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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晶、通
讯员穗工信宣报道：广州工业经
济发展稳步前进，5 月 31 日晚，
记者从广州市工信局获悉，1-4
月，广州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和
工 业 增 加 值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26.1%、25.5%，软件和信息服务
业营业收入（工信部口径）同比
增长23.6%，工业投资、技改投资
分别同比增长15.7%、40.2%。

工业生产持续较快增长

相对于全国情况，广州表现

不俗。数据显示，广州工业累计增
速继续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
1-4月，广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速分别高于全国（20.3%）5.2个、
全省（23.9%）1.6个百分点，在全国
主要城市中位居前列。

广州的工业经济发展从能源
等生产要素需求旺盛可以佐证。
4月，广州电、气、水的生产和供
应业产值合计增长 23.7%。1-4
月，广州工业、制造业用电量分别
同比增长 22.4%、28.2%，比 2019
年同期增长7.0%和10.0%。

同时，广州工业企业平均产

能利用率持续提高。4月制造业
样 本 企 业 平 均 产 能 利 用 率 达
80.4%，比3月提高0.8个百分点。

先进制造业领先增长

经济向高质量发展，广州的
先进制造业实现了领先增长。

1-4月，广州35个工业行业
大类中，33 个行业产值同比增
长，其中先进制造业增速高于全
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速 10个百
分点。

据广州市工信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广州新项目带动电子信
息制造业提速。1-4 月，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同比增长 24.7%，对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增长贡献为10.7%。

同时，广州的拳头产业——
汽车制造业增长贡献大。1-4
月，汽车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
42.3%，对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增长贡献为40.5%。

而广州的工业新产品产量也
呈现了增势良好的态势。手机
（792.9%）、服务器（525.8%）、智能
电视（159.1%）、工业仪表（151.4%）

等新产品产量同比实现倍增；新能
源汽车（93.5%）、显示器（70.3%）、
工业机器人（64.2%）、锂离子电池
（51.9%）等产量增速达50%以上。
1-4月消费品工业（含日化、家电）
产值同比增长19.8%。

另外，广州市工信局方面还
介绍，广州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势头强劲。1-4月，软件和信息
服务业营业收入（工信部口径）
同比增长23.6%，其中，工业软件
收入同比增长 29.6%，人工智能
领域相关头部企业营业收入同
比增长30%以上。

今年以来，A股市场热点切
换和板块轮动的速度较快，大大
增加了普通投资者的投资难度。
在上投摩根核心成长基金经理李
博看来，站在当下时点，需要更加
关注估值与基本面匹配的投资标
的。具体到行业层面，相对看好

轻工制造行业中的一些细分领域
及新能源汽车板块的表现。

作为价值成长风格的代表，
李博多年来坚持以 GARP 策略
选股，注重以合理估值投资于高
成长性个股，在中长期趋势中追
求稳定优质回报。 （杨广）

比亚迪联合创始人之一、第
三大自然人夏佐全近日减持比亚
迪股份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日
前，比亚迪发布公告称，公司收到
董事夏佐全的减持计划，夏佐全
持有比亚迪 9457.74 万股A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3.31%，其
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2364万
股，限售股为7093万股。夏佐全
拟减持不超过1200万股A股，占
其所持本公司A股总股数的比例
不超过12.69%，占本公司总股本
比例不超过0.42%。按照比亚迪
最新收盘价191.10元/股计算，将
套现超过22亿元。

大股东套现
或超过22亿元

公告解释，夏佐全的减持公
司股份主要用于个人资金需求，
自减持计划完成之日起三年内
将不再减持公司股份。夏佐全
声明对比亚迪的发展前景仍然
充满信心，仍将长期坚定地持有
比亚迪股份。而其减持的股份
是比亚迪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
行的股份，减持时间是自公告之
日 起 十 五 个 交 易 日 后 六 个 月

内 。 按 照 比 亚 迪 最 新 收 盘 价
191.10 元/股计算，夏佐全将套
现超过22亿元。

天眼查数据显示，比亚迪的
前身深圳市比亚迪实业有限公
司成立于 1995 年 2 月 10 日，于
2002年 7月在港股上市，2011年
6月在A股上市。在比亚迪的招
股说明书中可以看到，比亚迪的
发起人为王传福、吕向阳、夏佐
全等 39位自然人及广州融捷，4
家主要发起人合计持有公司设
立时总股本的74.56%。

