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恒大校長 X 亞洲週刊總編論壇

何
順
文
教
授
分
享
時
表
示
，

疫
情
持
續
肆
虐
揭
露
當
代
放
任
資

本
主
義
存
在
已
久
的
問
題
，
許
多

人
開
始
反
思
資
本
主
義
及
企
業
責

任
，
認
為
企
業
「
賺
到
盡
」
與
財

技
化
的
管
治
模
式
急
需
改
革
。

「
對
很
多
企
業
而
言
，
疫
情
無
疑

是
一
次
嚴
重
衝
擊
，
同
時
也
是
一

次
反
思
的
機
會
，
讓
大
家
去
探
索

社
會
經
濟
在
疫
情
過
後
應
如
何
改

革
進
化
。
」
他
提
到
，
其
實
早
在

二
零
二
零
年
前
，
多
國
經
濟
已
不

理
想
，
全
球
增
長
降
至
百
分
之
二

點
五
，
負
債
佔
生
產
總
值(G

D
P

)

比
率
增
至
三
十
三
倍
，
許
多
政
府

和
企
業
根
本
無
法
償
還
債
項
，
因

此
人
們
不
應
把
出
現
的
經
濟
危
機

只
歸
咎
於
新
冠
疫
情
。

經
濟
以
利
益
相
關
者
為
本

何
教
授
指
出
：
「
美
國
典
型

的
資
本
主
義
在
首
二
百
年
已
展
現

創
新
及
驕
人
的
經
濟
成
果
，
但
自

八
十
年
代
美
國
出
現
巨
大
改
變
，

很
多
上
市
公
司
只
追
求
短
線
『
賺

到
盡
』
的
目
標
，
犧
牲
非
股
東
持

份
者
的
利
益
，
導
致
許
多
美
國
家

庭
出
現
收
入
增
長
極
緩
慢
問
題
。

至
於
香
港
也
長
期
不
斷
地
擴
展
金

融
及
地
產
市
場
，
使
經
濟
及
產
業

結
構
一
直
被
單
一
化
，
使
其
他
產

業
失
衡
，
也
同
時
欠
缺
失
業
救
濟

金
、
強
制
醫
保
及
退
休
保
障
，
因

而
帶
出
許
多
社
會
問
題
及
引
發
連

串
訴
求
和
抗
爭
。
事
實
上
，
資
本

主
義
制
度
已
嚴
重
失
衡
，
需
要
改

革
及
『
大
重
整
』
，
並
提
倡
『
利

益
相
關
者
為
本
經
濟
』
。
現
在
企

業
應
該
以
人
為
本
，
管
理
層
應
關

注
利
益
相
關
者
的
利
益
，
例
如
員

工
、
顧
客
及
供
應
商
的
利
益
，
不

應
以
盈
利
作
為
唯
一
目
標
。
」

何
教
授
解
釋
，
現
今
年
輕
人

當
追
求
收
入
及
財
富
時
，
也
會
同

步
重
視
社
會
公
平
、
正
義
及
包

容
。
以
往
被
視
為
聰
明
的
賺
錢
手

段
或
財
技
，
現
今
被
視
為
是
欺
壓

或
剝
奪
小
市
民
利
益
的
行
為
，
似

乎
全
球
疫
情
大
流
行
是
一
個
警

號
，
提
醒
市
民
要
加
快
改
革
。
今

次
疫
情
高
峰
期
，
有
些
企
業
從
危

機
中
謀
取
暴
利
；
但
同
時
亦
有
更

多
企
業
發
揮
出
共
益
企
業
的
精

神
，
自
覺
地
加
緊
關
愛
員
工
、
重

視
顧
客
、
支
援
社
區
、
公
平
對
待

供
應
商
及
愛
護
環
境
等
。

何
強
調
，
企
業
應
從
「
股
東

至
上
」
改
為
「
利
益
相
關
者
為

本
」
的
管
治
模
式
，
並
建
議
企
業

改
革
措
施
，
包
括
修
訂
公
司
法
、

上
市
條
例
與
公
司
章
程
澄
清
董
事

的
授
信
責
任
；
設
立
一
個
持
份
者

諮
詢
議
會
；
企
業
承
諾
把
每
年
純

利
的
一
個
百
分
比
作
為
中
下
層
員

香港恒生大學與《亞洲週刊》合辦「校長 X 總編論壇」

探討疫情後對資本主義和企業責任的反思
今年是不一樣的年份，新冠肺炎疫情完全改變市民的生活及影

響各行各業的發展。有見及此，香港恒生大學與《亞洲週刊》合
辦「營商智慧及產業方略：亞洲中國視野網上證書課程」，並於
日前假恒大校園舉辦「校長 x 總編論壇：疫情後對資本主義和企
業責任的反思」，由恒大校長何順文和《亞洲週刊》總編邱立本
主講，雙方就資本主義、企業責任、全球化及為全球秩序帶來新啟
示等方面進行討論，共同探討如何建構一個具人文關懷的可持續「綠
色資本主義社會」。今次活動吸引五百人以現場或網上形式出席。

工
花
紅
獎
賞
；
以
及
積
極
肩
負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等
，
共
同
建
立
一
個

