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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八佰伴總裁和田一夫逝世 終年90歲
總部設香港 過度擴張斷送前程

據知情人士透露，美國時尚服裝品牌For-
ever 21近期尋求融資，並與顧問團隊合作
嘗試重整債務，但公司與潛在貸款機構的協
商陷入僵局，因此正準備申請破產。
知情人士稱，Forever 21目前希望能與貸
款機構達成協議，在「債務人擁有控制權」
下取得貸款，並引用憲法第11章，向法院
申請破產保護，以便關閉大量虧損的分店及
重新注資。Forever 21尚未就消息置評。
Forever 21 創立於 1984 年，目前在美
國、歐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共有800多間分
店。公司近年面對銷售額下跌，分店營運成

本昂貴，令經營陷入困難。其他零售商如
Barneys等早前已申請破保，以關閉部分實
體店。
儘管美國零售業經歷破產潮，Forever 21

仍是全國最大的商場承租戶之一。若該公司
決定關閉大量分店，不少大型商場業主將面
臨巨大損失，難以尋找其他商戶租用空置的
店舖。Forever 21於2011年進軍香港，在銅
鑼灣開設6層高的旗艦店，之後更在旺角開
設分店，但銅鑼灣旗艦店於2017年租約期
滿後宣佈結業，如今全港只餘下一間旺角分
店。 ■綜合報道

港僅餘旺角店
傳Forever 21將申請破產

韓國最高法院昨日就前總統朴槿惠親
信干政案作出終審判決，撤銷二審法院
對涉案人朴槿惠、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
鎔和朴槿惠閨蜜崔順實所作的判決，將
該案發回首爾高等法院重審。
針對朴槿惠的判決，最高法院認為，
一審和二審法院未將親信干政案中涉及
的受賄部分，與其他控罪分開審理，違
反《公職選舉法》規定，公職人員的受
賄罪涉及限制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須分
開審判。
有關李在鎔部分，最高法院認為，三
星電子提供給崔順實女兒鄭宥拉購買馬
匹費和贊助韓國冬季體育英才中心，二
審法院未將此行為視為行賄，並不合
理。最高法院全員合議庭認為，購入馬
匹費用本身屬賄賂，贊助英才中心也與
李在鎔尋求朴槿惠支持一項併購交易、

有助他繼承三星經營權有關。至於崔順
實的判決，最高法院認為，崔順實要求
企業為其名下Mir財團和K體育財團出
資的行為，尚不屬於構成強迫罪的要脅
行為，二審法院判處強迫罪成立的情況
不當，同樣發回重審。

料今年內完審
鑑於發回重審的案件一般在2至6個月

內審結，預計審判結果將在今年內出
爐。韓聯社分析認為，二審法院對朴槿
惠涉干政案，判處朴槿惠入獄25年和罰
款200億韓圜(約1.29億港元)，發回重審
後，受賄罪和濫用職權等將分開審理，
屆時或會被加刑。此外，二審法院對李
在鎔行賄判處入獄兩年半、緩刑4年，
法院重審時，若涉案金額增加，李在鎔
的判刑或加重。但也有意見認為，朴槿

惠的賄賂並未為她帶來利益等因素，已
在一審二審期間充分反映，因此判刑未
必有所改變。 ■綜合報道

干政案發回重審
朴槿惠李在鎔或被加刑

韓國最高法院宣佈朴槿惠親信干政案
發還重審後，三星電子發表聲明道歉，
是首次就副會長李在鎔涉案正式表態。
韓國傳媒分析，李在鎔案被下令發還重
審，將增加三星營運面對的不明朗因
素，一旦他最終需入獄，恐導致三星管
理層真空，使三星更難應對貿易爭端等
危機。
三星在聲明中道歉，強調不再重蹈覆

轍，並坦言近年國內外經營環境的不確
定性帶來不少困難，呼籲國民幫助和支
持三星克服危機，為國家經濟發展作出
貢獻。
李在鎔在二審被判入獄兩年半、緩刑4

年，他在案件重審時可能被加刑。三星一
名高層表示，希望重審能維持原來判決，
讓李在鎔能專注公司業務，「李在鎔近期
曾探訪每間分公司，若他繼續被官司纏

擾，將難以專注公司業務活動」。
有律師指出，日本對高科技原材料實

施出口限制，對主力生產晶片和顯示屏
的三星造成巨大打擊，若李在鎔再被判
入獄，恐令三星雪上加霜。韓聯社分析
指，李在鎔案仍在進行司法程序，三星
這時正式道歉，反映三星希望把未來業
務，與李在鎔事件劃清界線，避免再被
醜聞拖累投資。 ■綜合報道

管理層恐現真空 三星難專心「抗日」

曾發起全球學生罷課、要求各國應對氣
候變化的瑞典16歲少女通貝里，前日乘坐
環保帆船抵達美國紐約，結束為期15日的
航程。她向在場記者表示，「對抗自然的戰
爭必須結束」，呼籲各國保護環境，並敦促
美國總統特朗普正視氣候變化問題。通貝里
將出席下月於紐約舉行的聯合國氣候峰會，
並在會上發言。
通貝里本月14日從英格蘭普利茅斯出

發，乘坐全長18.3米的零碳排放帆船橫渡
大西洋，航程全長5,550公里，由摩納哥卡
露蓮公主的兒子卡西拉奇，以及曾單獨駕駛
帆船環繞地球的德國航海家赫曼負責駕駛，
通貝里父親亦一直陪同女兒。通貝里指，由
於飛機釋出大量溫室氣體。因此她選擇乘帆
船到紐約，她笑言帆船沒想像中舒適，船上
沒有廁所和浴室，船上各人亦只能進食罐頭
食品充飢。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韓國財政部昨日公佈2020年預算案，總金額達到破紀錄的
513.5萬億韓圜(約3.32萬億港元)，較本年度增加8%，期望加
強刺激經濟，應對全球經濟放緩及日韓貿易紛爭的衝擊。
明年財政預算重點放在創造就業、增加福利、研發人工智能
(AI)和5G網絡等高增長範疇，其中投放科研的開支達24.1萬

