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〇〇九年十月十六日 星期五

A20 祖國不會忘記
責任編輯：蔡向陽 美術編輯：譚志賢

談及香港在建國六十年歷程扮演的角色，
陳有慶認為，香港發揮了很好的橋樑中介作用
。他說，由於內地的經濟基礎薄弱，在發展的
過程中，最急需的東西是資金；六十年來，香
港以其特有的位置和制度，一直是內地最大的
境外直接投資者，為內地的工農業生產、城市
建設、科技發展提供了大量的資金，紓緩了國
家財金短缺的困難。

陳有慶表示，由於香港較早與國際接軌，
擁有大批前來居住和工作的華人華僑和國際人
士，可謂中西兼容、網絡寬厚，在內地對外貿
易、文化交流高速進行的環境下，香港的窗口
和橋樑角色顯得格外重要。此外，很重要的一
點，是香港與內地的互惠互利合作。陳有慶說
，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不少香港廠家北移投
資設廠，在為自身生存與發展贏得空間的同時
，給內地創造了大量的勞動機會，引進了技術

和資源，為兩地都創造了繁榮。
展望未來的發展，陳有慶預測，首先，在

改革開放的基礎上，內地未來需要大力發展服
務業，這正是香港的強項，現時本港應向內地
提供深層次的服務，如金融、物流業的相關產
品和服務支援，相關行業應該積極參與其中。

就國家早前公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
發展規劃綱要（二○○八─二○二○年）》
，陳有慶說，一個地區未來十二年的發展，由
國家出面制訂專門的規劃綱要，在他的記憶中
似乎是第一次，可見在祖國眾多的區域發展中
，國家對珠三角的走向尤為重視。《規劃綱要
》亦強調，珠三角地區無論在地理經濟、社會
、文化等方面的發展，都離不開香港的作用。

不過，陳有慶指出，在國家不斷發展的進
程中，要與世界接軌，就必須讓世界更多地了
解中國，大量的宣傳、推廣、交流等必不可少

。他說，在香港的華僑、歸
僑、僑眷來自世界各地，佔
全港人口三分之一，他會繼
續協助和聯繫這些網絡，並
透過這些網絡，促進世界與
祖國更密切交流和深入了解
，在祖國建設的新時期發揮
新的橋樑作用。

陳有慶憶述，一九八八年父親陳弼臣辭世
，在火葬儀式上，泰王親自點火，王室成員前
來悼念，泰國民眾依依不捨，出殯隊伍一萬多
人，深切緬懷這位為泰國金融領域作出了卓越
貢獻的華人金融家。當時的情景，陳有慶至今
仍然歷歷在目。陳弼臣不僅是一位金融界鉅子
，也是一位充滿熱血的社會活動家。當泰國被
日本人佔領時，他一邊做生意，一邊支持參與
抗日，與東南亞華人社會保持聯繫。

作為一個白手起家的海外華人，陳弼臣深
知創業的艱難，更知道華人在國外的艱難，在
創業之初，陳弼臣就經常幫助那些被外國大銀
行拒之門外的華裔商人，為他們解決資金和業

務上的困難，與亞洲各地的華人商業團體建立
了廣泛的聯繫。

早於一九四四年，陳弼臣與友人合資創辦
泰國盤谷銀行，一九四六年，陳弼臣入股香港
汕頭商業銀行，他是泰國金融機構涉足國外的
一位先驅者，他敢於在國外開拓新的業務領域
，五十年代在香港創辦了第一家海外銀行，接
着又在歐洲、美洲和亞洲設立分支機構。另外
，陳弼臣早在一九八一年，已安排盤谷銀行在
北京開設辦事處。自此，銀行一直致力於發展
內地的業務，去年，盤谷銀行已獲准在中國設
立本地法人銀行，總行設在上海，服務範圍輻
射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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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麼一個華僑世家：父親經營有道，在異國他鄉創建金融王
國，名成利就；母親卻不顧安危，在祖國大地戰火紛飛的年代，身
懷六甲而執意回故土誕子。新生命成長於艱難苦困的環境中，努力
學習成才，不只成功接掌家族的金融王國，還繼承了廣大海外僑界
堅定支持祖國的精神，關心祖國的發展建設，為祖國發展建議獻策
，並且帶領家族第三代報效祖國。他的名字是─陳有慶。

