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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歸 繁 榮 穩 定慶慶促促保保

指指「「佔佔中中」」破壞穩定破壞穩定 損本港國際聲譽損本港國際聲譽
社會更和諧社會更和諧 兩地創雙贏兩地創雙贏

明天是香港回歸17周年紀念日。回歸17年來，香港與內地交流合作日益密
切，兩地已形成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共創雙贏的格局。在兩地互融度越來越
高的趨勢下，很多香港企業及個人紛紛到內地發展，憑借港人「能打拚」的個
性，他們在內地的各個城市，成就着一個又一個的傳奇。本報記者分別採訪了
十位在內地工作的港人，講述他們在內地的創業歷程和故事，他們雖然長期在
內地工作和生活，但都非常關注香港的發展，均期望在中央的「一國兩制」政
策下，香港能發展得更好、社會更和諧。

北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目前香
港出現的狀況是，反對派要亂，我們要穩。故我們應
避免矛盾激化，否則就會中計，親者痛而仇者快。」
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會長馮國佑在接受本報訪
問時表示，許多在內地的港商對於「佔中」觀感不
佳，認為此行為不但影響香港經濟、金融業甚至社會
穩定，更有損本港國際聲譽。
馮國佑表示，香港是開放型城市，言論自由開放，

容許不同意見，但必需和平表達，不能暴力。要和諧
才能有發展，相信幾乎所有的港人都希望看到一個團
結互助、安居樂業、繁榮穩定的香港。

關於「一國兩制」問題，馮國佑表示，目前出現矛盾是因為有些港人不承認自
己是中國人。事實上，中英聯合聲明、香港基本法，以及近期發佈的白皮書均指
出，香港是中國固有領土，中央擁有對香港的全面管制權這一事實講得非常清
楚。他同時亦建議政府考慮將在內地工作的港人納入當地社保體系。

中央惠港政策助港人創業
根據香港的現實需要，中央政府多年來出台了許多惠港政策。在馮國佑看來，

目前中央政府給予香港的經貿優惠政策主要是CEPA，幫助港人在內地創業。例
如在內地日漸流行的港式餐廳，以前只能借用內地人的名義持有營業執照，現在
可以由港人個體戶親自持牌照。他建議，港商要充分利用CEPA帶來的利好。另
外，現時內地部分省市針對鼓勵產業升級推出一些扶助政策，港商應充分了解和
利用。
同時，馮國佑坦言，香港與內地互相了解依然不足，是目前局面的根源。他呼

籲，熟悉兩地情況的港人多發揮橋樑作用。兩地資源其實是互補關係，只要放下
成見，促進互信，和諧合作，香港方能重新走上發展之路。

香港社會和諧
才能更好發展

馮國佑
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會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古寧廣州報道）征戰地產30多
年，到廣州發展也有十幾年，已步入「六十耳順」的
香港商會廣東分會會長林衛智，一如年輕時代的忙
碌。對於香港小部分人煽動「佔中」等破壞內地和香
港穩定的事情，林衛智覺得很不理解，「這些人不能
代表700萬港人，有事情就解決，溝通才是最好的辦
法，辦法總比問題多」。
林衛智認為，香港回歸祖國後，內地跟香港有了更

多的交流，而內地的發展也吸引更多港人北上，尤其
香港產業轉型，大部分遷移到內地，也帶動珠三角的
繁榮。現在，香港產業主要為金融等服務業，隨着

CEPA及補充協議的簽署，也可以跟北遷產業更多聯動，兩地有了更多的融合。
而對他自己來說，在內地從最早租售代理業務開始，如今已接手過全國各個城市
近百個商業項目。

