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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40年
大公報記者 李永青 林靜文

之 港商拚搏

四 十
年前，內地
實施改革開放
，國家從一窮二白
逐步發展成為全球第
二大經濟體，不少港商
更為改革開放作出了重要
貢獻。特別在開放初期，外
界仍對改革抱觀望態度之際
，於1978年創立溢達集團的楊
元龍，憑着對國家的情懷和膽識
，敢為天下之先，於當年便簽署了
內地紡織業首份補償貿易協議，成
為最早投資內地的香港紡織企業。其
後，溢達不斷加碼內地投資，並於90
年代中再有驚人之舉，成為首家在新
疆種棉花的港企，亦促成溢達晉身為
全球最大的棉質恤衫製造商之一。

市場遍全球 無懼貿易戰

慧眼識疆棉 敢為天下先

溢達集團發展史

●1978年，溢達集團正式成立；同年8月，與中
國紡織品進出口公司江蘇省分公司簽訂中國
紡織業第一筆補償貿易合同；同年在毛里求
斯開設製衣廠

●1980年，與華潤及上海實業組建合資公司
，在上海第二棉紡廠生產牛仔布，涉足
色織布生產

●1983年，收購斯里蘭卡Polytex製衣廠
35%股權，今年3月Polytex已成為溢
達全資子公司

●1984年，與上海實業公司、上海
紡織品經營公司在港合資開辦申
達製衣廠，是新中國在境外開辦
的第一個紡織合資企業

●1988年，在高明投資興建全新
梭織布廠，與地方政府合資興
辦了高豐紡織印染聯合企業

●1995年，楊敏德接任溢達集
團董事長，並決定到新疆投
建紡紗廠

●1998年，收購新疆綠洲長
絨棉紡織有限公司，建立
新疆溢達紡織有限公司；
同年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農三師共同組建新疆豐達
農業有限公司

●2000年，在高明成立研發
中心；同年在越南平陽省
部署建廠

●2009年，在昌吉建立新的
棉紗廠，成為新疆首個全
流程智能化紡紗工廠

●2011年，在新疆成立研發
中心；同年參與桂林銀海
紡織集團的改制工作，後
更名為桂林溢達紡織有限
公司

當大大小小的製衣廠正為如何面對中美
貿易戰而煩惱之際，溢達集團早在改革開放
之初，已着手布局海外市場，而國家 「一帶
一路」倡議的提出，更為其在海外發展提供
更明確的指導思想。楊敏德說， 「如果過去
打貿易戰，（我們）早就發癲了，但現在有
了其他市場，商機也更多元化。」

溢達集團在1970年代末成立之初，已開
始其海外布局，其中馬來西亞和毛里求斯，
均是集團較早進入的國家，目前溢達在檳城
的製衣廠，仍是馬來西亞最大成衣製造企業
之一。同時，自2000年開始，溢達集團在越
南部署建廠，先是斥資2500萬美元在平陽省
建立越南溢達針織品有限公司，其後分別在
2010年和2012年在同奈省及和平省建立新廠
，目前越南工廠員工已逾萬名。為響應國家
「一帶一路」倡議，溢達集團近年更加強了

在沿線重要節點地區的投入力度。
除了上述國家和地區，溢達集團業務還

遍布美國、英國、德國和日本等，在全球共
擁有5.7萬名員工。2017年，集團營業額達13
億美元，其中分別有41%和27%來自美國和歐
洲，14%來自其他地區，13%和5%來自內地及
日本。每年為品牌生產1.1億件成衣。

「到新疆去」，是溢達集團打通產
業鏈的關鍵一環，也是楊敏德這輩子做
的最驕傲的決定。楊敏德說，公司是做
工業，不是做農業的，但因為要用到棉
花，而新疆的長絨棉非常重要，最後決
定在新疆投資了第一個紗廠。她說， 「
因為改革開放，要引入一個市場機制，
當時香港企業在這過程中是很大膽的，
還帶動了整個市場機制的改變。」

埃及的棉花好，但價錢貴；秘魯的
棉花價格相宜，但交期不穩定。有見日
本人到新疆買棉花、買紗，楊敏德也跟
着走進新疆，繼而發現了新疆的長絨棉
。溢達集團先是在新疆建立棉紡企業

