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榮譽法學博士霍英東博士讚辭 

哲人其萎。一代企業巨人霍英東博士，一九二三年生於香港，二零零六年在北京病逝。霍
英東博士是香港之子，他的傳奇人生也是香港歷史轉型的縮影寫照。香港從一個小漁村發展到一
個國際大都會，霍博士從艇戶出身，剛強自勵，發跡變泰，最後躋身世界富商，晉身國家領導階
層。古人所謂「潛龍在水，飛龍在天。」信然。

霍英東先生早年喪父，母親鞠育顧復，先從水上遷移城中，供書教讀。他勤奮好學，以優
異成績考入皇仁書院。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他輟學在家，並且四出工作，幫輕養家的責
任。母親和十多個親友合夥，開設一家小雜貨舖，交由霍先生打理，初嘗當“小老板”滋味。其
後，韓戰爆發，西方國家實施全面禁運，在霍先生的領導下，香港商人冒風險組織船隊，為中國
運送急需物資，支持抗美援朝，其膽識和魄力，贏得內地領導人積極的肯定。五十年代，霍先生
在香港進軍地產市場，開設置業公司，首創所謂樓花制度，預先訂購，買者踴躍，生意蓬勃，更
上層樓。六十年代，他在澳門參與建立拉斯維加斯王國。七十年代，北望神州，轉向內地發展，
從此積極參與國家的改革開放。從興建中山溫泉賓館、白天鵝賓館、北京貴賓樓飯店，到九十年
代，投放鉅資開發廣州南沙，在在都顯出他的視野弘遠，意氣非凡。霍博士說過：「從白天鵝賓
館的興辦過程，可以充分說明國家的改革政策是非常正確的。」他也說過：「南沙是我的一個
夢，是一個可以觀察中國走向現代化道路的小視窗。」國家的發展，民族的興盛是他畢生努力創
業的最終關懷。

南沙原是一塊交通不便的荒蕪之地。霍博士一九八九年踏足南沙，就看中它的地理優勢，
發展潛力。前後投資近百億，建立科學園，開發南沙經濟技術發展區。南沙本屬番禺，而霍博士
祖籍番禺，他對南沙情有獨鍾，正表現出他的濃厚鄉土情懷。霍博士熱愛工作。每一項新的發展
計劃都是一個新挑戰，新機會。事業有成，可以回饋社會。但是霍博士對每一次嶄新的嘗試，都
視作一場嚴峻的考驗，事事親力親為，戰兢以待，彌遠彌堅。數十年的努力，事業如日中天，今
日霍英東集團屬下公司，數目過百，分佈香港、澳門、內地、海外，經營範圍包括地產、經貿、
運輸、物流、旅遊、石油供應、貨櫃生產、機械工程以及海洋工程等等。

霍英東博士在事業上的卓越成就，備受各界推崇。他的精力和卓見，也受到政府的倚重。
他歷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及常務委員會委員，自第八屆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開始一直擔任
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一職。此外，他也曾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基本法
起草委員會委員、香港事務顧問、香港中華總商會永遠榮譽會長等多項公職。

霍英東博士對推動國家和本港在社會、文化等多方面的發展，不遺餘力。霍英東基金會在
一九七七年成立，旨在造福社會公益，貢獻民生，為支持國家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而努力。特別
是對中國內地，香港，澳門及世界其他地區在科學、文化、教育、藝術、醫療、衛生、體育、旅
遊、交通，以及基礎建設等各方面的社會慈善事業，更是貢獻良多。歷年來，基金會支持數以百
計的項目，慷慨捐贈達六十億港元之鉅，充分體現出霍博士取諸社會，還諸社會的無私回饋精
神。



霍博士熱愛體育，他認為體育運動凝聚了民族的感情，體育水平也是國家興盛的一個標
誌。所以極力提倡體育，協助中國在足球、羽毛球、籃球、排球等各種比賽，重返國際舞台。從
一九九二年開始，他前後捐款過億，協助中國建立不同運動設施，其中包括北京奧林匹克體体中
心的英東游泳館。他對香港體育事業的大力推動，也功不可沒。但是霍博士對自己的努力認為只
是「宇宙中的一粒細小微塵而已。」謙謙仁者之風，由此可見一斑。

多年來，霍博士屢獲特獎殊譽。一九九七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發大紫荊勳章，以表揚
他對香港社會的貢獻。一九九五年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頒授奧林匹克銀質勳章，一九九八年國際
足球協會頒授傑出貢獻榮譽獎章，表揚他在體育運動方面的重要貢獻。此外，他也獲得中山大學
(1986)、美國春田大學(1994)，和香港大學(1995)頒授榮譽博士銜。

八十年代，中國剛對外開放。當時，霍博士擔任中華總商會會長，高瞻遠矚，深深認識到
香港在中國此後發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於是他委託香港中文大學工商學院為內地的企業家及
官員提供培訓課程。此後，他不斷鼓勵中文大學在教研方面深化發展，並給予大力的資助。二零
零五年，霍英東基金會慷慨捐贈港幣四千萬元，支持中大成立太空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及衛星
遙感地面接收站，霍博士並親臨參加開幕典禮。中大在科研方面的成果，霍博士與有功焉。

霍博士少年時愛讀英國小說《金銀島》，長大後愛在足球場上一展雄姿。一個勇於冒險，
敢於挑戰的傳奇人物，在政治和商業界中，叱吒風雲數十年。霍博士十月在北京溘然去世。「曉
來控鶴朝真去，不帶青天一片雲。」霍博士帶去的是許多人對他的景仰和懷念，他留下的是對社
會國家的多少建樹和貢獻。謹恭請主席先生追授以榮譽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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