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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國家能源蛻變見證國家能源蛻變 助力引進安全標準助力引進安全標準
黃維義黃維義：：抓緊內地開放市場機遇抓緊內地開放市場機遇 堅守安全第一營運思維堅守安全第一營運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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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企業北上進軍內地，一般人只聯想到製造
業，但關係到國家富強的高端能源產業，也

有香港企業的參與。擁有百年歷史的中華煤氣1994
年衝出香港，首先落戶廣州番禺和中山，成立港華
公司建設管道，供應代天然氣。
黃維義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回憶，初次踏
足內地做「開荒牛」時，對普通話一曉不通，為學
好普通話，他急聘老師「惡補」6堂課，略懂一點
拼音後，便每晚堅持收看中央電視台的新聞報道，
購買多本字典放在公司、家中及公事包內，隨時隨
地鑽研拼音。
他形容當時的內地仍相當落後，平價的煤炭一直
是內地主要的能源，卻造成嚴重的空氣污染。他曾
到訪素有「陶都」之稱的江蘇省宜興市，當地灰濛
濛的天空給他留下最深刻的初次印象，起初他還以
為當地常年陰天，後來才發現燃煤燒製陶器令當地
長期受霧霾困擾。

宜興市逐步再現蔚藍天空
隨着國家確立環保政策理念，大力發展天然氣、
修建西氣東輸管道，致力發展綠色能源技術，中華
煤氣亦抓緊機遇以三東一中（廣東、華東、山東、
華中）為目標，有序地推動天然氣置換，淘汰當年

廣泛使用的不安全而又造成污染的煤製氣，助正在
萌芽階段的內地天然氣市場達到國際水平，集陶
瓷、文化與藝術於一身的宜興市，在市政府、企業
努力減碳排放下，逐步再現蔚藍天空，改善當地空
氣質素，獲國家頒發優秀表現獎項。
除了空氣污染的問題，當年能源供應的亂象亦令

黃維義矚目驚心。他曾走訪內地不少食肆、住宅了
解市場實況，發現當時大部分人對使用燃氣的安全
意識非常薄弱，「不少喉管是亂駁一通，有些人從
5樓用水喉管將燃氣送去3樓給父母用，也有人隨

手拿來膠管做送氣喉管，令爐頭出現異常的火焰顏
色，這些土炮式製作，令事故頻頻發生。」

搭上國家新能源發展「快車」
為此，黃維義把中華煤氣在香港累積多年的專業

經驗和安全標準制度引進內地，助力國家提升供氣
安全，從安裝、維修及檢查各個環節都一絲不苟，
並引入符合國際標準的安全規格，除了建立專業團
隊走進每家每戶接駁優質及可靠的管道外，也建議
客戶定期巡查，工作要滴水不漏，「內地以往不流

行定期入戶巡查供氣系統，是我們首次引入每隔18
個月內入屋定期安全檢查制度，如今國家也將之納
入安全標準，各省市規定每12個月至24個月的年
檢。畢竟，氣體意外事故，一宗也嫌多。」
經過30年耕耘，該集團搭上國家新能源發展的「快

車」，不斷探索環保能源的應用，其中配合政府的氫
能發展計劃，集團積極探索天然氣摻氫氣的應用，例
如在山東省濰坊市的天然氣管道摻氫試點項目進展良
好，目標實現以 10%的摻氫比例，覆蓋約萬個家居用
戶，領先同儕，為實現「3060」雙碳目標出一分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禮願）全國政
協常委、香港北京社團總會會長施榮
懷，1985 年從美國回港，幫助父親施子
清拓展紡織原料業務。他跟隨父親早着
先機，在內地深耕細作，從「人生路不
熟」到「神州通」，「我們這一代，真
正得益於對內地的了解和合作，得益於
我們對自己中國人身份的認同。」談及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年取得的矚目成
就，施榮懷更是倍感自豪：「這是幾代
人的奮鬥成果。」
施榮懷的父親、香港著名實業家施子清
1978年創立恒通貿易公司，從事紡織品國
際貿易業務，當年18歲的施榮懷便在恒通
做暑期工。施榮懷回憶，當時全公司只有
一間20多平方米的辦公室，他負責用打字
機幫父親打合同。「雖然是很簡單的工
作，但當時好有滿足感，因為打合同就代
表有生意，特別記得有一次打過一張100
萬美金的合同，覺得好興奮。」
其後，施子清把握內地改革開放的機
遇，先後到福建、上海、江蘇及廣東等地
投資開廠。1985年，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
修讀完化學專業的施榮懷回港，時值家族
經營的紡織原料業務處於起步階段。施榮
懷不想爸爸太勞累，於是他跟隨父親和大
哥施榮怡，開始正式參與家族生意。