億韓圜(約1,560億港元)，較今年增加17.3%，增幅是10年來最
大，重點發展人工智能 (AI)、5G網絡和生物醫療科技，並加
強投資當地生產主要工業原材料和零件行業，減少依賴日本進
口高科技原材料。此外，政府還建議在創造就業和福利項目的
開支，分別增加21.3%和13%。 ■綜合報道

韓重手刺激經濟 明年預算破紀錄

和田一夫在日本家傳戶曉，他的已故母親和
田加津亦是一位傳奇人物，日本放送協會
(NHK)著名電視劇《阿信的故事》的主角阿
信，正是根據和田加津的事跡創作。該劇主要
講述在貧窮農村出生的阿信，於二戰後的日本
跨越種種困難，最終在商場上打響名堂。

■綜合報道

母親和田加津
《阿信的故事》原型

日本著名商人、前八佰伴集團總

裁和田一夫，於本月19日逝世，終

年90歲。和田一夫繼承父母經營的

水果店後，發展成連鎖超市，在

1971年成功進軍海外，1984年於

香港開設旗下首間百貨公司，並將

八佰伴集團總部遷至香港，到1990

年舉家移居香港。

八佰伴百貨是香港的一個集體回憶，成為家傳戶曉的品
牌，有分析師形容集團總裁和田一夫為「大夢想家」，但
他的夢想超出他能力所及，最終因過度擴張而無法支持下
去。
和田一夫在1960年將八佰伴由傳統蔬果店，發展成連

鎖超市，其後開始放眼海外，成功將八佰伴打造成亞洲最
知名零售品牌之一，足跡遠至巴西、美國和哥斯達黎加等
國家，亞洲業務更成為集團核心，高峰期於全球13個國家
開設超過400間分店，集團每年銷售額達5,000億日圓(約
370億港元)。

首間獲中國零售進口牌照企業
和田一夫早於1970年代中期，已開始進軍香港及新加

坡，較其他跨國零售企業行先一大步。他亦洞悉中國市場
的潛力，在1992年成為首批打入中國的跨國零售企業，
並獲中國頒發首個零售進口牌照。他於1995年投資約3.5
億美元(約27.5億港元)，在上海浦東開設號稱亞洲最大的
百貨公司，翌年更將八佰伴總部由香港遷至上海。
不過隨着八佰伴陷入艱苦經營，公司業務不斷下滑，在

香港上市的八佰伴集團，於截至1996年9月底的半年間，
錄得9,190萬港元虧損，加上集團因大幅擴展業務而背負
巨額債務，其財政能力受市場質疑，導致在日本股價急
挫，最終於1997年在日本宣告破產。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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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法院對朴槿惠涉干政案，判處朴
槿惠入獄25年。 資料圖片

■■通貝里乘坐帆船抵通貝里乘坐帆船抵
達紐約達紐約，，途經美國自途經美國自
由神像由神像。。 法新社法新社

■■通貝里通貝里

■■和田一夫於和田一夫於19701970年代開始進年代開始進
軍香港和新加坡軍香港和新加坡。。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八佰伴百貨高峰期擁有超八佰伴百貨高峰期擁有超
過過400400間分店間分店。。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八佰伴是不少人的八佰伴是不少人的
集體回億集體回億。。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和田一夫和田一夫

瑞典少女乘帆船橫越大西洋
促特朗普「聆聽科學」

和田一夫於靜岡縣出生，1951年於日本大學畢業後，接手父母在靜岡
縣熱海市經營的蔬菜水果店「八佰伴商店」，發展成中型連鎖超市

集團，在1962年改名為「八佰伴百貨」並出任社長。他其後積極拓展海
外業務，高峰期在全球十多個國家設有分店，遍及亞洲、北美、南美和歐
洲，1995年於上海開設亞洲最大的百貨公司，並創下首日開業有107萬
顧客光臨的紀錄。

97金融風暴破產 弟偽造賬目入獄
和田一夫與家人於1990年移居香港，並將集團總部移師香港，全力擴

張業務，將集團的日本業務交由弟弟和田晃昌及和田光正打理。1997年
爆發亞洲金融風暴及日本泡沫經濟爆破，八佰伴日本業務大受打擊，公司
債務高達1,600億日圓(約119億港元)，引用《公司更生法》宣佈破產，
成為日本零售商歷來最大宗破產案，和田晃昌更因偽造賬目隱瞞虧損，於
1999年被判入獄。
和田一夫早年接受訪問時表示，當年失敗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他過於自

負，他當時在香港不斷擴張業務，將八佰伴日本的管理完全依賴兩名弟
弟。

71歲再創業 授風險管理
儘管在商場上遭受重大挫折，但和田一夫未有氣餒，他在2000年以71

歲高齡，於福岡縣飯塚市成立針對年輕企業家的諮詢公司，並在大學開設
免費課程，以個人失敗經驗，教導大學生及年輕企業家進行風險管理，是
日本少數企業家在生意失敗後重新振作、再次取得成功的例子。他提到
1971年在巴西開設超級市場，成為當地首間日本超市，儘管生意不俗，
但因面對高通脹及石油危機，於1976年關閉當地所有分店，事件令他知
道在海外做生意的風險，亦成為他後來成功拓展海外業務的寶貴一課。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