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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0年前一個多月內地遊年前一個多月內地遊 終身受用終身受用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沒有什

麼事情比親身經歷來得更體會深刻。

1980年入行，縱橫證券界逾40年的

黎永良，當他還是20歲出頭的年輕小

伙子時，在香港大學畢業即與同學出

發到內地展開一個多月的畢業之旅，

這一趟遊歷的所見所聞，改變了他對內

地的認識，他看見國人奮發的上進心，

人人想過上好生活，深感祖國日後的發展潛力，令他在往後的股

壇歲月裏特別關注內地經濟發展，認為一個操盤手要洞悉先機，

對內地的了解和認知是不可或缺的條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1981年遊法感悟：有國才有家

今年64歲的黎永良經歷了1987年股災、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以及2008年金融海嘯，可謂見
慣風浪身經百戰，他的國際金融事業從22歲加入
滙豐銀行成為見習行政主任開始，累積多年投資
經驗，他在2017年還推出《股海良策》一書，分
享股壇致勝心得。

炒「孖展」賠本 痛定思痛
黎永良30多歲已實現財務自由，別人以為他一
定是股壇長勝將軍，但其實年輕時炒「孖展」加
上想着股市仍會回升，所以沒有即時止蝕，結果
慘被「斬倉」全部賠本。自此之後，他痛定思痛
從多角度及多層面深入分析市場，從而領略到實
質資金可作長線投資，借貸款項只可短線投機，
又特意擬定短、中、長線的投資策略，加以嚴格
遵守。
經過兩年多不斷地反思，黎永良終迎來賺取第

一桶金的機會，「當時香港股市比較簡單，沒有
什麼金融衍生工具。直到1985年，在內地設廠出
產電子產品的康力投資公司，生意興隆並且在香
港上市，同時推出了認購認股證，當時很多投資
者不認識認股證，也不太用心去理解它的運
作。」黎永良深信電子產品前景亮麗，認為股價
必升，於是買入康力投資公司的認股證，在很短
時間已獲得可觀的回報。賺得第一桶金後，他明

白到投資要心平氣和、知所進退、量力而為和嚴
守止蝕的重要性，憑着定下的投資心法，黎永良
成功避過其後的1987、1997和2008年的股災。

寄語散戶切勿輕易「瞓身」
發生了這麼多次股災，散戶的炒股心態有何改

變？黎永良坦言，「基本上這廿多年來，散戶都
有一個習慣是沒有變的，就是『見高追、見低
沽』，加上近十多年網絡資訊氾濫，誤信謠傳或
者假消息，市場上也有不少有心人士唱高散貨。
不過隨着經驗的累積，部分散戶也會變得成熟，
不會人云亦云。」
黎永良又寄語要在股市上生存，千萬別自以為

「叻」，不要動不動就「瞓身」，否則很容易一
個大風浪過來就翻不了身，就好像1987年股災、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及2008年金融海嘯，他就
見過不少人自以為是，導致千金散盡。
作為殿堂級的操盤手，黎永良當然有豐富的投

資心得，「最重要是有一個穩定的心理質素，冷
靜分析事件，做到一眼關七、耳聽八方，緊貼時
事。」而且，即使作為散戶也要不斷充實自己，
並且要放開眼界吸收新事物。
另一方面，他認為不要單方面相信某些傳媒的

報道，自己要有分析和解讀新聞的能力，去理性
判斷消息。

縱橫股壇逾40
年，有三件股壇大
事令黎永良印象深刻。
1987年股災是黎永良最難
忘的事件，1987年 10月 16日
（周五），美股突然大幅下跌，亞
洲股市在隨後的周一出現恐慌性拋售，恒
指當日下跌超過400點，他說「當時的聯交所
主席李福兆宣布港股停市4日，至10月26日重
新開市，為當時全球主要股市中唯一停市的市
場，當時市場上有不少反對聲音，因為理論上
來說股票可以隨時買賣套現，而李福兆有此決
定是希望股民可以利用幾日時間冷靜，但事與
願違，復市後恒指大跌三分一，有唔少細價股
由1元跌至1毫子。」
黎永良憑自身的經驗，在股災中損手不大，
「1982年我剛出來社會做事，學人炒孖展輸晒
啲錢，幸好當年還年輕有機會翻身，自己慢慢
再儲錢，經一事長一智，我之後都叫人唔好炒
孖展，即使短炒當股價跌咗10%就要止蝕，
1987年股災我很幸運受影響非常小，因為當時
的投資策略是以保本為上。」