本報記者 宋佩瑜

國家發展 香港作橋樑

父親陳弼臣華僑之光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港人對回歸

前景抱有疑慮，部分人選擇移民海外
，但陳有慶將自己位於香港跑馬地的
住宅翻新重建成一幢八層住宅，分了
兩層給兩名兒子，可見他當時對香港
回歸前景充滿信心，希望一家在香港
落地生根。現在兩名兒子陳智文和陳
智思在社會上有一定地位，陳有慶的
心血並沒有白費。

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陳有
慶的兩名兒子回港與父親同住，陳智
思更放棄了美國 「綠卡」，恢復港人
身份。兩名兒子現在協助打理亞洲金
融集團的業務，長子陳智文專注各項
投資，次子陳智思就主理保險業務，
且活躍於政壇。

陳有慶憶述，九七至九八年的亞
洲金融風暴，來勢迅猛，對東南亞尤
其是泰國金融業打擊非常大，他弟弟
陳有漢掌管的泰國盤谷銀行亦受影響
，銀行不良資產最高時接近四成，業

務遇到很多困難，但陳有漢和兒子陳
智深並沒有因此退縮，而是因勢利導
，把難以做好的業務完全放棄，專心
做自己擅長的業務，經過幾年的努力
，最終解決了不良資產問題。

至於○六年 「賣銀行」的事，在
國際金融海嘯衝擊的今天已成為城中
佳話。陳有慶表示，由於近年銀行業
競爭激烈，家族經營的小型銀行在夾
縫中生存，處境變得越來越困難，當
年他和兒子商量後，決定將亞洲商業
銀行放盤出售予大眾集團，所得資金
投放到集團旗下的亞洲保險，以及開
拓集團的醫療合作業務和其他投資項
目。陳有慶說： 「說實話，伴隨着亞
洲商業銀行超過半個世紀，作出這個
決定相當不容易，至今還有一種依依
不捨的情感，但投資營商一定要學會
審時度勢，該出手時就出手；同樣，
該放手時也應及時放手，做到進退有
據。」

見證歷史 對港充滿信心

▲陳有慶於香港僑界社團聯會第二屆會董就職禮
上，贈送紀念品予行政長官曾蔭權 （受訪者提供）

▶二○○○年，陳
有慶獲董建華頒發金紫
荊星章 （資料圖片）

◀早年與家人合照
（受訪者提供）

▶陳有慶（左
二）○一年獲溫家
寶（中）接見

▲陳有慶○一
年獲胡錦濤（右）
接見

陳有慶出身於金融世家，少年時代
的成長經歷與他那一代人並無不

同，但他原可以不經歷這一段曲折磨練
。他的家族早年僑居泰國，父親陳弼臣
花了畢生心血締造華人 「金融王國」，
卻偏偏安排長子陳有慶回祖國出生。

華僑之子 生在故土
一九三二年，陳有慶出生於廣東汕

頭，當時居住在泰國的陳母不顧腹大便
便，執意要回到家鄉潮陽產子，結果在
乘船漂泊了十多天後才回到廣東，剛到
汕頭，陳有慶便出生了。據陳母當年說
，因為陳有慶是老大，所以一定要在中
國國土出生。不過，陳有慶在年輕時，
正值抗日戰爭爆發，令他們無法回到泰
國，當時家中只有一畝田，陳有慶要一
邊上學，一邊打工，母子在潮陽過了一
段艱難的日子。

陳氏家族從事金融業多年，一路走
來非常不易，期間無數的點點滴滴記載
着幾代人的艱辛和智慧，以盤谷銀行的
主要創辦人、陳有慶的父親陳弼臣最為
顯赫，在泰國締造了華人 「金融王國」
。陳有慶有扎實的金融根底，亦多得父
親的悉心栽培。

一九四六年，日本戰敗投降翌年，
陳弼臣入股香港汕頭商業銀行（一九六
五年改名為香港商業銀行），陳有慶就
被安排到香港讀書；四年後，他再轉到
曼谷讀書，白天到父親屬下的機構學習
銀行業務，由點鈔、發存票、入賬等基
本功夫學起，在不同部門實習；一九五
三年，陳有慶再到美國讀大學，白天依
然在銀行工作，雖然在泰國和美國半工
讀的生活不易捱，但就為陳有慶的事業
打下基礎。

