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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日报/2014年/9月/9日/第 B06版 
观察 
 

专访香港电视创始人王维基： 
 

不能说香港企业家精神完全没落 
 

记者   罗琦  郭兴艳 
 

  王维基是一个创业狂人。 
  22 年前，他白手起家创办城市电讯，打破香港电讯垄断国际长途电话的局面。15 年前，他
创办香港宽频，七年内投资 30 亿港元兴建光纤网络，挑战香港互联网供应商电讯盈科的地位。
两年前，他创立香港电视网络有限公司（简称香港电视）（01137.HK），迄今已经投资数亿港元。 
  三次创业两胜一败，香港电视未能获得特区政府免费电视牌照，开台无望。王维基灵机一动

再次创业，计划转型为网上购物平台，用香港电视已经制作的剧集吸引人流。 
  这次他能否成功不得而知，但他的故事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狮子山下的奋斗梦。 
  王维基近日以香港电视网络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香港宽频创办人的身份接受《第一财经日

报》专访时称，创业永远是最好玩的，他认为创业者应该持有一种精神，做一些大家都认为不可

能做到的事情，这件事情如果恰好也能改变世界，这种成功感和成就感远远大于多赚几十亿。 
  [“探问香港”专题深度解剖香港大势，唐英年、史美伦、施永青等十一位香港政商高端人士
接受独家专访，详情请至第一财经手机客户端观看] 
  《第一财经日报》：作为一名香港本土的优秀企业家，你认为香港未来该如何转型，寻找出

路？ 
  王维基：我觉得未来香港应该发展自己内部的价值。香港对法规的观念较强，国际上还是比

较信任香港这个地方。香港可以扮演好一个桥梁的角色。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现在正在开发

网上购物平台，我们做网购、做网站，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在香港做这个网站，从认受性来说比

其他地区有一定优势的。 
  香港应该有自己的一些工业、生产力，比如说我们建议的做电视、做创意工业。这对香港是

很重要的。韩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何大家现在都买韩国的服装、韩国的化妆品？其实韩国

的电视剧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大家在看了韩国的电视剧之后，就突然之间觉得韩国很不错，

觉得韩国人漂亮，服装又好看，化妆品也不错，所以电视带动了其他的不同产业。 
  但是你看到近年来香港在电影、电视这方面是差一点的。我听到很多内地朋友都说已经不看

香港电视剧了，觉得越来越不好看了。电视是可以带动其他文化和产业的。这好像是一个感觉、

一种形象。以前香港电影厉害的时候，就给了大家一种感觉，就是香港所有的东西都比较好，香

港的食品好吃，香港的商品、时装都非常好。 
  但没有电影和电视这种文化输出，似乎现在香港就开始变得没有吸引力。游客就不来这里消

费、吃东西和玩。因为好像这里已经没什么好玩了，地方又很小，整体形象就掉下去了。 
  所以这就是为何我要说，要把电影、电视乃至整个文化产业都做好，只有这样才会令香港在

中国内地及邻近地区中有好的形象。 
  这也是为何我们卖掉了香港宽频、卖掉电讯业，套现五十亿港元，因为我们想把电影和电视

业做好。其实只有创意工业在香港是唯一还有价值去做的，而且还可以再做得好一点的，因为香

港整个文化的根基很不一样，香港是一定有自己的价值在里面的。 
  日报：如何去理解香港发挥自身的价值？这与本土主义有什么区别呢？ 
  王维基：我不是反对国家长期照顾我们，但也不应想着“我们是长期病患，请你长期照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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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于一个健康人而言，应该想着我们如何为国家作贡献。不要完全依赖内地，如果完全依

赖的话对香港长远经济是没有好处的。 
  我对内地情况不是很熟悉，但据我理解，内地的每个城市，如上海、重庆等肯定是要上交国

家税收的。国家的财政就是来自地方政府上交税收给中央政府，但香港没有这样做，还需要依靠

国家作出一些政策来解决问题。在 2003 年的时候，内地对香港开放“自由行”是好的，但不应
该把这当做长期的经济支柱。 
  日报：香港的企业家精神似乎在慢慢走向没落，你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王维基：香港的经济在以前从港英开始，用所谓的高地价政策主导了整个经济体系，这是约

