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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碼上看

四川宜賓發生山體滑坡
習近平作出重要指示

訪港隊朱定文
東北話嘎嘎溜

掃碼睇文

掃碼睇文

夏寶龍調研橫琴
粵澳深度合作區

掃碼睇文

【香港商報訊】記者康鈞淼報道：2024年，世界
經濟復蘇面臨諸多挑戰，香港也全力拼經濟、謀發
展、惠民生。由香港商報聯合各大商會、社團舉辦
的 「2024香港商界最關注的10件大事」評選活動每
年均吸引眾多市民參與。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海南
社團總會會長李文俊告訴記者，2024年他十分關注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五周年，北部都會區發展進入

新里程」這個話題，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國家的重
要戰略區域，其五年的建設成果對香港來說具有深
遠意義。」

為瓊港交流牽線搭橋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成立於2012年9月1日，李文

俊自擔任香港海南社團總會會長後，銳意作出深度
改革，推動香港海南社團總會更接地氣工作，在全

港十個區建立十個辦事處，使總會義工更加扎根於
當區工作。

回顧過去一年會務發展，李文俊表示，總會堅定
不移地秉承 「愛國愛港愛鄉、聯誼與服務鄉親」的
核心宗旨，致力於團結所有在港的海南籍鄉親，積
極助力家鄉海南的經濟騰飛與社會慈善事業的進
步，為瓊港兩地搭建起了一座堅實的交流橋樑。

香港社會的和諧穩定需要各方力量的參與，香港
海南社團總會就是其中的一支 「勁旅」。李文俊告
訴記者，總會在多個領域取得了顯著成就，包括鞏
固國家安全基礎、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推動
瓊港交流合作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參與共建和諧美
好的社區環境、關注並培養青年人才、維繫深厚的
鄉情紐帶，還組織了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等。

不斷創新增強吸引力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社團的

健康發展離不開源源不斷的新生力量。李文俊告訴
記者，總會一直通過舉辦各類豐富多彩的活動來吸

引新會員，例如聯歡會、講座、青年交流團、港澳
青年實習計劃、文化展覽等。

「青年興，則香港興。」李文俊表示，總會還將
積極探索新的會務發展模式，以吸引更多年輕一代
的加入。

身為瓊籍在港人士，李文俊十分關心港澳青年在
瓊創新創業情況和海南養老產業的發展情況。他表
示，將組織考察團回海南進行考察活動，帶領各界
人士、港澳企業家了解海南自貿港的建設進展和未
來發展方向， 「我們希望進一步加強與海南的合作
和交流，共同探索新的商業機會和合作領域。」

灣區融合進一步加強
2024年是大事不斷的一年，特區政府公布《河套

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發展綱要》，又舉辦
參與北部都會區發展簽署儀式等舉措都表明，北部
都會區發展進入新里程，灣區融合進一步加強。

李文俊一直心繫灣區建設，他表示，粵港澳大灣
區作為國家的重要戰略區域，其五年的建設成果對

香港來說具有深遠的意義， 「隨着大灣區內各城市
間的合作日益緊密，香港的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
中心地位將得到進一步鞏固和提升。」

李文俊對北部都會區的發展亦有獨到的見解：
「北部都會區的發展為香港帶來了新的機遇。隨着

政府對該區域的投資力度不斷加大，預計會吸引更
多的人才和企業來港發展，從而推動香港經濟的多
元化和可持續發展。」

近年來，世界經濟受地緣政治和疫情影響較大，全
球經濟復蘇受到了一定阻力。展望2025年，李文俊表
示， 「面臨西方世界動蕩不穩定的局勢，我們對2025
年的香港經濟持謹慎樂觀的態度。大家相信，在特區
政府的領導下，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香港經濟將能
克服各種困難和挑戰，實現穩健增長。」

「針對當前形勢，特區政府加大了對創新科技和
創意產業的投入力度，推動經濟結構的轉型升
級。」李文俊呼籲社會各界共同努力，加強合作與
交流，共同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推動經濟回暖，
為市民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老牌發展商對傳承有獨到見解

坐擁200億元資產的老牌發展商寶
聲集團董事長陳燿璋首度對外界披
露，將在其侄兒中遴選企業接班人。
身為鑽石王老五的他承認，企業的傳
承哲學源於歐洲老牌家族。上一輩接

手的秘辛，他亦首度向媒體公開，因伯父當年在越南失蹤後至今下
落不明，父親陳樹渠才成為了順位繼承人繼承祖業，而父親原本的
夢想是成為一名學者。 香港商報記者 鄭珊珊