，為提升服裝紡織品的品質，後來又發
展到棉花育種、種植、扎花等上游生產
鏈。

有棉花公主之稱的楊敏德帶領溢達
集團直接與棉農打交道，親自去收購棉
花， 「過去收購價不鼓勵優質棉花，棉
農常將長絨棉拿去雜交，提升畝產。當
年其他企業向棉農收購棉花，只是給一
張收據，俗稱『白條』，寫上應收款項若
干，但其實棉農拿着這張收據，最終是
拿不到錢，而且收購價不管棉花品質好
壞，所以棉農沒有誘因種植優質的棉花
。但我們的收購方式不同，是用現金直
接向棉農收購棉花，一手交錢，一手交

貨，從不『打白條』，而且收購價是按棉
花的品質釐定，帶動了整個棉花產業，
並大大提升農民的生活水平。」至今，
溢達集團在新疆的投資總額逾1.82億美元
，是當地規模最大的外商企業。

試想一間香港企業，山長水遠到新
疆去種棉花，當中困難可想而知。楊敏
德更笑言，若是一間上市公司，很多時
管理層或因擔心短期業績，不敢如此冒
風險，更不可能糾纏幾年時間，但因沒
有上市，且長期利好公司發展，故值得
冒險。問及有否想過要放棄？她堅定地
說： 「無，（我）已經預咗，既來之則
安之，從未想過要退縮。」

在楊敏德辦公室的書架上，除了紡織、
管理方面的文章典籍，還有不少關於建築、
風景園林的書籍，原來這是源於溢達集團在
桂林投資的一個工業生態旅遊體驗式園區項
目 「十如」。楊敏德說，希望能藉此項目提
升大家對環境保護意識，及加強項目管理，
「我們香港人還有這個勇氣和抱負。」

桂林山水甲天下，是名聞天下的旅遊勝
地，從來甚少工業落戶桂林，但溢達集團卻
投資高達20億元人民幣在當地興建 「十如」
項目。它是一個集紡織、製衣、物流、體驗
中心等元素於一體的低碳型生態旅遊工業園
區，旨在展示傳統行業如何在保持競爭力的
前提下，實踐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據介紹， 「十如」第一期工程已於2015
年6月展開，紡織工藝中心已於今年落成啟用
，成衣工藝中心將於明年投產，為桂林帶來
約1500個就業機會。其中，紡織工藝中心和
成衣工藝中心將展示溢達集團領先同業的生
產設備、傳統工藝與自動化系統結合和可持
續發展的生產過程。至於第二期工程的整體
規劃和前期籌備工作經已啟動，預計需時約
兩至三年落成。

溢達集團期望，項目能為在紡織服務行
業實現工業4.0開創新的組織模式和人才培養
及管理模式，同時大大提升 「桂林製造」在
紡織服務業的知名度，為中國未來的製造工
業和人文共融起示範作用。

國家於1978年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在同一年
成立的溢達集團便快人一步，成為最早投資內地
的香港紡織企業。有「棉花公主」之稱的溢達董事
長、楊元龍之女楊敏德透露背後緣由。 「當年父
親認為，人生有此機會遇上內地改革開放這個千
載難逢的良機，便應回國創一番事業，但強調內
地不能學蘇聯做重工業，應該發展製衣及旅遊業
，因內地輕工業基礎好，且內地勞動力充裕，工
資又低，衣車又便宜，投資一元，便可賺14元外
匯。另外，內地有不少地方風景好，只要做好基
建，很易賺外匯。因此，父親成立了兩家公司，
一家做旅遊，另一家便是溢達。」楊敏德表示。

五旬父把握機會回國創業
楊敏德透露，當年回國投資，與其父及外祖

父對國家有很強的情意結有關。 「對於一班由上

海來港的工業家來說，他們只是香港的過客，父
親已等了很多年，當年已50多歲，因此急於回國
創一番事業。另外，我外祖父是庚子賠款的留學
生，在學成回國後，便選擇參與實業救國，但其
一生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每次想做大事時，都
遇上戰禍而卻步，可以說改革開放，是我外祖父
及父親期待已久的機會。」楊敏德形容，改革開
放這四十年絕對是一個黃金期，這一代人可算極
其幸福，對比祖父輩飽經戰火的年代，現時大
家面對的困難，簡直微不足道，呼籲大家好好
珍惜。