1995年，比亚迪实业原股东
深圳冶金矿山联合公司与广州
融捷、王传福、夏佐全等就股权
转让达成协议，将其持有的比亚
迪实业全部股权以302万元转让
给广州融捷、王传福、夏佐全，其
中夏佐全受让10%股权，据此计
算，夏佐全受让股权的出资额大
约在30万元左右。此后，夏佐全
一直增资比亚迪。在 A 股上市
时，夏佐全直接持有1.25 亿股本
股份，占总股本的5.49%。

2013 年以来，作为原始股
东的夏佐全就对比亚迪股份进
行 多 次 减 持 ，规 模 较 大 的 在
2020 年 5 月。羊城晚报记者据

同花顺 iFind 数据库统计发现，
2020年 5月，夏佐全公告拟减持
不超过 680万股A股股份，占其
所 持 总 股 数 的 比 例 不 超 过
6.71%，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
过 0.25%。原因是其创立的深
圳市正轩投资有限公司（简 称

“ 正 轩 投 资 ”）从事股权投资业
务，计划加强对存量投资企业复
工复产的支持力度，同时寻求相
关行业的新增投资机会。于是，
通过减持少量比亚迪股份以调
整正轩投资资产结构，提高抗风
险能力。而这一次减持，夏佐全
套现约5.30亿元。

公告前夏佐全持股
价值180亿元

夏佐全在投资比亚迪实业
之前，从事证券投资工作。据天
眼查数据显示，夏佐全目前为10
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其中在
正轩投资中，夏佐全持股比例为
97.25%。同时，夏佐全在 30 家
企业中担任高管，其中包括比亚
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比亚迪汽
车销售有限公司、深圳市比亚迪
锂电池有限公司等。

可以说，夏佐全是比亚迪最
早的投资人之一，但一开始他并
不参与比亚迪的运营，直到2001
年才正式进入比亚迪。而夏佐
全在投资界则活跃得多。资料
显示，2003年成立的正轩投资主
要涉及机器人、智能制造、航空
航天、芯片设计、生物基因等领
域项目的股权投资，最早主要是
夏佐全的自有资金，投资的项目
包括优必选、安诺优达、零壹空
间、共赢链等等。

如果把夏佐全对比亚迪的
投资看做是纯粹的股权投资，这
笔投资无疑是十分成功的。如
今的比亚迪总市值超过 5000 亿
元，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
长 110.73%，达到 2.37 亿元。截
至公告前，夏佐全持有比亚迪
9457.74 万股，根据最新股价计

算 ，夏 佐 全 的 持 股 价 值 高 达
180.74亿元。

青睐比亚迪的
还有巴菲特

对比亚迪进行财务投资的投
资界“大咖”还有很多，其中最著
名的要属巴菲特。巴菲特旗下伯
克希尔哈撒韦2020年财报显示，
截至2020年 12月 31日，伯克希
尔哈撒韦持有2.25亿股比亚迪的
股份，总市值约为58.97亿美元。
2008 年 9月，巴菲特以每股 8港
元的价格认购2.25亿股比亚迪公
司H股，交易价格总金额约为18
亿港元（约 2.3 亿美元）。此后，巴
菲特一直持有比亚迪，12 年后，
巴菲特持有比亚迪的股票市值已
暴增近2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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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二代来啦！ 这个创二代当过警察、做过传媒、搞过金融，想做什么父亲都不拦着

“父亲让我先自己碰碰壁”
文/羊城晚报记者 程行欢 李志文 实习生 王翌萌
图/羊城晚报记者 李志文

白天鹅江畔楼的中式茶室里，1989年出生的李晧君
身穿西装，喝着普洱生茶，接受了羊城晚报的独家专
访。李晧君出生在中国香港，求学在澳大利亚，回港

工作若干年后，选择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同时希望通过企
业的发展，积极参与到云南乡村振兴的工作中，同时进一步
普及、弘扬中国传统厚重的茶文化。也许正是通过不同阶段
的学习和感悟，这个曾经不羁的少年已经逐步寻找到自己的
人生定位和努力方向。

