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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港珠澳大橋開通，打開了連接

三地的直接通道，為區內發展注入新

動力。全國政協委員、前香港中華出

入口商會會長、香港維嘉國際集團董

事長張學修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人

民政協專刊訪問時表示，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一直被社會關注及寄予很大期

望，相信大橋通車後大灣區的「一小

時生活圈」將會更加成熟，預計無論

是人流、物流都會加快，並會帶動進

出口行業向好發展。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記者 繆健詩

張學修早於1985年開始在廣東省對外經
貿委進出口處工作，開始接觸進出口

業。1990年他移居香港，創業之路亦是選
擇以貿易起家，一手創辦香港維嘉國際集
團，從事進出口貿易，多年來他見證了整個
進出口行業發展，以及珠三角的物流變化。

先廣州拎批文 再港珠澳收貨
張學修在訪問中表示，當年深圳、珠
海、汕頭、廈門經濟特區，是國家最早開
放內地市場的地方，由於市場需求量大，
吸引大批港商通過香港代理進口貨物，再
與內地貿易夥伴合作做生意，自己也在上
世紀90年代初到珠海創辦公司，專門處理
在內地的所有進口產品業務。
說起這段過去，他特別感觸良多。「我

早期在珠海九洲港碼頭的物資大樓租地方
做寫字樓，去一次非常麻煩，從香港先到

深圳，再到廣州，經廣州才能到珠海；返
來則要經澳門才能回香港。很多事情經常
在一天內做完，好似先在廣州拿取批文，
再到香港、珠海、澳門收貨。」

運輸貴造就省港物流商機
他憶述，當時從廣東運貨到香港，主要依
靠內河碼頭或者跨境公路，但因供求失衡，
經公路運輸往來香港，一般需要提前半個月
預訂，並且運費特別昂貴。但是很快他便看
準這個機遇，分別在深圳和廣州等地成立相
應的物流公司，開始經營廣東省往來香港的

物流生意。
張學修形容，當年粵港交通不便，對進

出口業、物流業來說是很大的難關。「在
港珠澳大橋通車前，從香港開車到珠江西
岸如珠海、江門、中山等地都必須經過虎
門大橋，因為車流量太多而經常塞車，僅
是排隊等候時間就要兩、三個小時，若要
趕船期或飛機就很容易失算。」
現時隨着多個口岸乃至港珠澳大橋的

開通，也打開了陸路運輸的交通便利。
張學修說，這不單為人流、物流提供便
利，因為大橋貫通了香港與廣東西部的

通道，香港物流服務可以進一步伸延至
當地的眾多工廠，他相信將可進一步帶
旺行業。

大橋來回230元 平船運一大截
他補充指，現時貨物由珠海到香港經船

運需要四千多元，但選用港珠澳大橋，用
大貨車走一程是115元，來回則是230元，
而且行車距離只有55公里，後者的運輸成
本明顯大幅下降，預料未來將會有更多訂
單是以貨車運貨來香港，再經香港中轉出
去，對香港來說是一大商機。

四載中出會長 出席活動200場

倡減稅利港商投資 反應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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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修作為公司老闆忙於打
理生意，但是仍然抽出寶貴時
間服務社會，身兼多項公職。
已經連續4年擔任香港中華出入
口商會會長的他，剛於上月卸
任。回望過去工作，他心中流
露出不捨之情，坦言自己對商
會工作很上心，是其所有公職

的重中之重。

做會長要「出錢」「出力」「出席」
中華出入口商會作為本港六大商
會之一，每年大小活動接踵而來，
做得會長，除了「出錢」、「出
力」，還要「出席」。張學修笑
指，「4年任期內，自己代表商會出
席的活動多達200場，有時一天更要
連趕數場。」
無論再忙他都會堅持出席，「因
為很多活動始終是會長出席較好，
出席代表重視、代表支持，令活動
有生命力、有影響力。」

辦活動重質 提高「含金量」
張學修多年的社團工作總結出一
套獨特心得，他認為，做會長辦活
動一定要有計劃，更要專注辦活動
的習慣，目標是提高活動的「含金
量」。「既然要做，就必須做有意
義的事，要讓會員感覺到有信心、
有影響力，這也特別需要籌備與包
裝。」
他介紹，商會近年集中做幾個活

動，其中一個就是「我們一起
『悅』讀的日子」慈善活動，邀請
來自基層家庭的學生參觀書展並資
助他們購買書籍，讓基層兒童亦能
感受讀書的樂趣。
這活動已經連續辦了4年，張學修
指，最初做時，有人說商會做書展
活動「唔拉更」(沒有關係)，但他覺
得商會都要關心社會同青年，有責
任做好社會、青年特別是學生的工
作，「所以我覺得這活動特別有意
思。」

親自帶團廣東 了解灣區發展
在商言商，中出作為商會，也要

緊貼經濟發展。所以商會今年也特
別舉辦走入大灣區系列活動，讓會
員及業界深入了解大灣區城市，張
學修也親自帶團到廣東，並與廣東
省港澳辦及省政府會面，「好多會
員都說要多謝商會的安排，因為很
多及時的信息正是他們想要的。」
談及商會4年來的變化發展，張學
修指主要有3個方向：第一是團隊的