金融風暴期間助「打大鱷」
香港金融市場最震撼人心的時刻，莫過於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打大鱷」時期，「當年
我喺證券行做，都有幫手打大鱷，國際炒家
瘋狂沽貨，我哋就『一球球』咁接貨，如此大
的金額喺前所未見，過程很緊張、刺激，索羅
斯當時不斷沽空港元、港股想賺大錢，香港金
管局就動用外匯儲備反擊，吸納港股，同時喺
外匯市場接收國際炒家拋售的港元，將匯市穩
住，當時行動持續兩周，動用咗過千億元資
金。」經歷過「打大鱷」，令黎永良明白到國
際形勢是如此險峻，香港這個小島也不能倖
免。
及後到2008年美國的金融海嘯席捲全球，也
是黎永良印象深刻的股壇大事，「美國大行雷

曼兄弟投
資失利，引發了全
球金融海嘯，未出事之前美股的
成交很厲害、泡沫非常勁，連帶港股的成交量
也急增，加上內地市場逐漸成長，令到企業、
投資者的資金增加，從而推高恒指達到最高峰
時的逾3萬多點。」
香港金融市場經歷以上三件股壇大事之後，無

論是停市抑或「打大鱷」，均教訓慘痛，黎永良
認為，香港的金融制度經過不斷優化，市場不斷
深化改革及強化體制和監管，增加外匯儲備等，
今日很難再會發生被大鱷狙擊的事了。

見證香港交易所「4合1」
此外，黎永良亦見證香港交易所由4間交易

所合併成一間，優化交易所及監管制度。他回
憶說：「香港曾經有4間交易所（並存），分
別為1947年（成立的）香港證券交易所（編
按：由「香港經紀商會」及「香港股份商會」
兩間交易所合併而成）、1969年（成立的）遠
東交易所、1971年（成立的）金銀證券交易
所，以及1972年（成立的）九龍證券交易所。
當年股票買賣是以經紀人手處理，交易室就像
金魚缸一樣，加上4間交易所股票價錢有差
異，不少散戶在不同交易所買賣股票來賺取差
價，後來在加強市場監管之下，4間交易所合併
成香港聯合交易所，4間交易所（並存）時代在
1986年3月底畫上歷史句號，新交易所1986年
4月初開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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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心法：
最重要有穩定心理質素

全球政治形勢愈來愈複雜，黎永良認為未
來的政治走勢對全球股市有深遠的影響，看
股市已經不能單方面留意經濟，還要看全球
地緣政治局勢，而未來粵港澳大灣區的機
遇香港更加不可以錯過，惟他認為香港人
對大灣區潛力的了解仍不夠充分。
黎永良解釋，「由於過去20多年
的媒體以及教育制度沒有認真介紹
內地的歷史及發展，不少香港人
對內地的思維仍停留在40年
前，也不敢到內地看看，我
們的教育制度要認真給
年輕一代介紹內地的
發展，因為我由
1980 年起去內
地到現在，
知道國

情是怎麼樣的，但很多人仍然是坐井觀天，
對內地認識很表面。」

始終都是自己地方最好
談及近年移民的人數有所上升，黎永良認

為有部分人會後悔移民，最終回流返港，所以
他鼓勵年輕人除了讀書之外，要多去旅行、行
萬里路，多接觸不同階層，就知道自己的地方
才是最好，「我30歲前世界六大洲都去過，
半退休之後還去了南極洲，全世界七大洲都去
過了，當中30歲前去六大洲感受最深，去旅
行時接觸不同國籍的人，就知道其他國家的人
思想是怎樣的，如果曾經感受過種族歧視，就
更加明白到永遠是自己地方最好。」
談到對年輕人的寄語，黎永良稱，「年輕

人充滿活力，但做事要處變不驚，謙虛從
事，擁有謙虛的學習態度得益始終是自己，
老前輩見到你謙虛就會教你，相反你驕傲的
話，人哋見到有氹都唔會提你，這方面我見
得多，年輕人有機會的話，不妨讀萬卷

書，行萬里路，此舉是相輔相成，其
利無窮。」

港人應多到內地看看

「有國才有家」，這一句說話看似簡單，但其
實意義深遠。1981年的一次旅遊經歷，令黎永良
深深明白到，國家富足、強大的重要性。
「我第一次去巴黎是在1981年的夏天，走進一
間百貨名店，那時候日本經濟起飛，很多人往外
旅遊，購買力又強，那位法國女店員用日語招呼
我，我用流利的英語表示我是中國人不懂日語，
順道問她一件貨品的小小問題，但她居然說不懂
英語，但後來竟然聽到她對一個外國人說流利英
語，當時我真的感到很氣憤。」