和所有创业二代一样，李
晧君头顶也笼罩着父亲奋斗几
十年创下辉煌事业的光环。他
的父亲李祖泽，有香港“出版大
王”之称，年少时放弃了入读清
华大学的机会，18 岁投身香港
出版行业，兢兢业业工作了 60
多年。1979 年，李祖泽第一次
参观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看到
世界各地的文化艺术都有一套
套画册来记载，唯独拥有 5000
年悠久历史的中国没有。回到
香港后，他便积极筹划出版大
型画册，第一本便是《中国古代
服饰研究》，接着有《紫禁城宫
殿》等一系列画册出版，在世界
各国引发关注，随后分别出版
了英文、法文、日文、德文、意大
利文等不同语言的版本，弘扬
中华文化。从读书、卖书，到后
来出版书，在这个过程中，李祖
泽也从店员、编辑主任，逐步成
长为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父亲李祖泽把毕生精力花
在了中华文化的推广上。然
而，李晧君儿时的梦想并不是
继承父业，而是成为一名除暴
安良、维持社会秩序的警察。
对儿子未来的职业选择，父亲
没有任何阻拦，鼓励他自己去
闯荡。不过，警察这份职业，李
晧君并没有做多久，在圆了儿
时梦想后，他又进入了传媒界
与金融界工作了一阵子。

2019年年底，适逢而立，30

岁的李晧君选择自己创业。“首
先是响应国家的号召，现在国
家很鼓励香港、澳门的年轻人
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他说，
其中也有着父亲对自己价值观
的影响，对家国情怀的理解，

“父亲给了我一个很重要的概
念，他从小就教导我，要认真领
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真正意义。”

而创业的方向，则是父亲关
注的另外一个产业——大健康
领域。父亲爱喝普洱茶，早年
也有一些积累。耳濡目染下，
这些都成了李晧君进军普洱茶
市场的诱因。很多爱茶的人，
从开始喜欢喝茶，慢慢就会变
成一个收藏家，因此也慢慢积
攒了一点“家底”，这些也成为
他创业的资本。

另外一个推动李晧君的主
要因素，则来自于他的亲身经
历。“在一次云南的茶山参观之
后，我跟当地农民进行了一些接
触，觉得这个行业空间非常大。
就像习总书记所说的：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在勐海的布朗
山头，满山的茶叶摘完后，一两
个月又重新生长，让他看到了原
材料和货源的稳定性。这些综
合因素，促使李晧君创立了勐海
赤日中天茶业有限公司，选择了
一个看上去和年轻人并不“搭
界”的行业，但在他看来，这个行
业沉淀着中国数千年以来独有
的厚重历史。

创业都是在艰难险阻中杀
出一条血路。虽然跟随父亲从
事出版业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但
李晧君决定专营 10年以上的普
洱生茶。父亲也毫不犹豫地拿
出了自己的私家珍藏，支持李晧
君起步。在他印象里，自己的创
业过程中，父亲处于一个陪跑的
角色，一直都在鼓励他不要有太
大的压力，“最重要的是不断的
求进步”，从不干涉李晧君在具
体经营上的事务。

“企业经营需要一个稳定的
营商环境，我们也在不断探讨在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可能性。”
他说，受父亲影响，他感受到了
在内地会有更多发展机遇，于是
选择在广州扎根发展。

创业当然不可能一帆风顺。
最初，在拜访一些有经验的老茶
人时，李晧君的娃娃脸和刚刚创
立的茶品牌，也遭遇了不少怀
疑。“他觉得，你这么年轻的小伙
子跟我来讲茶？”在经营企业上，
自己也没有太多经验。老茶人基
本上也都是收藏家，觉得自己的
茶叶最好。面对这样的情况，李
晧君的选择是以茶说话，一个个
登门拜访，让对方去品尝自己的
茶，用诚意、透过茶的品质去说

话，最后慢慢地成功融入他们的
圈子，得到了认可。

但是如何把茶的品牌做出
来？把茶的品牌做好做响？仍
然要考验企业经营者的智慧。
父亲李祖泽曾经担任过王老吉
药业董事长。“父亲认为，做茶叶
和做王老吉同属于大健康领域
的范畴，有可以参考借鉴的地
方。同时他也强调，茶叶是用来
喝的，而不是用来炒作的。”明确

