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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其镛：

民间交流的“推手”（商界传奇）

本报记者 严 瑜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6年09月15日   第 12 版）

　　图为2014年9月，曹其镛（左二）为清华大学亚洲青年交流中心揭

牌。

　　来源：《新清华》

　　图为曹其镛（右）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赵文庆摄

　　眼前是一个很难定义的采访对象。他是华商中的“先锋”人物，改革开放刚开始

就进入内地投资；他是教育、文化事业的热心参与者，并因此广受尊重；他是收藏

家，无论捐赠还是个人收藏，都引起广泛关注。

　　然而如今，商场上的硝烟俱往矣。曹其镛，这位“世界纺织大王”的儿子，港龙

航空曾经的总经理，香港永新企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发现了自己最该做的事。

　　

　　一份促进“交流”的事业

　　70岁那年，曹其镛突然忙碌起来，已从商界逐渐隐退的他决定，凭借自己商人的

力量，推动亚洲国家尤其是中日之间的民间交流。

　　开始并不顺利。在他决定开始做这事的2009年，恰逢中日关系非常紧张，很多朋

友劝他不要碰这个“烫手山芋”。然而经过一番协调，曹其镛迈出第一步，他向清华

大学捐资2000万元，在校园内建设亚洲青年交流中心，让来自亚洲不同国家的学生在

这里共同学习、生活。

　　很快，这种形式在中国国内扩张到5所高校，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浙江大学先后加入。曹其镛向每所大学都捐资2000万元，如今这些交流中心均已

完工。

　　建交流中心的灵感，来自曹其镛自己在日本留学的经历。1957年他到日本东京大

学读书时，日本才宣布投降十几年，与许多国家的关系都不太正常。那时，有一位日

本老先生，建了一座“亚洲文化会馆”，让日本学生和留学生同吃同住，增强交流。

曹其镛大三时，这座会馆建完，随后两年他住在里面，直到现在，他对这段经历都印

象深刻。

　　与青年交流中心相比，百贤教育基金会的投入更多，高达1.5亿美元。这在国内

罕有匹敌，不久前开学的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总投资3亿美元。

　　这笔基金的主要用途即“百贤”，每年为100名亚洲学生提供奖学金，这些学生

来自16所大学，每个学生一年能获得2.5万美元，足够的资助让他们可以安心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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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强交流，获得资助的学生必须去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读书。

　　也许是使命使然，曹其镛对“交流”有着很深的执念。他为这些获奖学金的亚洲

学生设立了为期3周的夏令营，每天至少12个小时，大家坐在一起互相交流。“我的

想法是让他们多交朋友，哪怕吵架甚至打架都不要紧，互相之间留下些印象。”曹其

镛笑言。

　　做这些使曹其镛感到开心。尽管从商界“退休”已有20年时间，他如今重新把精

力集中起来，与女儿以及很多人一道，推动着这份交流的事业前进。“我觉得这是我

一生应该做的事。”曹其镛说，7年过去了，他还打算继续做下去。

　　“退不退休都是没差别的，基本上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有限的，能够做到自

己想做的事，是最幸福的事。”他这样认为。

　　“富半代”的艰难岁月

　　77岁的曹其镛已是满头银发，跟人说话时总是笑眯眯的，从容淡定。然而他说，

如今的成功与坦然，来自过去与父亲共同创业，经历失败的那些日子。

　　“我算是‘富半代’吧。”曹其镛说。作为家中长子，他与父亲曹光彪相差只有

20岁，父亲创业艰难的历程，他经历了其中相当一部分。曹光彪赫赫有名，被认为是

改革开放后进入内地投资的第一港商，1978年就开始在内地投资办厂。

　　1965年，曹其镛留学归来，进入父亲的毛纺厂，从零学起。在大学专修机械的

他，此时尚对纺织业一窍不通。那时，香港的纺织业刚起步，后来逐渐开始出

口，“第一件出口到英国的毛衣，就是我父亲去推销的”，说起往事他颇为自豪。

　　然而，享誉海内外的“世界最大的毛衣生产商”并不是轻易得来的。多年以后，

曹其镛仍记得，那些“发不出薪水的日子”“上下波动得厉害的日子”，他跟父亲一

起经历过很多。

　　而如今经常进入“世界最佳航空公司”排名的港龙航空，在曹其镛的记忆中，也

是他跟父亲“没有办法才去做”的生意。

　　上世纪80年代初，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谈判，当时香港前途未卜，许多人都很担

心未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香港的稳定与繁荣，曹光彪决定响应中央号召，投资做

航空公司，在国家支持下，为香港的繁荣以及回归后的发展做铺垫。“其实我们也很

困惑，当时父亲就说，我是开毛纺厂的，怎么可以搞航空呢？”

