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愛的孩子：  

「恭喜發財﹗」這是年假後返學第一天，你們向我說得最多的賀年說話。 
 

「恭喜發財」是大人最喜歡聽的說話，但對孩子來說，發財不是最重要，最

重要是發「奮」。所以我對你們說：「恭喜發奮﹗祝你們交齊功課，多看書，少打

機，時時進步﹗」 
 

 為什麼要發奮？因為現時我們的祖國，每年便有接近七百萬大學生畢業，而

美國也有 250萬。試想想，只是中美兩個國家，每年便有近一千萬名大學畢業生，

還沒有計及其他國家，如英國、加拿大、澳洲和其他歐洲國家。若我們還不知驚，

努力發奮讀書，將來是很難與人競爭，生活會很困難。 
 

 你們可能問，那麼多大學畢業生與我何干？我們有最低工資保障，又有綜援

安全網，那怕會餓死？無錯，在香港不讀書是不會餓死的，但花無百日紅。萬一

香港經濟走下坡，失業率上升，像現時的西班牙，年青人的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五

十，即一半年青人失業，很多人無工做，那麼最低工資也沒有作用。若政府財赤

嚴重，負債累累，像十年前「沙示」時期，政府入不敷支，所有福利都要削減，

綜援金額自然被逼減少。那時，真是要乞食也不出奇。 
 

香港是國際城巿，全球精英雲集，擁有專業知識的專才是天之驕子，薪金很

高。但只有一般知識的技術人員，薪金便會停滯不前，甚至逐年下降，原因是供

應太多，造成冗員。普通技術人員只會是為驢為馬，工資僅夠糊口，不能養妻活

兒，家庭怎會有幸福。 
 

校長在年假時閱讀了一本書，提到美國經濟學人雜誌在 2004 年發表「大企

業心目中的十種人才」，其中五項是： 

1. 具備豐富的專業知識； 

2. 具備國際觀與外語能力； 

3. 凡事積極進取，具責任感； 

4. 有強烈的挑戰精神與創造力； 

5. 樂於與人合作和有禮貌。 
 

校長希望你們謹記這五大能力，成為企業專才，在香港高度競爭的社會，出

人頭地，為家庭和國家貢獻力量。 

 
梁紀昌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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