少數人代表不了700萬港人
林衛智坦言，這是兩地互動發展的正能量，但其中也有一些雜音。一小部分人

用「佔中」等方式，破壞香港社會的穩定，也影響到跟內地的交流，刻意放大分
裂內地與香港感情的事情。
「這是不對的，他們這幾號人也代表不了700萬港人。」林衛智表示，早些年
那一代的港人過得多辛苦，大家都拚命工作，大家共同創造了現在的香港，成為
國際金融中心和亞太航運樞紐。「你這些人不能因為你們自己之私，去破壞一代
代港人創造的繁榮」。他續稱，再這樣折騰下去，香港只會更封閉。比如高鐵，
香港硬是被拖延這麼多年。而如果工程開建，還能保證基層人員的就業。「所謂
家和萬事興，兩地相關政策等如果有需要完善調整的，大家可以商議，但不要去
破壞兩地穩定。」

家和萬事興
溝通才是最好辦法

林衛智
香港商會廣東分會會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仕珍西安報道）早在1989
年，港人簡捷明就開始踏足西安餐飲業，20多年來，
他在推廣養生粵菜的同時，已不知不覺融入了西安的
經濟文化生活。簡捷明坦言，香港回歸17年來，內地
與香港的差異是不斷縮小，「兩地如一家人，只有團
結一致，才能共同發展。
對廚師出身的簡捷明來說，香港回歸後兩地最大的

變化無疑是飲食文化的融合。「香港回歸以後，很多
外國公司到內地投資餐飲，香港很多廚師也到內地尋
找發展機會，並把香港的技術帶到內地。漸漸地，內
地很多中年廚師上位。」簡捷明說，如今，粵菜已經

走出香港和廣州，在內地也有了很好的口碑，他所供職的西安唐樂宮，其粵菜更
是西北地區響噹噹第一名。

香港享受內地發展紅利
簡捷明表示，香港回歸以後，內地與香港的聯繫越來越緊密，許多內地人到香

港採購，認為香港是個不錯的地方，香港也享受到了內地帶來的經濟發展紅利。
但有小部分港人激進分子破壞了良好的生活環境。
他認為，「一國兩制」政策非常好，中央並沒有干涉香港的事務，而是積極支

持，此次中央對港「白皮書」，合情合法。「就像一個家庭一樣，香港回歸後，
就應接受中央的領導，只有互相尊重融合，相輔相成，團結一致，才能發展得更
好。」
簡捷明坦言，雖然自己不是搞政治的，但政治管理和他從事的廚房管理也有相

似點。「好比我有8個部門，如果每個部門都不聽話，各自為政，那我這個行政
總廚便沒法做。我只有把他們團結在一起，賞罰分明，才能樹立我的形象。」簡
捷明表示，如今美國也怕我們中國啦，只要我們團結起來，沒人能打倒我們。

兩地如一家
白皮書合情合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俞晝 杭州報道）香港商會杭州
分會會長、香港意匯商業設計公司董事長歐鎮江表
示，不管是哪個國家地區，人們都有權利去表達意
見，但用「佔領中環」這種激烈的、帶有要挾性質的
手段，用破壞香港正常生活秩序的方式來達到目的，
是不可取的。
歐鎮江自詡是香港回歸前後，北上淘金的第一代港

人，1996年開始他就已代表香港恒基兆業在北京做商
業地產的開發。2003年，歐鎮江看到了內地市場的飛
速發展，辭職到杭州創立了商業設計公司。
「2004年以前，香港人是不能在內地開公司的，因

為沒法擔任法人代表，所以我就借了朋友的名字來開公司，辦理手續什麼的都很
不方便。」2004年1月1日，CEPA協議正式實施，香港人也能在內地以法人代
表的名義開設公司。次年，歐鎮江創立的香港意匯商業設計公司在杭州成立。

兩地應相互理解和學習
雖然基本已在內地生活，歐鎮江還是非常關心香港的時事。對於今年6月伊始

的「佔領中環」活動，歐鎮江覺得，不管是哪個國家地區，人們都有權利去表達
意見。但用這種激烈的、帶有要挾性質的手段，用破壞香港正常生活秩序的方式
來達到目的，是不可取的。
歐鎮江表示，其實香港人還是很想看到內地發展的情況的，越來越多的港人也

