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後巷小舖到惠州設廠 繼而全球建立生產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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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比自比「「營養師營養師」」助業務提質增效助業務提質增效
近年外圍宏觀經濟不景，但天寶

集團仍交出亮麗的中期業績。截至
2024年6月底的上半年，集團收益按

年增 5.6%至 24.71 億元，純利按年增
28.6%至1.758億元，每股盈利17仙，派中
期息5.2仙，上年同期派2.8仙。集團主席兼
行政總裁洪光椅形容自己是「營養師」，表示
「自己食嘢冇增加，只是剔除了部分消化不良
或變得無營養的食物」，為集團業務去蕪存菁。
他指，集團持續智能化轉型，改進生產流程並升
級產品，並堅持提升技術及產品多元化。

全球布局 應對地緣政治緊張
近年地緣政治緊張，也令企業負擔加重。洪光
椅打比喻說，「以前一個廚房就可以煮到咁多飯
菜，但現時要開多幾個廚房先煮到」，直言政治
局勢迫使集團進行全球布局，要將生產基地分散
至世界各地，大大增加生產成本。目前，天寶集
團分別在中國內地、匈牙利、越南和墨西哥設

有工廠，單單管理和投資成本
都較以往增加，「但如果不投
資，客戶直頭不跟你講生意，投資完
才有機會取得『入場票』跟對方洽商、
報價和合作」。
他表示，部分外國的生產線即使投資完都

未必賺錢，但只要達到收支平衡便足夠，坦言
「目前咁嘅時勢，維持一兩個地方賺錢都足
夠，原本食三碗飯，現時食一碗、食少啲囉。」

聚焦新能源 建「綠色工廠」
洪光椅指，天寶將繼續在全球各地部署供應鏈

的策略，以應對難以預計的地緣政治變化，同時
持續研發創新，並更新研發和生產設備，主力聚
焦新能源、充電和儲能設備業務，又透露現正斥
資發展「綠色工廠」，相信是未來全球一大趨
勢。他相信，內地科技持續進步，香港與內地
經濟逐步融合，「港人見多識廣，頭腦靈活，
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進程中有一定優勢。」

●洪光椅說，自己初來香港言語不通，
「連白話都唔識講」。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業俊 攝

▲匈牙利生產基地。 受訪者提供

▲越南生產基地。 受訪者提供

年輕時被稱為「牛佬」的洪光椅，他的事業可謂是與

中國的改革開放緊密聯繫在一起。他正是在中國提出改革

開放的1978年由內地來港，1979年在港島北角後巷的一間小舖創辦

自己的「火牛」（變壓器）工作坊，1988年到惠州設廠，目前其主力做

電源設備製造的天寶集團（1979.HK），是獲國家認定的高新技術企

業， 並在海外多個國家設有工廠。洪光椅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

示，改革開放是偉大政策，公司業務也隨着國家的發展而不斷升級，

目前順應世界趨勢及國策，聚焦新能源、充電和儲能設備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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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家培表示，Lalamove在東南亞的主要業務是
透過手機應用程式，為客戶提供即時落單的點對點
配送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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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lamove東盟開展網約車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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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加大停電
催生「電子火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業俊

今年是天寶集團創立45周年，集團主席
兼行政總裁洪光椅憶述，自己於1978年從
內地來港，有見當時香港工業起飛，「只要
設計到產品，就唔憂無市場」，於是靠平時
打兩份工儲錢創業，其中一份工作是打磨相
機鏡頭，另一份是幫公仔上色，「當時合共
月入約2,000多元，大概等於現時4萬至5萬
元，但以前消費物價低廉，個二三銀錢就食
到餐碟頭飯，有條好大嘅紅衫魚。」

「只要肯做，就可以做到」
洪光椅創立天寶時僅21歲，公司最初只是
一家小舖，位於北角堡壘街和英皇道之間、明
園西街附近的一條後街，「街道充斥煤炭味和
木頭車，舖前划為零售，後面是生產基地，一
牆之隔就有其他人居住。」天寶一開始只生產
「火牛」（變壓器）並以銷售本地市場為主，
洪光椅因此亦被人稱為「牛佬」，他也形容自
己當時似隻牛「只識耕地，其他乜都唔識」、
「只知『用心』做好件事」。
洪光椅說，公司起步之初困難重重，包