了这个定位，在当下茶饼的价值
远高于茶叶的情况下，李晧君选
择把部分产品从一块块茶饼拆
开，做成一泡一泡地销售。“如果
卖茶饼的话，价值会比我们现在
拆成一泡一泡高很多的。但我
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喝得起老茶，
接触到老茶。所以我们在产品
的设计方面，也要方便消费者，
成为相对比较大众化的产品。”
李晧君说。

既然作为大众消费品，那么
标准化和规范化就是必经之
路。公司在勐海设有加工工厂，
全国运营中心则设在广州。除
了传统的经销渠道，也通过天猫
等网上旗舰店的方式，进行产品
销售。但这些只是李晧君的小
目标。父亲一生从事中华文化
的推广，这也给他种下了一个理
念，他希望能追随父亲的脚步，
把普洱茶推广到国际市场上，

“立顿品牌赫赫有名，很多原料
也来自中国，为什么我们中国就
不能产生这样的品牌呢？”将自

己的品牌国际化，则意味着这个
传统的行业需要的第一步就是
规范化和标准化。

在看到了这些问题之后，李
晧君也积极利用自己另外一个
身份为普洱茶产业而奔走。作
为云南省政协委员，他的提案主
要集中在茶产业规范化上。他
希望能够推动当地茶企通过建
设现代化生产设施，推动云南普
洱茶产业国际化发展。“

就在不久前，赤日中天的茶
业研究院也落户广州。在启动
仪式上，李晧君与华南农业大学

园艺学院茶学系、广药集团签署
了战略合作协议，拟在合力打造
标杆茶产业品牌的同时，通力
合作，进行人才培养和行业技
术研发。

不过以上这些，都只是他的
小目标。李晧君的大目标，则
是利用自己的身份，为弘扬茶
文化多做事情。“香港有平台优
势，云南现在也是我的半个家
乡。”李晧君希望，通过一带一
路的平台，利用自己的茶品牌
不断国际化，把全世界的茶文
化串联起来。

羊城晚报：你对职业的第
一个选择是警察，然后又做传
媒和金融，父亲对你的就业前
途有没有指导或者干涉？

李晧君：从小到大我父亲
给予我的自由度都是挺高的，
放开了让我去做。他觉得我刚
刚毕业，在年轻的时候，应该到
社会上多闯荡一下，该碰的钉
子碰一下，让我有一个成长的
过程。这些会对我从事商业以
及自己创业，有很大的帮助。
在创业铺路上，他也不太积极，
先让我自己历练一下，碰碰
壁。很多事情只有自己亲力
亲为之后才能了解到，为什么
这个事情会这么发生。

我们是属于比较和谐的那
种，大家都是有商有量的。比
如说我遇到一些问题，他就会
建议我可以怎么解决，我采不
采纳，就是随我自己，他也不会
过分干预。如果我有困难去找
他，问他该怎么解决的时候，他
非常乐意帮忙。比如我的老茶
业务，部分就来自于父亲的珍
藏。我跟父亲商量这件事的时
候，他二话不说就拿出来了。

羊城晚报：从对父亲的观
察上，他们老一辈的在创业上
和现在年轻一代有什么不同？

李晧君：我父亲是一个文化
的推广人。父亲给我最大的感
觉是一个很勤奋的人，我读小
学的时候，他每晚6、7点回家吃
晚饭，9点又要去出版社准备报
纸出版，回家经常凌晨三、四
点，几十年如一日。我当时年
纪很小，不能理解这份辛劳。

现在慢慢长大之后，我逐渐懂
得了他有一种使命感，他觉得
弘扬中华文化，对整个国家、民
族发展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环节，所以他自己辛苦是不
算什么的。现在弘扬茶文化，
也是属于整个国家文化推广的
一个方向，所以创业即使辛苦，
我也觉得值得。

但我们年轻一代会有点想
法不同。父亲那个时代的香
港人，只要够努力，肯定能有
所回报。而现在市场竞争更
激烈，环境更多元化，更需要
有洞察市场的能力和灵活的
处理信息的能力。

