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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典”资本家荣智健，是位有着特殊身份的人。
他的伯祖父荣宗敬、祖父荣德生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奠基人；他的
父亲荣毅仁，前任国家副主席，也是一位传奇式人物，曾被称为“红色资本家”。
荣智健作为荣氏家族第三代的“少壮派”，同样有着开拓创业的过程，留下了拼搏奋斗的足迹。
“富不过三代”这句经过千百年证实的预测性古训，在这位有“过江猛龙”之称的荣智健面前不再灵
验了。
荣智健的经历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扮演着两个角色。
在内地时期，他的一切衰荣全都源于他的父亲。
那时，他只是在扮演着“荣毅仁儿子”的角色。
1978年，36岁的荣智健痛下决心，毅然决定南下闯荡世界。
从此，他进入了他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只身来港创业。
虽然他的父亲对他的事业起过一定的作用，但他更主要的还是靠自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假如我
不是荣毅仁的儿子，我今天不可能做中信香港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但假如我仅是荣毅仁的儿子，而
自己没有能力来经营，中信香港也不会发展成为今天这样的规模。
”从此，他才开始展现一个完全的自我。
荣智健南下香港后，大展拳脚，屡有所获，成为香港商界最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现在控制的上市公司中信泰富的市值达200亿美元，个人资产也已达35亿美元，荣登美国《福布斯》
杂志2005年公布的“中国大陆富豪榜”的榜首。
荣智健正是以其智慧、胆识及勇于拼搏的精神，为香港中信公司的发展、为祖国经济的腾飞做出了令
人瞩目的贡献。
他的创业、开拓、拼搏、奋斗，为荣氏家族史书写了新的篇章。
这位荣门骄子凭着勤俭、过人的胆识及远见，再配合时势，终于成为香港华资巨头之一，他的创业经
验，他的处世态度，绝对会给读者一些启示。
本书部分章节由康梅均、曾思平负责撰写。
邹卫东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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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荣智健：一代商界奇才，其财富人生充满了传奇！
他富盖当代而又低调处世，他赚钱而又“明德”。
他拼搏而又享受，他注重自我而又不忘众人和造福社会。
本书内容客观、真实，故事扣人心弦，阅读此书，可以领略荣氏家族几代的精彩的人生风采，学习荣
智健无与伦比的经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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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个成功的经营高手，除了考虑他的经营业务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必须考虑政治。
今日的经济不可能离开政治而单独地存在，政治与经济有很大的联系，尤其是贸易自由化的问题，对
经济、经营的影响越来越大。
因此，想使经济顺利发展，必须先做好政治。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国家的经济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自由、灵活、高效的政策，可以卸掉经营者手脚中的镣铐，提高企业经营者的经营能力，并进一步壮
大和发展经济。
1984年香港的政治逐渐地明朗化了。
9月26日，中英两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协议的全部文件，即一个主体
文件、三个附件及双方准备交换的备忘录于同日公布。
对于每一个香港公民来说，这一新闻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它将决定着他们的前途和未来。
荣智健对此表示极大的兴趣和关注。
香港对荣智健而言，是他的第二故乡。
这位香江一代新贵在政治上虽然十分低调，但在谈及香港前途及命运时，他还是十分强调，要治理好
香港还得靠香港人，而港人治港一定要尊重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这个大原则。
荣智健认为，香港作为东西经济文化交往的桥梁和通道，经过150多年的历史演变，已经形成了本地区
社会文化特色，即中外兼有，东西杂糅。
因此，香港不能走欧美的道路是和当地经济表现和高税率、高福利制度有关，一味强调人权、民主显
然不成。
同时，让香港按中国内地的社会制度运行，又与香港社会实际不合。
所以，按照邓公提出的“一国两制”模式，本着共信合作的态度，香港问题一定会得到圆满解决。
谈及1997后中信香港公司的前途，荣智健坦言：“香港中信的前途与香港的前途紧密相连，是结合在
一起的，香港一旦垮了，香港中信也不可能独立存在。
但我认为不用担心1997年后的香港，中国内地的开放政策会继续下去，而且还会进一步拓展。
”在他看来，香港经济与内地经济具有很好的互补性，香港带动内地的发展，内地的发展又推动香港
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荣智健强调指出，过渡期能否搞好，关键的问题在于能否选择合适的人才将来把香港管理好。
对于如何管理好香港，荣智健有自己的看法：要搞好香港，主要还是要靠香港人自己。
当然首要原则是这些人不能反对中国，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至于人选，荣智健主张继续使用已经有管理香港经验、对原有政策运作有一定了解的人，他应该与本
