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江和記公司出售巴拿馬運河港口等資產一事備受矚目，
《大公報》近日發表多篇文章，引發社會熱議。行政長官李家超

日前回應記者提問時提出三點看法，指出社會就事件有很多議論，反映社會對事件的關切，這
些關切值得重視。連日來，政界人士紛紛表達對此事件的看法，他們認為商人逐利無可厚非，
但在大是大非面前，應該守住底線。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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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在大是大非面前，應守住底線
長和非一般買賣引發熱議 港政界高度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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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和記公司出售巴拿馬運河港口等資產一事備受矚目，引發社會熱議。

【大公報訊】全港首支的士車隊料本月
底投入運作，運輸署近日表示，為方便車隊
接載已預約的乘客，將於13個地點設置約
80個專屬停車位，包括機場、部分跨境口
岸、高鐵西九龍站、部分機鐵
站、啟德郵輪碼頭，以及迪士尼
樂園等。

首支車隊月底運作
運輸署表示，停車處將展示各

的士車隊網約服務的二維碼，方便
市民和旅客預約。

據悉，五支車隊將提供逾3500
架的士，包括300架輪椅的士，全
部車身兩側都會標示 「TAXI」 及

「的士」 字眼，亦會在指定位置展示車隊的
士證明書和識別牌；其中識別牌的底色，會
對應相關車輛許可的營運地區範圍，例如市
區的士的識別牌是紅色。

全港13處設80的士車隊專屬車位

▲首支的士車隊料本月底投入運作。圖為本月初五支的士
車隊首亮相。

【大公報訊】人力資源服
務 供 應 商 萬 寶 盛 華 大 中 華
（ManpowerGroup Greater China）
昨日（19日）發布今年第二季就業
展望調查，結果顯示香港僱主的招
聘意欲顯著回升。在受訪的525名
香港僱主中，30%表示未來三個月
計劃增加人手，19%則預期縮減人
手，另有50%表示將維持現有員工
數目不變。

在薪酬趨勢方面，企業對未來
員工薪酬保持樂觀態度，今年平均
加薪幅度3%，加幅較去年同期減
少0.3個百分點，轉工員工平均加
薪幅度10%至15%。八成僱主表

示會在今年加薪，兩成表示會減薪
或凍薪。

經季節性調整後，下季香港就
業展望指數為正11%，較上季上升
5%，反映僱主對增加人手的意欲
趨於正面。然而，香港的就業展望
指數仍低於全球指數的正25%。此
次全球調查涵蓋42個國家及地區，
訪問了超過3.94萬名僱主。

調查顯示，香港七大行業中，
運輸及物流業面臨較大挑戰，就業
展望指數為負25%，主要受國際貿
易摩擦、關稅政策（尤其是美國對
華加徵關稅）以及全球經濟增長放
緩的影響，導致物流及運輸需求下

降。
其他行業則呈現正面趨勢，其

中醫療保健及生命科學業的就業展
望指數最高，達正31%；資訊科技
業緊隨其後，指數為正27%。此
外，隨着旅遊和消費逐步復甦，消
費品及服務業的招聘需求也有所增
加，指數錄得正18%。

萬寶盛華大中華高級副總裁徐
玉珊表示，在創新驅動和政策支持
的作用下，香港就業市場正逐步回
暖，為各行業帶來更多增長機遇。
她預計，未來數月香港就業市場將
保持穩健發展，企業增聘人手的意
願將進一步提升。

三成僱主擬增聘人手 今年平均加薪3%

對於有辯解的聲音說 「這項交易是
純商業性質，完全不涉政治」 ，全國政
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工聯會理事長
黃國指出，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商業行
為。特朗普甫上任便對巴拿馬運河虎視
眈眈，多次威脅以武力 「收回」 運河，
又誣指中國 「控制」 運河云云。 「傾唔
過就逼」 、 「鬥唔過就搶」 ，儼然成為
美國霸權利刃，所有國際慣例、規則，
在 「長臂管轄」 下都徹底失效。說港企
賣港口、美資買港口是單純的商業交
易，不是天真，便是糊塗，這是典型的
懼美、媚美，見利忘義，缺乏民族脊樑
的言論。

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陳勇
從自己的華僑家庭出身講起， 「全世界
超過6000萬華僑華人，對我們的國家、
民族總是有一種親近的感覺。我們要在
海外安居樂業，自己的國家、民族就是
我們最大的倚仗。」 這個道理不僅對於
中國，對於美國、對於全世界所有國家
的人都是如此。陳勇指出，香港企業的
很多紅利也是來自祖國的發展，因此在
面對個人短期利益和國家利益的抉擇
時，更需要考慮全面。今時今日，香港
社會各界更要了解國際政治，才能看清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為個人、為香港、
為國家謀取更大、更長遠的利益。