投身到內地來工作和創業，我們之間本來就是同胞的關係嘛，不要搞得那麼劍拔
弩張的。」
對於「一國兩制」的國家政策，歐鎮江舉雙手贊成。歐鎮江用公司的「試用

期」來形容目前的「一國兩制」政策。「在五十年的時間裡，內地與香港相互理
解、相互學習，最終從文化融合達到制度融合。」

破壞社會秩序
「佔中」不可取

歐鎮江
香港意匯商業設計公司董事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 上海報道）香港即將迎
來回歸祖國17周年紀念日，和上海愛樂樂團合作的香
港管絃樂團小提琴聲部提琴手，同時也是「完美音感
香港」創辦人的柯雪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得益於
「一國兩制」制度，香港本土藝術文化得到了很大程
度的豐富，在音樂人才交流上也獲得發展空間，目前
香港社會發展穩定，為音樂藝術蓬勃發展提供了安定
和諧的潤土。
香港音樂人柯雪和上海有着不解的淵源，其主要成

長歷程也都在上海度過。兒時曾隨家人在上海住了5
年，之後雖然離開過，但後來大學期間又再次來滬就

讀於上海音樂學院，之後柯雪一直致力於香港和內地的古典音樂交流，曾多次隨
香港管絃樂團造訪上海進行表演，還曾在世博期間到滬交流音樂。源於經常能體
驗到不同的人文環境和地域生活，使得柯雪別具開闊的眼界，對「一國兩制」也
有着較為成熟的認識。作為一個音樂人，給她最大感觸的是從1997年回歸後，香
港引進了很多內地不同類型的藝術人才，滋潤了原來被稱為藝術沙漠的香港，豐
富了本土的藝術文化，也讓更多有才華的人得到了更大的發展空間。

內地人才填補香港不足
自「一國兩制」實行以來，柯雪親眼目睹很多內地優秀音樂人才被引進香港，

如著名鋼琴家郎朗以及李雲迪等。同時，香港演藝學院也提供了全額獎學金給內
地眾多優秀音樂人才，代表香港出訪世界各地，這也使得更多的內地人才獲得機
會站立在一個更高的起點。柯雪坦言，雖然也有一些狹隘的香港音樂人感覺受到
威脅，但她認為這是文化層面上的交流，可以填補香港藝術缺乏的部分。

得益「一國兩制」
香港藝術文化更豐富

柯雪
「完美音感香港」創辦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古寧廣州報道）香港會計行業
中小業者徐惠祥現在每周都要固定時間前往廣東，因
為他要去那邊處理公司業務。他向記者介紹，香港現
時的行業環境讓中小業者生存艱難。再加上港製造業
已逐步轉移，不北上已難找到相關生意可做。
從上世紀90年代、到香港回歸、再到內地和香港簽
署CEPA及補充協議，回顧這一路歷程，徐惠祥感慨
稱，這其中雖然也有「大門開小門未開」的抱怨，但
現在業務已主要在珠三角。
中學畢業後便開始從事會計工作的徐惠祥，不僅拿

到香港會計師證，還通過了英國及澳洲的會計師資格
考試。隨着港商內遷，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徐惠祥就看到了機會北上。當時局
限與政策限制，他只能借用別人的名字成立資訊服務部。香港回歸後，他所在行
業港人在內地開公司限制也更少了，2000年他在廣東設立了融資顧問公司，曲線
進入內地，主要服務當地的港資工廠，協助他們融資及開展國際貿易。

「佔中」是很少數人搞事
徐惠祥說，內地和香港CEPA簽署後，港人北上從事相關服務業也更為便利。

更讓徐惠祥興奮的是，在CEPA補充協議下，港人可以在內地註冊諮詢管理公
司。去年，他終於可以不再以別人的名義註冊公司。目前，他在內地的公司主要
是協助港業務為主。同時，協助內地企業涉港業務或去港融資等。跟CEPA簽署
前相比，內地業務增長了近兩成。隨着產業環境的變化，預計廣州或深圳這樣中
心城市才有更多機會，徐惠祥已設想在珠三角的中心城市開窗口公司。
對徐惠祥來說，內地和香港已是和諧共處，非常融合的交流。談及「佔中」等