地的英资、华资商界和香港政府保持良好关系，能够普遍使香港人信任。
他表示：“香港在过渡期中，很多人讨论政体问题，却很少人强调具体运作的这套班底。
香港过渡要尽量保留这套班子，这比讨论这个顾问那个顾问、选这个委员那个委员，甚至立法局议席
之类的，更加有用。
那些都是虚的，而这些管理人才才是正正经经的，实实在在的。
我们应该看到，香港今天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一是背靠内地，二是有一个非常有效的精英管理阶层。
”“管理靠什么?就是靠一套运作班子。
如何把这套管理班子平稳地过渡到1997年，使其于1997年后仍保存下来，我认为是决定香港在1997年
以后成功与否的一个关键所在。
”同时，荣智健还就1997年以后对外籍公务员的去留发表意见：“我认为可以适当地考虑起用一些外
国人参加管理，这对我们来说没有坏处，只有好处。
我这里就有许多外国人，包括我们的经理。
他们只不过是一个工作者，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才能为政府服务，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荣智健看好香
港未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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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他出售了在美加州创建的自动设计公司的所有股份，满怀信心，全力投资于香港的新建设，
要为香港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他利用各种方式与海外的亲朋好友、商界的企业家、合作伙伴取得联系，向他们介绍香港的政治、经
济情况，鼓励他们到香港投资发展。
一些海外投资者，在荣智健等华资企业家的感召下，群心振奋，希望增加对香港的投资。
而在香港的前景明朗化之后，经济和基础设施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日本的熊谷组在这一时期，积极参与香港的建筑业，如参与建设的有70多层高的中国银行大厦，有世
界水准的香港文化中心、葵涌货柜码头和商业大厦新东海中心以及大大小小的各种楼房住宅。
外资不仅对香港的投资前途抱有信心，而且，大多数是着眼于通过香港进人不断发展的中国内地市场
。
商人们把香港今天未来的地位，看作是通往内地的南大门，东西方贸易的桥梁。
香港英国总商会第二副主席田北俊说：“香港总商会全力支持'一国两制'的构想，也绝对支持1984年签
署的中英《联合声明》。
我们对1997年之后的香港经济发展充满信心。
”并且，继续呼吁“外国投资者，总裁也好，公关公司也好，我们商会都经常接见他们，尽力给他们
做解释，我们的金融制度稳定，政治也稳定，劳资关系和谐，是个很值得投资的地方。
”香港英国总商会会长商德甲也说：“1984年的时候，我想英国总商会的会员都认为中英《联合声明
》的签署是一件十分积极的事，它勾画了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前景，那时，这件事绝对增加了大家
的信心。
”俗话说：“尽人事而听天命”，荣智健认为此乃至理名言。
当一件事自己既然认定是对的，为什么不全力以赴地去做呢?人要抱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信念
，只要具备了这种通达的思想襟怀才能成就一番事业。
凭着这一执著的信念，荣智健在香港这一活跃的投资市场上寻找新的投资方向。
房地产业是香港经济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一个行业。
香港前景如此明朗，在一定的时间内对外资企业会有很大的吸引力，荣智健心里早有打算看好房地产
行业，运筹着能在这一行业有所行为。
尽管过去几年，房地产业情况并不妙，1983年上半年，炒人的楼花无法卖出，令投资者叫苦不迭，焦
头烂额。
荣智健用带有预测性的口吻说：“这种现象只是暂时的，正如黎明前的黑暗。
要相信房地产业不久会有回升。
”没有风险，就不会有回报；没有高风险，也不会有高回报。
商场就这么无情，丝毫容不得你观望和犹豫。
由于：1982年经济衰退所致，各业投资停滞不前。
1983年地产商抢购的地皮无法按原来的预算经营，地产公司被迫重估资产，减值撇账，楼宇租金也大
幅度削减。
1983年登记的土地买卖额比1982年减少了34%，香港政府全年推出可用发展的土地30幅，却只有15幅成
功卖出。
楼宇的买卖额1983年减少了24%，大量的写字楼空置，供过于求，房地产商唯有大幅降低租金售价，
力求资金尽快回笼。
中区A级写字楼每平方尺月租才约20港元，次级13港元左右。
尖沙咀等地的楼价更为优惠。
房地产业显出一片萧条，真可谓在低迷中徘徊不前。
荣智健瞄准了处于困境的房地产业，1984年从美国撤资回香港后，便悄悄地盯上了这一幢幢大楼，看
到它们潜在的身价，不由得喜上眉头。
1984．年初，由于经济复苏，制造业、进出口贸易有明显进步，小型住宅单位销售活跃。
地产商为了求得资金回笼，不惜降价出售，许多地区楼价较1980～1981年降低一半，人们觉得楼价似
已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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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荣智健拨出了大笔资金，选购前景看好的黄金地段的楼宇。
1984年六七月间，有关香港前途的谈判进入关键时刻，流言群起，银行连续加息，按揭利率高至18厘
半，又加上“怡和”宣布迁册百慕大，“光大”宣布取消年初以近10亿港元购买“城市花园”8幢楼宇
的交易，地产业再度交投淡静。
荣智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他人顾虑重重之际，他却频频出没于一幢幢高楼之间，走访一块块黄金
地段。
P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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