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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

不当阔太的香港富家千金

杨敏德注定和香港富豪圈里的女人们不一样。少
女时，她是不热衷购物、派对的富家千金；中年时，她不
是相夫教子的豪门贵妇……出生于商人世家的她，选
择了一条异常难走的路。

杨敏德的长辈们，以“实业救国”而出名，每个人都
不简单：曾外祖父是美亚织绸厂的创始人之一；外祖父
是清华学堂“留美幼童”的第一批学员，后投身实业救
国；父亲是声名赫赫的香港“纺织大王”……

这样的家庭环境，从小就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杨
敏德，但父亲杨元龙不希望她子承父业，甚至还苦心劝
说：“别干服装这一行，太不容易了，好好读书，选个别
的职业吧。”因此，杨元龙给了女儿最好的教育和富裕
的生活。

15岁时，杨敏德漂洋过海独立求学，先拿到了麻
省理工学院数学学士学位，又去哈佛大学读了工商管
理硕士。毕业后，她去了华尔街工作镀金，按这个人生
节奏，就等着回家接班、嫁入豪门了。

但杨敏德不想当一个平庸的富家千金，父辈
们的影响加上多年在外求学、工作的经历，她心里
早就埋下了一颗“实业兴国”的种子：“如果我有能
力，我也希望能够发展实业，让实业推动整个国家
的发展！”

那时，杨元龙早已怀揣着一份家国情怀，毅然回内
地创业。他成立的溢达集团，是最早进入内地的香港
纺织企业。他还与内地签成了首份贸易补偿协议，将
中国制造的成衣卖到了美国。

随着杨元龙逐渐老去，谁来接班就成了迫在眉睫
的问题。他虽然不想让女儿吃苦，但膝下只有两个爱
女，“长公主”杨敏德无疑是最合适的接班人。

于是，杨敏德辞去了华尔街的工作，接过了家族企
业的重担，一切都要从头学起。

此后十几年，杨元龙逐渐退居幕后，接班人杨敏德
一步步积累经验、走向台前。1995年，她正式成为集
团主席。

杨敏德接班后的日子并不好过，家族企业的管理

模式和经营理念逐渐落后，改革迫在眉睫。但出乎所
有人意料，杨敏德第一个改革对象竟是她自己。

传统的家族企业，大都有“一言堂”的陋习，溢达也
不例外。于是，杨敏德邀请了几位外来的独立董事，让
他们参与到董事会的重大决策中来。

紧接着，她把第二个改革对象的矛头指向了“老臣
们”。她大力提升优秀员工的工资福利，一改论资排辈
的陋习。

这些改革只是小打小闹，最后杨敏德做出了一个
惊掉所有人下巴的决定：到新疆去建厂！

“棉花公主”的寻棉西游记

20世纪90年代，无论在内地、还是香港，制衣行业
都开始走下坡路。很多企业家都想通过廉价劳动力来
降低成本，以获得更多的利润。

但杨敏德不认同这种做法，在外多年的留学、工作
经历，让她不屑于陷入“价格战”的不良竞争中去。她
决定提升品质，用最优质的纱线生产最好的面料。

而最优质的纱线，就需要最优质的棉花。可是最
优质的棉花在哪里呢？由于气候、土壤等因素，新疆出
产的长绒棉质量，不亚于埃及、秘鲁等国家所产的世界
优质棉。

但那时投资新疆，无异于一场豪赌。毕竟新疆地
处中国大西北，交通等基础设施都还落后，并不是投资
者眼中的风水宝地。

为此，杨敏德特意去拜会了香港商界大佬唐翔千
和李嘉诚，没想到他们都很认可她的想法：“如果我再
年轻10岁，一定会去新疆投资！”

27年前，一位香港富家千金，义无反顾地远赴新
疆，开启了一段寻棉西游记。

杨敏德先是派出团队去进行考察，结果当地纱厂，
无论机器还是管理，都远远跟不上先进水平。

于是，杨敏德拿出1亿美金，一半先在乌鲁木齐和
吐鲁番开设现代化纺纱厂，另一半则用以开拓面积达
10万亩的农场，专门种植高质量的长绒棉。

尽管投了大笔的资金进去，但杨敏德还是
“水土不服”，哪怕亲自去收购棉花，也很

难获得当地棉农的信任。怎么办呢？她
没有退缩，而是亲自率领团队，一家家
沟通、一个个地解释，从零开始，和棉
农建立信任关系。

杨敏德了解到，当时的新疆棉
花收购市场，非常流行“打白条”
（即欠条），拖欠或者延期支付棉
农的棉款。她决定打破这个陋
习：每次收购棉花，都提前备足
资金，承诺“卖完棉花即拿钱”，
坚决不拖欠、不延期支付任何
棉农的棉款。

