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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真，在全面參與慈善事業方面，我是個新手，以前沒有試過參與慈善機構的運作。但我的

抱負就是盡心去做，就和我以前打工、創業一樣。」出身金融業，擔任過證券公司高層，其後

自己創業打造全港最具規模中醫藥中心之一的福明堂，馮少雲是身經百戰的銀行家和企業家。

今年，她決定加入東華三院擔任總理一職，翻開人生新的一頁，用自己的財富與經驗，幫助更

多需要幫助的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馳

2004
年4月30日對於馮少雲來說是個重要的日子。就在這一
天，她正式告別了打拚二十多年的金融圈，開始自己創

業。
「我沒有告訴公司我下一步的計劃，對於未來我也沒有特別具體的

構想。我只是認為每一個人到達某個階段，就應該做一些不同的事
情，當做銀行已經不能為我帶來工作的激情與快樂，我就要做一些自
己想做的事情。」即便已經時隔九年，也依然能在她的話語中感受到
當年的興奮與熱情。

創 立 福 明 堂 為 市 民 服 務
雖然告別了金融圈，但多年工作上積累的豐富經驗讓她養成了以銀

行家方式思維的習慣。馮少雲知道自己的專業能力，也清楚若要為將
來的事業鋪路應該做些甚麼。在她正式離職的前幾個月，她就在市場
處於低潮時，開始投資舖位與寫字樓，為將來的事業打好根基。5月1
日正式迎來自由身，她就立馬投入新辦公室的裝修籌備工作。

對於中醫藥行業，馮少雲坦言她是個「門外漢」。但她深信中醫
「固本培元」的理論以及療效。此外，當時的董建華政府正在積極推
廣中醫，本地市民對於保健功能的產品需求日增，都讓她敏銳地察覺
到中醫規範化之後更大的發展潛力。

「雖然我不是中醫專家，但我知道應該如何從零開始建立一個企
業，我的強項就在於制訂政策、作出決策，多年的銀行經歷幫助我能
夠將視野放在更遠更廣闊更準確的位置。」

按照馮少雲與投資夥伴最初的計劃，福明堂將開設十間中醫診所，
業務將最終分為醫生諮詢、中藥材批發以及連鎖經營三個領域，並力
爭上市。2004年12月，第一間福明堂中醫診所開幕，經過九年的耕
耘，如今已經有六間分館，二十名左右註冊中醫以及五萬多名客戶。

談到當初設想的目標，馮少雲說自己並不滿足，但她很滿意目前福
明堂的營運狀況：「香港註冊中醫不多，只有六七千人。我開設中醫
診所，是希望能夠幫到有需要的人，不想為了生意而去增加門點，所
以我一直只聘請優秀的中醫，寧缺毋濫。至於中藥材批發與連鎖經
營，在找到專業的合作夥伴之前，我也不會貿然涉足。」

自從第一間福明堂診所開業起，每一間診所每一個禮拜都會有一天
「義診日」不收取診斷費。此外，福明堂要求廣州的中藥材供應商不
打硫磺，即使意味 更少的庫存與更高的價格，也能保證為客戶提供
最新鮮優質的藥材。所以雖然福明堂沒有為馮少雲帶來巨大的財富，
她也依然感到開心。而今天，五萬個口口相傳慕名而來的客戶，就是
對她最好的回報。

從踏入社會的起步開始，馮少雲很勤力

地工作，每天十多個小時都全神貫注於工

作之中。她也想過要參與公益事業，但由

於沒有時間，很多時候只能透過純現金捐

助來回饋社會。她坦言，她並未在意捐出

的款項會用在何處，是否幫助到真正有需

要的人：「甚至有段時間，通過媒體了解

到不少捐款一半用作管理費，只有一半到

達受捐助者手中，讓我對慈善有了少許抗

拒心理。」

但在自己創業過程中，福明堂的業務也

逐漸步入正軌之後，馮少雲覺得自己可投

放多些時間和精力為慈善多做一點事。她

想要知道善款如何通過合理的配置，完成

自身的使命。2012年，在相識二十多年的

好友林李婉冰的啟發之下，她萌生了「正

式加入一間慈善機構做點事情」的想法。

自19世紀70年代發展至今，東華三院是

全港規模最大、歷史最為悠久的慈善機

構，設有超過200個服務單位涵蓋眾多慈

善服務項目。作為新丁，馮少雲表示東華

三院已經是一個成熟運作的慈善系統，自

己也正在磨合了解之中。但她目前最希望

能夠在兩方面貢獻自己的力量。

其一是兒童與青少年教育。馮少雲認為

現在香港的年青人與以前不一樣，缺少拚

搏的意志與勇氣。她想要知道到底是教

育、壓力還是父母的問題，影響 下一代

人的發展：「我成長於一個奮鬥的年代，

我們都不是富二代，但我們這一代人完成

的事業，現在的很多年青人做不到。」

■馮少雲與設計師討論新品牌的設計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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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明堂中醫診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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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東華三院董事局就職典禮。後排左四為馮少雲。

在另一方面，馮少雲了解到有很多社會企業，有創業的熱情與優秀的想法，但
缺少如何打理這門生意的建議。馮少雲希望能夠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為他們提
供意見。

經歷過多年的創業打拚，馮少雲對於慈善的態度也有所改變：「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做慈善不一定就是別人需要甚麼我就要提供甚麼，不是說人們缺水我給
水，我覺得這是治標不治本，而且水喝完之後，還是不夠的。」在她看來，授人
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人們最需要的幫助不是食物與金錢的施予，而是能夠在社會
中生存的本領。

這也是馮少雲特別關注社企以及種子基金的原因。在加入東華三院之前，她也
曾經接觸過不少年青人的創業項目，參加過不少投行的會議。她為很多年青人的
設想感到讚嘆，但也為他們的概念在現實中是否行得通感到擔心：「創立一個企
業需要考慮到很多方面的情況，需要客戶基礎，需要網絡，需要考慮成本。以前
這方面沒有人幫助我，很多時候碰了頭，現在我希望能夠用自己的經驗幫助到大
家。」

對於東華三院的工作，馮少雲充滿了期待。她自小就聽聞東華三院的慈善事
蹟，她希望自己的參與能夠一路延續下去，做到永無休止，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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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未來，馮少雲認為福明堂的中醫診所已經踏入
了軌道。她制訂的一系列政策制度可以很好地維持這
個80多人企業的運作，不用她自己再投入過多的精
力。她決定將自己的注意力轉向時裝設計領域，幫助
一些新興的設計師實現自己的天分。

在馮少雲的理念中，做企業營商最重要的是要與政
府的政策相配合：「不能逆水行舟，當下的政策氛圍
不支持投機行為，需要紮根實業。」

目前，由她創立的ESTEE ELLA時裝品牌正處於籌
備之中，五月中旬首間旗艦店將與大家見面。該品牌
將從中環樓上舖出發，做口碑吸引客戶。品牌另一方
面會發展出口市場包括內地、日本、韓國等地，亦希
望帶領香港時裝設計師衝出香港，進軍國際市場。

■馮少雲（右二）與應屆東華三院主席陳婉珍博士

（左二）、前東華三院主席及總理合照。

■東華三院董事局女性成員合影。左一為馮少雲。

創業理想慈善新丁的

馮少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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