括資金和技術不足，而他初來香港亦言語
不通，自己「連白話都唔識講」，一切生
活都要重新適應。然而他相信「只要肯
做，就可以做到」，為節省成本除了與當
時香港大部分工廠一樣，把生產工序外判
給附近的家庭式工場外，他凡事親力親
為，甚至工作至通宵達旦，並指「當時香
港做廠成本低廉，肯捱肯做就一定得，因
為只要做成產品就一定有市場，不似今日
競爭劇烈。」以前甚至會有客戶因為急需
要貨，親自駕車前往工廠取貨。

洪光椅由對「火牛」一竅不通，到後
來自學成材，懂得設計「火牛」，生產
的產品更獲得外國的安全標準認可，工
廠亦一步步自動化，集團直至現在仍有
生產「火牛」。不過，洪光椅解釋，
「天寶現時仍繼續生產『火牛』只是因
為我不願放棄，但現時公司只有20多
人負責生產『火牛』，規模比以前大大
縮減。」天寶靠生產「火牛」起家，後
來又生產電源適配器（Adaptor），全
盛時期負責生產多家知名無線電話品牌
的適配器，在香港市佔率近半。

現時主力做電源設備製造的天寶集團
（1979.HK）今年迎來創辦 45 周年，

「1979」的股號正是公司的創辦年份，1979年
是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第一年，而天寶也是早
期進入內地、抓緊國家改革開放機遇的港企之
一。大約在1988年，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的香港，當時工業還十分繁榮，洪光椅的工廠
也面對人手短缺、工人薪酬愈來愈高的的情
況，加上有部分客戶已經將廠房搬上內地，他
也毅然將北角近明園西街的生產基地逐步遷往
惠州。

88年惠州設廠 業務越做越大
洪光椅說，當時港資工廠主要集中在深圳、
龍崗、東莞等地，「天寶當時礙於條件所限，
便選擇位置較偏僻、開放程度亦較深圳等內地
城市低的惠州。當時香港工人每月工資約
3,000多至 4,000港元，內地工資每月只需約
200多元人民幣。」自1993年左右起，天寶不
斷擴大惠州生產規模，2020年開拓總建築面積
40萬平方米的惠州新智能製造工業園。集團同
時亦布局海外，2017年即已在匈牙利設立生產
基地、2021年擴充越南生產基地、2023年開建
墨西哥生產基地。
公司業務能夠越做越大，洪光椅認為這與內
地的政策推動有很大關係，例如現時中央政府
大力推行新能源，促使企業、機構和投資者願
意投放更多資源研究太陽能和儲能系統等新能
源項目，因此相關行業亦可匯聚並培育出更多
這方面的人才，令有意介入這些新業務的企業
有人可用。「就能源設備產業而言，在香港要
搵10個電子工程師是非常困難的，相反在內地
找100個工程師都毫無難度」，他坦言，「目
前內地工程師的薪酬不一定比香港便宜，問題
是在香港搵唔到。」

年營業額3%至5%投入研發
事實上，國家為支持企業科研創新，還有稅

務優惠及提供資助，如獲認定為「高新技術企
業」，繳納的所得稅稅率將由原來25%降為
15%；而高新技術企業亦享有科研開支補貼，
研究成果經專家評審後，當地會向企業發放數
十萬至數百萬元人民幣的補貼。洪光椅說，集
團幸運地可享有這兩項優惠，天寶旗下的實驗
室所費不菲，集團每年都將營業額的3%至5%
投放做研發經費，國家的支持有助集團維持長
遠科技研發。
洪光椅表示，集團自2004年起已投資數千萬
元興建實驗室，目前實驗室規模已達國家級水
平，其發出的測試報告已獲109個國家（地
區）和認證機構認可。實驗室模擬全球各地的
電壓、溫度、濕度、沙塵、雷擊及海水含鹽度
等環境條件，模擬地區涵蓋美國、歐洲、日本
和印度等地，讓天寶製造的產品可以適用於世
界各地不同環境，提升產品的競爭力。

很多製造業企業經營困難，是因為未能與時俱
進，在科技發展的巨輪下被淘汰。天寶集團主席兼
行政總裁洪光椅表示，2003年美國及加拿大發生大
停電，促使集團加速轉型，提升科研，後來更推出
集團研發的第一代「電子火牛」。
2003年，美國東北部出現大規模電網中斷，大停

