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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算好企業賬，更要算好國家發展大賬」
「非一般買賣」持續掀熱議 政商界：勿糊塗

莫天真，勿糊塗。長江和記公司出售巴拿馬運河港口等資產
一事備受矚目。大家從這次事件中再次看到，美國的單邊主義和

逆全球化做法對世界和平穩定和各國民生福祉帶來嚴重危害。
香港政商界人士表示，資本的流向，從來都與國家利益、民族大義息息相關，既要算清企

業賬本上的數字，更要算好國家發展的大賬。企業家若屈從於美國的霸權霸道霸凌，漠視社會
責任和國家利益，將關鍵資產拱手奉送，終將動搖香港作為國際樞紐的立身之本，這次絕對不是一起普通的商業
行為。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新聞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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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器官捐贈
「第十五屆器官受贈者感

恩大會」 昨日在醫院管理局舉
行，提醒了大眾，器官捐贈，

恩同再造。過去15年，有2163位病患受益。現時器
官捐贈中央登記名冊數字接近40萬，雖然創歷史新
高，但過去兩年，每年的遺體捐贈者不到30人，香
港平均每百萬人口約有3.6位捐贈者，器官捐贈率處
於世界較低水平，18歲以上的登記人士只有百分之
六。目前有超過2600名病人等待器官移植，當局希
望未來的登記名冊數字有 「跨越性」 的上升。

要提高器官捐贈率，其中要跨過的一座大山，
就是中國人傳統 「保留全屍」 觀念。其實很多逝者
生前對捐贈器官都沒有強烈意願，猝然而逝後決定
權落在家人手上，在悲痛時刻往往便跟隨傳統觀
念。要改變這個根深柢固的傳統觀念，需要一代又
一代人的努力，必須先從教育入手。

目前，教育局在學校有推動生命教育，希望幫
助學生從小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正視生、老、病、
死，學懂珍惜生命，讓生命延續的精神。若教育部
門及學校可以大力推動器官捐贈，加上醫療機構主
動推廣，可望提升器官捐贈率。

透視鏡
蔡樹文

【大公報訊】記者賴振雄報道：本港已有
近40萬市民登記器官捐贈，創下歷史新高，不
過目前仍然有超過2600名患者，正在等候器官
移植。香港移植學會指出，香港的捐贈率依然
是世界上最低的地方之一，每百萬人口只有大
約3.6位捐贈者。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認為，
器官捐贈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呼籲市民支持登記器官捐贈。

本港過去兩年，共有54人捐
贈遺體，幫助了138名病人延續生
命。多名器官受贈者昨日出席
「器官受贈者感恩大會」 ，分享
重獲新生感想。51歲的賴瑞蘭從
小已有氣管問題，以往靠呼吸機
維生，直至前年才有機會接受雙
肺移植手術，感恩能重獲新生，
她昨日出席 「器官受贈者感恩大
會」 ，公開感謝捐贈者及其家
屬， 「今天我能站在這裏，可以
說話、唱歌、呼吸，真的全靠

他，因為如果沒有他（捐贈者），我也沒有新
的生命。」

器官捐贈者女兒吳小姐表示，父親因為突
然中風入院，情況急速惡化，48小時內去世，
家人一度掙扎是否捐出器官，最後決定透過捐
贈器官延續生命，讓有需要的人受惠。

香港移植學會會長馮恩裕表示，歐美地區
的活體捐贈率，較香港高五至十倍，香港擁有
超過750萬人口，但平均每百萬人口，只有約
3.6位捐贈者，捐贈率仍然是世界上最低的地方
之一，所以捐贈的每一個器官，也屬於非常特
別及珍貴的禮物。

肝臟移植專家、醫務衞生局局
長盧寵茂表示，本港首名器官捐贈
者於1969年出現，過去受贈者有
不少能存活超過15年，即使一個
來自長者捐贈的肝，移植到小童身
上，仍可使用超過70年，過去兩
年多，錄得兩次跨境器官捐贈，促
成兩宗 「換心」 奇跡。

盧寵茂認為，現時本港已有近
40萬市民登記器官捐贈，創下歷
史新高，但仍有很大進步空間，期
望有更多突破，數字繼續上升，呼
籲市民支持登記器官捐贈，幫助有
需要人士。

近40萬人登記捐器官創新高 逾2600病人輪候

▲盧寵茂等嘉賓昨日出席 「器官受贈者感恩大會」 。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福建社團聯會
副主席王育民指出，美國近年來在國際
上毫不掩飾地對中國進行圍堵和遏制，
在此背景下， 「商人無祖國」 這種說法
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在國家面臨外部壓
力時，每一個有能力的企業和企業家，
都應當為國家的發展和穩定貢獻力量，
而不是為了賺錢，將戰略資產拱手讓給
對中國不懷好意的勢力。雖然商業活動
以盈利為目的，但絕不能忽視社會責任
和國家利益。畢竟，只有國家繁榮昌
盛，個人的財富和事業才能得到真正的
保障。

