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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於香港灣仔港灣道的華潤大廈，背靠太平
山，面向維多利亞港。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映襯
着這一中國首個海外外貿機構的特殊地位。2月28
日，臨上京出席兩會的港區全國政協委員、華潤集
團董事長宋林在此接受大公報專訪，話題就從他28
年來的 「香港情懷」講起。

香港精神是自強不息
1986年，剛踏足香港的宋林，除了發現這個霓

虹閃爍的大都市，經濟發達、法制健全、城市乾淨
、生活多元之外，印象最深的便是香港人疾行的腳
步， 「當時香港人很勤勞，整天帶着磚頭似的 『大
哥大』，奔波於內地與香港之間，每個人天天都在
忙活。」

猶記得，當年多少港人白手起家，歷盡千辛萬
苦，創造出令世人矚目的輝煌業績，也讓香港由寂
寂無聞的小漁村，演變成舉世知名的國際大都會。
「從他們身上我看到了香港精神，就是刻苦耐勞、

勤奮拚搏、開拓進取、靈活應變、自強不息的精神
，這是香港長盛不衰的力量之源，也是香港十分寶

貴的精神財富。」

耽樂消磨社會正能量
然而，近些年，宋林發現這種不畏艱辛、敢闖

敢拚的精神，在香港社會漸漸淡薄了， 「它的最終
後果，是會滋長一種貪圖享樂、散漫懈怠的社會心
態，消磨掉整個社會的正能量。」宋林闡釋道， 「
無論內地還是香港，年輕人在創業道路上都處於同
一起跑線，沒有人能夠偷步先跑，但是，為什麼騰
訊、阿里巴巴那樣的創新型企業就能出現在 『河那
邊』而不是 『河這邊』呢？這很值得深思和反省，
值得多問個為什麼。」

身兼特區政府經濟發展委員會成員及香港道德
發展諮詢委員會主席的宋林，對此頗感憂慮。 「我
曾經給特首寫過一封信，建議政府多關注香港創新
力的問題，為青年創業提供良好環境。」宋林道，
「比如，目前粵東北、粵西北還有很多發展空間，

粵港能否進一步深化合作，在廣東某個區域建立香
港的創新工業園，讓香港的有志青年去那裡創業。
」他認為，這樣一來，可適當減少土地資源稀缺對
香港經濟的制約，將廣東也拓展為香港的發展腹地
，以應對未來挑戰。

冀不忘初心矢志前行
宋林分析道， 「當下經濟大環境逼迫着香港必

須實行經濟轉型，而國際金融中心不是自己說出來
，是事在人為，你做得好，就得到大家的認可，你
做得不好，就會被別人搶走。」

不過他也認為，香港是世界上最開放、最具活
力的地區經濟體之一，擁有健全的法律、成熟的市
場及專業人才，是內地企業走出去、提升海外競爭
力和影響力的最佳 「跳板」，也是內地跟世界經貿
往來很好的中介和橋樑，回歸後這種獨特的競爭優
勢更得到進一步強化。

因此他建議，香港應從更高層次和更廣闊視野
上，來確立自己的經濟地位， 「不要老是瞄着上海
去爭，也不要老是跟上海去比。」當前內地經濟發
展一日千里，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
的目標，與香港的轉型方向完全脗合，顯示國家新
一輪的經濟改革，將為香港帶來大有作為的發展空
間。而要抓住這一機遇，香港就必須做到 「不忘初
心，矢志前行」， 「只要激發拚搏向上的原動力，
重新燃起創業激情，並主動對發展腹地的經濟要素
進行強有力的集聚、輻射和融合，就能趕搭快車、
借力發展，繼續扮演中國最具競爭力和最具影響力
的城市，」宋林說： 「從國家經濟戰略地位來看，
香港是獨一無二的，任何城市都取代不了，這個香
港人不必擔心。」

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從當初不起眼的貿
易代理商、服務接待處，發展到橫跨消費品、電力
、地產、水泥、燃氣、醫藥、金融等領域的顯赫王
國，香港中資企業在走過崢嶸歲月的同時，也為保
持香港社會繁榮穩定挹注了巨大能量。華潤集團顯
然是其中的卓越代表。

華潤與民生息息相關
1938年，一間小小的貿易商號在香港悄然成立

。此後七十餘載的風雨歷程，華潤在壯大基業的同
時，始終處處體現自己對國家、對香港的擔當。 「

我們信奉一條──扎根香港、服務香港，要為確保
香港市場穩定供應不懈努力」，宋林闡明心跡。類
似的案例不勝枚舉，譬如它曾倡議開通 「三趟快車
」，解決了內地鮮活冷凍產品對港長期穩定供應的
問題；它將國產石油引入香港市場，解決了油荒問
題；它為香港運來了國產大米，平抑了一度暴漲的
米價。

此後，華潤在香港進行了大量投資，項目涉及
加油站、貨倉、碼頭、郵輪、鐵路專線、超市、百
貨商場等，並參股隧道、公路、移動通訊、銀行等
項目，在積蓄實力的同時，吸納大量人員就業，促

