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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父親志向 為國育才
接受專訪時，廖伊曼剛剛

結束在深圳的隔離。作為一個常
來往內地和香港的港商，2020
年至今她已經隔離了7次。 「之

所以隔離這麼多次也要往返粵港，是因為粵港
業務聯繫實在太緊密了！」

工業4.0課程 聚焦國際科創
廖伊曼自言並非 「女強人」 ，高強度的

工作只因為自己熱愛這份工。 「辦教育和其他
行業不同，給到我很強的成就感和滿足感。因
為喜歡，所以投入。」 廖伊曼2007年北上內
地參與了父親投資的教育集團工作， 「上一代
港商吃到了改革開放的紅利，而我們這一代港

商，則遇上了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
「我接手集團的初心其實和父親一樣，

希望可以培育出國家需要的人才。現在大灣區
要打造國際科技中心，不僅需要高精尖型研究
人才，動手能力強、適應各個崗位的人才同樣
重要。」 廖伊曼笑言，如今學院增加了越來越
多數字化、工業4.0的相關課程，課程也側面
見證着大灣區在科技領域的進步。

廖伊曼正在積極推進粵港澳大灣區職業
教育的合作。華商教育集團舉辦了多場粵港職
業教育相關的培訓、比賽，讓香港學生更多機
會了解大灣區。 「希望港青能夠把握大灣區市
場，這裏人口多、企業多、年輕人多，自然會
帶來更多的發展機會。而如何培養視野開闊、
學習能力強的國際化人才，正是我們教育集團
的責任所在。」

廣交會初試啼聲 拓迪拜外銷市場

二代港商 跑遍中東搶單

成為接班人前， 「港二代」 、廣東麥斯卡體
育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葉偉倫在加拿大讀大學。
香港回歸前後，他的父親將香港工廠整體遷到廣
州。畢業返港的葉偉倫一日忽然收到老爸喊他北
上幫忙的電話，一幫就是20多年。

從「拎包」到「海外出差」
來到廣州，葉偉倫很長一段時間一直跟在父

親身後當 「拎包」 的，直到他第一次參加廣交
會。 「老爸在採購，我跟在後面邊看邊學。忽然
靈光一閃：為何我們光是買產品，而不把自家產
品拿到這裏賣呢？」 公司向來主攻內銷市場，而
廣交會是中國商品賣向海外市場的平台，父親聞
言，即放手讓兒子嘗試開拓海外市場。葉偉倫用
半年時間將公司產品的包裝、目錄冊、報價單全
翻譯為英文，最終在下一屆廣交會收穫了屬於自
己的第一桶金──來自中東迪拜的訂單。

見產品在中東市場反響很好，葉偉倫還大着
膽子跑去中東逐個拜訪客戶。從迪拜到黎巴嫩，
再到沙特、阿曼……二十來歲的他把中東地圖上

的國家跑了個遍，還包括正在內戰的也
門。一出也門機場，葉偉倫看到當地人
身上背着小刀，還當作是裝飾品不以為
然，直到發現客戶在辦公室大剌剌擺着
AK47槍支。 「當時不知道害怕，後來
回想才覺得不可思議。」

在挑戰中試錯 開拓新市場
和父輩相比，新一代港商更加有獨

立判斷能力，一直保持知識更新。葉偉
倫在開闢外貿市場後，又雷厲風行地以
人群細分市場，進軍在內地頗新的兒童
運動用品領域，同時與迪士尼建立合作
關係，產品一炮而紅。他笑言： 「直到
現在，兒童運動系列產品仍是我們公司
的 『招牌菜』 。」

父親早期靠開拓內地省市批發商、商超賣
場，爭的是渠道。葉偉倫接棒後，他為公司在電
商平台爭排名，在抖音等新媒體爭流量，每一個
變革都充滿挑戰。 「必須不斷學習、不斷去試
錯！」 葉偉倫的 「以快打快」 打法讓產品在內地
知名度一再提升。葉偉倫認為， 「新一代港商對
新事物包容性更強，學習能力也很強。」

另一位 「港二代」 、華商教育集團副
董事長兼總裁廖伊曼， 「接班」 前同樣
在海外留學。她在英國完成學業後，返
港做了兩年市場營銷。香港回歸10年
後的2007年，她獨自北上，從此成為
父親的左臂右膀。但她參與的不是一家
工廠，而是一所學校。

在廣州增城，廖伊曼從最基層的財
務工作做起，一步步熟悉集團事務。
2014年，父親讓她參與決策。廖伊曼
果斷決定發展國際學院，第一站選擇了
澳洲。 「我全程負責，自己到澳洲找
地、建校，可以說一磚一瓦都是自己親
手搭建。」 一年後， 「華商─澳洲國際
商學院」 首獲澳洲政府批准成立，開內
地民辦教育機構海外建校區先河。

廖伊曼接班後，從多元化方向拓展集團
業務，實現了教育行業全階段的布局。2007年
時，華商集團僅開辦了一所本科大學，隨後增設
了技工學校和職業學院，如今集團已經在此基礎
上增加了幼兒園、中小學以及教育科技公司。
「如果說父輩時代的紅

