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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委員、國
務委員劉延東：

改革開放之初
，三中全會召開前
，曹先生就已經率
先到珠海投資開工
廠；我在這裡代表
中央政府感謝曹先
生對國家做出的貢
獻，祝他健康長壽。

六十年代，曹光彪經營東亞太平毛紡廠，香港第一件
出口羊毛衫即由 「東亞太平」生產。今天，永新集團在內
地多處設廠，年產及出口毛衫達五千萬件，已成為全球最
大的毛紡集團之一。

八十年代，香港回歸過渡期間，曹光彪在港英當局
「一航線一公司」的惡法下，排除萬難，成立港龍航空公

司，令第一條 「港人的龍」、港人航空公司的航機飛上了
藍天。

然而，在一切創業過程與成就中，最令曹光彪引以為
傲、視為一生最大成就的，是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在珠海開
設的香洲毛紡廠。

香洲毛紡廠投資七百萬港元，在當時來說已頗具規模

，但工廠並沒有為曹光彪帶來什麼財富
，比起其他一些能賺大錢的工廠， 「香
洲」可以說是 「小兒科」，但對曹光彪
來說，賺錢不是他人生的最大目標，投
資香洲毛紡廠就更是不為賺錢，他引以
為榮的原因，在於香洲毛紡廠邁出了改
革開放的第一步，打開了外資進入中國

的大門；而改革開放的成功不僅符合國家利益，也為其他
國家和全世界帶來了好處。

直到今天，只要談起改革開放，曹光彪仍然會說：
「如果說我這一輩子做過什麼有意義的事，那就是我在一

九七九年開辦珠海香洲紡織廠。」
七十年代後期，內地 「文革」結束，百廢待舉，當時

曹光彪與內地有兔毛生意，與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公司總經
理陳誠宗是好朋友， 「陳總」再三請求曹先生為擴大中國
羊毛衫出口想些辦法。

當時曹光彪也曾到內地工廠參觀，光管燈泡壞了無人
修，零部件散落地上無人理，要想提高出口，曹光彪想到
只有一個辦法，就是： 「由我來辦一個工廠試試吧！」

那時，不要說剛結束不久的 「文革」要打倒資本家
「永世不得翻身」，就是一九四九年以後，私人資本也早

已被掃出歷史舞台，資本家實際上已成了等同 「剝削」罪
惡的負面名詞。

但是，一心要為國家做一點事的曹光彪，並沒有顧慮
到自己的得失，回港後他用了一個星期的時間仔細推敲，
然後奮筆疾書，書寫了一份開辦毛紡廠的建議書，提出由

香港永新企業以七百萬元資金，提供進口機器、設備
和原料，在澳門代為培訓員工，生產高質細羊毛

紗，產品由永新自行出口，選址以靠近港
澳為宜。

建議書送出後一個月，

陳誠宗就通知曹光彪到澳門簽署成立珠
海香洲毛紡廠協議書，甲方為國務院外
貿部屬下的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公司，乙
方為香港永新企業曹光彪，文件名稱為
： 「針字第一號」。

合作協議書是在一九七八年九月二
十八日簽署的，翌年，一九七九年十一

月七日，珠海香洲毛紡廠正式開幕投產。
珠海香洲毛紡廠開幕的消息， 「人民日報」亦作了報

道，稱開辦者為 「頭一個吃螃蟹的勇士」，一份地方報紙
則驚呼： 「資本家回來了！」

一九八四年，鄧小平首次南巡，到了珠海，第一站就
到香洲毛紡廠參觀，詳細詢問了設備和生產的情況。

在一次電視訪問中，鄧小平說： 「有一個香港商人，
給中央寫信，說要到國內來開工廠，我們同意了……」。

這名 「香港商人」，今天仍繼續在毛紡、棉紡、地產
、光學等行業以及其他一些高新領域進行投資，並歷年對
教育事業作出了五億多元的捐贈。這樣的 「資本家」，愛
國家、為人民， 「回來了」，回得好。

設備進口產品外銷
首開補償貿易先河

鄧小平84年南巡
曾參觀香洲毛紡廠

連日來，深圳和珠海兩個全國最早成立的經濟特區，
正在隆重慶祝成立三十周年，並舉辦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
小平誕辰一○五周年圖片展覽，氣氛非常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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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延東與曹光彪
親切交談，祝他健
康長壽