地緣政治風險納入決策考量

立法會議員、民建聯主席陳克勤指
出，在如今的地緣政治背景下，涉及關
鍵領域的商業行為很難被視作單純的商
業往來。自美國發動對華貿易戰、關稅
戰，以及豎立 「小院高牆」 以來，核心
技術與重要的戰略資源領域已成為封鎖
中國的主戰場。從針對中國的技術封
鎖、芯片禁令，無數案例都在警示，企
業家們在進行商業決策時，也須以底線

思維將地緣政治風險納入決策考量。陳
克勤強調，受惠於國家改革開放的廣闊
機遇及 「一國兩制」 所帶來的制度優
勢，香港不僅實現了自身的經濟騰飛，
也創造了許多創富奇跡。如今面對美西
方遏華浪潮，企業的商業利益與國家利
益更加息息相關，呈現越發緊密的共生
關係。

美在國際事務中一再變臉

「停止交割，切勿因小失大！」 香
港的有識之士們紛紛表示，美國在國際
事務中一再 「變臉」 和出爾反爾，企業
即使屈膝事美，亦不過是抱薪救火，後
患無窮。

立法會議員、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
質問，賣了港口的權益，就真的一了百
了？美國就真的不再逼迫你？他相信美
方在交易中可能定下了不少交易後條
件，長和系仍需要遵守，日後隨時可跟
你翻臉。 「美方政客的變臉，全世界都
清楚。」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哲學院院長舒心
表示，偉大的企業家都是錚錚愛國者。

只有國家強大，個人與企業才有光明未
來，這不僅是企業家的責任擔當，更是
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商業運作看
似平常，實則與國家命運緊密交織。資
本的流向，從來都與國家利益、民族大
義息息相關。從哲學層面審視，商業決
策是國家戰略大局的有機組成。國家戰
略着眼於長遠發展與全民福祉，經濟、
政治、文化、安全等維度相互關聯，任
何商業行為都如同棋局落子，影響深
遠，或為國家發展助力，或帶來阻礙。
以國際貿易物流為例，若關鍵節點被他
國資本掌控，中國企業物流成本上升，
國際競爭力受損，外部勢力還可能借機
遏制中國經濟，這是國際經濟博弈的現
實寫照。

「當國家在國際舞台上據理力爭，
為企業爭取公平的貿易環境與發展空間
時，企業家們也應堅定地站在國家一
邊。」 越來越多的香港企業家認識到，
資本增值並非企業決策的唯一目標，捍
衛國家利益，也是捍衛企業的長遠發
展。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環保從業員總
會主席林曉輝表示，面對大變局中的風
浪，緊守國家利益成為企業乘風破浪、
行穩致遠的關鍵要素。企業家必須清醒
地認識到，個人的商業利益與國家利益
緊密相連，憂戚與共。

資本增值非唯一目標

當國家在國際舞台上據理力爭，捍
衛自身權益，為企業爭取公平的貿易環
境與發展空間時，企業家們也應堅定地
站在國家一邊，將個人商業行為與國家
利益相契合。這不僅是對國家的忠誠，
更是為企業的長遠發展築牢根基，因為
只有國家強大穩定，企業才能蓬勃發
展。

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省福建商會會

長許明金表示，企業決策若僅以資本增
值為唯一目標，忽視社會效益，終將動
搖香港作為國際樞紐的立身之本。當
下，全球產業鏈深度重構，香港的港口
與物流網絡不僅是經濟命脈，更是國家
雙循環戰略的關鍵支點。任何涉及戰略
資產的變動，都應以維護香港長遠競爭
力為底線，以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為坐
標。商業力量在追求效益的同時，更需
具備穿透經濟周期的戰略眼光──既要
算清企業賬本上的數字，更要算好國家
發展的大賬。香港的故事從來不只是某
個企業的傳奇，這座城市的韌性始終源
於對公共價值的堅守。 「潮起潮落，初
心不渝。東方之珠的璀璨，終將閃耀在
每一位以香港為家、以祖國為榮的同行
者心中。」

下一站深圳灣
連接洪水橋至深圳前海的港

深西部鐵路預計2034至2038年落
成。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昨
日表示，鐵路將增設 「深圳灣
站」 ，藉此來提升香港西部的跨
境連接性。新站的設立具有重要
意義，標誌着兩地融合發展不斷
向縱深推進。

根 據 《 北 部 都 會 區 發 展 策
略》規劃，港深西部鐵路全長約18
公里，其中香港段長8公里，會由
港鐵洪水橋站附近出發，途經厦
村及流浮山，再連接到內地深圳
灣口岸及前海。鐵路建成後，不
僅能加快北都建設，也將成為港
深兩地發展的重要 「連接器」 ，
屆時民眾往來將更為便捷，而香
港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樞紐
角色也將更為凸顯。

由於是跨境鐵路，需要探索
新的合作模式，這包括選址、興
建、運營以及管理等方面。陳美
寶昨日表示，兩地都希望以創新
模式推進項目，包括同步各自興
建，以及讓深圳方面採用的工程
承建商從當地鑽挖到香港段的海
底的做法。而未來在共同營運