羊城晚报：他是属于放手
型的父亲，但是又给你一种界
限？

李晧君：有一些底线必须
遵守。家训中第一条就是违法
的事情一定不能做。第二，我
们家庭核心价值观必须是爱国
爱港，这两个是很重要的界限。

羊城晚报：你的父亲事业
有成也不忘回报社会，对你有
何影响，会否有压力？

李晧君：肯定有的。我父
亲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挺难复制的，他在他自己的
行业里面已经做成标杆。父亲
也和我谈过这个包袱，他说，所
有荣誉和社会的名声，最后也
都是身外物；他对我的要求最
重要是要做好自己，继续去做
自己想做的事情，只要我觉得
这个事情是对的，他会全力支
持我。只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对于社会来说就是增值。

对话创二代

“我创业，父亲铺路并不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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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联合创始人将减持

套现超过 亿元
羊城晚报记者 莫谨榕

上投摩根李博：

兼顾价值与成长 看好后市两类投资机会

广州前四月33个工业行业产值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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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近日许留山食

品制造有限公司被曝获颁清盘
令。若清盘令执行，许留山与它
那些曾经风靡华人世界的芒果
西米捞、龟苓膏等招牌港式甜品
也就此消失。

上世纪 60 年代的香港，许
留山以手推车形式售卖龟苓膏
和凉茶起步，开设首间店铺；在
上世纪 90 年代，创出“芒果西米
捞”这一招牌甜品，在香港掀起
热潮。

许留山从当年的创新到如
今的没落，让人不得不重新思量
创新这个词。当初许留山芒果
系列的创新，改变了香港糖水店
红豆沙、绿豆沙、芝麻糊垄断的
局面。

大 至 历 史 悠 久 的 地 方 菜
系，小到街头小吃，许多人以为
只要保持正统风味就行了。殊
不知，餐饮业本身就是一种需
要不断创制 、不断和时代口味
勾兑的产业。国内有一部分餐
饮老字号越活越难，路子越走
越窄，除了产权原因对创造力
的制约，也有惯性思维带来的
一叶障目。有的老字号会把自
己的经典产品，理所当然看做
是本地成熟群体 、街坊百姓的
必然选择，可以躺赢。

对“正宗”配方坚守，往往是
放弃创新变异的借口。美食比
如甜品市场，本身就是年轻消费
为主力的。当年的年轻人岁数
增加了，虽还会记住老店的经典
口味，却不会再经常去喝糖水
了。这意味着老字号的目标市

场可能缩水。更别说今天的年
轻人，接受的是来自互联网的信
息和审美，对于固定店面、固定
老板、固定品类已不再死忠。年
轻群体主导的消费模式、消费能
力与审美标准，时刻都在挑战传
统供应者的适应能力。这个时
候谈创新，就不仅仅是厨房推出
几个新品种这么简单了。

新一代连锁甜品店在街头
快速扩张，时尚的门头设计、推
陈出新的产品 、更年轻的营销
方 式 让 人 目 不 暇 接 。 既 然 如
此，单纯依赖港味背景、逛街节
奏而生的甜品店也要适应多元
变化。企业最怕就是高估了自
己“经典”的背景，高估粉丝对
经典的盲目认同，以为在档次、
环境 、口味和售价上都更高一
级，就是行业“标杆”。以至于
逐 渐 丧 失 了 对 于 消 费 者 的 谦
卑，甚至希望客户被迫适应自
己的价格和标准。

许留山的没落有经济环境
和扩展模式的原因，不过，它和
国内新兴、网红甜品与奶茶品牌
相比，确实已经显示出不合社情
的状态。有人评价其又贵又一
般，恰恰显示出一个品牌对广大
群体的忽视。更深层的，是对于
当今年轻人消费思维的忽略，这
才是积习难改的守旧陷阱。做
茶饮甜品的，如果不像某咖啡品
牌靠烧钱创造用户量直奔上市，
真想做成十年老店百年字号，还
得跟随新兴人群走，在品种求
变、心理洞察、复合营销下功夫，
保持锐气和创新力。

创新力停滞
许留山没落实有原因

1-4月广州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25.5%

评财经辣羊城晚报财经评论员 戚耀琪

李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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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选了个跟年轻人“不搭界”的行业

父亲默默陪跑背后支持

追随父亲脚步推广中华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