學習營商之道 與客戶建緊密關係
翌年，施榮懷第一次出差，地點就是距
離香港2,000多公里的北京。因為人生地不
熟，一度狀況百出，「當年緊張到出差前
兩三晚也睡不着，於是把到埗後要見誰，
跟人家說什麼話都一一寫下。」誰知在北
京待了一星期，誰也沒有見到，「這些客
戶全部跟我爸爸的年紀差不多，一接電話
便問『你爸怎麼沒來？那老大呢？ 』吃了
閉門羹後，施榮懷獨自去了一趟頤和園，
一邊反思不足，「我同自己講，不可以因
為經歷一次挫折就沒了勇氣。」
回港後，施榮懷用心學習營商之道，努
力與客戶建立緊密關係，在1987促成了第
一單生意，幫天津針棉織品公司牽線，從
韓國進口了一批價值20萬美元的羊毛紗。
1988年，施家跟遼寧相關部門合作，到朝
鮮開拓新市場，「帶三四個紅白藍膠袋，
裝不同顏色、材料的樣品，服裝也有，去
那邊做生意。」

做生意就要在金錢人情上取平衡
那個年代做紡織品貿易，買家重要，供應
商更重要。因為那時物資短缺，只要有貨就
一定有錢賺，重點是如何拿到貨源。當時，
主要是從台灣地區、韓國、意大利取貨，要

保證交貨順暢，就需要與各個地方的供應商
建立良好關係。他說，需要與客戶保持很好
的溝通，了解其他地方廠家的生產情況。另
外，在特殊的市場環境下，透過人際網絡獲
悉相關資訊也很關鍵。
上世紀八十年代到1992年之前，有些地

方如韓國、台灣地區的公司不方便直接與內
地做生意，而恒通在內地已經開拓了一定關
係網絡，便以中間商的方式存在。「那時是
計劃經濟，都是同大型國企或者地方國企做
生意，供應商也很固定，生意相對容易
做。」施榮懷舉例，每年各一次的春交會、
秋交會，就基本可以接到全年三成生意。
內地市場愈來愈開放，如何在不同形勢

的競爭中取勝，施榮懷的秘訣是：「人與
人做生意，就要在金錢與人情上取得平
衡。比如，某供應商有一批貨積存在那裏
銷不出去，如果我能幫手散了那批貨，他
就會感激你幫他解決了問題；再比如，有
用戶工廠由於行情關係拿不到原料要停
產，你提供一些貨給他救急，他也會感激
你。」他跟隨父親施子清
在內地深耕細作幾十年，
「我們這一代，真正得益
於對內地的了解和合作，
得益於我們對自己中國人
身份的認同。」