立法會議員李梓敬表示，香港企業
的財富積累離不開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與
政策支持，而美國近年頻繁巧立名目打
壓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若在此關鍵時
刻將戰略資產拱手讓予一直不擇手段打
壓中方的美方，無異於背離國家根本利
益， 「商人逐利無可厚非，但在大是大
非面前，應守住底線！」 國家發展多年
來給予香港和港商機遇，希望香港各界
要飲水思源，在享受國家發展紅利的同
時，更需承擔維護國家利益的義務，並
敦促涉事企業深刻反思交易背後的隱
患，警惕切勿淪為美方打壓國家的棋
子。

香港同胞始終同祖國風雨同舟、血
脈相連。一起走過風雨，讓香港社會更
深切地認識到，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從
來不是對立的關係。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常務副理事長、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
席葉建明指出，某些大國利用經濟脅
迫、霸道霸凌侵犯損害他國正當權益，
甚至長臂管轄，威脅和以莫須有罪名制
裁他國企業。在這樣的局面下，內地華
為等民營企業為香港企業家做出了榜
樣。

葉建明說，人們常說做生意沒有國
界，但商人是有國家的。商人在大是大

非面前，特別是百年大變局下，需要認
清大局，保持政治敏感，決策需要三
思，更不能懼於強權的威懾而患上軟骨
症。 「沒有國，哪有家，沒有國，哪有
企業發展的空間？」 維護而不是損害國
家利益，是任何國家的企業和企業家需
要遵循的基本準則，香港特區也不例
外。

「從東江水的日夜奔流，到港珠澳
大橋的鋼鐵長龍；從 「三趟快車」 保障
民生供應，到CEPA協議推動經濟融合，
香港與祖國始終血脈相融、骨肉相
連。」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廣西社團總
會首席會長王明凡表示，香港與內地是
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香港背靠祖
國，連接世界，這既是香港繁榮的秘
訣，也是企業家精神的永恆燈塔。我們
要攜手並進，共創香港更加輝煌的明
天，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不懈
奮鬥。

香港企業家有愛國愛鄉的優良傳
統，香港同胞也始終同祖國風雨同舟、
血脈相連。他們積極創新創業、捐資助
學，為家鄉建設和國家發展貢獻力量。
在國際形勢風雲變幻之時，回望過去的
榜樣，也為今人堅定了方向。

「 『時窮節乃見』 ，今時未必窮，
節操更不可墮。」 全國人大代表、工聯

會會長吳秋北說，抗戰時期，有香港企
業家閉戶抗敵，死守民族血脈之戰場；
倉廩空時，反哺游擊志士；刀斧加身
日，猶藏孤本典籍於夾牆。當跨國資本
以 「自由市場」 包裝新殖民主義，某些
掮客竟將 「開放」 曲解為 「無條件讓
渡」 ，渾然忘了百年前列強艦船正是循
此邏輯叩開國門。所幸暗流中仍有砥
柱，有社團青年組 「大國工匠」 交流
團，赴內地學高鐵維修、風電技術；有
企業家拒簽 「對賭協議」 ，寧慢三年也
要等國產芯片。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工商總會會長
陳文洲指出，香港工商界有愛國敬業、
守法經營、創業創新、回報社會的優秀
傳統。銀行家莊世平生於風雨飄搖的舊
中國，少年時便以實業救國為志。抗戰
期間，他冒險開闢國際匯款通道支援前
線；新中國成立後，他創辦銀行，成為

打破西方經濟封鎖的金融尖兵；改革開
放初期，他率先在深圳投資建廠，為特
區建設注入第一桶金。莊老一生不為浮
名遮望眼，甘以丹心報家國的精神，正
是香港工商界愛國傳統的生動寫照。

全國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聯
會主席黃錦良表示，資本沒有國界，但
商人要有家國情懷。優秀的企業家要站
在國家安全、民族發展的高度上思考，
以免在地緣政治中陷於被動。

黃錦良認為，這次事件也是一個教
育機會，在當前複雜的地緣政治情況
下，需要加強香港青年對國家安全的認
識。如果國家安全受到威脅，香港的發
展同樣會受到威脅。作為教育工作者，
更需要向年輕人傳遞正確的認知，在面
對個人短期利益和國家利益時應該如何
取捨。他說，對香港來說，有國家，才
有 「一國兩制」 。

便利跨境醫療收地補償要加快 北都建設須提速
特區政府將修訂 「醫健通」

法律框架，賦權醫衞局局長可要
求醫護服務提供者將重要的健康
紀錄存放於市民的醫健通戶口，
並允許指明境外醫護服務提供者
查詢及存入醫健通紀錄。修法將
便利市民跨境求醫，有效解決大
灣區醫療合作面臨的難題。

隨 着 越 來 越 多 港 人 北 上 生
活、工作或養老，對跨境醫療服
務的需求日益增加。但缺乏統一
的醫療資訊平台，限制了跨境服
務的提供，也影響服務質素。雖
然市民可攜帶自己在香港的病歷
卡北上，但病歷卡主要是文字，
沒有影相資訊，導致內地醫生無
法全面掌握求診者的過往病史。
求診者需要在當地重新檢查，如
拍X光片、腦電波掃描等，既費時
又增加成本。