電蔓延至加拿大並持續10日，受影響人數估計達
5,000萬人，至少21間發電廠在停電間關閉。洪光椅
指，「以前大部分電器在關閉狀態下仍在用電，容
易令電網線路負荷過重而超載，最終導致骨牌效
應。」而「電子火牛」則可大大減低相關情況。

持續轉型研發新產品
「當年推出市場經歷重重困難，一來技術未完全上
手，其次是顧客不願意採用；再者，電器屬於危險
品，美國當地政府擔心會出現安全隱患。」不過，天
寶當年已在惠州建立了實驗室，積極研發和測試新產
品；加上自設廠房已進行「自動化」轉型，在重新配
置生產機器和工具後，最終成功解決技術問題。洪光
椅強調，「天寶一直持續轉型，否則唔使做落去。」
天寶自研的「電子火牛」約於1998年初開始研

發，在「千禧年代」初推廣給客戶，之後慢慢被客
戶接納並進行量產。事實上，天寶最早於1988年遷
廠往內地時，已經經由客戶將產品銷售至歐美及其
他世界各地的市場。現時天寶產品多元，涵蓋各式
智能充電器和控制器、電源裝置、便攜式儲能電
源、家庭儲能電源，以及新能源車充電等智能電源
組合，亦有生產太陽能LED照明產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業俊）2013年中國提出
「一帶一路」倡議，港產「獨角獸」即時送貨平台
Lalamove亦是自2013年在香港成立，業務逐漸由本
地擴展至內地及海外市場，截至今年6月底已涵蓋
逾400個城市，平均月活商戶約1,520萬個、平均月

活司機約136萬名，分別較去年增長25%及19%。
Lalamove首席營運官盧家培日前接受香港文匯

報專訪時表示，「一帶一路」倡議自 2013 年提
出，是國家發展的一大里程碑，東盟是公司主要
的海外市場，範圍除了涉足所有主要的東南亞城
市外，亦擴展至二三線城市，例如菲律賓馬尼拉
和宿霧、馬來西亞吉隆坡和檳城等。此外，集團
在拉丁美洲、巴西、墨西哥、孟加拉都有業務，
並分別於8月及9月底先後開展日本東京和土耳其
伊斯坦堡業務。

疫後東南亞物流需求殷切
盧家培指出，Lalamove在東南亞的主要業務是

透過手機應用程式，為客戶提供即時落單的點對
點配送服務。今年8月初，公司在印尼雅加達開
展了「網約車」新業務，服務涵蓋私家車、7人車

及電單車；9月中將「網約車」業務擴展至越南胡
志明市；10月起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等其
他東南亞市場開展「網約車」業務。公司在東南
亞亦有經營貨運業務，當中逾七至八成客戶是中
小企業，亦有服務個人客戶及大型企業。東南亞
市場自疫情之後恢復迅速，當地需求強勁，出口
穩定，令當地物流需求殷切，公司對東南亞前景
充滿信心。
盧家培認為，「一帶一路」倡議有助內地和香港

企業「走出去」，目前公司在東南亞和其他新市場
的規模，正正反映「一帶一路」帶來的機遇。「一
帶一路」原本倡議的市場，亦擴及至其他新興市
場，促進Lalamove在中南美洲迅速發展。公司將在
內地和香港驗證成功的商業模式，複製至每個「一
帶一路」沿線市場，減低當地中小企業的物流成
本，從而協助中小企在疫後恢復，甚至比以往更快

地擴張，同時增加當地司機收入。

積極貢獻「一帶一路」發展
他指，國家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關係友好，
為內地和香港企業打造了友善利好的營商環境；同
時，Lalamove的商業模式也可為「一帶一路」沿線
地區的經濟發展出一分力，為國家與「一帶一路」
沿線地區建立更緊密關係作出貢獻。
盧家培續指，內地在平台經濟方面做得非常成功，
Lalamove是其中受惠的參與一員，「一帶一路」沿線
地區亦了解到在內地成功的平台企業，營運相當不
錯，可見在海外是「金漆招牌」。香港自身亦有其獨
特優勢，除了與國際市場緊密銜接外，並有來自世界
各地的人才，讓Lalamove可廣納不同人才以拓展全球
市場。現在愈來愈多內地企業出海，Lalamove可趁
此趨勢與出海企業合作，為他們提供所需物流服務。

▲ 洪光椅表示，改革開放是
偉大政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業俊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