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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青局座談會介紹施政報告青年政策

「要看到機遇，不要被暫時的困難所嚇倒，有危才有機，香港和內地發展
只會愈來愈好！」

面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帶來難得的機遇，港商謝錦鵬認為，香港有 「一國
兩制」 優勢，發展條件好，前景無限，特別是對年輕人來說，現在空間廣闊。
年輕人敢闖敢拚，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必可創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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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廣州報道（文、圖）



會計師變身企業老闆 分享成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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嚮往傳統文化 深受饒老啟發
不斷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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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故事

很多人都聽過香港皇朝家居（原
名：皇朝傢俬），這家成立於1997年
的港企，是內地首家在港股上市的傢
具企業，名聲響亮。這家企業的創辦
人、皇朝家居董事長謝錦鵬，公眾可
能僅知道他是一名 「潮商大佬」 ，卻
不知道他早期是一名四大行出身的會
計師，還做過醫療儀器行業。

謝錦鵬年逾六旬，祖籍潮州，會
計師出身的他 「數口」 非常好，對於
投資年份和具體金額等細節瞭如指
掌，能精準到個位數。

潮汕人被譽為 「紅頭船商幫」 ，
擅長經商，有冒險精神、敢闖敢拚，
謝錦鵬擔任香港潮州商會副會長，有
着典型的潮商性格。上世紀80年代香
港面臨移民潮，很多企業紛紛結束經
營時，他的第一桶金就來自一次 「以
小博大」 的商機。他打趣道： 「從會
計佬忽然轉行做生意，只能用 『頂硬
上』 來形容。」

轉行之前，謝錦鵬的人生履歷與
大多數香港精英發展軌跡類似：自小
在港接受教育、畢業後順利地從事會
計財務工作。當時月入18000港元，
30多年前來說已算不錯的薪酬，生活
無憂，怡然自得。

「當時，要離開熟悉的行業，還
可能要拿出巨額資本去創業，其他人
很可能會 『嚇呆咗』 ，但我認為，機
會來臨的時候就需要大膽嘗試，放手
去搏。」 謝錦鵬回顧了1988年的情
景：兩位準備移民的老闆手握一家從
事歐美先進醫療器械代理的公司，卻
苦於找不到合適的接班人，正好謝錦
鵬在內地有工作經驗，遂邀請他來入
部分股並接手經營。

「我當時一看，嘩，這門生意是
真的掙錢。但要接手，所需籌措的資
金也真的不是小數目。」 即使如此，
他沒有退縮，而是抓住這個商機，大
膽地入股並接管了這家公司。

數年後，這家公司不僅業績大升
最後還順利上市。謝錦鵬回憶舊事，
笑稱： 「自己的性格屬於古靈精怪、
唔服輸。」

港商的發展離不開內地，內地有
無窮機遇。進入傢具行業，對謝錦鵬
來說是另一次大膽的跨界。1997年7
月的第一天，已經離開醫療行業的謝
錦鵬接到內地辦廠的朋友一個電話，
「我們可以在廣州合辦一個傢具企

業，將餅做大。」 不久，他跟隨朋友
北上參觀他的傢具工廠，對傢具行業

有了全新的認知。 「80年代初，原先
有些朋友在香港的廠房只有幾個人，
內地開放後，廠房搬到深圳，就變成
幾十人。後來引入自動化生產線，很
快人手就急變到兩百多人，企業成長
很快。」

「內地的傢具行業最先是香港人
抓住了機遇。」 謝錦鵬說，現代傢具
的理念，是融合了西式設計和夾板木
生產設計的板式傢具，從手工轉向為
機械化的量產，降低成本，流程亦可
以自動化。 「這樣做出來的傢具，款
式設計好看，價格比傳統實木傢俬便
宜很多。」

考察之後，謝錦鵬創辦了皇朝家
居。 「我計過盤數，是有得做的。內
地有14億人口，有市場需求。」

市場業績證明了他的眼光。創辦
五年後的2002年5月，皇朝家居在香
港上市，是當時中國傢具行業第一家
做到上市的企業。

「我們港人的機遇當然最多的是
與內地有關。當然，做生意很多機會
都是機緣巧合。一路走來，就會順風
順水。」 謝錦鵬十分感恩國家改革開
放為港人帶來的機遇， 「我過去的成
功，可以充分印證這一點。」 謝錦鵬
指出，當前的經濟形勢下，很多行業
發展局面不太明朗，但這亦正是投資
內地或企業重新做發展規劃的大好時
機。

「連我都能不斷發現機會，現在
大灣區對香港年輕人來說肯定有更大
的發展空間。」謝錦鵬感言：「在時代
大潮面前，需要有膽識，留心機會，
看準時機努力出擊，就離成功不遠
了。」

謝錦鵬認為，香港專業人士，包
括財務、法律、會計以及優秀的企業
管理人才來到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空
間很大。 「大灣區發展還在起步階
段，隨着經濟的增長，對香港專業人
士需求還會愈來愈大。」 他還看到，

大灣區內地城市的發展政策向高新科
技產業傾斜，香港有不少高科技人才
也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他們可以將在
香港的科研成果帶動大灣區，結合當
地龐大的市場進行推廣，相信會有可
觀的回報。

謝錦鵬指出，香港的專業人士和
高新技術產業領域可以尋求在大灣區
內地城市的發展機會，而一些傳統產
業則可以探索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
和地區的發展機遇。他強調： 「 『一
帶一路』 沿線地區不僅有巨大的市場
潛力，還擁有成熟的工業園區。當地
政府也積極鼓勵香港的輕工業企業將
業務拓展到當地。可以通過參觀考察
和參加展會來更深入地了解當地情
況，進一步規劃投資。」