縮短內地製衣業與國際差距
因此，改革開放正是楊氏期盼多時的機會，

故即使當年投資沒有先例可循，溢達亦決定與中
國紡織品進出口公司下屬省市分公司，達成了補

償貿易服裝加工協議。同時，溢達為無錫光
明內衣廠、常州第一服裝廠、蘇州第一服裝
廠總共出資240萬美元，引進了12條先進的成
衣流水生產線，大大提升了這些企業的生產力
和競爭力。

除江蘇外，溢達在山東、河南、湖北、北
京、上海等地均有投資，合作模式多由溢達負
責出資引進先進設備，指導合作工廠生產出口
服裝，這些項目的開展不僅實現了國家創匯任
務，也對這些企業改制轉型起了很大促進作用
，而先進設備及現代管理方法，更大大縮短了
內地紡織製衣業與其他國家的差距。另外，溢
達亦在多個 「一帶一路」地區投資設廠，憑着
完整的供應鏈及產業鏈和先進技術，為全球多
個知名品牌生產共1.1億件成衣，去年營業額更
高達13億美元，成為業內翹楚之一。

建十如為未來製造業示範

▲楊敏德透露，當年回內地投資，與父親及外祖父對國家的情意結有很大關係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1995年，溢達集團楊
敏德（前排左）和新疆
自治區計委主任在吐魯
番地區行政公署禮堂共
同簽訂《關於溢達集團
在新疆吐魯番獨資興建
棉紡廠的確認書》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如果將過去管理窮人的那套辦法
，搬來管理現在這群有能力的人，是行
不通的。」對於外界有指年輕一代工人
態度不好，楊敏德給出了另一種看法。
她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教育方
面投入大量資源，培養出眾多高學歷人
士， 「如何將基層工友和一群受過教育
的人融合成新力量，是管理階層的責任
，並不是說當工人有要求的時候就沒有
競爭力了。」

令楊敏德深感自豪的，是近日集團

旗下一名紡織女工出身的員工，取得國
家知識產權局的耳仔夾具專利。她說，
期望給予同事一個可發揮及上進的平台
， 「讓一些過去家境唔好，或不願讀書
的人，有一個上升的渠道。」

「我們這些企業不能造就很多大富
大貴，但若年輕人有抱負、有意改變現
狀，不妨可考慮一下我們這些（實業）
公司。」楊敏德認為，工業（實業）與
香港經濟仍息息相關，不是只有地產和
金融，她期望香港的年輕人不要忘記這

條出路。
不少媒體曾報道，李嘉誠說在港最

有毅力的人只有兩個，就是他和楊敏德
。楊敏德笑說，自己也是從報章所知，
但不清楚從哪裏傳出來的。問楊敏德是
否一個有毅力的人，她直言： 「我有毅
力呀，仲係死纏爛打嗰隻。」及後她稱
，被指有毅力，或因當時去新疆投資前
曾請教李嘉誠， 「當時李生有鼓勵我，
如果他年輕十年也會去，咁我就放馬去
咯！」

現在每到過年過節，很多香港
人都會回鄉探親，但在改革開放初期

，不少人對於北上仍感到 「怕怕」。
但楊敏德及其母卻成為先頭部隊，兩母

女回鄉順便為公司投資作探路。當年二
十多歲的楊敏德坦言， 「無乜驚」，反而

感到很新鮮，因為有機會見識到北京天安
門、故宮等名勝，更笑言有些像劉姥姥去大

觀園般，令她大開眼界。
還記得那個年代，內地物資幾乎「乜都冇」

，但兩母女為買牛油送親戚而出盡法寶。 「當年
去友誼商店買東西給親戚，但每人有限額，我們

兩母女首輪買完後，再到外面脫掉外套再去買，去
買牛油，因為他們喜歡。又知我自細都大膽，母親就

叫我再入去買，同佢講英文，當時一講英文就當你係外
賓，結果又畀我買到多些。」回想當年種種趣事，楊敏德

依然歷歷在目、印象深刻。

難忘講英文買牛油

為年輕人創造上升空間

▲投資20億元人民幣的項目 「十如」 ，是一個集紡織、製衣、物流、體驗中心等於一
體的低碳型生態旅遊工業園區

◀1989年11月，溢達
落實在佛山市高明區
投資興建高豐紡織
印染聯合企業有限
公司的簽約儀式
。前排左二為
楊敏德
相片由受訪
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