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榮譽社會科學博士胡法光先生
贊辭由王世全教授撰寫及宣讀

監督：

古語云：「一分耕耘，一分收穫。」菱電發展有限公司名譽主席胡法光先生憑藉

個人努力、豁達的人生態度和堅毅的精神，從工程師做起，一步一步創出輝煌事業，

成為菱電集團創辦人兼主席，並獲得「電梯大王」的美譽，充分體現了天道酬勤的道理。

胡法光先生祖籍江蘇無錫， 1924年出生於上海。胡先生出身書香門第，父親屬於

中國首批留美學生，母親畢業於師範大學。在家庭環境薰陶下，胡先生自幼勤奮好學，

五歲入讀小學，十歲升讀中學， 1944年，年僅二十就在上海交通大學機械工程系畢業，

其後取得英國特許工程師專業資格。胡先生曾執教鞭兩年，繼而先後在招商局和怡和

洋行擔任工程師。 1949年，胡先生獲怡和保送到英國受訓。 1952年受訓完畢後，胡先

生面對三個事業選擇：回上海，前往台灣，或來香港發展。就在短暫逗留香港期間，

他邂逅了令他一見鍾情的楊世薔小姐。胡先生毅然決定留在香港，兩人在九個月後共

結連理。全賴愛神之箭，香港成為胡先生成家立業的基地。

胡先生從工程師做起，憑着努力和熱誠，不久在香港的工程界嶄露頭角。其後，

他被信昌洋行羅致出任工程部主管，雖然到職後才知道是個「一人部門」，但他不怕

艱難，為部門爭取到不少代理著名外國品牌的合約，從零開始把工程部打造得有聲有

色。適逢日本三菱電機公司來香港投資，胡先生促成信昌與三菱在 1966年合資成立菱

電工程有限公司，並獲分配兩成股份，從此踏上創業之路。在胡先生領導下，菱電發

展成為一家大型綜合企業，經營範圍涵蓋半導體、建築材料、家用電器、發電機、工

業自動化設備、機電工程、房地產、酒店、中藥及服裝等，業務和投資遍佈香港、內

地及東南亞。

胡先生腳踏實地，同時不忘創新。他的嶄新理念不僅為個人事業開闢康莊大道，

也為工程界建立新的規範。他感到自豪的成就之一，是把售後服務的概念引入機電銷

售行業，在產品出售後，為客戶提供全面保養和維修服務。在 50年代，售後服務的成

本高昂，卻讓顧客和代理雙方都能受惠。他又創下業界紀錄，一筆簽下 10年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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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私人屋苑美孚新邨 396部升降機。這個紀錄至今未被打破。由於合約期較長，他開

創先河在合同內加入價格變動條款，以避免價格浮動損害雙方利益。

菱電成立至今，不乏跟胡先生並肩共事數十年的同事。他明白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是

維繫團隊的不二法門，一直堅守「用人勿疑，疑人勿用」的信條。胡先生視員工如家人，

並經常說自己的成就屬於大家，亦希望員工視公司為第二個家。他強調對員工應該用心

聆聽、善加體恤，縱使有人犯錯，也從不責罵，只會循循善誘。這份濃濃的人情味令員

工建立歸屬感，有時較薪酬更能夠挽留人才。

胡先生自小熱愛體育運動，尤其喜愛網球，九歲開始習球，百忙不忘練習。他的

創意在體育方面也得到發揮。1972年，在南華會舉行亞洲網球錦標賽期間，大雨突降，

泥地浸濕，致使球賽中斷。胡先生靈機一動，把汽油澆在泥地上，一招「火燒球場」把

積水全都蒸發掉，比賽得以繼續進行。胡先生對香港的足球、排球、單車等運動也有重

大貢獻。談起足球，他自豪地憶述起 1973年邀請球王比利來香港比賽一事，雖然距今

近 40年，那場比賽仍然令人津津樂道。

胡先生以香港為家逾半世紀，同時心繫故鄉上海，非常關心兩地的發展。在香港，

他不僅在政府擔任公職，也參與社會事務，任職於體育協會，政商界、文化界和體育界

處處可見他的貢獻。有兩件事令他引以自豪：一是 1987年出任九龍城寨清拆特別委員

會主席，帶領跨部門小組處理這個「三不管」地區的清拆和賠償﹔另一件是 1988年擔

任土地發展公司（即市區重建局前身）首任主席，協助政府推動社區重建。

在內地，他不僅投資於經濟建設，而且捐資母校上海交通大學成立獎學金及推動體

育。80年代初，中國內地實行經濟開放，胡先生懷着回饋故鄉的心，帶領菱電投資內地，

成為香港首批進入內地的企業。過去 20多年，胡法光先生致力促進滬港兩地交流和合

作。透過滬港經濟發展協會，他協助上海市人民政府舉辦訪港學習交流團，培訓眾多政

府官員和國有企業的管理人員。從上海到廣州、深圳、中山，乃至北京，處處可見他為

國家機電業、酒店及房地產業的貢獻。

監督先生，鑑於胡先生多方面的傑出成就，以及對經濟、社會、體育事業的卓越貢

獻，我謹恭請 閣下頒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予胡法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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