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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要與灣區城市一同成長

今年適逢新中國
成立70周年。70年
來，本港不少中小
企業與兩地共歷歲
月浮沉，共享發展
成果。日前，本港
著 名 食 品 供 應 商
——通泰行第三代
掌舵人，人稱 「糧
油王子」 的李豐年
接受記者採訪，他
回顧了其家族企業
近70年來的發展歷
程，結合香港與內
地過去70年不同發
展階段，解讀不同
時期社會背景下香
港中小企發展的環
境和機遇。
香港商報記者 潘晶

回顧以往艱難時刻，李豐年印象最深
刻的是2000年後香港的 「米荒時期」。
當時，香港出現搶米潮，自己公司也無
米可賣，幸好最後都順利解決。他特別
指出，當時中央就提出保證供米，確保
香港人有米吃。另外，他記憶猶新的
是，1990年代，港人北上開廠，受到當
時國際環境影響，港商很難借到錢，對
投資有很大影響，最後借貸重新開放，
香港才重新煥發蓬勃生機。

貿戰對食品業影響尚不大
當前，中美貿易摩擦持續發酵，對中

小企影響甚廣。李豐年指，食品行業是
比較貼近民生的行業，中美貿易戰對其
所在行業的影響還不算太大。不過，如
果整體環境變差，大家都不出去消費和
吃東西，最終亦會影響到自己的生意。
他又指，香港很多投資涉及內地出口貿
易，中美貿易摩擦始終對港人 「荷包」
有影響， 如果港人賺不到錢就不會出去
花 錢 ， 「所 以 ， 經 濟 是 一 環 扣 一 環

的」。
面對今年經濟形勢欠佳，本港經濟持

續向下，李豐年暫還感到樂觀。他表
示，做生意永遠要看好的一面，在這裏
生活一定要對自己的地方和產品存有正
面想法，如果自己都不看好，就無法說
服自己，根本無辦法可以生活或買賣東
西。他亦強調，他對香港經濟並不是盲
目看好，而是相信會變好之餘想辦法怎
樣變得好。

新中國成立70年了，香港和祖國都經
歷過不同的困難。回顧自己家族企業過
去和現在的種種艱難時刻，李豐年表示
自己仍然樂觀。他感歎，在歷史長河
中，其實10年、20年都是很短的時間，
大家總有艱難時刻，但困難始終會過
去，困難過後大家重新努力，即使可能
要花好多精力，但只要有人才、有志
氣，有向上的心和有正能量，財就會
來。對於香港與內地關係，李豐年亦始
終認為，兩地從來是唇齒相依， 「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

樂觀看未來 困難終過去

隨內地周邊城市逐步發展，香港的
絕對優勢似乎不如以往。對此，李豐年
認為，雖然其他城市在快速發展，人變
得越來越有錢，但香港仍有自己的優勝
條件，關鍵在於如何運用。

李豐年打了一個比喻： 「以前亞洲是
一個大母親，不同的城市包括內地城市
或國外城市如新加坡等，都是不同的兒
女。作為亞洲較早發展起來的城市，香
港是亞洲的 『大兒子』，其他城市則是
『弟妹』。 『大兒子』3歲的時候，其他

小孩才1歲，這時香港有絕對優勢。當香
港5歲時，弟妹3歲，絕對優勢仍在。香
港回歸祖國以來，其他 『弟妹』也和香
港一同成長。當 『大兒子』20歲， 『弟
妹』亦都18歲，優勢就相對沒有這麼明
顯了。這時候，香港就要學會如何跟這
些 『弟妹』相處。」

港青要多出去看多動腦想
談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李豐年認

為，粵港澳大灣區主要城市包括了香
港，其他還有廣州、深圳、澳門等，香
港需要利用自身優勢和這些城市去相
處，去合作。

他認為，香港的優勢就是其國際視
野、專業人才、金融服務和法律制度。
而內地優勢在於土地多、人口多，可以
低價興建各類房屋，它們還有歷史文化
的底蘊。 「香港要認清楚自己的優勢優
點，要用自己的優勢發展自己、造福灣
區。」他說。

「一張白紙上有一個黑點，為什麼人
們多只聚焦那個黑點？其實，另外的世
界更大！」李豐年指， 「『海納百川，
立言立德』的意思就是要學會包容所有
東西，再加以分析。」對於香港年輕
人，他希望他們能夠豐富自己的知識，
多出去看看，多動腦分析，凡事多聽各
方意見，不能只看表面，更不能讓人牽
鼻子走。

2018年，李豐年（左二）參加亞洲電子商貿峰會。

李豐年（右六）參加去年廣交會與南北行公所採購商座談會。

1950年代：英國未真正發展香港
「其實，新中國與香港的發展可以說是同

步的。」李豐年說，1949年新中國成立，那
時的香港亦處於戰後百廢待興之際，當時各
種規模、各種類型的企業紛紛成立。 「通泰
行的前身—— 『通泰』就是成立於1950年代
初，發展至今亦有 60 多年、接近 70 年的歷
史。」

李豐年回憶道： 「最初，爺爺剛來香港時
什麼都沒有，先是幫人打工，之後從擺地攤
做起。」他續說，1950到1960年之間，香港
發展算是 「不過不失」， 「因英國人那時只
是在管理香港，談不上發展香港」。

