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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華拯救企業秘辛 以電飯煲敍述社會變遷

時代轉變 適者生存
福建中學（小西灣） 5A 張麗雅

勿忘相片本質
通識探索者 黃碧華

B13通識新世代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擁有131年歷史的菲林界巨人柯達（Kodak），今年1月19日因負
債逾530億港元，申請破產保護。柯達在百多年前推出第一款透明攝影
菲林，令當時被認為難以探索的攝影技術帶到人們生活當中，其後不斷
開發新相機、新玩意，讓柯達雄霸世界。21 世紀科技年代，菲林業務
始終不敵數碼攝影，柯達的風光黯然成為歷史。

一提柯達菲林，攝影用家的腦海不期然浮現 「高質素」三個字。
1888 年，柯達推出第一部自家相機時，連同一句標語 「You press
the button, we do the rest」（你按下按鈕，餘下的交給我們），
光輝且不平凡的路自始開始。百多年的老店見證過一件又一件的世界大
事發生，包括世界大戰、美國總統甘迺迪遇刺、人類登月、數十部奧斯
卡得獎影片，都一一記錄在柯達菲林之上，風頭一時無兩。

負債530億申請破產
2001年在全球品牌一百強排行榜中，柯達佔據第27位，品牌價值

高達800億港元，地位比名牌手袋LV（38位）、百事可樂（44位）、
蘋果公司（49位）還要高。不過，時移世易，十年後蘋果公司躋身第8
位、LV躍升至第18位、百事亦跳至第22位。員工方面，柯達在全盛時
期，全球曾擁有15萬名員工，不過，2003 年起裁員5萬人，2010 年底
宣布員工總人數餘下1.88萬人。

柯達不僅是一間世界知名的攝影器材公司，更生產全球第一卷菲
林、研製了第一部可攜式照相機、開拓記錄影像的可能性，同時，也是
首間推出數碼相機的攝影公司。儘管它曾叱咤風雲，卻難以擺脫命運的
安排，最後要敗在自己一手開拓的數碼市場上。柯達由2004年至今，
僅2007年一年實現全年盈利，其餘年份則全部虧損。今年1月申請破產
保護時，柯達的資產有400億港元，但負債逾530億港元。

轉移重心業務 冀東山再起
柯達、富士、寶麗來三大攝影品牌，沒有一個能打入數碼市場。寶

麗來在2001年率先宣布破產，只有富士，至今仍迄立不倒。富士深明
時代加速步伐，不斷推陳出新，將原來用於菲林的納米技術，用以開拓
美容護膚業務、醫療系統及生命科技的市場，成功轉型。

雖然破產保護不等同真正的破產，柯達只需在有限時間內重組業

務，現時是仍可正常運作，如美國著名的通用汽車公司亦曾申請破產保
護，重組後再次上市。但柯達開始大規模削減成本，在今年2月決定，
上半年逐步退出數碼相機、小型攝錄機及數碼相架的影像採集業務，重
心放在影印業上。柯達發言人預計，全年可節省 7.8 億港元的經營成
本，並以現時持有1000多項專利技術中，出售專利及專利訴訟以助渡
過危機。

柯達表示，在重組期間會利用在花旗集團籌集的74億港元來維持
正常營運：同時希望，在2013年走出破產保護陰影，或許他日東山再
起。

撰文：李盛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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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推出第一款透明攝影菲林
成立公司並推出首部民用相機
推出首卷民用菲林
發明X光機專用菲林
推出首部8mm電影菲林、攝影機及投影機
推出首卷彩色菲林
推出傻瓜相機
參與《阿波羅11號》登月任務
製造首部數碼相機
全球銷售額突破100億美元
展出首款專業數碼相機
宣布在美國、加拿大及歐洲停售菲林相機
推出世界首部雙鏡數碼相機
炸毀其菲林大樓以示決心轉型
停售彩色菲林
入稟申請破產保護令

