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岁、坐拥265亿美元个人资产的
华人商业领袖基业长青的秘密：
成就其全球帝国的，并非神秘的经营技巧，
而是由永无止境的好奇心和不停反思的
自制力构成的健全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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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去年国内股市高涨之时，您是为数不多提醒大众投

资者需小心的商业领袖。现在您如何看待全球经济前景？

李嘉诚：去年5月，我说“自己身为中国人，自然为近

期内地股市的情况担心”。后来，上海A股市场从当年的最

高6124点，跌到最近的2700多点。现在我要说，金融企业及

宏观经济尚有一段时间会受到困扰，投资经营要更加小心。

      美、英及欧洲国家面对的次级按揭贷款危机（注：即国

内所谓的次级债）尚未解决，最大问题是信贷。美国地产业

会继续下调、疲弱。毕竟美国GDP占全球的30%，如果它的

经济不好，会影响到全世界。还有全球的通货膨胀，现在的

资源价格都很高，油价、粮价、铁、铜价格都是如此，这个

情况对经济也很不利。

      不过，香港地产环境较为特殊，因为最大的业主是香港特

区政府，它根据市场需求，有计划

推出土地，香港地产还是稳健的。

GE：外界对您的投资成绩很

熟悉，但似乎永远看不懂您为何

能够每每做出正确的决断。这是

怎样做到的？

李嘉诚：投资任何公司，固然

要着眼其眼前的赢利能力，但也要

考虑其亏损的可能性。赚钱的理由

很容易看到，但亏本的因素未必容

易看清，那你应该考虑哪个方面多

一点？我经常打的一个比喻，是驾

船出海之前想好如果天气突变怎么办，也就是总要思考最坏

的情况下，我要怎么应对。我除了用很多时间考虑失败的可

能性外，还会反复研究哪些行业对我们是未来的机会，哪些

行业风险高，哪些生意今天很好，但十年之后优势不再，哪

些今天欠佳，十年之后却风景秀丽。比如石油公司赫斯基，

最初大家并不看好，但我却一直很有信心，这是由于我平时

对经济、政治、民生、市场供求、技术演变等一切与自己经

营行业有关、或没有直接关系但具影响的最新、最准确数据

及讯息全部都具备所有详细数据，加上公司内拥有内行的专

家，当机会来临时我便能迅速作出决定。

       过去两年里股市最炽热的时候，有人说如果我们将码头

业务出售，可以获得50、60倍的市盈率，我们不是不懂得买

卖，但集装箱码头是我们的核心业务，这么多年建起来，不

会随便卖掉公司的控股权。

GE：“中国制造”正在面临巨大的挑战，您有什么建议？

李嘉诚：虽然现在已有反思，我们正从享受国际化的

好处变为面临国际化的挑战，但我相信，国际化是一定对中

国有好处的。但是，大家需要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我做塑

胶厂的时候，结业前一天工厂还是赚钱的，但我为什么决定

要结束它？我知道制造业在香港未来是没有前途的。从前电

话线都是铜线，但有了光纤之后，

你必须洞悉铜线迟早要被淘汰。大

方向定下后，再思考在小的方面如

何做得更好。小的判断再准确，大

方向出现偏差亦属徒然。

GE：那您希望倡导一种怎样

的观念和方法论？

李嘉诚：康 熙 王 朝 尽 管 不

是中国最强盛的时期，但资料显

示，当时中国的GDP已占到全球

的30％，而今天，我们中国的GDP

只占全球经济的6％。我觉得，中

国人是个聪明的民族，但我们中国的企业需要更精益求

精。同样一道工序，比如生产一支笔，你做到了90％的程

度，可能只卖3元钱，你做到100％的程度，也许售价会高

得多。认真追求最美好的产品，应该是我们中国人的企业

的方向。当然，推销网络一定要有突破，才能够取得合理

的价格和前途的保证，虽然这不是一件轻易的事，但最终

亦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工厂的规模和决心是推销突破的

关 键。

李嘉诚答问

专访

这位亚洲最长袖善舞的投资者认为金融企业及宏观经济

尚有一段时间会受到困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