團結僑胞不遺餘力
一九五五年，二十三歲的陳有慶結

束美國留學生涯，父親決定派他到香港
開拓海外業務，漸漸地陳有慶學會了獨
自處理生意，並且將生意越做越大。一
九五九年，父子等人共同創辦了 「亞洲
保險」，主要服務香港潮商和東南亞僑
商，陳有慶應父親要求，負責公司在香
港的業務。

早在五十年代開始，陳有慶打理的
銀行業務已經與內地有經貿往來。改革
開放前，亞洲商業銀行主要起着橋樑作
用，打通兩岸、東南亞等地的業務往來
，例如從台灣開出的信用票，大多經過
他們轉到內地銀行；改革開放後，香港
商業銀行成為最早進入內地的境外金融
機構之一，一九八九年，該行在內地設
辦事處，開始在內地建立業務。

陳有慶曾任第七至十屆全國人大代
表，為國家出謀獻策，對國家的經濟發
展，特別是金融體制改革等作出一些重
要發言。二十年來，例如就中國加入世

界貿易組織、香港與內地的經濟合作、
利用香港吸引海外投資者等提出建議。
為表揚陳有慶對祖國和香港的貢獻，二
○○○年，陳有慶獲香港特區政府頒發
金紫荊星章。

陳有慶在海外華人圈中有崇高的地
位，團結海內外僑胞不遺餘力。為了推
動港人到東南亞投資，二○○二年，陳
有慶擔任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時，率領
多名商家到東南亞考察，就進一步加強
相互間的經貿合作、開拓商機進行交流
，得到各國領導人熱情招待，其江湖地
位可見一斑。

二○○四年，香港各僑界社團組織
聯合組成了香港僑界社團聯會，陳有慶
出任首任會長，並蟬聯第二任會長，充
分發揮團結世界各地僑胞，增強愛國愛
港力量的作用。

為國家成就感驕傲
回顧與祖國同行的風雨歲月，祖國

有今日的成就，陳有慶和無數身在海外
的華僑一樣，不僅為自己能親眼見證這
一場偉大的實踐而倍感幸運，更為自己
能協同海內外無數僑胞參與其中而倍感
驕傲。

建國六十年來，談及國家最大的變
化，陳有慶表示，從七十年代末開始，
改革開放使內地從封閉走向開放，從滯
後變為進取。 「在人類文明的發展史上
，僅用了三十年，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國
家發生變化之大，進步之快，不能不
說是一個奇跡。我想，這是中國對世
界的一個重大貢獻，值得好好總結和
光大。」

陳有慶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
之初，國家積弱積貧，靠自力更生和艱
苦奮鬥，一方面積極發展農業生產，另
一方面努力打造工業基地；到七十年代
，基本上解決了百姓的溫飽問題，工農
業也得到穩定的發展。國家在國際上開
始有了地位，海外華人揚眉吐氣了 「華
人與狗不能入內」那種被欺凌的現象不
復存在，對年輕人來說，甚至已變得陌
生。

提重視三民生問題
踏入二十一世紀，中國在很多國際

事務上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陳有
慶說，在近期有關抵禦國際金融危機、
重整世界金融秩序等相關議題上，更增
加了難得的話語權，這是以前不敢想像
的事情。 「國家六十年來，有這樣令世
界驚嘆的成就相當不易，但真正與世界
接軌，做到民富國強，我們要做的事情
還有很多……」

陳有慶提出了三點：一是要重視縮
小貧富差距的問題，國家不僅要正視這
個現象，還要找出原因，否則情況延續
會衍生諸多社會、民生問題；二是要盡

快建立社會安全保障
網，特別是關乎百姓
醫療、養老、失業等
方面的體制改革，更
應該提到日程上；三
是要繼續將中華優良
傳統的價值觀發揚光
大，因為在部分人富
裕起來的同時， 「講
錢」多了， 「講文明
」少了。他希望國家
能高度重視這些問題
，從教育、文化、家
庭、社會不同層面和
角度加大 「講文明」
的力度，使社會更多
關愛與和諧，民眾更
加成熟和文明。

陳有慶對國家的成就感到陳有慶對國家的成就感到
驕傲驕傲 （蔡文豪攝）（蔡文豪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