施榮懷施榮懷：：國家矚目成就國家矚目成就 幾代人深耕細作幾代人深耕細作

國家要富強國家要富強，，能源是基礎能源是基礎。。憑着中國人的堅毅和探索精神憑着中國人的堅毅和探索精神，，內地已是全球最大可再生內地已是全球最大可再生

能源市場能源市場，，也是全球最大清潔能源設備的製造國也是全球最大清潔能源設備的製造國。。見證國家能源供應蛻變見證國家能源供應蛻變，，少不了香港少不了香港

人的身影人的身影，，中華煤氣常務董事黃維義是當中一員中華煤氣常務董事黃維義是當中一員。。他從當初操着他從當初操着「「很普通很普通」」的普通話的普通話

「「南征北戰南征北戰」，」，親睹內地因為燃煤造成空氣污染親睹內地因為燃煤造成空氣污染、、塵霧漫天塵霧漫天，，到近年親睹內地重見蔚藍到近年親睹內地重見蔚藍

天空天空，，綠色能源技術領先全球綠色能源技術領先全球。。該公司亦在這個進程中貢獻香港力量該公司亦在這個進程中貢獻香港力量，，

引入安全供氣標準引入安全供氣標準，，客戶數量亦由客戶數量亦由3030年前僅年前僅33,,000000戶戶，，增長至增長至44,,200200萬萬

戶戶。。抓緊內地開放市場的機遇抓緊內地開放市場的機遇，，加上港人堅守安全第一的營運思維加上港人堅守安全第一的營運思維，，終終

在內地開花結果在內地開花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禮願文禮願

●由白手興家，到今天家族企業崛起，施榮懷已成為「神州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施榮懷(左)跟父親施子清(右)早着先機，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已到內
地打拚，成功開展家族事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中國僑聯港區委員梁煒茵對中國人身份感到自豪。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煤氣公司常務董事黃維義（左二）於蘇州進行安全
巡查。 受訪者供圖

●黃維義表示，當年親睹內地因為燃煤造成空氣污染、塵霧漫天，到近年親睹內地重見蔚藍天空，綠色能源
技術領先全球。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禮願）「八十後」的梁煒茵
（Iris），跟一些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前長大的港人一樣，
她也曾對國民身份感疑惑，「我是誰？」「我的根、我的
魂在哪兒？」她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坦言，年輕時
留學瑞士期間，只承認自己是「香港人」。畢業後，她到
商機處處的內地開創事業，見證國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決心
和擔當，迎難而上的民族精神，造就近十年的盛世。漸漸
地，她不再視內地只是「搵錢」的地方，而是「我的根之
所在」。她自豪地表示：「我是中國人！我連BNO旅遊證
件都銷毀了。」
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梁煒茵，其父是經典的白手興家商
人，從內地來港後，由製衣學徒做起，最後建立起自己的
企業王國，並返回內地投資。梁煒茵中學時代間中也會到
深圳探望父親，但當時對內地的看法也還有一些誤解。
2007年她在瑞士酒店管理金融科系畢業後，決定接手父
業，協助打理酒店業務。
踏足商場後，她乍然發現神州機遇處處，2014年決定在

深圳自立門戶，專注開發和打造優質的食材及創新的食品
服務。她表示，「以前港深交通不太便利，北上的車程動
輒二三個小時。」此外，內地職場文化也曾令她不太適
應：「當時內地員工的衞生及服務意識較差，所以特意聘
請了一些香港同事做高層，將港式的優質服務水平引入內
地。」
隨着兩地基建不斷完善，如今她乘車往深圳，最快一小

時內到達。「以前內地公司的高管大多數是香港人，現在
變成是內地人主導。」人力資源的提升，造就優質國貨橫
空問世，聲勢直逼外國知名品牌。隨着「國貨出海」的熱
潮興起，港人扮演居中推廣的角色，讓國貨走向世界。

見證國家崛起 自豪中國人身份
曾經把內地視作「搵錢地」的梁煒茵在過去十年間，見

證中國人將一個個不可能的商業奇跡實現，她亦在這個過
程中，找到自己的根自己的家，並擔任中
國僑聯港區委員。她說：「從前留學瑞士
時當朋友問起我從哪裏來，我會答：『香
港』，但朋友不知香港在哪兒。然而，今
天的中國已是無人不曉，遇到外國朋友
時，我會好自豪地說『我是中國人』！」

掃碼睇片

掃碼睇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