時，也會透過深港合作的辦公室
去探索，看能否共同委聘統一的
鐵路營運者。

新設深圳灣站，將打通香港
西部與深圳的鐵路連接網，這也
意味着未來將再增加一個口岸。
至於口岸的通關模式，不外乎
「一地兩檢」 和 「兩地一檢」 的

模式，哪一種更安全、更可靠便
捷就用哪一種。而就口岸選址而
言，不少立法會議員認為，設在
前海更為合適，一方面香港可與
深圳分攤建造成本，節省口岸的
建設開支，另一方面有助釋放北
都的土地於其他用途。

港 深 西 部 鐵 路 的 規 劃 與 建
設，有望成為大灣區發展的 「樣
板」 。無論是鐵路建設還是通關
安排，都應以提速、提效、提
質、提量和便利旅客為大原則，
以香港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
大方向。哪一 「制」 更有效，就
用哪一 「制 」 ；誰的辦法更管
用，就用誰的辦法。要實現這個
目標，需要有改革和創新思維。
這方面運輸及物流局正在作出積
極有效的探索，值得肯定。



國家推進開放合作 香港有着數
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昨日起在北京舉

行，國務院總理李強出席開幕式並發表
主旨演講。李強總理強調對今年中國經
濟增長5%的信心之外，還指出中國將
堅定不移推進開放合作，繼續敞開懷抱
歡迎各國企業，幫助外資企業深度融入
中國市場。事實說明，在當今變幻交織
的世界政經局勢下，中國的創新發展、
開放包容，與個別國家打壓圍堵、 「小
院高牆」 ，形成鮮明對比。中國的開放
大門越來越大，既是為世界各地投資者
提供了巨大機遇，也為香港發揮獨特優
勢提供了更廣闊空間。

中國經濟形勢如何、動能如何、前
景如何，是世界高度關心的話題。本屆
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就是一個促進中國與
世界溝通了解的重要機會。李強總理致
辭時從 「春節經濟」 、全國兩會、國際
變局的三個角度，分享了對中國發展的
活力、中國經濟的機遇、對世界發展的
觀察思考。這些深刻的分析，助力世界
各國進一步堅定對華信心、把準機遇、
推動合作發展。

一段時間以來，一些外國媒體 「唱
衰」 中國經濟，但事實又如何？今年春
節前後，中國經濟湧現出一批現象級亮
點，包括電影、冰雪、文旅等消費市場

熱點紛呈，以 「杭州六小龍」 等初創企
業為代表的科技突破不斷湧現，綠色家
電、新能源產業等綠色經濟蔚然成風，
充分展現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潛力、
動能和轉型發展的空間。不同領域的新
動能不斷積蓄壯大，必將為中國經濟帶
來持久旺盛的發展動力。

更重要的是，全國兩會進一步明晰
了發展方向。李強指出，今年中國將經
濟增長目標設定為5%左右，既是源於
對中國經濟基礎條件的深刻把握，也源
於對自身治理能力和未來發展潛力的堅
定信心。未來還將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
宏觀政策，適度寬鬆貨幣政策，加大逆
周期調節力度；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不
斷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為各類經
營主體進一步營造良好發展環境，增加
發展內在驅動力。

當今世界經濟碎片化加劇、不穩定
不確定性上升，更需要國家開放市場、
企業共享資源，攜手抵禦風險挑戰、實
現共同繁榮。李強指出，中國將堅定不
移推進開放合作，倡導國際通行規則下
的公平競爭，維護自由貿易和全球產業
鏈供應鏈暢通穩定；希望企業家們做全
球化的堅定維護者、推動者，齊心協
力、精誠合作，抵制單邊主義和保護主

義，在互利互惠中實現更大發展。
正如昨日參加論壇的多位跨國企業

高層所表示，中國經濟發展動能強勁，
中國不斷開放為世界提供了機遇。相比
之下，美國多年來持續破壞國際貿易準
則，不斷揮舞關稅大棒，尤其是特朗普
政府上台後，對全球經濟貿易構成嚴峻
挑戰。這不僅破壞了國際經濟，也傷害
了美國自身。近兩個月來，美國三大股
指全面下挫，蒸發逾兩萬億美金，資金
加速從美國市場流出；美國聯儲局最近
調低了全年經濟增長預測，同時調高通
脹和失業率預測，反映美國經濟衰退風
險上升。在全球市場風聲鶴唳之下，中
國高質量發展的確定性，為不穩定的世
界提供了 「穩定之錨」 。

說什麼不重要，關鍵看行動。昨日
美國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庫克被問及是
否用過中國大語言模型DeepSeek時說：
「當然，感覺好極了！」 這句話，既反

映中國創科的強大實力，也說明外國科
企看好中國的潛力。國家高質量發展不
斷開創新局面，這正是大批外國企業高
管踴躍參加論壇的原因。香港擁有 「近
水樓台」 的先天優勢，更有中央的大力
支持，繼續發揮好 「內聯外通」 角色，
前景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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