優化醫健通功能後，市民可
安全地將電子健康紀錄分享至指
定境外醫療機構，如大灣區醫療
券計劃下的試點醫院，減少不必
要的重複檢查，提高診斷效率。

電子病歷卡的資訊越完整，
對醫生判斷病情、對症下藥的幫

助越大。新法例要求醫護服務提
供者將重要健康紀錄，例如敏感
及藥物不良反應、診斷、疫苗接
種紀錄、化驗及放射報告，在指
定時間內存放在市民醫健通戶
口。若果醫護機構未有上傳紀
錄，市民可向當局投訴，局方會
發出執行通知，機構有機會被罰
款甚至會被起訴，最高罰款50000
元，但不影響執業資格。

提升醫健通功能有助強化對
數據安全的保護，有效防止資訊
外洩。在私隱保障方面，境外醫
療機構在查閱醫健通資料之前，
需要得到求診者的授權，所有取
覽活動也會被記錄以供查核，從
而在便利性和私隱保障之間取得
平衡。有立法會議員建議，境外
機構在取覽醫健通資料後，要定
期清理銷除，這也有利於防止資
訊外洩。

已有約600萬人登記醫健通，
佔香港總人口八成。特區政府要
再接再厲，將醫健通打造成真正
的 「統一電子病歷」 、 「統一治
理流程」 、 「統一健康工具」 、
「統一數據平台」 。

發展局局長甯漢豪昨日向立法會匯
報在古洞北和粉嶺北新發展區收地及補
償的進展。她表示，目前須收回的土地
已全部收回，但同時有超過一半的補償
金額尚未發放，原因是業權不明或業權
人不接受補償建議。收地是發展的第一
步，各界希望有關部門能創新求變，從
完善法律制度、優化流程、強化執行三
方面發力，務求早日推動北部都會區發
展全面起動。

政府手中有《土地收回條例》這柄
尚方寶劍，也有標準業權補償這一有力
武器，收地程序明顯順暢得多。古洞北
新發展區須收回2498幅土地，總面積
178公頃。有關部門自2019年開始分兩
期收地，到去年已收回全部土地。根據
程序，政府回收土地後向業權人提出補
償建議，雙方同意簽約就會補償，至今
143億元的補償金已經發放。

但如果業權不明確，或者業權人不
接受政府的補償建議，整個程序就會拖
慢。目前，尚未支付的補償金約169億
元，超過已補償金額，說明尚有一半以
上的業權問題尚未了結。為加快個案解
決，自2023年起地政總署推出一系列提
高業權查核透明度的優化措施，稍後亦
會進一步優化程序，務求盡早向接受補

償金額的業權人發放補償。
新界的土地所有權相當複雜，既有

私人土地，也有家族公地或祠堂地，加
上部分業權人離境，在業權確認方面的
確不易。不過，這些都是老問題，過去
存在，現在存在，未來仍會碰到。特區
政府已有一套處理程序，關鍵是要優化
再優化，進一步簡化程序，提高效率。
另外，處理業權資料不充分的個案時，
在尊重現有法律條例的大原則下，也要
思考是否對過時的法規加以修訂，增加
彈性。否則，一些技術難題可能會一直
拖下去，妨礙整個發展計劃。

部分業權人不接受補償建議，希望
爭取更高的補償，這是人之常情，但無
論如何，個人利益不能凌駕於公眾利
益，補償申索要在合情合理合規的範圍
之內。處理這樣的情況亦早有一套流
程。最不理想的是打官司，耗時費力。
有關部門應盡量使用仲裁機制，達成協
議後，盡快將補償發放在業權人手中。
要不然政府方面就必須支付相關利息，
這是不必要的公帑損失。

發展古洞北起步較早，是北部都會
區首個進入建造階段的新發展區。然而
光是收地和補償就用了超過五年時間，
且尚有手尾要跟進，這與社會的期待有

一定距離，也未能體現出北部都會區建
設的迫切性。北都總面積3000公頃，古
洞北新發展區只是整個北都計劃的一小
部分。只有加快古洞北的發展進度，並
總結好經驗，才有利於加快整個北都的
發展大計。

根據特區政府的規劃，北都發展分
成四個區域，除了古洞北進入建設階
段，河套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和新
田科技城建設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相
對河套香港園區仍有大片荒地和魚塘，
深圳園區早已熱火朝天，有大批企業和
人員進駐，正在創造價值。深圳是創新
城市，既有科技的創新，更有制度和機
制的創新，創新來自解放思想，敢於突
破條條框框，用新思維、新方法、新途
徑解決新問題。

北都發展關乎香港的未來，也是香
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大平台，只有
主動作為，勇於改革，敢於破局，才能
加快北都發展的步伐。實踐是檢驗真理
的唯一標準，在香港發展過程中，哪一
「制」 更有效，就用哪一 「制」 ；別人
的好經驗，香港不妨去效法。當然，香
港有自己的特殊情況，借鑒外地經驗不
能生搬硬套，而是要因地制宜，因制制
宜，因勢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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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普通的商業行為

香港企業家有愛國愛鄉傳統

不損國家利益是企業基本底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