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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合消費新模式
再謀灣區大市場

「選對方向努力 平凡人成就不平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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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基層港青把握灣區機遇

A：沒有顧慮過。首先，當時距離香港回歸祖國還有5年時
間，一些香港人對香港的未來有顧慮，我當時想，這是不
可改變的事實，融入內地也是大勢所趨。即使你現在一時
轉變不過來，但5年之後還是要接受這個事實，那還不如
主動去適應。第二個原因就是，我始終認為內地市場不
可限量，與其在一個平穩發展的社會熬資歷，賺一份穩
定的工資，還不如去到一個處於上升期的新市場。

Q：當時來到內地發展，有沒有顧慮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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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地多年，唐一瀚一直長期
和家人分居兩地，直至近年，大
灣區建設帶來的便利性及發展機

遇，不僅為公司業務帶來契機，也給他們一家團圓
的機會。

妻加入港資醫院發揮專長
唐一瀚的太太唐莊舜夷長期在香港從事醫療行

業，曾擔任香港養和醫院感染控制護理主任多年。
去年，她從醫院辭職，帶着孩子來到廣州定居。

「粵港醫療快速融合，包括港大深圳醫院在內，
不少港資醫療機構進駐內地。來到廣州後，我太太
發揮專長，首先在一家港資醫療機構擔任院感顧
問。」唐一瀚說，太太同時在內地進修，獲得了心
理治療師和公共營養師兩個國家認可的專業資格
證。

兩地教育融合也在推進，二人的孩子現在番禺一
家國際學校就讀。唐一瀚說，港人子女在珠三角地
區找學校有很多選擇，比如廣州陸續興建了多所港
人子弟學校，公立或者私立教育機構都有。

對翠華餐廳而言同樣如此。
位於廣州南站附近的翠華集團中國區總部已經投

入使用，從辦公大樓步行即可前往高鐵站，搭乘廣
深港高鐵，不足1小時便可抵港。唐一瀚說，廣州
是華南交通樞紐，翠華集團中國區總部設立在廣州
南站附近，是未來拓展大灣區業務的重要考量。

「不管是家庭還是事業，我都充分享受到大灣區
帶來的便利和機遇。如今，在帶領公司向前發展的
同時，我也有機會繼續深造、學習，迎來人生發展
的第二個重要階段。」唐一瀚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
報道）在內地發展30年，唐一瀚有
着豐富的從業經驗。如今，他把自
己的這些經歷和經驗，分享給香港
的年輕人。幾乎每個月，他都至少
參加一次分享會，希望自己的故
事、經驗能夠啟發港澳青年。
近期，在一場分享會上，主辦方有
見唐一瀚先後服務兩家上市公司的
經歷，冠以他餐飲界「打工皇
帝」。對此他並不認同，「我不希
望年輕人覺得我和他們距離很遠，

或者你發展得好是因為你個人能力
特別強、你遇到好的老闆、好的平
台。事實上，我的起點比大多數人
更低，只不過我選對了方向，付出
了更多努力，我一直相信『平凡人
成就不平凡事』。」

15歲打工幫補父母
和很多香港基層家庭一樣，唐一瀚

家並不富裕，甚至說得上是「窘
迫」。爸爸是的士司機，媽媽是家
庭主婦，加上兩個妹妹，一家五口

住公屋，生計靠爸爸一人。
「上中學後，同學都有零用錢了，

有一天晚上，我在房間隔板的另一
頭，聽見他們商量要不要給零用
錢、給多少，低聲嘆氣中，我聽得
出來他們的難處。」想起這件事，
唐一瀚至今歷歷在目。第二天，他
告訴媽媽，他要出去打工。媽媽不
同意，要他好好上學。他最終說服
了父母，白天上學，晚上兼職。15
歲開始，每天下課後，他坐半小時
地鐵趕上 5 點上班，晚上 10 點下

班。周日沒有課，就連續兩天上整
天班，在廚房從下午2點做到晚上11
點。

倡赴學校推廣灣區
「我是在底層成長起來的，所以我
特別希望香港基層青年，能夠把握
住大灣區的機會。」唐一瀚說。
對於如何吸引港澳青年來到內地，

唐一瀚建議在港澳地區做更多分享
和宣傳，比如讓那些在內地有經驗
的人，到學校、社團做推廣。

港餐飲品牌北上第一人唐一瀚 扎根廣東見證行業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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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香港文匯報記者 A：唐一瀚

A：在內地，任何時候都有機會。比如，2003年
SARS時期，餐飲行業很多人悲觀，但我恰恰看到
了其中的機會，在行業低谷的時候，我帶領當時的
團隊在珠三角一口氣開設20間新分店。特別是北
京奧運會之後，內地經濟騰飛，我們前期的布局
對公司發展至關重要。2019年新冠疫情之初，
我們判斷疫情可能持續時間比較長，就沒有採
取像上次那樣大規模設分店的策略。現在看
來，在整個行業下行的時候，我們翠華餐廳仍
在穩健發展，這對於我們接下來布局大灣區，
意義重大。

Q：內地餐飲行業還有機會嗎？

A：對於個別年輕人，我建議先就業再創業，
比如有意從事餐飲行業的話，先在一些連鎖餐
飲店實習或者工作，這對未來創業十分有益。
另外，首次創業，加盟或嘗試尋找合作方是比
較穩健的模式。

Q：對香港青年在內地創業有什麼建議？

A：我當初來內地，是我願意擁抱她、適應
她。最初的時候，城市確實有髒亂差現象，但
現在管理精細度非常高，因此，要用歷史的、
發展的眼光去看待事物，而不能從其中截取一
段來看。我始終相信，國家好，香港就好，國
家強，我們香港人就機遇多。