陳燿璋首度向外界講述，父親陳樹渠接手寳聲的故
事。他追憶父親在成為商人前曾是一名學者。 「事實
上，如果我父親的哥哥活得更久一些，我父親作為次
子，很可能會繼續成為學者、研究員或教授」。但不幸
的是，伯父在越南被綁架，至今下落不明。因此，陳燿
璋對最近熱議的東南亞人口販運事件，感到非常難過。
「中國內地的演員，中國台灣、中國香港的年輕人前往

東南亞，原本受到一些工作機會的誘惑，後來遭遇的卻
是綁架」。

近期媒體對內地演員王星事件鋪天蓋地的報道，也
讓陳燿璋聯想起了伯父當年的遭遇。 「我不知道我父
親的哥哥到底發生了什麼，但他神秘地被綁架並失蹤
了。」

「於是我父親接替了他哥哥的位置，當時是在我父親
30多歲的時候。我父親的第一愛好從來都不是賺錢。」
陳燿璋繼續說道，父親最為熱衷的是成為一名教育家、
教育後代。即使在接任家族生意之後，陳樹渠仍投入了
大量的時間來教育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從小學到大學
全鏈條的教育體系。

總結家族史時，陳燿璋說： 「在我父親去世後，我的

母親創立了醫療教育基金會並繼續營運，這是我的兩項
光榮遺產。」

母親給出慈善捐助指南
在陳燿璋看來，不少人會向富商伸手尋求經濟援助和

提出捐款。他承認，即使有一個很大的基金會，每年可
以使用的錢也是有限的。 「我已故的母親給我們的粗略
指南是這樣的。你在自己和家人身上花了多少錢，你必
須預留同等金額用以捐助慈善。」他認為這建議是有效
的，也值得與大家分享，起到的效用是 「將家族遺產延
續到家族企業之外」。

陳燿璋堅信，慈善觀念的不斷升級，會顛覆傳統豪門
家族富不過三代的局面。他坦白地說，至今為止，香港
沒有第五代富豪，其中一個原因當然與香港的繁榮來得
比歐洲國家和美國更晚一些有關。對比起來，美國的洛
克菲勒基金會，家族大多數已是第五代或第六代。家族
的每個主要分支都會提名一位代表在基金會董事會上，
然後基金會的事務由他們共同決定。

老洛克菲勒的慈善遺產仍然存留至今。陳燿璋對其給
予了高度的肯定，稱那是一個偉大的項目。

陳燿璋認為，對那些尋求發展的人，他們需要發展能
夠減少人類碳足迹的新技術，或是能夠減輕氣候變化負
面影響的技術。從寳聲集團的角度來看，這些技術 「非
常重要」，因此公司會考慮將擁有此類特質的建築材料
運用到業務中。他又認為，就 「走在下一輪產業更新和
變革的路上」這一命題，中國實際上是領先於美國的。

曾接受美式高等教育的陳燿璋認為，中美的差異體現
在多方面、多層次上，甚至對於氣候變化的看法都存在
不同。

他直言，就拿氣候變化來說，對於美國這樣的超級大
國，超過三分之一的美國人不相信氣候變化的存在。甚

至，總統特朗普也是舊能源的大力支持者。反觀，中國
更願意把GDP投入到綠色環保技術和替代能源的研發
上。

他舉了洛杉磯太平洋斷崖地區的火災為例，其中一棟
建築之所以能在一片廢墟中屹立不倒、保存完好，是因
為那棟建築採用了耐火、阻燃的建築材料。即使在建築
房地產這樣的老行業，也可因氣候變化帶來新風險和新
挑戰，創造新的商機。

他認為全球化正在倒退，並稱之為 「不幸的事」。這
意味企業或將會陷入分裂的市場，即有兩三個非常大的
全球貿易區塊，區塊之間不會很好地合作。

作為低調豪門，平民
百姓想找到陳氏家族的
軼聞都不容易，陳燿璋
卻在 「傳承家業」 這個
命題上坦露了許多不為

人知的故事。在論述過程中，他的思路清晰、結構完
整、重點突出。就論述的完整性而言，後生晚輩都不及
其優秀。

陳燿璋的祖父陳維周，為前兩廣鹽運使。上世紀四十

年代末，陳燿璋的父親陳樹渠博士到香港發展，事業有
成，畢生致力於教育及社會福利事業。

至於陳氏的商業帝國崛起，起初經營桐油貿易，後轉
向地產發展，並進軍電影界，開辦戲院，為影片發行會
主席，其後投資股票買賣。

教育事業方面，先後創立香江書院、香江中英文中
學、九龍仁伯英文書院、（香港）仁伯英文中學，陳維
周夫人紀念學校、陳維周紀念中學及港九街坊會第一小
學等，肩任院長、校監要職。

