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業視角點「江山」
中國可擁多個金融中心
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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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曾經一度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唯一窗口，但隨着中
國金融繼續開放，上海、北京、天津、深圳和廣州

等金融中心成立，將來是否會超越甚至取代香港的國際
金融中心地位？江山認為，香港目前仍然具有眾多優
勢，例如香港資本市場競爭力強、法律體系完善、經營
環境和市場准入等方面優勢明顯。國家也非常支持香
港，包括「滬港通」開通、人民幣與港幣兌換更加開放
等，香港仍然是國家對外開放的重要平台。

港須調整自身 保持競爭力
江山說：「中期內，香港在中國經濟和金融發展中還

將扮演重要角色，相互間是離不開的。而今後長遠的變
化，則要看香港自身的調整，能否尋求到自己的發展空
間。現時香港的窗口作用正逐漸減弱，內地的技術、資
金和企業可以直接與國際對接，如果香港仍然停留在以
往與內地互動的模式中，必將會越來越失去競爭力。」

任上海政協委員 獻策監管人幣基金
江山因母親江胡葆琳祖籍上海，家族業務也有相當一
部分是在上海，故聽得懂地道的上海話，對上海有一種
特別的感情。2009年，大學主修金融的江山聯同港澳台
另外3大家族後代共同創立「匯勤投資管理有限公
司」，「匯勤」內地辦公室便設於上海。2013年，江山
獲邀擔任上海市政協委員，經常以金融視角切入，密切
關注內地A股上市、新三板、戰略新興板的相關議題，
並以政協身份對上海金融發展建言獻策。
江山坦言，內地正處於人民幣基金發展初期，市場環
境還是相對的亂，甚至「做基金的人不懂得怎麼做基
金，做投資的人不懂得怎麼做投資」，他曾在上海市領
導會見港澳委員的座談會上，提出如何進一步加強上海
的基金監管，恰是上海市政府密切關注的議題，政府不
久便推出一系列監管政策，規範基金市場。

隨着中國金融繼續開放，香港特區和上海這兩顆中國「東方明珠」，從相互競爭到攜手合

作，去年11月「滬港通」開通，上海與香港股票市場建立市場互聯互通機制，進一步促進兩

地資本市場的開放發展。上海市政協委員、「匯勤」董事會主席江山非常看好滬港金融發展，

相信國家會出現更多的金融中心。他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訪問時表示，「香港

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會因為上海發展而改變，一個國家可以有幾個金融中心，單是美國就有

紐約、費城、三藩市、芝加哥等10多個金融中心。」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陳文華、沈清麗

感「管人最痛苦」決自走創業路喜誕「美麗小公主」
「生三個才夠數」

2009年，江山與港澳台另
外3個著名家族的新生代攜
手創立了香港私募股權投資
基金—「匯勤投資管理有限
公司」（簡稱「匯勤」），

專注於內地創新型中小型企業的
持續成長。「匯勤」投資的企業
中，有兩家成功上市。身為「匯
勤」的掌門人，江山指，「做私
募，一方面要抓住資金，一方面
要抓住投資的項目來源，之後還
要看執行能力及平台建設。『匯
勤』的投資篩選非常嚴謹，每年
要看300多個企業，但最終只挑選
兩個，做到百發百中。」
江山畢業於美國沃頓商學院，留

學返港後，不想青春空耗於家族企
業，與其他3個家族的兒時夥伴與
父母「談條件」，先獲領個人薪
酬，其後合資創業。2009年，他
成立「匯勤」，江山出任行政總
裁，當時正值金融風暴後期，兩地
資金和具潛力企業紛紛冒出，對專
注私募投資的「匯勤」來說，遍地
機遇，企業迅速發展。
在「匯勤」投資的企業中，已

有兩家成功上市，表現不俗。江
山謙虛地說，「現在事業還是起
步階段，第一步還不錯，家族對
我們的看法也有所改變，有了一
定的認可。但是以後的路還很
長，例如理念要成熟，投資管理

的操作、流程、原則要嚴謹，不
能左右搖擺，對風險控制意識要
敏銳，還要有網絡，在內地建立
網絡非常重要，才能找到好的投
資機遇。」
他續說，「匯勤」投資企業
後，並不會放任不理，而是積極
參與。「因為我們本身有企業管
理的經驗，所以容易了解企業真
正的需要，我們會想盡辦法，利
用我們的資源和平台幫助他們在
不同的地區拓展，提供高端人
才，提升其管理水平，協助企業
發展。」

港創業離不開內地大市場
江山創業之路走得平坦，除了強

大的家族背景，與自身努力和眼光
也是分不開的。以過來人談青年創
業，他認為，香港的創業已離不開
內地，離不開內地龐大的市場、資
金和政策支持。
他說：「內地創業環境相對香

港更具優勢，創投資金充足，創
業環境較成熟，新生企業在每一
個成長階段都有相應配套的資
金、技術、政策支持，內地各市
區都有科技部、發改委等對口單
位支持，而且內地創業市場面對
的是13億人口。」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
專刊記者 陳文華、沈清麗

赴美求學遭外侮
集港生抗議理論

江山是金夏實業集團董事長江星與副董
事長江胡葆琳的獨生子，不願接手家族的
龐大企業，寧願走自己的創業之路，與其
他3個家族包括梁氏家族、張氏家族和辜
氏家族的後人，共同創立「匯勤」。江山

