夠象體現佩戴者的精神特質，並將這份感情流傳至下一代。瑞

士腕錶品牌英納格（ENICAR）走過158年光陰，已傳承至新一代掌舵人高偉國身

上，汲取前人經驗，再加以改良創新，數年來已獲得不少成績。 香港文匯報訊（實

習記者 彭楚華）瑞
士腕錶一向吸引不
少內地人士來港採
購。今年適逢中秋
連「十一」黃金周8
日假期，不少自由
行來港歡度假日，
但遇上內地經濟放
緩，假期雖長，零
售業界卻抱怨旺丁
不旺財，老牌瑞士
鐘錶亦未能逆市上
游。

談及今年黃金周
的表現，高偉國相
信只屬短暫放緩，
坦言仍對市場感到
樂觀。他指今年黃
金周雖比往年的來
得長，但銷情卻未
如往年理想，主要
由於約5年前公司有
60%收入都是由農
曆年、「五一」和

「十一」這三大節包
辦，而近年自由行
簽證愈來愈方便，
令來港購物的旅行

團不必選擇在三個大節期間訪港，
加上黃金周期間酒店和機票等較平
日貴1至2倍，現時旅客已不會集中
於黃金周消費。

他說，在黃金周期間訪港購物的

多是高消費的遊客，他們對18K、
鑽石錶和天文台錶等一些高價錶比
較感興趣，這些錶款的平均價格可
達13,000元到50,000元。雖然買的隻
數減少，但價格相對地會較高。而
在平常日子一些中檔的錶、石英錶
和高檔錶都有較大銷量，價格平均
約5,000元到10,000元。

至於華明行的業務，除了香港和
內地外，還發展到印度、中東、南
美等新興市場。高偉國指現時公司
在香港和內地的銷售無明顯差距，
本港銷售量可能較內地少3至4成。
又指，新興市場市場潛力大，不受
大圍經濟放緩影響，營業額有增無
減。現時印度和南美的銷售數字較
內地差距約20年，期望在5至10年後
可能追上內地10年前的銷售水平。

名師風格打入手錶設計
對於未來的擴張，會從內外雙方

面實施：在內部要將名師風格打入
手錶的設計內，增加品牌的形象，
甚至連公司的裝修都是由名師打
造。高偉國指，雖然名師設計的成
本高，但要突圍而出，就先要裝備
好自己。在外部，除內地市場外亦
會繼續打入新興市場，投放更多的
資源發展。而歐美和日本等地的發
展空間有限，所以未予考慮。英納
格現時的代言人是內地影星張涵予
及楊 ，他透露，正打算新增一位
印度明星，以及一位荷里活明星擔
任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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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促百年品牌傳承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