据说，每逢棉花收购季，公
司每天都要从银行提取出数百
万元现金运送到厂里。通过这种
爽快的交易方式，杨敏德很快就赢
得了棉农的认可，棉农种植棉花的
积极性也提高了，她又趁机引导棉
农种植更高质量的棉种。

有了优质的新疆长绒棉，杨敏德
再也不用担心原料的供应问题，公司

在服装行业迎来了质的腾飞。
据媒体报道，溢达成功转型高端制衣，成为

全球最大的全面衬衫制造及出口商，每年供应世界知
名时装品牌超过1亿件。据统计，在全球范围内，溢达

提供纱线、面料、成衣代工等业务的客户包括：玛莎、无
印良品、佐丹奴、耐克、Hugo Boss、Nordstrom、
Polo Ralph Lauren、J. C. Penney等。

前两年有媒体报道，杨敏德执掌的溢达集团，年营
收达13亿美元（折合港币约101亿元），是纺织业内的

“隐形冠军”。

奔赴新疆27年成就“纺织女王”

事业成功后，杨敏德的感情生活也颇为受人关
注。曾有传言：杨敏德年轻时，差点成为了李嘉诚的儿
媳妇。据说，当时李嘉诚给李泽楷挑选的儿媳妇就是
杨敏德，但男方不愿意结婚，后来两人成了好朋友。

后来，杨敏德嫁给了香港“珠宝大王”潘迪生，他是
香港迪生集团的老板，坐拥百亿资产。但婚后，夫妻两
人各自忙着家族的生意，感情开始变冷，最终分道扬
镳，离婚处理得非常低调。

杨敏德和潘迪生有一个女儿。女儿潘楚颖继
承了杨敏德的美貌与才华，毕业于哈佛大学。她
颇有母亲商界女强人的影子，凡事以事业为重、至
今未婚。如今，潘楚颖已经成了母亲的最佳帮手，
成为集团旗下的高端品牌PYE——“派”的新一代
掌门人。

很多人好奇，71岁的杨敏德，离过婚，生了一个女
儿，她凭什么在能人辈出、豪门林立的香港商界，以一
己之力成为公认的“棉花公主”“纺织女王”呢？

首先，当然是源于她良好的出生和家庭教育。出
生在豪门的千金、名媛有很多，但没有几个人能像杨敏
德一样，抛下优渥的生活环境，奔赴大西北、多年投身
实业。这都源于她从小就在一个“实业救国”的商人世
家里长大，她不仅继承了长辈们的家国情怀，而且她自
身也有着“实业兴国”的抱负。在她的影响下，女儿潘
楚颖也成了商界新秀。

其次，优秀的教育经历和职场履历，极大地开阔了
杨敏德的眼界，让她不仅成功的接过了父亲留下的家
族企业重担，还进一步把公司做大、做强。

2000年后，杨敏德曾经遇见过两次重大危机：一
次是2008年金融危机，一次是长绒棉事件。2008年
金融危机时，很多企业深陷订单减少、产品价格下降等
困局，但杨敏德创新性地推出了订单合同制，帮公司和
棉农一起渡过了难关。

在长绒棉事件中，哪怕海外工厂接连关闭、损失惨
重，她也依然坚守本心，继续稳住基本盘。如今，在新
疆坐拥10万亩优质棉花基地的杨敏德，早已是业内公
认的“纺织女王”。

不仅如此，她的商业手段，比如常年提供免费培
训、零抵押“助农贷款”等，早已成为哈佛、牛津、斯坦
福等世界名校商学院的助农贷款案例，以用来学习、
研究。

如今，杨敏德取得的商业成就早已不亚于她的长
辈们，但对于自己取得的这些成功，她却说：“将来人家
问我：‘你一生做了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我可能会说，
就是跑到新疆去，买棉花从不打‘白条子’。这是我
觉得，自己做得最有作为的事情。”

杨敏德很喜欢别人称自己为“龙
女”，一方面是她生肖属龙，另一方
面她说自己是“龙的传人”。奔赴
新疆27年，投身实业兴国，做
大做强后不忘本，她的确无
愧于“龙女”这个称呼。

据易简财经、
金融八卦女等

不当阔太去种棉，李嘉诚都夸她牛

最近，上海进博会上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棉花公主”杨敏德。她的传奇故事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27年前，香港富家千金杨敏德，义无反顾地远赴新疆，开

拓了近10万亩棉田，还给超1300人提供了就业。她凭借着
这个敢为人先的决定，成了香港富豪圈的传奇人物：第2位登上福
布斯封面的香港女企业家；2006年《财富》世界商界女强人排名

第44位；连续6年被福布斯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商界女强人……
就连香港首富李嘉诚都称赞她：“在香港最有毅力的只有两人，

就是我和杨敏德。”在能人辈出、豪门林立的香港商界，71岁的杨敏德是
如何以一己之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