說：「因為我們都有相同背景、相同學歷、相
同經歷，我們都不滿足於家族企業管理。」
江山懂事後，父母經常帶他參加公司會議，

栽培他對經商的興趣。江山14歲負笈美國，大
學讀的是沃頓商學院金融系。畢業後，家族企
業面臨資產重組，企業戰略重新佈局，他加入
家族企業負責資產管理。

江山說：「當時企業重組後有大量資金和資
產回流，急需重新分配，要研究世界範圍內不
同資產種類進行投資，決定資產流向股市、地
產、另類等不同範疇份額，挑戰很大。」要處
理遍佈全球8個國家及地區共60萬員工的種種
繁瑣事務，江山總結出「管人是最痛苦」的感
受，於是暗下決心，走自己的創業路。

家族切斷補助 交「天價租金」
江山聯同其他3大家族後人一起離家創業，
他表示，「我們大家自小相識，年紀一樣，都
是讀金融，家族都是從商的，出來創業時，都

遭到家人反對。家人對我說，如果你要創業，
就要有創業的樣子，就要貫徹到底，就要獨立
靠自己，不能依靠家族舒適地創業。所以他們
切斷了所有補助，對錢管得很嚴格，我住家
裡，交的是『天價租金』，感覺壓力好大。」

出差3人住一房 悟賺錢難
創業初期，公司運作艱辛，「我們只靠之前

在家族企業工作時的薪金維持公司運作。剛開
始，我們連辦公室也沒有，拿着皮包到處跑，
出差都是3個人住一間房，這輩子從沒試過。」
江山感慨地說：「創業後，人生有很大轉變，
真正體會到錢是如何一分一毫賺回來的，真正
知道錢來之不易。」■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

專刊記者 陳文華、沈清麗

江山與來自台灣的太太結婚
一年多，愛女天宜出世3個多
月，是全家人心中的「美麗小
公主」。江山說，爺爺幫孫女
取名「天宜」，有「美若天仙」

之意。他為愛女起的洋名則為「Al-
exandra」，是外國王室公主的名字，
「與我太太名字都是A字頭」。

身為父親，江山自覺責任重大，
現時除了工作外，周末、周日都會
盡量留在家中幫手湊女。他笑說：
「我會為囡囡餵奶同換尿片。」身
為家中獨子，江山坦言很喜歡家庭
生活，更和太太決定要「生三個才
夠數」。■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

專刊記者 沈清麗、陳文華

江山來自政協之家，母親江
胡葆琳是現屆全國政協委員，
父親江星曾任北京市政協委員。
2013年，江山首次擔任上海市
政協委員，參加政協會議時，

既興奮又緊張，最難忘媽媽對他的叮
嚀。他說：「她很嚴謹，我第一次去
開會，她告訴我所有規矩、紀律和細
節。開會時，我會適時提出建議。」

憶外祖父抗日事跡
耳濡目染家國情

江山外祖父是已故國民黨名將胡
靖安，他曾參加東征、北伐和抗日
戰爭。外婆仍然健在，已屆 101
歲，經常跟江山講述外祖父的事
跡。江山自小耳濡目染，早有家國
情懷。每到暑假，父母都會帶他返
回內地，參觀家族企業。他說，當
時每次都要乘坐舊式桑塔納，經過
數小時顛簸，抵達偏遠地區。
在香港出生的江山，14歲被父母
送往美國求學，曾遭外國人歧視、
欺侮，令其家國觀念更深刻，開始
對民族、國家有超一般熱愛。「有

時遭到白人歧視、『藏獨』分子鬧
事，我們就會召集港生抗議，跟他
們理論，變得超級愛國。後來我回
國後，自然地多參加相關工作。」
江山從不用外國護照，只拿香港

特區護照。他說：「如果我自己都
不尊重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民族，
那麼別人也不會尊重你。我拿學生
簽證去美國唸書，我說我就是中國
人，別人反而更尊重你，因為你對
自己的民族自豪，他也對他的民族
自豪，所以大家就是一種平等地
位。」

中聯辦國情班最年輕學員
江山是第一期中聯辦國情研習班

最年輕的學員，近年積極參與青年
工作，注重培養青年學生的愛國情
懷，培養對民族的認同。他說：
「我作為香港一分子，日後會在相
關方面做更多工作，希望幫助港青
更了解自己的國家，將來為他們搭
建創業和就業平台，提升港青的競
爭力。」■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

專刊記者 陳文華、沈清麗
■■江山在香港大中華青年論壇上講話江山在香港大中華青年論壇上講話。。

■■江山在第十二屆上海市政協會議港澳委員小組會上發言江山在第十二屆上海市政協會議港澳委員小組會上發言。。

■■江山向外祖母祝壽江山向外祖母祝壽。。
■■江山參加大中華會第一屆江山參加大中華會第一屆「「愛我中華‧尋訪歷史愛我中華‧尋訪歷史」」兩岸三地青少年兩岸三地青少年
交流活動啟動禮交流活動啟動禮。。

■■上海市政協委員江山上海市政協委員江山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攝

■■江山與上海市市長楊雄江山與上海市市長楊雄((左一左一))及母親江胡葆琳及母親江胡葆琳((中中))合合
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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