「香港真正開始發展是在1960至1970年代
的時候，特別是1970年代是其中一個高峰，
那時香港開始發展輕工業，如塑膠花、洋娃
娃和紡織品等。」李豐年說，至於通泰行，
那是因為隨國家改革開放為香港帶來新機
遇，加上爺爺不懈努力，才能發展至今時今
日。

1970年代：國貨進入香港
李豐年回憶道，踏入1970年代，通泰行開

始 以 「辦 館」形 式 運 營 ， 取 名 「通 泰 辦
館」。辦館，其實就是比較大型、貨品種類
比較齊全的便利店，店舖最初設在中環，後
來增設德輔道西的店舖，一直扎根直到今
天。

早年，通泰辦館主要售賣本地貨，隨後
來越做越大，通泰開始引進內地、台灣和日
本等貨源。李豐年指，當時引入的貨物主要
分國產貨和外國貨兩種， 「當時外國貨價格
較高，在相對不是太富裕的60年代，不是很
多人買得起，因此通泰行亦會引進很多國產
貨」。

李豐年舉例說： 「當時一種名為 『麥提
莎』的朱古力，價格十分昂貴。而內地有另
一種名為 『麥麗素』的朱古力，款式相似，
價格卻相對便宜很多。」他續指，除了食
品，還有電飯煲、電風扇和收音機等電器，
因日本貨很貴，來自內地、物美價廉的同款
產品亦頗受香港消費者歡迎。 「國產貨進入
香港，對民生有很大作用，這個年代內地對
香港的貢獻是不可以被抹殺的！」李豐年
說。

改革開放：通泰行越做越大
上世紀80年代，內地改革開放風起雲湧，

香港人逐漸回內地投資設廠。李豐年說，香
港今時今日的成功，除了是香港人自己奮鬥

得來，亦與內地改革開放分不開。他續指，
如果香港不是因為內地對外開放，如今可能
仍停留在做塑膠花和紡織品的階段， 「亦正
是在香港經濟蓬勃發展的80年代，通泰行才
開始做貿易，企業發展得越來越大！」

「內地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向港商提供了
很多優惠政策，如土地、用工等。當時，內
地人工便宜，利用這個優勢，香港到內地投
資的工廠，做出來的產品才夠便宜，才可以
跟外國競爭，香港人也才越來越賺錢。其
實，香港和內地一直是互惠互利。如果沒有
內地，香港沒有地方投資，沒法成就今天的
香港。」李豐年指，內地對香港的貢獻，都
是默默貢獻， 「比如一間餐廳，無論門面有
多華麗，都需要一個廚房提供支持，即使廚
房可能不漂亮。你不可以單單讚歎香港，內
地在背後的支持亦很重要！」

由地攤到零售、批發、貿易，通泰行順應
時代發展，持續轉型，尋找到新的商機。零
售業務上，通泰行亦與時俱進，開始入手現
時流行的電商。眼見內地經濟發展迅猛，內
地消費者消費水平越來越高，通泰行又開始
把世界各地的產品引進內地。

香港人善於帶國貨到世界
李豐年指，10多年前，每包進口麵要15至

16元人民幣，當時對內地消費者來說可謂難
以接受；現時內地變得富強，消費水平亦提
高不少， 「今天，對每包10多元人民幣的進
口麵，大家已習以為常」。他又指，當前進
口貨在內地頗受歡迎，雖然內地進口的外國
貨已經很多，但內地消費者仍嫌不夠多，故
外國貨在內地仍有很大的市場發展空間。

通泰行跟隨時代快速轉變，這與香港人的
觀念分不開。李豐年認為，香港人轉數快，
有求變和向外的心，每一日都有新的東西可
以進來，新鮮的東西都先來香港集散再轉賣
出去，因此，香港才成為東南亞第一個作為
窗口城市富起來的地方。

近年在 「一帶一路」倡議下，香港亦迎來
了自己的新角色。李豐年認為，本地行業亦
可以作為 「超級聯繫人」，將內地的東西帶
去國外，如將不同的原材料增值後出售到國
外。他續指，將原材料增值是香港人的特
長，香港人應利用這個優勢從商創業。

他舉例指，有明目效果的枸杞，在本地可
作為藥材出售，每包只賣20元，價錢低廉；
但如果提取枸杞中的枸杞素，將其包裝成枸
杞精華液出售，價格馬上就會上漲。他指，
通泰行目前亦有留意相關的中藥、農產品等
項目，希望經過將它們包裝、增值後推出國
門。

死守香港滿足現狀會被趕上
說到現階段和將來的發展方向，通泰行都

聚焦在將內地產品增值、包裝後，再推向全
球市場。李豐年指，現時很多港商一窩蜂地
湧進內地，因為將內地的東西帶出去尚無過
於激烈的競爭， 「當然，要走在別人前面才
有獲勝機會，如死守香港滿足現狀，就會被
人趕上」。

「很多港人以為香港核心價值在本土，但
我認為，香港歷來到現在，核心價值都在外
面。如通泰行，如果不是我祖父和家父（李
廣林）從外面找貨回來，怎會有產品可以
賣？如果香港不是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在
外設廠，怎麼會有今日的成就？將外地的價
值轉化成為自己的價值，這是香港人最為擅
長的事！」李豐年指。

通泰行第三代掌舵人、 「糧油王子」 李豐年表示，乘國家改革開放東風，通泰行才發展得越來越大。 記者 蔡啟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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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泰行發展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