利，是只要膽大有技
術，肯幹就能贏。那
麼，新一代港商接班
後，我們會在新市場和
新管理中逐漸找到新時
代的答案。」 廖伊曼自
信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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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偉倫（右二）第一次參加廣交會時拍下的照片。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攝

編者按
在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第一批進入

內地的港商發揮獨特作用。他們窺準時機，第一
時間帶着資金、技術將製造業北移，參與締造了
珠三角乃至整個內地的經濟奇跡。

香港回歸25年的當下，又一批年輕港商進入
內地，抓住難得機遇，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上
一輩相比，他們同樣擁有敏銳的市場觸覺、果斷
的幹事魄力、全情投入的拚搏精神。他們大多擁
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廣闊的視野、先進的理念，
搭乘互聯網＋平台深耕高科技含量行業。《大公
報》今起推出 「新港商」 系列專題，透過受訪者

親述打拚歷程，一窺 「新港商」 傳承與創
新，以及多元化發展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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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華商職業學院學生在教室上課。
受訪者供圖

滿足大細路需求，是我們的創新
工作日下午，總經理辦公

室，葉偉倫和團隊員工圍坐在一
起，與遠方的客戶開視像會議。
會後他和員工留在辦公室討論下

一個方案，全程氣氛輕鬆，大家暢所欲言。比
起老闆，葉偉倫對待員工更像一名諄諄善誘的
老師，鼓勵員工發散思維。 「很多開發的方向
就是這樣大家碰撞出來的。」 葉偉倫笑稱。

葉偉倫平時也喜歡到公司不同部門 「串
門」 。採訪這天，他帶記者參觀公司的直播
間。補光燈、攝像設備架設在房間一端，主播
笑容燦爛地向鏡頭推介最新商品，她面前的桌
子堆滿了琳琅滿目的產品樣品。

多元化策略正是葉偉倫拓展市場的手
段。 「現在我們已經從一家只生產體育用品的
企業，升級成為一家產品涵蓋衣食住行覆蓋男
女老少的公司。」 葉偉倫坦言，不斷推出的新
品類讓公司訂單在新冠疫情這兩年裏也持續火
爆。 「特別是摩托車頭盔、戶外露營、電競用
品、家居飾品等板塊增長最勁，滿足了疫下催
生的市場需求。」 葉偉倫告訴記者，內地市場
蓬勃，內循環市場的消費趨勢越來越個性化。
「比如以前的摩托車是交通工具，現在已經成

了成人的玩具，我們從摩托車頭盔到玩具到手
套IP化，滿足 『大細路』 的需求。這就是我們
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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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輩專業精神 畢生受用
「港二代」 從成長、到接班，一直在粵

港兩地來回跑，在兩個不同環境的對比中，
感受內地的飛速發展。廖伊曼的父親廖榕藉
着改革開放的時機北上回鄉投資，90年代發

現人才缺乏制約當地企業發展，於是大舉進軍教育界辦教
育。廖榕曾表示： 「我的夢想，就是要打造一所中國的哈
佛大學。」 從學校平地、無水無電，到最終搭建成學校雛
形，他四處奔波尋找各單位部門協助，整個過程勞心勞
力，用房地產事業的資金來幫助學院發展。

點點滴滴，廖伊曼看在眼裏。 「我父親那輩人是最辛
苦的，白手起家，壓力很大。父親搭建好平台，也信任
我，給我放手去做，讓我幸福很多。」

廖伊曼說： 「我爸那輩人以前是周一到周五在內地工
作，周末返港。我2007年到學院工作時以為也要這樣，收
拾了一大箱行李過來。後來發現大灣區交通越來越方便，
疫情前我即日來回都沒問題。科技越來越發達，基本上在
車裏我開個視頻會議、電話會議，就回到香港。」

在葉偉倫看來，父親葉清華是一個非常專業的人，就
連同行在生產遇到不懂的問題都會來請教他，而父親也不
會有所保留，反而大方分享經驗。 「對於一款產品，他會
花長時間去了解所有工藝，然後在這基礎上去創新，這個
專業精神首屈一指。」 葉偉倫說，他最引以為豪和希望學
習到的是父親的專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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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設計部，葉偉倫與一名設計師探討方
案。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攝

▶葉偉倫（右二）在迪拜與客戶見面時的留影。 受訪者供圖

談接班
廖伊曼：我接手的初心，其實和父親一
樣，希望可以培育出國家需要的人才。

葉偉倫：我最引以為豪和希望學習到
的，是父親的專業精神。

談經營
廖伊曼：大灣區要打造國際科技中心，
不僅需要高精尖型研究人才，動手能力
強，適應各個崗位的人才同樣重要。而
培養視野開闊、學習能力強的國際化人
才，正是教育集團的責任所在。

葉偉倫：現在經營一個公司比過去複雜
很多，以前做好產業鏈上某個環節便可
以生存下來，現在要求企業從產品的研
發，到營銷推廣、銷售、物流、質量把
控全方位配合。

談開拓
廖伊曼：如果說父輩時代的紅利，是只要
膽大有技術，肯幹就能贏。那麼新一代港
商接班後，我們會在新市場和新管理中逐
漸找到新時代的答案。

葉偉倫：以前有句話叫 「一舖食三代」 ，
現在莫講三代，就連三年都頂不住。新一
代港商對新事物包容性更強，學習能力也
很強，必須不斷學習、試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