從會計佬忽然轉行做生意，只
能用頂硬上來形容。

我計過盤數，內地有14億人口，
傢具市場有需求。

大灣區發展還在起步階段，隨
着經濟的增長，對香港專業人士
需求還會愈來愈大。

灣區新天地灣區新天地
港青機遇多港青機遇多

被身邊人描
述 為 一 名 「 儒

商」 的謝錦鵬，與饒宗頤還是 「忘
年交」 ，對中華文化情有獨鍾。謝
錦鵬告訴記者： 「我不僅被饒老豐
厚的文化底蘊所折服，而且還深深
敬佩他平易近人、腳踏實地的為人

處世的態度。」
謝錦鵬說，早在讀中學時，就

聽說了香港大學擁有一位深具傳統
文化研究造詣的饒宗頤。及至畢業
後從事財會行業、再到後期經商，
謝錦鵬始終對中國傳統文化心嚮往
之。後來得悉饒宗頤還是潮學巨

擘，更加心馳神往。
偶然機會，他在一次佳士得拍

賣會上收得饒老真跡，從此開始了
他收藏並投資饒老各種藝術作品的
漫長歲月。

2018年，饒老去世的前一晚，
謝錦鵬還和太太一時興起到饒老家

作客，卻不曾想到這是他們最後一
次見面。謝錦鵬說，饒老不論在學
術還是藝術的追求上，都始終堅持
三點：求是、求真、求正。 「治學
如此，做企業亦應如此。」 受此影
響，他始終不遺餘力地推廣饒學文
化，期望將饒學傳承給更多的人。

【大公報訊】民政及青年事
務局局長麥美娟、民青局副局長
梁宏正及青年專員陳瑞緯昨日出
席青年座談會，向逾40名青年介
紹新一份施政報告中有關持續青
年發展和關愛共融方面的重點工
作，並聆聽青年意見。

麥美娟在座談會強調，政府
十分重視和關心青年，一直致力
為青年提供有利環境，讓他們在
社會盡展所長，貢獻香港、國家
以至世界。她表示，民青局將透
過「連青人網絡」的活動凝聚青年，
持續、定期與更多青年交流。

參與座談會的青年為 「連青
人網絡」 會員，他們積極分享對
施政報告中有關青年發展藍圖、
精神健康、鼓勵生育等不同措
施，以及如何協助青年參與公共
事務及發展多元才能的意見。部
分參與者表示，施政報告中有關
青年發展的獨立章節反映政府十
分重視青年發展。

民青局9月成立 「連青人網
絡」 ，旨在連結曾參與政府青年
項目的青年，為他們提供更多發
展多元才能和服務社會的機會，
加強政府與青年的溝通和互信。

【大公報訊】懲教署體
育會主辦的第六十八屆秋季
賣物會昨日在赤柱監獄側足
球場舉行，全日吸引超過
9000人入場。

今年賣物會以弘揚中華
文化為主題。會場設有 「弘
揚中華文化體驗區」 ，讓市
民親身體驗投壺、木射和扯
鈴等中國傳統運動，以及活
字印刷、剪紙製作和面部彩
繪等中國傳統手工藝。場內
更特設留影區讓市民試穿華
服，打卡拍照。

會場內有攤位售賣在囚

人士製作的產品，包括傢
俬、木製擺設、文具、藤
器、盆栽和手工藝品。賣物
會亦有各式各樣的精彩節
目，包括中式步操表演、舞
獅舞龍、太極表演、懲教署
警衛犬隊表演及民安隊電單
車表演等。

透過攤位銷售及各界人
士不同形式的捐助，賣物會
所籌得的款項在扣除開支
後，將捐助不同的志願機
構及慈善團體。賣物會亦
提供機會讓在囚人士回饋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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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右二）等出席青年座談會，向
超過40名青年簡介剛公布的施政報告中民青局相關的政策措施。

▲懲教署體育會主辦
的第六十八屆秋季賣
物會昨日在赤柱監獄
側足球場舉行。

▲ 粵劇名伶蓋鳴暉
（前排右二）、懲教署
署長黃國興（前排右
一）等一同參觀攤位。

【大公報訊】社會福利署昨日舉辦寄養
家庭同樂日，感謝寄養家長的付出。勞工及
福利局局長孫玉菡表示，社署今年着力加強
宣傳寄養服務，期望招募更多寄養家長。

同樂日在海洋公園舉辦，社署邀請來自
100個家庭共約400名寄養家長和兒童在主
題樂園歡度周末，並在同樂日起動禮上分享
寄養家庭故事，呼籲更多人士成為寄養家
長。

孫玉菡在起動禮上致辭時表示，政府一
向重視寄養服務，期望更多熱心人士參與成
為寄養家長，讓因不同情況而未能在原生家
庭得到照顧的兒童感受到家庭溫暖。

新一份施政報告公布，政府明年4月大
幅提高寄養家庭獎勵金，更特別為照顧有特
殊學習或照顧需要兒童的寄養家庭提供額外
支援，包括及早安排評估、專業康復治療和
訓練。

孫玉菡表示，社署今年着力加強宣傳寄
養服務，並推出 「1+1」 組合形式招募寄養
家庭，讓有志加入寄養服務的家長及其親友
申請加入服務並共同照顧同一名寄養兒童，
藉此互相支持。他呼籲寄養家長積極向親友
介紹服務，推動更多人士成為寄養家長。

現時已登記的寄養家庭數目約950個。
有意申請成為寄養家長的市民可致電2573
2282向社署中央寄養服務課查詢。

孫玉菡冀招募更多寄養家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