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菅明軍先生和歐峰昊的新著《香港上市紀行》
就要出版了，很高興為他們這本充滿實操和務實特
色的新書作序。我和明軍先生相識十多年，雖然山
水相隔，近些年不常見面，但我對他的印象卻非常
深刻。

我與菅先生第一次見面，是2014年6月24日中州
證券（內地叫中原證券）在香港首發上市的那天。
河南省政府派的代表、港交所時任總裁李小加和菅
先生的好搭檔、中州證券時任總裁周小全（現任上
海市金融局局長），以及香港不少金融界、新聞界
的人士出席了在香港交易所舉行的上市敲鑼儀式，
我也參加了，氣氛十分熱烈。中州證券上市不久，
股價就開始大漲，並且漲勢一直延續到年底和後來
的一段時間。中州證券因此被香港主流媒體和金融
機構評為2014年當年港股 「升幅王」 ──即當年新

發行上市企業中漲勢最好的一隻股票。
大公報報道中一項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向香港及海外讀者介紹祖國內地取
得的發展成就。河南是祖國的一個大
省，歷史悠久，文化燦爛。改革開放以
來，河南發展很快，由傳統農業大省，
迅速發展成農業、工業、服務業、金融
業、貿易業強省。河南省的發展變化，
是祖國發展變化的縮影，報道好河南的
發展變化，也是報道祖國的發展變化。
大公報早在香港回歸祖國前夕就在河南
設立了辦事處，2010年4月又在河南設
立了網站，時任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親
自為網站揭牌。正是基於對河南的重
視，從中州證券上市開始，我就要求大
公報有關部門加強與中州證券的聯繫和

溝通，對企業發展過程及時跟蹤報道，發現新典
型，樹立好榜樣，弘揚正能量。

中州證券在港上市後，菅先生常來香港。每次
來港，我們都會爭取見個面，一杯清茶、一頓簡
餐，成了我們交流情況、暢敘友誼的 「標配」 。菅
先生雖然是一位看上去低調謙遜的人，但很快你就
會發現他充滿自信、頭腦睿智、表達明快，善於通
過紛繁的表象一語道破問題的本質。我對內地官員
的能力一向敬佩，他們大多從基層做起，層層選
拔，優中選優，經歷的事情多，思考的問題多，工
作的辦法多，大多有較高水平。菅先生無疑是他
們中優秀的一員。

那時我經常會收到中州證券的一些簡報資料，
從中時常見到菅先生的一些動態。在中州證券改
革、發展的過程中，他總是通過思考和分析，不斷
發現新矛盾、解決新問題，並且親力親為、整理形
成文字，用於指導公司發展。由於職業關係，我對
好的文章還是很敏感的，菅先生的文章往往通過對
各種情形的分析，得出讓人認同的結論，其文字功
力之所以如此之好，大概與他過去曾在國家財政部
等部門工作時所經歷的千錘百煉有關係吧。

從2011年起，大公報聯合北京上市公司協會、
香港中國金融協會和香港證券學會等機構，共同開
創了 「中國證券金紫荊獎」 評選活動。對每年獲獎
的優秀企業和優秀企業家給予頒獎，以示鼓勵。十
多年來，這項規模大、層次高、公信力強的兩地上
市公司公開評選活動，已成為海內外觀測中國資本
市場及上市公司的風向標。由於企業業績突出、個
人表現卓越，菅明軍先生分別於2015、2019和2021
年三次獲得 「最具影響力上市公司領袖」 和 「年度
卓越企業家」 稱號，香港特首親自為他頒獎。其