Q：香港人應該怎麼樣看待香港與內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每晚9點，翠華餐廳廣州天匯廣

場店坐滿年輕的食客，餐廳外排隊客人仍未散

去。常態化疫情防控下，堂食依然如此火爆，

正在這家店巡查的唐一瀚並不驚訝。作為香港

餐飲品牌北上的拓荒者，過去這10年對唐一

瀚來說無疑是成績非凡，他將大家樂餐廳內地

連鎖店開到了100多家；功成之後，轉到翠華

集團擔任中國區行政總裁。中央於2019年2

月18日公布實施《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對唐一瀚個人和公司而言，這種機遇可

謂百年難得。他帶領團隊重點布局大灣區，帶動

內地業務高質量發展同時，亦將不少做法經驗反

哺香港，推動兩地餐飲行業的融合。「10年來，一

輛單車、一張發票，就可以窺見內地的變化發展。作為香

港人，我有幸參與、見證，與有榮焉。」唐一瀚說。

◆◆唐一瀚在廣州的港澳青創基地唐一瀚在廣州的港澳青創基地
分享內地從業經驗分享內地從業經驗，，傳授創業心傳授創業心
得得。。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攝

◆◆ 唐一瀚一家已經在內地定居團聚唐一瀚一家已經在內地定居團聚。。圖為他們遊圖為他們遊
覽長城覽長城。。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翠華餐廳備受內地年輕人青翠華餐廳備受內地年輕人青
睞睞。。圖為唐一瀚與客人交流圖為唐一瀚與客人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攝

◆◆唐一瀚上世紀八十年代唐一瀚上世紀八十年代
在香港大家樂工作時留影在香港大家樂工作時留影。。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 翠華餐廳推出機械人送餐服翠華餐廳推出機械人送餐服
務務。。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攝

掃碼睇片

和大多數香港青年一樣，唐一瀚來自普通
家庭。為了減輕家庭負擔，他15歲開始

在大家樂餐廳兼職，半工半讀，18歲全職打
工。因為愛學習又勤奮，踏實肯幹，他很快獲
得晉升機會，20歲便成為大家樂集團有史以來
最年輕的店長。1992年，帶着公司的重託，
他成為香港餐飲品牌北上第一人。

從手寫發票到掃碼點餐
「當時內地還沒有快餐連鎖，香港品牌北上
後引發轟動效應，不管是個人消費，還是公司
聚餐，能夠到大家樂『吃頓好的』，有到大酒
店消費的那種感覺。」唐一瀚說。
從深圳華強北到東門，再到深圳火車站，大
家樂在深圳的分店越開越多。兩年後進軍廣
州。至2017年唐一瀚離開大家樂，連鎖店已
經遍及珠三角，總計100多家。
因為希望有不同的職場體驗，2018年，唐一

瀚加入翠華集團，擔任公司中國區行政總裁。
在內地餐飲界從業30年，他見證了國家經
濟的快速發展，最近10年變化尤其大。「以
往，我們為顧客開發票，經歷了從手寫到機器
打印，如今，客人只要手機掃碼點餐。」唐一
瀚說。

推直播售貨機械人服務員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戰略的推進，大灣區
的互聯互通，給翠華餐廳極大的發展便利。
「港珠澳大橋開通後，我們已經在珠海開設了
4家分店，加上廣州、深圳，我們在珠三角的
分店已經接近30家。未來，我們內地發展重
心放在大灣區，計劃在每個城市布局分店。」
推出機械人服務員、進行網上直播售貨、開
設「翠華Express」外賣網紅店，在唐一瀚的
帶領下，翠華餐廳也在以新模式、新手段，迎
合內地消費升級趨勢，擁抱更大市場。
唐一瀚認為，作為兩家重要的香港餐飲品
牌，大家樂和翠華餐廳過去30年特別是近10
年在內地的業務快速發展，得益於國家經濟高
速發展。而自己從一個香港草根青年，到先後
成為兩家上市公司的高管，亦因積極融入祖國

發展。
「從當初20歲直到現在，
我一直認為內地是香港人特別
是年輕人的機遇，過去30年
是，未來30年乃至更長的時
間，都會是。特別是大灣區的
建設，更給香港人一個絕佳的
窗口期，希望有更多的人來到
內地尋找個人發展機遇。」唐
一瀚說。
回望在內地創業幹事的30

年，唐一瀚依然很感謝當初的
選擇和努力。

改革開放之初報名北上
他記得，1992年初，鄧小平南
巡，內地新一輪改革開放春潮湧
動。大家樂集團決定北上開拓市
場，擬派出一名年輕員工到深圳
開分店。「公司在香港薪資標準基
礎上提高20%，但仍乏人問津。雖
然對內地不熟，但我覺得這裏人口
多、市場大，對公司、對個人反而
是個機遇，於是主動報名。」
1992年5月1日，唐一瀚來到了深
圳。當天全國放假，街上滿是鳳凰牌
單車，中巴車招手即停，一切都是陌
生的。不過，唐一瀚也看到了城市建設
快速推進，居民消費力的穩步上升，當
時大家樂「燒春雞」這一道菜賣30多元
人民幣，仍經常賣斷貨。

堅持初心50歲仍在學習路上
近10年來，內地各行各業正在發生着數

十年來未有的變化，行業升級趨勢明顯。如
今，50歲的唐一瀚，繼在澳門完成大學本科
和碩士學位後，再次回到校園，在暨南大學
修讀工商管理博士學位。「如果所有人都覺
得你到達了終點，你自己也這麼認為，那你
未來就一直停滯在這裏了，所以，你永遠要
有動力，要去學習和充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