精神面貌更好，加入不少國外讀書回
來的年輕人，使商會更年輕化、專業
化；第二是增加至9個工作事務委員
會，各有不同工作重點，近年商會活
動更有計劃；第三是會董更踴躍提出
意見，會風民主又團結。
「我們商會面對重大事件，都是意
見一致，絕不含糊，立場堅定、旗幟鮮
明支持特區政府及行政長官依法施政，
支持『一國兩制』及基本法。」他說。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記者 繆健詩

出生於海南
省文昌市的張學
修，早年已離鄉
發展，但對家鄉
始終有份獨特的
感情，多年來他
一直用心回報家
鄉，除了積極參

與海南省政協工作，
更乘着改革開放的東
風，出心出錢出力進
行「感情投資」，一
切都只為了推動家鄉
發展。
海南 1988 年脫離

廣東正式建省，張學
修坦言，建省初期的海南，經濟還很落後，即使過了10
年經濟亦沒有明顯進步。後來，海南本着「地方發展，
老闆賺錢」，開始積極對外招商引資。

公益捐逾千萬名揚海南
張學修早年在港創業成功，開始熱心慈善公益，在家

鄉捐款逾千萬人民幣用以建校、築橋、修路、獎學等，
是海南很有名氣的愛鄉商人。
說起首次到家鄉投資的經歷，張學修笑說，「2002年

春節，我回鄉過年，途中被附近地方的書記半路攔車，
他問我是不是張學修，再問我想不想投資。原來當時海
南省計劃設立十大農務市場，需要由舊市場搬到新市
場，但是等了一年都無人出資，當知道我回來後，就用
這方式歡迎我。」

被官員熱情誠懇打動
張學修被地方官員的熱情與誠懇所打動，雙方傾談一

星期後即簽約，張學修出資兩千萬人民幣，也開始他在
家鄉的首筆投資。
「有一就有二」，其後陸續有地方領導上門向他招

手 ，包括在海南投資酒店及會議中心。張學修最早看
中三亞發展，但是最後決定投資自己出生地文昌，建成
了文昌維嘉國際大酒店。
他坦言，當年自己對酒店業並不熟悉，無論視察工
地、申領手續到後來工人出糧、交稅等等，都是自己一
手一腳去做。更可惜是，當時地方經濟環境不好，鮮有
人會入住星級酒店。

無懼「倒錢入海」現成家鄉地標
在當時到文昌投資星級酒店，無疑是「倒錢入海」，

不過張學修仍然充滿信心，堅持要做好一間真正的五星
級酒店。他特別聘請澳洲設計師，並引入香港管理團
隊，斥資1.76億元人民幣，在家鄉建成了當年唯一一間
五星級酒店。時間證明，當年張學修的決定是正確的，
如今文昌維嘉國際大酒店已成為今日文昌的地標建築。
時至今日，張學修持續不斷地參與家鄉投資，迄今投

資總額已超過6億元。作為海南省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
會長、海南省海外聯誼會副會長，他積極參與家鄉在港
招商引資活動，用心回報家鄉。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繆健詩

張學修作為出入口業界代
表，對於內地的營商環境尤其
關注，曾多次以全國政協委員
的身份提交有關提案，反映港
商的急切所需，他認為困擾企
業發展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
現時內地稅率偏高，有必要進
行調整。

「五險一金」佔企業工資成本35%
張學修指出，現時香港要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除了基本硬件，配套還是

不足夠，所以香港政府需要更重視與
內地關係，特別是交流合作方面，多
讓各個省市來港招商，並多組織港人
去內地，而國家方面則可提供更多便
利，如對外來投資包括港企、民企多
加支持，進行減稅，包括將個人所得
稅、企業所得稅及稅率調低。
他坦言，現在港商在內地經商的

環境不及從前，主要是因為現時稅
率偏高仍有調整空間。
另一方面，「五險一金」的費用

佔了企業工資成本高達35%，處於

一個過高的水平，而且各省市的執
行標準不一，因標準是以各地平均
工資為基數，而且只算國營企業及
公務員的工資，但民企的工資是達
不到國企及公務員的標準，所以會
有偏離實際的問題。
為此他向中央提出有關意見，並

得到商務部的不少回覆且反應正
面，所以在來年兩會減稅議題仍會
是他的提案要點之一。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記者 繆健詩

■■中華出入口商會舉辦中華出入口商會舉辦「「我們一起我們一起『『悅悅』』讀的日子讀的日子」」港貴台學生聯歡活動港貴台學生聯歡活動。。

■張學修組織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員考察港珠澳大橋。

■張學修(左)向海南馮坡鎮教育基金會捐
款100萬元人民幣。

■去年3月張學修(左)、龍子明(中)及王
庭聰(右)發起搭高鐵上京開「兩會」。

■■張學修張學修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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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舉辦2018進出口企業大獎頒獎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