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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和集團近月擬出售包括巴拿馬運河
兩端重要港口在內的資產，引發社會各界
的持續關注與猛烈批評。 「商之大者，為

國為民」 ，事件涉及國家安全和香港企業的大義大節，不
少長和小股東明確表達反對與外資達成港口交易的立場，
這一聲音正是大多數香港市民的心聲。

政界人士和專家繼續紛紛發聲，強調企業與國家發展
息息相關，是命運共同體。在國家面臨外部壓力加劇的當
下，長和應展現企業擔當，挺身抵抗美國霸權，將愛國愛
港作為基本情操，並將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置於首位，而
非僅僅追求短期的經濟利益或者玩弄伎倆，規避審查。有
內地學者批評長和的行為可能長期損害中國國家利益，是
資敵行為。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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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和小股東明確表達立場 反對向外資出售港口

「面對霸權壓迫，挺身反抗才有出路」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
陳勇回應事件時表示，希望長和能真
心實意配合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的
審查工作，並真正做到在未獲得批准
之前，絕對不會進行任何不合法、不
合規的行為。陳勇指出，在此前長和
的股東大會現場，不少小股東明確表
達了反對與外資達成港口交易的立
場，這一聲音正是大多數香港市民的
心聲。陳勇認為，歷史已經證明，面
對霸權壓迫，唯有敢於挺身反抗，才

有出路，才能有效維護國家利

益，確保長期穩定與發展。
在談及國家與企業的關係時，

陳勇援引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近
日在澳門與工商界人士座談時提出的
「四點希望」 。夏寶龍強調，港澳工

商界人士應該發揚鬥爭精神，團結一
致愛國護港、愛國護澳；堅定發展信
心，繼續扎根港澳，做大做強；充分
發揮自身優勢，突出重圍，擴大開
放，擁抱世界；並積極向海外講好港
澳故事，以旗幟鮮明的態度唱響港
澳、唱響中國。

陳勇認為，這四點希望的核心精
神在於要求港澳工商界和企業家敢於
鬥爭、充滿信心、善於利用自身優

勢、勇於承擔歷史責任。只有將企業
的發展融入國家發展的整體大局，企
業才能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實現可持
續增長，並在大時代的浪潮中不斷壯
大。

立法會議員梁熙認為，企業尤其
是大企業不僅是經濟活動的參與者，
更是維護國家安全和穩定的重要力
量。梁熙期望長和能夠以實際行動配
合國家監管部門的審查工作，並展現
愛國企業應有的態度，為其他企業樹
立榜樣。他進一步指出，香港工商界

應該認清當前國際局勢的實質，摒棄
短視行為，將個人和企業利益與國家
發展戰略緊密結合，為香港的長期繁
榮穩定和國家的整體發展作出積極貢
獻。

梁熙還提到，美國近年來不擇手
段阻撓中國的發展，通過各種經濟、
科技和地緣政治手段企圖遏制中國崛
起。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的企業和
工商界人士應該站在歷史正確的一
邊，堅定地與祖國站在一起，不能再
拖延、玩弄花招，或者心存僥倖。

梁熙強調，企業家的決策不應僅
僅考慮經濟利益，還應該考慮社會責
任和國家安全，尤其是在涉及國家核
心利益的問題上，更應慎之又慎，確

保其行為符合國家法律法規，並能夠
為全社會的穩定和安全作出積極貢
獻。

復旦大學教授沈逸認為，有一些
商人不知道基於什麼動機，但他做出
了實質性可能長期損害中國國家利益
的事情，說得不好聽了叫出賣。 「特
朗普前腳剛說要對中國的全球船運業
進行打擊，後腳就把港口賣給他了，
你資敵嘛。」 有關交易不是正常交
易，說有關企業家是 「普通商人」 屬
於混淆視聽。中國愛國民族產業的血
脈至少可以上溯到陳嘉庚先生，這是
有文化性的血脈和氣節傳承的，是無
形資產。有關企業家不應該這麼對待
這種無形資產。

企業家要講大是大非
勇於承擔歷史責任

摒棄短視行為
與國家發展緊密結合

有 「香
港 紡 織 大

王」 之稱，出身無錫紡織世家的愛國實業家
唐翔千，早在上世紀50年代在香港創立紡
織企業，見證了香港從轉口港轉型為工業城
市的歷程。作為改革開放後首批投資內地的
港商，唐翔千更領取了上海首張滬港合資企
業執照。

回顧唐翔千一生，他一直秉持 「實業富
國」 的理念，認為中國人口眾多，要做到國
富民強，發展工業、製造業乃是基礎。香港
特區成立前後，唐翔千積極參與香港回歸事
務，歷任多項重要公職。他創立的唐君遠教
育基金會，培育數萬人才，體現了 「愛國重
教」 的家國情懷，其人生軌跡完美詮釋了香
港企業家與國家命運與共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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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商故事

大公報記者 彭子河

唐翔千一生致力振興民族工業
「紡織大王」以愛國為宗旨、報國為目標

設立教育基金
捐款培育人才

關注國家經濟發展的同
時，唐翔千也積極參政議
政，支持香港回歸。上世紀

八十年代，隨着中英開展關於香港前途
問題的談判，唐翔千於1984年6月率領
香港工商界訪京，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
握住唐翔千的手，笑呵呵地說： 「我知
道，你就是香港來內地投資的 『001
號』 ！」