　　1985年，港龙航空的成立，一举打破了香港航空业由英资财团垄断的历史。

　　尽管自谦对航空“一点都不懂”，但1989年，曹其镛还是担任了港龙航空总经理

一职。如今，港龙航空的服务网络遍及亚太地区53个航点，每周都有约400个航班飞

往中国内地，成为连接香港与大陆之间的重要纽带。

　　尽管在父亲手下“操总局”，但曹其镛有着自己独特的经商之道。他坦言，自己

并不爱简单追随，反之是父亲很多投资计划的“主要反对者”，相比爱尝鲜的父亲，

他更为严谨、稳重。

　　在“一线”见证中国改革

　　作为最早进入内地投资的香港企业，曹其镛完整见证了改革开放的不易。他甚至

坦言，如果完全从商业角度出发，不该那么早就进入大陆投资。

　　“现在恐怕很难想象，那时候连砌厂房的砖头、水泥以及需要用到的电线、钉子

等，都要从国外进口，真的非常困难。”回忆起在内地建的第一家“香洲毛纺厂”，

当时的总经理曹其镛依然有很多“苦水”想倒。

　　但这家工厂一开始就选择了很高的起点，也因此，有着很强的示范效应。曹其镛

说，他们采用了完全西式的管理方式，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都到澳门的工厂去

学习，因为那时内地还没有这样的工厂。甚至，工厂里办第一次酒会时，尚未开幕东

西就全部吃光了，因为当时大家都没吃过这些。

　　尽管在经济效益上并不好，但曹家的做法，极大地鼓舞了香港工商界，激励了不

少香港企业进入大陆投资。曹家的投资，也迅速遍及全国，北到黑龙江，南到广东，

都有他们的工厂，不少地方如今已经成为当地的市中心。

　　在这个过程中，曹其镛也不断推动将西方的技术和经营理念引入中国。他回忆

说，张家港钢厂的设备是从英国买回来的旧机器，而黑龙江一家有机玻璃厂的生产设

备则是从法国买回来的。

　　与中国改革开放共同成长，也为曹其镛赢得了尊重。而他对教育、文化事业的捐

赠和贡献，也让他获得了浙江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但曹其镛始终不想突出个人，他希望更多人参与进自己的事业中，赋予其更为长

久的生命力。比如，在清华大学设立亚洲青年交流中心时，他拒绝了“曹氏青年研究

中心”这个命名提议。而在代表家族向浙江省博物馆捐赠时，他也婉拒了写上自己名

字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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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过耄耋之年的曹其镛，回望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时，感触极深。如今他坚定

地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机遇很好，从最早对国外不了解，国内发展也不成熟，到如今

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改善。“这是不得了的，这些年中国的变化，全世界都没有这个先

例”。

返回目录      放大 缩小 全文复制     下一篇 

人 民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Copyright © 1997-2016 by www.people.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6-09/15/node_876.htm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6-09/15/content_1712795.htm
http://www.hd315.gov.cn/beian/view.asp?bianhao=0102000101300040


11/11/2016 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网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609/15/content_1712795.htm# 1/1

第12版:华商故事    版面导航  上一版

日 报 周 报 杂 志

返回目录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6年09月15日 星期四

往期回顾     分类检索  

反哺之途 赤子之心（人物链接）

赵文庆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6年09月15日   第 12 版）

　　图为曹其镛。

　　赵文庆摄

　　现任香港永新企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的曹其镛是“毛纺大王”曹光彪的长子，也

是2013年第二届世界浙商大会，“功勋浙商奖”的唯一获得者。

　　曹其镛1939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11岁随家移居香港。与父亲17岁就开

始经商不同，曹其镛并非商科出身，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获得机

械工程本科、硕士学位。1965年学成归来后，进入父亲的毛纺厂，协助父亲创建“永

新企业有限公司”，从事毛纺及针织等业务。曹其镛1987年任永新企业常务董事，从

1996年开始担任永新企业副董事长至今。

　　改革开放，曹其镛和父亲率先把工厂开到了内地，在珠海投资设立“香洲毛纺

厂”（即现在的龙达纺织有限公司）。这也是改革开放后，香港资本家第一次在内地

投资建厂。此后，集团在内地参与多项投资项目，涉及纺织、印染、制衣、化工、电

子、钢铁、能源、酒店等多个行业。

　　后来，他与父亲又进军航空业，1985年在香港创办了港龙航空公司。港龙航空的

创办为香港航空业揭开新一页，其后更成为一家享誉国际的航空公司。

　　70岁之后，事业有成的曹其镛开始将更多的精力投入促进亚洲青年交流的教育公

益事业上。此外，他还热心中国传统文化。抱着为传承弘扬漆器文化乃至中国历史文

化尽绵薄之力的初衷，2012年10月，曹其镛与夫人曹罗碧珍女士将珍藏的161件

（组）中国古代珍贵漆器捐赠给浙江省博物馆永久收藏，并举办“曾在曹家”捐赠漆

器展。为了与更多的人分享他们的收藏，4年之后，曹其镛夫妇又联合浙江省博物馆

举办“仍存曹家”中国古代漆器特展。曹其镛将漆器展定名为“仍存曹家”，寓意

为，他只是这些珍贵艺术品的暂时保管者。

　　曹其镛长期热心支持内地的经济发展和教育等公益事业，从经商到反哺，作为功

勋浙商，他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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