柯達重要發展史

▲柯達近年迎合潮流，推出輕便的數碼相機，可惜未為市場接受，
銷售額大跌

▲柯達以菲林起家，與富士並列兩大菲林公司

候任特首梁振英快將上任，他將
會是香港回歸後的第三位特首。首任
特首董建華的管治，可謂譭譽參半。
然而在商場上，董先生曾有一段拯救
企業危機的輝煌經歷。馮邦彥的《香
港華資財團》（上海：東方出版中
心，2008年）（圖），是一部研究香
港華資財團史的專門著作，繼承了其
姊妹作《香港英資財團》的特色，結
構緊密、材料細緻。在書中，我們認
識到董先生為拯救家族企業而作出的
努力，對每一位研究商業的人，皆甚
有參考價值。

自上世紀70年代中東的石油危機，世界經濟
發展放緩之後，世界海運量已開始下降，航運業
已初露危機。此外，日本工業轉向高科技發展，
不再需求大量原材料，尤其是油輪的需求驟降，
動搖了香港船商藉以發跡的基礎。到了80年代初
中期，香港航運業又受到世界大蕭條的打擊。但
當時正是東方海外實業舉債訂造的船舶下水之
時，公司陷入空前的危機。在1984年時，公司的
資產負債率高企 78%，長短期負債高達 92.4 億港
元。

身為公司主席的董建華為完成集團債務重

組，曾多次遠赴日本，與日本船廠談
判，減少購買已訂製的貨輪。他又與
200多名債權人磋商，重組債務，歷
時 17 個月。在最關鍵時刻，他又獲
得霍英東的協助，答應注資 1.2 億美
元，使公司得以繼續營運。自此，公
司致力整頓資產，不斷出售非核心業
務及投資，改善財務狀況，集中貨櫃
運輸業務。80 年代後期，世界航運
業開始復蘇，公司的盈利能力開始好
轉。踏入 90 年代中，公司恢復派
息，業務重上軌道，董先生的多年艱
苦奮鬥，至此可謂是苦盡甘來。

97年來臨，董先生轉入政壇發展，成為首任
特首。由於政治情況及個人健康的因素，他決定
引退，未能在任內重振香港的經濟。然而在他退
下之前的一段時間，他推出了不少新的應對措
施。在曾蔭權先生出任特首之初期，種種新措施
的成效日漸顯現，終令香港經濟重拾正軌，我們
的生活水年亦日漸提升。因此，我認為，我們要
評論董先生的功過時，不妨將時間放長一些去研
究，才會對一個人物有較為公正的評價。

香港通識教育會 李偉雄
henrilee@graduate.hku.hk

「留住最美一刻」，從小便對這句口號留下深刻印象。不
論對新聞業或日常記錄，柯達菲林以致相片的出現，為我們的
日常生活帶來重要的改變。今天是新聞，但到明天同一則新聞
便會成為歷史記錄，相片更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工具，記載世界
的變遷及見證歷史的誕生。

以往的菲林攝影要把菲林沖曬出來，必須要往沖曬店找店
舖職員協助，才可得到相片，充其量店員協助曬出不同尺寸的
照片，相片中的任何東西都不能作出更改。以往的拍攝，拍攝
者只可靠着那小小的觀景器去構圖，一張好的照片，必須要靠
拍攝者的功力、經驗以及偏重對攝影技巧的掌握。

現在科技進步了，人們只要透過熒幕，便可構圖。若效果
不理想，可以刪除再重拍，回家後可以移除突兀的背景，或可
以加上不同的可愛背景。相機的不同設置，讓不懂拍攝技巧的
人也可以成為大師，拍出美麗的照片。

現今的數碼攝影，讓任何人隨時隨地可以增刪相片，甚至
讓大家可以隨意在電腦上修飾相片，製作出自己想要的風格。
但從另一角度看，數碼攝影的出現卻可以讓記錄變得不真實，
歷史甚至可以被改寫。推陳至手機，當初手提電話出現，目的
是方便攜帶，方便通訊及聯絡。但現今的手機屏幕愈來愈來
大，甚至如半部平板電腦，由聲音通訊變為以隨身看視訊及隨
身玩遊戲為主。這不是與相機、菲林及照片甚至手機原先出現
的目的背道而馳？科技進步便利生活雖然是好事，但同一時間
或會扭曲了發明一種物件的原意。最重要的是，我們在使用或
優化產品的同時，也不要 「見利忘義」─遺忘物件最初存在的
價值及目的。