事件，他則稱「這是很少一部分人搞出來的，跟大多數香港人沒有關係。」

徐惠祥
港會計行業中小業者

受惠CEPA
北上創業獲佳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深圳報道）上世紀80
年代，「去內地投資」在一批具有冒險精神的香港商
人中最具誘惑力，香港新興集團主席何廣健就是其中
一位。香港回歸後，何廣健的事業越做越大，他從事
的塑料及環保塑料產品80%以上出口歐美和日本，銷
售業務年產值達數億元。他感言，國家會不斷發展，
並蘊藏巨大的發展空間和機會，只要能夠堅持下來，
即便遇到困難也不氣餒，最終定能獲得成功。
1997年香港回歸後，大量有利於外商在內地投資的

政策相繼出台，允許港商進行來料加工，是當時最為
利好的政策之一。何廣健說，當時的優惠政策給了港

商在內地繼續生存的希望，增加了發展的空間和平台。
香港回歸後的20世紀初，中國經濟開始急速發展，內地市場越做越大，各項經
營成本也急劇上升，尤其是內地推出新的勞動法，當時珠三角港商掀起轉赴越南
等東南亞國家投資的熱潮，各項招商政策都頗具誘惑力。然而時任廣東省政協委
員的何廣健仍然堅信，只要提高生產效率和轉向生產高附加值的塑料產品，國內
成本上升等問題是可以克服的，於是他毅然決定繼續留在深圳發展。

落實普選要依據基本法
何廣健坦言，東南亞低成本的吸引力的確逐年增強，但自己始終看好內地出台

的產業轉型扶持政策，集團已開始着手走高科技之路，將核心設計部門繼續留在
深圳。
「香港回歸是整個中國崛起的一個重要歷史步驟」，在談及香港將於2017年進
行普選時，何廣健表示，選舉最關鍵的就是香港要以基本法為依據，做到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香港與內地關係密不可分，在落實普選的過程中，『佔中』只
會拖後逐步推進的步伐。」

何廣健
香港新興集團主席

國家不斷發展
港商機會更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東莞報道）香港回歸17
年以來，伴隨着內地經濟的飛速增長，許多投資港商
身價也已經翻了百倍。港商投資區域從最初的珠三角
城市擴展到了內陸多個地區，伴隨着大陸中西部城市
新一輪發展，又一次分得了投資紅利。香港回歸後，
港商在內地的投資領域更寬、項目質量和技術含量都
有提升，從最初的加工作坊、三來一補工廠，擴大到
了金融、物流、房地產等多個領域。
81歲的東莞市外商投資企業協會會長朱國基是最早

一批來到大陸創業的港商。祖籍東莞謝崗鎮的他1988
年回鄉創業。當時東莞施行「築巢引鳳」政策，村裡

集資為企業修建廠房、道路，為企業創造了很好的基礎條件。接單在歐美，生產
在內地，銷售在海外，近30年下來，港商朱國基在東莞的工廠，從最初的十幾
人，發展到了現在的1,500人，工廠面積從1990年的1,000平方米擴大到現在的
15,000平方米，客戶遍及歐美、東南亞等地。
如今，朱國基領銜東莞外商投資企業協會成立的東莞擔保貸款公司，利用港商

橫跨兩地的優勢，用香港金融機構的服務模式和經驗為東莞企業提供貸款擔保、
投融資、赴港上市等方面的服務。

業務由珠三角擴至內陸
「回歸17年以來，我們集團的業務從東莞做到了貴州，現在還要借『新絲綢之
路』概念的提出，在陝西、蘭州等地投資項目。」朱國基透露，除了經營領域的
擴展之外，公司投資區域也從珠三角擴大到了內陸5個省份。去年年底，以朱國
基為首的5家港商合資創辦的香港城發展有限公司，在貴州都勻經濟開發區投資
100億元創建香港產業園，投資涉及五金、紡織服裝、皮革皮具、電子通訊等近
十個行業。