上海是唐翔千第二故鄉，他於1981
年組建上海聯合毛紡織有限公司，領取
了具有歷史意義的 「滬字第001號」 合
資企業營業執照，成為第一家滬港合資
企業。

唐翔千曾任港事顧問、特區籌備委
員會委員、特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
委員等公職。1986年，全國政協設立港
澳同胞界別，唐翔千即任第六屆全國政
協委員。他由1988年起，連任第七屆、
第八屆和第九屆全國政協常委。1999
年，唐翔千獲特區政府頒發金紫荊星
章。2008年，他獲香港工業總會授予
「香港傑出工業家獎」 ，當年舉行的頒
獎禮上，正是由時任政務司司長的唐
英年親手頒獎給父親。

「愛國重教」 一直是唐氏家
族的優良傳統，數十年來，唐翔
千實實在在支持教育、培訓人

才，除多次捐款予本地及內地教育機構外，亦
透過成立 「唐君遠教育基金會」 等，積極作育
英才。

1987年，唐氏家族在上海大同中學設立
「唐君遠獎學金」 ，五年後（即1992年）擴
展為 「唐氏教育基金會」 。透過基金會，唐
翔千希望能幫助培育三方面人才，分別是企
業家、高級工程師和研發人才，認為這是
「社會最需要，卻又是最緊缺的實幹型人
才」 。及至2005年， 「唐氏教育基金會」 再
次擴展，並更名為 「上海唐君遠教育基金
會」 。至2007年，即基金會創立20年之際，
累積金額已達上億元人民幣；其間，獲獎與
受助學生4萬餘人次，獲獎教師及科技人員
4500人次。

唐翔千也積極參與國家的 「卓越工程師
培養計劃」 ，自2010年起，分別與上海大學
和江南大學簽訂協議，各捐資4000萬元，合
作創建 「上海大學翔英學院」 和 「江南大學
君遠學院」 。他於2012年獲頒 「中華慈善
獎」 ，以嘉許他對國家教育事業的貢獻。

秉持「實業興國利民」理念
唐翔千1945年從上海大同大學商學院（會計專業）畢業，其

後又在銀行任職多年，對金融比較熟悉，但他對搞房地產、投資
股市都無甚興趣，只因父輩們 「實業興國利民」 的思想以及他們
創業的經歷，早已深深地印在唐翔千心中。

1950年，唐翔千於美國伊利諾大學獲經濟學碩士後，回到上
海在中國實業銀行任職，後因他熟悉外匯業務而被派到香港分
行。50年代香港正逐步從轉口業邁進工業化時期，唐翔千1953年
邁出創業第一步，與友人合夥建立香港五洲布廠，唐任董事、經
理。當年香港的工業基礎非常薄弱，興辦實業的過程也經歷不少
曲折和困難。

唐翔千辦事親力親為，布廠第一年即獲利。歷經15年的奮鬥
與拚搏，到60年代中期，唐翔千在港創立了涵蓋棉紡、毛紡及針
織成衣業的一系列企業，成為全港紡織界辦廠最多最全的廠商。

1969年，唐翔千與安子介、周文軒和周繼忠兄弟聯合各自旗
下的紡織、成衣企業創立的南聯實業公司，歷經多次風浪，成為
香港最大的紡織集團；而1968年唐翔千自資成立的半島針織廠有
限公司，至今仍為業界翹楚。

與時並進創辦科技企業
1997年，唐翔千從紡織業轉戰電子行業，在上海松江投資

4000萬美元，成立美維電子有限公司和美維科技集團公司。原香
港工業總會主席梁君彥憶述，唐翔千當時 「已年過六旬，但並不
滿足已有的成績，而是以企業家睿智的眼光和開拓意識，創辦電
子高科技企業，並取得了驕人的業績。」 經過一番努力，美維很
快成為上市公司，其後又與外國大型企業合作生產供電腦、手機
應用的電路板，推動上海和國家的電子產業發展。

縱觀唐翔千的一生，不僅參與和見證香港蛻變成國際大都會
的歷史，亦與中國內地改革開放的過程息息相關，他把事業發
展與國家需求相結合，牢牢堅守國家利益這個底線。政界人士讚
揚他愛國愛港，一生致力於民族工業的振興與發展，為香港的經
濟發展和順利回歸作出積極貢獻。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上海唐
君遠教育基金會理事長唐英年2023年在 「紀念唐翔千誕辰100周
年」 活動上說： 「父親從小就教導我要以愛國為宗旨、報國為目
標，這句話我一直記在心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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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上海大同大學商學院（會
計專業）

在上海中國實業銀行任職，後
被派往香港分行負責外匯業務

先後與友人合資創辦香港五洲
布廠、香港華僑紗廠、香港毛
紡廠等企業，逐步成為香港紡
織業翹楚

任香港棉紡業同業公會主席，
並組團訪問內地

唐翔千接待上海工商界經濟代
表團，後率香港工商界代表團
回訪上海，開啟滬港合作新紀
元

在深圳做成特區第一批補償貿
易；在新疆創辦第一個中外合
資企業；在上海創辦第一個滬
港合資上海聯合毛紡織有限公
司

創建香港美維科技集團有限公
司，開始進軍電子業；牽頭組
建香港滬港經濟發展協會

設立上海 「唐君遠獎學金」

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和新華社
香港分社香港事務顧問

獲香港特區政府授予香港太平
紳士

重組美維控股有限公司，在香
港聯交所上市

獲 「香港傑出工業家」 稱號

與上海大學聯合組建上海大學
翔英學院等

卸任上海唐君遠教育基金會理
事長，被推舉為基金會終身名
譽理事長

在香港病逝

▲知名愛國實業家唐翔千一生出錢出力，推
動國家教育及工業發展。

▲2007年，唐翔千捐贈一百萬元創立唐荊川愛國
興學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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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身反抗才有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