欣賞歐洲傳承哲學
陳燿璋是本港享有盛名的商界菁英，他生於世家

望族，為已故著名教育家陳樹渠長子，其祖父為陳
維周，母親為陳麗玲。作為寶聲集團第三代，陳耀
璋擔任集團主席之位，並帶領集團將業務推展至全
球各地，單在港的發展項目就最少數十億。
在 「交棒」 這個命題上，陳燿璋坦言，首先要考

慮的是公司所在的行業、業務、模式是否為可持續
的。他續稱，世界變化非常快，企業的處境已不像
50年前或一個世紀前，消費者生活方式飛速地變
化，某些曾經繁榮的國家及地區如今繁榮不再。他
直言，還要考慮父輩祖輩創立的企業是否真的能夠
延續到未來？這種商業模式和業務部門是否真的能
繼續運作下去？如果不是，那麼不管有沒有好的繼
任者，都要解散公司。
至於誰是最好的接班人？陳燿璋給出的答案非常

令人意外， 「在許多歐洲家庭中，不一定是你自己
的孩子。企業主會在由侄子和侄女組成的更大家族
候選圈中考慮，甚至會關注到遠房的表兄弟姐妹，
而為家族貿易或生意工作了幾十年的學徒也不是沒
有接班的可能。」
他又表示，在傳統的亞洲人心態中，血濃於水，

但作為一個商業領袖，則必須考慮所有的利害關係
人。 「如果企業做得好，向政府納稅，政府會感謝
你」 。除此之外，還有員工的問題，這關係到了數
十、數百、甚至數千人的生計。

適應快速變化商業環境
陳燿璋認為，上市公司繼承並不完全取決於老一

輩，還有獨立董事和其他人，他們會幫助選擇合適
的人選。至於接班人的核心條件，他認為，公司是
選擇繼任者來解決當下面臨的問題，須確保繼任者
具備靈活的思維和客觀的態度，來看待世界的本來
面目。他強調，不應按照繼任人想要的方式嘗試做
出改變，而須適應快速變化的商業環境，並進行必
要的管理改革。
他又認為，中美的關係，或預示着未來的世界經

濟聯繫可能不再緊密，這些方面需要老牌企業展開
思考並高度警惕。也許再過幾十年，企業主會考慮
在客戶、上游供應商、下游客戶中找到合適的繼任
者。
陳燿璋又談到，在今天的核心家庭中，現代女性

不喜歡生很多孩子，她們不是生育機器。人口結構
已與50年前或30年前大不相同。他以自己家族為
例，從祖父那一代開始呈現幾何圖形下降。

提防只對錢感興趣
對於寳聲集團， 「那麼問題就變成了，在選擇範

圍非常有限的情況下，誰與你有着相同的血統，他
們是否合適？」 。因此，除非孩子真正感興趣，否
則不要強迫他們做上一輩做的事情。有些孩子，他
們總是顯得對生意感興趣，不過，陳燿璋十分警
惕， 「他們為什麼感興趣？其實他們是對錢感興
趣。」
陳燿璋總結說，要足夠幸運且下一代真正有才

華、有能力、有奉獻精神經營企業，然後才能談及
特訓和栽培。至於培訓的內容，他大方透露，自己
總是鼓勵長期的學徒制，而生活不僅僅是工作和賺
錢，必須保持工作與生活的平衡。能夠找到一個接
棒人選，無論是否近親，他認為都是件好事。至於
他個人，栽培侄兒就是他一直在做的事。

專訪
大關注 大關注 大關注 

伯父越南失蹤 父親棄教從商

碳足迹新技術 中國領先美國

低調豪門事業昌隆

李文俊：大灣區建設五年對港意義深遠

記者手記

●持有逾百伙住宅、工
商舖及酒店等；

●自住物業：渣甸山高
士美道一號 「莒園 」 大
宅，實用面積6352呎；

●資產估計200億元

資料來源：綜合網絡資料

寳聲集團資產摘覽

陳燿璋直言栽培侄兒接班
香江

�奇
香江

�奇

寶聲集團董事長陳燿璋。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