進了香港經濟的穩步發展。 「你們會發現，華潤的
所有生意都是與民生相關的。」宋林說， 「與大眾
攜手，是華潤成長壯大的力量之源。我們希望將企
業使命融入社會前進的方向之中，用華潤的產品和
服務為人們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給客戶帶來更多
幸福和快樂。」

中企為港作積極貢獻
在成就自己的同時積極服務社會，像華潤這樣

的港中資企業並不在少數。作為香港經濟的生力軍
，中資企業在香港社會生活中的地位日益凸顯。目

前，中資企業承擔着特區政府企業所得稅收總額的
11%，並直接和間接地為香港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
，成為特區保障財政收入和促進就業的重要支柱。
甚至香港市民日常生活的大量必需品，也同樣由香
港中資企業積極參與保障供應。其中豬、牛、雞等
鮮活農副產品，佔香港市場總供應量70%以上，而
流入香港千家萬戶的內地東江水，也佔香港市民用
水量的75%以上。可以說，從篳路藍縷到備受矚目
，香港中資企業百餘年來走過了曲折的發展道路，
也為香港的經濟穩定和社會發展作出積極的貢獻。
作為香港中企協會長，宋林對此頗感欣慰。他表示
，隨着內地經濟不斷轉型，我相信會有很多內地企
業把總部遷移到香港來，這個對香港進一步強化服
務貿易中心地位將發揮重要作用。

約訪宋林費盡周折，旗下擁有10家上市公司
、1300多家實體企業、40多萬名員工的他，每天
的時間表幾乎細緻到一分一秒。然而，一說起在
港二十八年的工作生活，宋林的倦容一掃而光，
眉宇間神采飛揚。

獲選中國改革年度人物
「我現在肯定是香港人。」身高1.83米的宋

林祖籍山東，剛過知天命之年， 「我在山東呆到
十八歲，在上海讀書又呆了四年，在香港則工作
生活了二十八年。」他回憶，剛到香港時 「矇查
查」，話都不會說，而今他的粵語流利通暢，幾
乎聽不出任何口音， 「某種意義上，香港就是我
的第一故鄉了。」

早年宋林為物色華潤新油站位置，自己駕着

車在元朗和上水左兜右轉，與原居民討價還價，
甚至還要與兇悍的黑道人士交鋒。如此驚心動魄
的經歷，而今在他嘴裡卻變得雲淡風輕， 「『坨
地』很麻煩的，但現在想來也很有意思，最終我
與新界民眾打成一片，成了好朋友。」正是這種
扎根基層的工作體驗，給了他短時間內熟悉了解
香港社會的契機。宋林說很喜歡香港，因在這裡
學會了市場化運作規律、學會了尊重法治精神、
也學會了愛崗敬業、吃苦耐勞。

事實證明，宋林將華潤集團帶到一個新高度
。去年華潤集團躋身《財富》雜誌全球500強榜
的第187位，今年更有望進入百強行列。而在《
財富》（中文版）的中國最具影響力商界領袖榜
上，宋林排名第20位，還在國家發改委舉辦的一
個評選活動上獲票選為中國改革年度人物。

自1938年成立 「聯和行」（華潤前身）以
來，在與共和國風雨同舟的歷程中，作為中國
香港和內地最具實力的多元化控股企業集團之
一，華潤以優異的成績開創了中國商務市場，
並一直引領商務新方向，以實際行動實踐着 「
與您攜手，改變生活」的企業願景。

華潤作為設在香港的大型央企，在促進兩
地溝通交流上扮演了獨特角色。幾年來，華潤
斥資數千萬港元設立獎學金，贊助部分香港學

生免試入讀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自去年起，
又與香港城市大學合作，資助符合條件的內地
少數民族學生到香港求學。 「特首在施政報告
中提出希望加強兩地青少年的交流，我們今年
還將響應政府號召，制訂一些相關計劃。」宋
林說， 「華潤在內地有42萬個崗位，我們非常
願意提供機會和平台，讓香港年輕人去內地實
習、工作，這樣可以加深他們對內地經濟、社
會的了解，激發香港年輕人二次創業的精神。」

現任全國政協委員，持有上海
同濟大學固體力學學士學位，1985
年加入華潤集團，1998年獲委任為
華潤集團董事，目前擔任華潤集團
及中國華潤總公司董事長，亦任吉
利汽車控股有限公司之獨立非執行
董事及東亞銀行（中國）有限公司
之非執行董事；兼任香港中國企業
協會會長、香港特區政府經濟發展
委員會成員等職。

全國政協委員、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

「不忘初心，矢志前行」 ，網誌上的這句話，既是掌舵央企巨艦華潤集團的宋林
，與旗下數十萬員工的共勉，亦是身兼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他，對面臨轉型機遇與挑
戰的香港，誠摯的祝福與寄望。他認為，勤奮拚搏、開拓進取是香港長盛不衰的力量
之源，當下香港惟有激發自強向上的原動力，重新燃起創業激情，並主動與內地經濟
加強融合，才能趕搭快車、借力發展，繼續扮演中國最具競爭力和最具影響力的城市
角色。 文：大公報記者 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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