港商投資內地
回歸後更寬暢

朱國基
東莞外商投資企業協會會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何花東莞報道）「香港回歸之
後，大量港商選擇了把公司的生產實體放在了東莞，東
莞為我們提供了較低的成本、廣闊的市場、便利的交通
和齊全的配套設施。」東莞外商協會常務副會長、均興
集團董事長黃日榮20年前把新界北一個十幾個人的小五
金廠，搬到東莞道滘鎮。隨着東莞經濟高速增長，工廠
規模也從20人發展到了高峰期的1000人，業務量從五
金部件擴展到項鏈等裝飾品生產。而如今他又成功轉型
至檢測業，擺脫代工模式對歐美市場的依賴。
金融危機後，均興集團和所有代工企業一樣，業務

量下滑三分之一。歐美客戶對產品的重金屬含量檢測
越來越嚴格，黃日榮從中看到了新的轉機。「大陸有很多廠像我們一樣需要檢測
業務，僅在東莞就有5萬家加工工廠，這個市場很大。」8年前，黃日榮投資3,
000萬設立了東莞市優越檢測中心，利用檢測業務彌補製造業利潤不足。

轉拓檢測 生意額直線上升
與利潤空間一再被攤薄的五金製造行業相比，優越檢測的營業額卻直線上升，

利潤率從2008年的10%，到現在的20%。黃日榮透露，檢測業務已經越來越成為
公司的主要業務，檢測項目涉及電子、食品微生物、仿真珠寶等行業。現在檢測
中心已經擁有技術人員近百名，每年檢測業務超8,000萬元，客戶超1000家，主
要客戶都集中在珠三角企業。
「製造業工廠的轉型有賴於人才的引進。」黃日榮坦言，香港回歸後，粵港兩

地的人才流動為公司的技術團隊帶來了活力，成為公司檢測業務能夠迅速增長的
重要原因，目前他還計劃將公司的技術檢測團隊和業務再擴大。因看好內地的商
機，黃日榮告訴記者，他的兒子和女兒3年前已經辭去國外的工作，到東莞幫助
他打理工廠。

粵港人才流動
助力港企轉型

黃日榮
東莞港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俞晝杭州報道）戴德梁行杭州
及南京公司總經理湯耀光表示，有些香港人用放大鏡
去看內地遊客不文明的做法不是那麼妥當，他認為香
港人可以做到更加包容。他並批評一些香港媒體誇張
渲染、以偏概全的報道。
1997年，香港回歸，湯耀光身邊很多朋友選擇了移
民國外。但幾年內地市場的開拓讓湯耀光看到了另一
種機遇，於是他選擇留在香港，並在2002年跳槽到杭
州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擔任總經理的職務。
加入戴德梁行後，湯耀光更加受益於回歸後兩地交

流的頻繁和簡便。1997年後，戴德梁行在內地多個城
市設立分公司。「原因之一是因為內地市場不斷復甦讓我們看到了機遇，原因之
二則是因為內地政府的不斷開放也給了我們更多機會。」
湯耀光坦言，香港人的身份讓他在內地獲得了更多尊重和幫助，在與同行精英
交流時也會有更多人聆聽他的意見，甚至一些當地政府官員也會更重視公司做出
的房地產走勢預測。

批評部分媒體以偏概全
針對大陸小朋友在香港當街便溺引發雙方罵戰的情況，湯耀光期待香港人可以

做到更加包容。「我不排除有一些到香港遊玩的內地遊客生活習慣不是那麼好，
但現在有些香港人用放大鏡去看內地遊客的做法也不是那麼妥當。」
湯耀光告訴記者，自己在內地生活多年，身邊多數內地朋友都很有涵養，素質

也很高。「一些香港媒體誇張渲染、以偏概全的報道，其實是對內地遊客不公平
的，大家只看到了他們不太文明的生活習慣，卻忽視了內地遊客對香港經濟的帶
動和支持。其實我們就是一家人，相互諒解才會更加相親相愛。」

內地客促港經濟
應相互諒解包容

湯耀光
戴德梁行杭州及南京公司總經理

簡捷明
西安港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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