▲ 曹光彪九
十壽辰，清
華大學宴賀
，劉延東出
席。

▲ 一九八四年，鄧
小平南巡，參觀香
洲毛紡廠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香洲毛紡
廠開幕，右一為曹光彪 ▲▲珠海標誌珠海標誌 「「漁女像漁女像」」

▲香洲毛紡廠當年生產情況
▼開幕禮邀請領事外賓參加

而在首都北京，一場與此有關的生日宴會日前
也在清華大學禮堂盛大舉行，九旬壽星就是三十年
前頭一個到珠海特區投資開設香洲毛紡廠、首開全
國 「補償貿易」先河的香港永新集團董事長曹光彪
先生。

劉延東代表中央到賀
宴會在清華大學舉行，是因為曹光彪歷年對清

華的捐贈已逾七千萬元，包括興建體育館 「光彪
館」，清華校長顧秉林堅持要表達全校師生的心
意。

而更令人意想不到和高興的是，這不僅僅是一
場壽宴，由於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劉延東女
士的出席，令宴會變成了 「雙重慶祝」，一是祝壽
，二是祝賀曹先生多年以來、特別是一九七九年率
先投資開設香洲毛紡廠對國家、對改革開放作出的
重大貢獻。

宴會的氣氛非常親切、熱鬧，劉延東委員一來
到就坐到了沙發上曹光彪的身邊，親切地拉着曹先
生的手朗聲說： 「曹先生，我給你賀壽來了，祝你
生日快樂。」

寒暄過後，劉延東仔細端詳和詢問了曹先生的
身體狀況，知道曹先生除了視力、聽力差一點之外
，其餘都很健康，就高興地說： 「你們看，曹先生
那像九十歲的人？我看就像七十歲！」

談話中提到清華大學明年要慶祝一百周年校慶
，劉延東就說： 「曹先生比清華還小十歲，但已經
很了不起了！」

曹先生也高興地回應說： 「我人是九十，但心
情還是五十、六十。」劉延東說： 「對，人就是要
這樣，要始終保持這種年輕的心態。」

在半個多小時的談話中，劉延東自始至終拉着
曹先生的手沒有放開，而且不時輕輕地在曹先生的
手背上拍幾下，那份親切之情，就像家中小輩和長
輩在聊家常一樣。

宴會上，劉延東致詞，她一開始就鄭重地說：
「今天，我是以三重身份來參加這個宴會的：

第一，曹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我最尊敬的長輩
；香港九七過渡期間和回歸以後，曹先生為保持香
港繁榮穩定、落實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支持兩
任特首依法施政，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而在國家改革開放之初，在十一屆三中
全會召開之前，曹先生就已經率先到內地投資設廠
，是一九七九年最早進入內地的港資企業，在曹先
生帶動下，大批江浙人士紛紛到家鄉投資支持改革
開放，這些都是曹先生所作的貢獻。

最早進入內地外資企業
「第二，我是以清華大學校友身份出席的，曹

先生一向關心教育事業，支持科研工作，歷年對清
華作出了八千多萬的捐贈，清華今天能建成一流大
學，有曹先生的一份功勞。

「第三，我是代表中央政府到來感謝曹先生的
，感謝曹先生多年以來對國家做出的貢獻。我在這
裡代表中央政府、代表清華校友、代表所有老朋友
祝曹先生生日快樂、健康長壽！」

劉延東一番充滿深情的講話，令在座的每一個
人都受到感動，全場響起熱烈掌聲。

在一片祝賀聲中，曹光彪十分感動地對劉延東
和來賓說： 「我只是為國家做了一個普通中國人應
該做的事，中央給我這麼大的榮譽，祝我健康長壽
，實在不敢當。」

今年九十歲的曹光彪，當然如他本人所說，只
是一個普通的中國人，但他大半輩子所從事過的事
業、所做出過的成績，都不是一個普通人所能夠辦
到的；這裡面，強烈的民族感和愛國心，獨具過人
的智慧和膽識，還有堅強、樂觀的個性，都是曹光
彪 「能人所不能」的重要原因。今天，曹光彪能夠
得到中央的高度評價，得到各方面的尊重和肯定，
實是當之無愧、實至名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