更
強
韌
更
抗
風
險
的
經
濟
體
系
，

以
應
對
下
一
次
或
更
多
的
危
機
。

每
個
行
業
、
機
構
和
利
益
相
關
者

都
要
轉
變
，
構
建
一
個
更
新
型
、

具
人
文
關
懷
、
負
責
任
的
可
持
續

「
綠
色
資
本
主
義
」
社
會
。

創
新
發
展
毋
忘
社
會
責
任

邱
立
本
在
論
壇
上
提
出
「
二

零
三
零
大
預
測
—
創
新
推
動
發

展
，
新
基
建
背
後
的
新
倫
理
」
就

從
二
零
二
零
年
的
疫
情
，
預
測
二

零
三
零
年
的
情
況
，
並
指
出
各
方

十
年
前
都
無
法
預
測
中
國
這
十
年

來
的
變
化
，
翻
天
覆
地
，
建
立
了

全
球
最
大
規
模
的
基
建
，
如
高

鐵
、
高
速
公
路
、
機
場
及
隧
道

等
。
中
國
「
新
四
大
發
明
」
，
推

出
移
動
支
付
、
興
建
高
鐵
、
推
動

網
購
及
共
享
經
濟
普
及
化
等
。
今

天
中
國
已
成
為
全
球
最
大
的
汽
車

生
產
國
與
消
費
國
，
更
向
全
球
輸

出
支
援
「
一
帶
一
路
」
的

建
設
，
並
消
除
十
年
前
嚴

重
的
軍
隊
貪
腐
問
題
。
中

國
現
已
超
越
日
本
成
為
世

界
第
二
大
經
濟
體
，
更
期

望
二
零
三
零
年
前
成
為
全

球
最
大
的
經
濟
體
，
估
計

目
前
中
國
的
中
產
階
級
高

達
四
億
人
。

邱
預
計
，
創
新
科
技

將
繼
續
推
動
中
國
未
來
十

年
的
新
基
建
，
包
括
新
金

融
、
新
農
村
及
新
醫
療
等

發
展
，
例
如
人
工
智
能
、

區
塊
鏈
、
雲
計
算
、

5
G

、
全
國
充
電
樁
、
超

高
壓
電
纜
等
，
建
立
新
航

天
系
統
、
改
善
醫
療
技
術

及
提
升
環
保
能
力
。
北
斗
衞

星
導
航
系
統
就
為
全
球
用
戶

提
供
全
天
候
、
高
精
度
的
定

位
、
導
航
和
授
時
服
務
，
加

強
中
國
在
太
空
競
爭
有
更
多

的
話
語
權
；5

G

流
動
通
訊

技
術
，
有
助
發
達
地
區
的
醫

生
為
貧
窮
地
區
的
病
人
診

治
，
達
至
遠
距
醫
療
常
態
化

的
目
標
；
綠
色
經
濟
加
速
環

保
建
設
和
創
科
技
術
的
發

展
。
此
外
，
創
新
的
種
植
方

法
可
提
升
競
爭
力
，
再
配
合

網
絡
的
新
型
市
場
行
銷
方

式
，
有
效
開
創
新
的
農
業
實

踐
，
有
助
鼓
勵
農
民
從
城
市

回
到
家
鄉
，
避
免
城
鄉
兩
元

化
發
展
。
另
一
方
面
，
電
子

貨
幣
及
電
子
支
付
可
以
顛
覆

美
元
霸
權
，
實
現
人
民
幣
國

際
化
的
願
景
。

邱
認
為
，
中
國
以
創
新
主
導

的
發
展
，
將
餅
做
大
，
化
解
內
部

矛
盾
。
在
經
濟
與
科
技
自
立
自
強

時
，
中
國
未
來
應
建
立
新
倫
理
，

保
護
弱
勢
群
體
，
協
助
農
民
及
退

役
軍
人
，
以
及
推
動
企
業
負
起
更

多
的
社
會
責
任
，
創
造
價
值
並
平

衡
各
方
利
益
。

大
會
於
論
壇
後
設
有
問
答
環

節
，
開
放
給
現
場
及
線
上
參
加
者

發
問
。
參
加
者
踴
躍
提
問
，
問
題

涉
獵
不
同
範
疇
，
包
括
各
國
對
疫

情
的
應
對
措
施
、
全
球
化
對
各
國

帶
來
的
衝
擊
、
國
家
發
展
新
指

標
、
創
新
技
術
帶
來
新
機
遇
及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的
互
惠
利
益
等
，
講

者
與
參
加
者
互
相
交
流
，
氣
氛
熱

烈
。

■ 香港恒生大學與《亞洲週刊》合辦「 校長x總編
論壇 」，由恒大校長何順文(左)及《亞洲週刊》總
編邱立本主講。

■

恒
大
校
長
何
順
文
期
望
社
會
重
整
資

本
主
義
概
念
，
建
構
一
個
更
具
人
文
關

懷
、
負
責
任
的
可
持
續
「
綠
色
資
本
主

義
」
。

■

《
亞
洲
週
刊
》
總
編
邱
立
本
表
示
，

創
新
科
技
將
繼
續
推
動
中
國
未
來
十
年
在

基
建
、
金
融
、
農
村
及
醫
療
等
方
面
發

展
，
但
新
基
建
要
建
立
新
倫
理
，
化
解
分

歧
，
消
弭
矛
盾
。

■

恒
大
協
理
副
校
長(

傳
訊
及
公
共
事
務)

及
傳
播
學

院
院
長
曹
虹(

左
一)

、
《
亞
洲
週
刊
》
總
經
理
翁
敏

芝(

左
二)

、
恒
大
校
長
何
順
文(

中)

、
《
亞
洲
週
刊
》

總
編
邱
立
本(

右
二)

及
恒
大
大
中
華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高
朗(

右
一)

合
照
。

■

論
壇
開
放
問
答
環
節
，
現
場
及
線
上

參
加
者
均
踴
躍
提
問
。

■
論
壇
吸
引
多
間
院
校
的
教
授
、
學
者
及
不
同

界
別
的
人
士
出
席
討
論
，
氣
氛
熱
鬧
。

■

兩
位
講
者
即
時
回
應
線
上
提
問
，
加

強
互
動
和
探
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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