實，在一段時期內，我最關注、最感興趣的一點
是：中州證券當時為何選擇在香港上市？因為2014
年香港資本市場也十分困難、股市不旺。特別是企
業上市很難找到投資者，選擇香港上市是要冒一定
風險的。就此我曾很認真地問過菅先生，他回答
說：黨的十八大以來特別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
內地發展氛圍很好、勢頭迅猛，企業都想抓住時
機，加快發展，但當時內地資本市場卻依然存在很
多障礙，當時A股IPO仍處於暫停狀態，而且不知道
要暫停到什麼時候，在這種情況下，是消極等待，
還是立足實際、審時度勢、另闢蹊徑，確實是需要
極大勇氣的。當時在內地A股上市雖然停了，但是港
股卻正常運行，香港仍是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從
中州證券的實際出發、不等不靠，選擇先到香港上
市、把業績做好，待內地條件成熟後再回到A股上
市，這樣便可逐步實現境內、外兩地上市的目標。
由於菅先生及其管理團隊所做出的非常清醒的戰略
選擇，中州證券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地方小券商，
一躍成為了全國為數不多的兩地上市公司之一，擁
有境內、境外兩大資本通道，資金實力大為提升，
這是很了不起的。現在回頭來看，如果當年菅先生
未下定決心走先H後A兩地上市的路子，而是坐等內
地A股開閘再行動，那將會貽誤時機，非常被動。

《香港上市紀行》與其說是一本專著，毋寧說
是一本有關企業赴港上市的經驗積累和務實指導。
香港作為舉世公認的國際金融中心，無論何時、特
別是在當下，更加散發着獨特的個性和魅力！希望
該書能為更多內地企業來港上市提供現實的經驗和
具體的指導，同時也為高校、科研等部門相關人士
快捷、輕鬆地研究了解香港股市和資本市場打開一
扇專業又通俗的 「天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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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 港 上 市 紀
行》，菅明軍、歐
峰昊著，大公報出
版有限公司，2025
年5月出版。

一本香港上市的好教材
姜在忠

2025年3月，趙稀方
教授的論著《香港：報刊
與文學》由北京生活．讀
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此書甫一出版，便引發學
界廣泛的關注和討論。
《讀書》雜誌2025年第5
期推介語云： 「這是一部
開創性的研究著作，不但
第一次從原始報刊文獻梳
理香港文學，並且以香港
為方法，隱含對於中國現
當代文學的重新觀察。無
論對於華文文學和中國現
當代文學的讀者，本書都
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羊城晚報》《華文
文學》 「北京文藝觀察」
「天天好書」 等媒體和公
眾號也都相繼推送書訊書
評，這本書一時成為關注
的焦點。

凌 逾 邵文馳

書海漫遊

▲《香港：報刊與文學》，趙
稀方著，生活．讀書．新知三
聯書店，202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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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
趙
教
授
痛
心
於
香
港
文
學
研
究

﹁缺
少
報
刊
史
料
的
實
證
基
礎
﹂
，
於
是
毅
然
走
向

對
香
港
報
刊
的
實
證
研
究
，
從
對
小
說
的
闡
釋
轉
向

對
報
刊
的
挖
掘
與
反
思
，
給
香
港
文
學
研
究
注
入
了

新
史
料
和
新
視
角
，
無
疑
有
引
領
和
促
進
學
界
後
續

研
究
之
功
。

趙
教
授
坦
言
，
這
是
一
條
雖
漫
長
艱
難
，
卻

又
滿
載
而
歸
的
旅
程
：

﹁
一
路
輾
轉
，
默
默
閱

讀
，
多
少
日
子
就
這
樣
消
失
於
青
燈
黃
卷
之
中
。

偶
有
發
現
，
便
有
意
義
。
﹂
本
書
扉
頁
有
《
鐵

馬
》
剪
影
，
此
刊
曾
發
出

﹁香
港
文
壇
第
一
聲
的

吶
喊
﹂
，
如
今
《
報
刊
香
港
：
歷
史
語
境
與
文
學

場
域
》
《
香
港
：
報
刊
與
文
學
》
，
亦
可
謂
香
港

報
刊
文
學
研
究
的

﹁第
一
次
吶
喊
﹂
。
這
本
沉
甸

甸
的
書
，
是
趙
教
授
一
生
心
血
的
結
晶
，
一
筆
一

畫
都
是
歲
月
的
堆
砌
，
本
書
的
面
世
，
既
是
香
港

文
學
研
究
界
的
一
大
幸
事
，
亦
可
寬
慰
趙
教
授
為

此
所
付
出
的
悠
然
歲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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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刊香港：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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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稀方著，三聯書店
（香港），2019年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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