柯達─創造了全球第一卷膠卷，開拓了另一個攝影世界，
使每個人都可以擁有一部可以紀錄生活點滴的 「時光機」，但
是早前這個叱咤一時的巨大品牌終於經不起時代巨輪的轉變而
被迫申請破產保護，令一眾曾經擁有柯達菲林的相機迷痛心和
震驚。

菲林給我的感覺是神秘，一張張棕黑色的膠片裡裝着一幅
相，你要在黑房中自行調配藥水、晾乾一張張菲林、相片才正
式誕生。相比起數碼攝影，即影即能看結果，對我來說是方便
快捷，卻少了一份神秘感。而菲林相紙的顏色（Tone）是比較
柔和，夢幻和有些復古的色彩。可惜的是，現代科技中有樣神
奇的軟件叫‘Photoshop’（e.g. lightroom），可以自行調色，
亦可以調校出菲林的顏色。在現今速食文化大當其道的趨勢
下，很少人會選擇用菲林影相、沖曬相片，再把相片掃描
（Scan）入電腦，這些繁複的工序亦隨之被數碼時代所淘汰了。

所謂適者生存，寶麗來在2001年已宣布破產，但反觀富士
至今仍迄立不倒，是因為富士懂得將用於菲林的納米技術用以
開拓美容護膚、醫療系統及生命科技的市場，成功轉型。這一
切令筆者聯想到生態系統，就像頂級生態者之間的爭奪戰，世
上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弱肉強食這道理眾所周知，同時亦
希望，柯達能夠在2013年走出破產保護的陰影，或許他日能東
山再起。

上星期觀看了香港話劇團演出之
《有飯自然香》（圖）。講述數十年來
香港的轉變，懷舊的感覺撲面而來。香
港在二戰後難民湧至，大部分一窮二
白，親友之間互相扶持，靠的是一份拚
搏精神與日漸式微的人情關懷。演出帶
出不少昔日情懷和價值觀。除了反映在
絕境中盼望明天的積極人生態度之外，
也刻畫了那些失落了的事與物。例如失
學青年的要上夜校，一家人數七八口是
平常事，十四五歲便要幫補家計：做學
師仔、點心妹大不乏人。一些失落了的
稱謂與口頭禪，也在劇中穿插出現。具
體的事物也可以看見 「電飯煲」的發展沿革，這透視
了香港人的創意與毅力。所以劇團也以樂聲牌電飯煲
作為該劇之冠名贊助，同時在大會堂的大堂辦了一個
不同年代的電飯煲展覽，儼如一個可以勾起不同生活
回憶的時間錦囊。

首演前是一個香港話劇團紀念三十五周年自助飯
局，高朋滿座不在話下，也邀請了不同時期的藝術總
監、多年前合作的前輩與朋友。劇團首任經理袁立勳
和當年的一些全職演員如林尚武也是座上客，足見劇
團也是非常重視那份人情價值。劇中一件小道具引起
全場哄動的，就是一張帆布床。演員一面把摺疊了的

床，徐徐展開，撐起、加上兩枝床棍，巧
妙利用帆布的張力與槓桿力矩。床 「張開
了」，聚精會神的觀眾才覺舒了口氣，彷
彿經歷了一個回到從前的儀式。

主稿的主題是柯達菲林，焦點可以放
在科技創新與舊物的淘汰。但用品的消逝
過程往往是極不經意的。大型戲院、畫位
紙……，便在被遺忘的狀況下失了影蹤。
鎢絲燈泡可算是一個事先張揚的例子，但
某些事物卻在某些角落依然殘存着，例如
碳爐可以在賣煲仔飯的舊式店舖，舊區仍
然有用火水爐的。但 IT 影音用品可以迅
間失了蹤影，如電腦磁片、錄影帶、碟式

相機、DAB、MD、VCD、卡式錄音帶。此起彼落的
手機型號。不要說摩托羅拉摺龜、大哥大、天地線。
甚至在數年前仍佔主流的 Nokia，一下子便被取代
了！撰稿人也經歷了不同的世代。以前供稿報章是郵
寄或親自投入中環的信箱，後來經傳真機傳送而有幸
保留了原稿，現在都用了電腦email， 「手稿」也成了
絕響。用了 Facebook 之後，照片也不用曬出來，
3R、4R 也是歷史概念。偶然收到親友寄來照片，也
是一份喜出望外的心意！

優質圖書館網絡主席 呂志剛
sidneylu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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