五六十年前英国人留下的制度，而香港的利得税率都维持着非常低的状态，我觉得是高地价政策

令地产商赚了很多钱。 
  如果目的基本上只是向钱看、只是为了赚钱的话，那么只要做地产业和金融业就可以了，都

不用做其他就能赚到很多钱了。 
  如果往地产业和金融业的方向走的话，就是定位在大财团了，这些财团在金融和地产这两个

生意范畴里是一定有优势的，它的借贷成本比中小型公司低。比如当买地的时候，它动用的资源

也一定比中小型的地产商少，让小的公司基本上很难去竞争。 
  不过，我想这只是政府的政策问题。当然始终还有很多不同的人去创业的。企业家精神是一

个很具体的东西，这种精神是存在每个人的心目中，与社会文化有关联，与政府无关，要看社会

文化是否崇尚。 
  你看莎莎、卓悦都是两对夫妇在几十年前很勤劳地工作，从此打出一个品牌。还有卖衣服的

IT，它们都是从大约是几百平方尺的铺位，一直打拼到现在上市。所以不能说香港企业家精神是
完全没落的。 
  还有现在很多网上写移动程序的公司。其实还是有人创业的。当然，暂时不应该想着自己是

否能一年赚到几十亿，其实创业是自娱自乐的，有这样的想法才是创业最大的推动力。如果所有

的东西都是只用钱来衡量，慢慢就会发现没有了乐趣。 
  人生是很短暂，我觉得创业永远是最好玩的。我看不出赚几十亿和赚几百亿有哪些大的区别，

因为每个人开心的原因都不同，我想最大的区别是如果我们做了一些大家都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

情，这件事情恰好也能改变世界，那种成就感就远远大于能多赚几十亿。 
  这也是创业者应该一直抱持着的精神。你看乔布斯每次都是做一些不可能的事情，大家认为

这是不相干、无厘头的东西，但他也会去做。 
  日报：就你在商界的观察，你如何看待现在内地与香港的关系？该如何妥善平衡这种关系？ 
  王维基：我发现近两年香港跟内地有很多内部矛盾，形成了一种很不好的气氛，这让大家都

感到很不舒服。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是没有必要发生的矛盾。 
  虽然大家不一定都说普通话，但大家都是黄皮肤，都是中国人。以前不是这样子，大约 5至
10年前，内地人是很喜欢看香港电影的，香港人也不介意去观看内地的一些做得好的电影，无论
是《集结号》还是最近上映的《私人订制》，这些都是很好的电影。 
  但现在，《私人订制》在香港的票房就不是很好，同时香港电影在内地的接受程度开始降低。

我想这个两地隔阂是没有必要出现的。 
  这是因为香港特区政府在处理民情的时候，对民情的掌握度不是很贴近，其实如果香港特区

政府在早一到两年时告诉市民，我们香港特区政府很关心香港旅游业的承受力，我们会去做一些

预防措施，而不是去忽略这个问题，那么我想会让大部分香港人觉得舒服一些。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有一段时间里，香港特区政府觉得人多没什么不好，反而越多人来香港就

越好。但对于香港市民来说，他们觉得地铁已经很挤了，很多地方的商场也很挤。另一方面，对

于做生意的人而言，当然是希望多一些游客来香港消费的。 
  政府应该在这中间做一些协调，令市民感觉上舒服一些。所以我认为政府应在心理上多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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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民情，早点出来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做好了计划，做了很多的研究去解决。 
  日报：你对香港的前景是怎样看的？如果用十分来评分，你对香港未来发展的信心，有多少

分？ 
  王维基：现在真的很难下定论，主要是比较难定方向，因为香港现在处于转折的位置。香港

人自己本身要团结，但是现在香港真的做不到这样，我想最重要的是减少这一方面没有必要的矛

盾。 
  明年会是比较重要的一年，过往香港人对所有东西都抱有希望，觉得有一点的自由度去做很

多可以做的事情。因为这是普通法的精神，这种精神对于创业来说是很重要的。大致就是，所有

没说过不能做的事情就可以去做，这个概念对于一个地方是否有生机来说是很重要的。 
  现在仍然是这样，但似乎开始有一点阻碍了。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信念是保持着的。所有法

律上没有明确不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可以做的。如果只可以做法律规定可以做的事情，那么没规

定可以做的事情就不用想了，那我就用不着创业了，香港也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