97後自覺是真正的中國人
黎永良稱，時移世易，內地經過近44年改革開
放，國家變得強大，現在到處都看見中文字，那
些法國售貨員還主動和你說「你好！」，祖國的

強大，使黎永良感到驕傲，更完全明白「改革開
放，國富家強」的意義。
1997年7月1日的香港回歸交接儀式，黎永良

當年是在現場觀禮的嘉賓，25年後回憶當時的情
景，他仍然感受甚深，「我當時在現場觀看交接
儀式，感到非常震撼，因為我是修讀中國歷史
的，該學科我考獲Ａ級的成績，每當我讀到近代
史看到滿清政府被迫向他國割地、賠款等歷史，
我就會深思為何我國的國力不夠其他國家強大，
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開啟，可以到祖國各地，接
觸到社會階層上不同的人，我就發覺他們都有一
顆愛國心，想將祖國重新復興，1997年香港回歸
祖國，我更加自覺是中國人，我身在香港，是中
國血統，所以香港回歸祖國我非常開心，自覺是
真正的中國人。」

◆◆黎永良黎永良（（右右
二二））19198080年與同年與同
學到內地展開一學到內地展開一
個多月的畢業之個多月的畢業之
旅旅。。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黎永良遊歷黎永良遊歷內蒙古內蒙古。。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黎永良黎永良：：

◆◆黎永良寄語黎永良寄語年輕人年輕人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除了讀書之外除了讀書之外要多去旅行要多去旅行、、增廣見聞增廣見聞，，多接觸不同階多接觸不同階
層層。。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圖為黎永良圖為黎永良（（左二左二））19801980
年在南京站年在南京站。。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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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歲大學畢業，一趟到內地旅遊一個多月的所見所聞，令黎永
良感受到沒有什麼事情比親身經歷
更令人印象難忘，亦使他明白到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相輔相
成，其利無窮」的道理。黎永良現
為時富金融服務集團顧問，他憶
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大學
生，已熱衷於「認中關社」──
「認識祖國，關心社會」。黎永良
1980年6月底考完畢業試後，在踏
進社會工作之前，與七位香港大學
聖約翰宿舍舍友，昂首北上，展開
個多月的認識祖國之旅，這一趟旅
程改變了他們對祖國的認識。

人人希望脫貧 為國家服務
「我們八個大學生提着背包，興

高采烈跨過羅湖橋，從深圳出發，
坐硬臥火車輾轉到達北京，還要再
坐9小時的硬座火車，直達內蒙古
呼和浩特，然後用一個多月時間沿
鐵路線南下，遊遍多個城市才回到
香港。」
當年在內地旅遊的經歷，黎永良

至今仍歷歷在目，「我們一班同學
以內蒙古為起點一直向南遊歷一個
多月，內地當時還未完全開放，我們
一行人去了北京大學與大學教授交
流，又到大街小巷與小販交談，發現

內地人民很有上進心，希望擺脫窮困
及為國家服務，就此時開始，我就覺
得內地很有發展潛力。」
一個多月的內地旅程，親身體驗

和所見所聞，無論從地理上的湖光
山色、人文風氣、社會制度等等，
黎永良坦言都對他及同學們的思想
有很大衝擊，也對黎永良日後的投
資判斷影響深遠。
旅行完回到香港投入工作，他加

入了滙豐銀行成為見習行政主任，
由於這次深刻的內地之旅，令他特
別關注內地的經濟發展，常與內地
朋友聯絡，加上他23歲在西德訓練
半年，順道遊遍西歐和部分東歐，
回程時在美、加逗留3個星期，眼
界大開，黎永良坦言回來的時候跟
本地的同學和同事比較，就完全明
白行「萬里路」的裨益，行萬里路
也為他的投資思維奠定基礎，學會
從不同的層次、角度來分析經濟局
勢。此後，黎永良扎根香港，更成
功捕捉到樓市和股市的升浪。

育兒時注重培養廣闊視野
作為兩名兒子的父親，黎永良深

明「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的
道理，他也從小就帶他們出國旅行
增廣見聞，大學及碩士都讓兒子們
出外深造，培養廣闊的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