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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數年的艱苦努力，華為經

受住了嚴峻的考驗，公司經營基本

回歸常態。」12月29日，華為輪

值董事長胡厚崑發表新年致辭。他

表示，預計2023年實現銷售收入超

過7,000億元（人民幣，下同）。年

報顯示，這是華為收入3年來首度

重上 7,000 億元水平。對於 2024

年，他表示，「2024年各業務單元

都要聚焦價值創造，『多打糧

食』。」並向員工喊話，「要繼續

努力奮鬥，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

量，攻堅克難，腳踏實地，行穩致

遠，以贏得更大的勝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華為料收入3年來再越7000億
胡厚崑發表新年致辭籲明年聚焦價值創造

據華為公開資料，2022年公司全球銷售
收入 6,423 億元，淨利潤 356 億元。

2023年前三季銷售收入4,566億元，同比增
長2.4%，淨利潤率16.0%。公司各項業務
中，ICT基礎設施業務保持穩健，終端業務
好於預期，數字能源和雲業務實現良好增
長，智能汽車解決方案競爭力顯著提升。
胡厚崑說，對華為而言，2023年是從求
生存狀態中恢復的一年。數字能源與雲業務
快速增長的同時，此前被稱為華為現金牛的
終端業務也反彈明顯。隨着Mate 60系列手
機的開售與智能汽車銷量的起飛，華為終端
正在謀求一場更全面的市場回歸。

把資源投入在最關鍵戰略上
「艱苦的努力讓我們活了下來並獲得成
長，但挑戰依然嚴峻，地緣政治、經濟周期
的不確定性，技術制裁、貿易壁壘的持續影
響，正深刻重塑着全球產業鏈結構和商業規
則。」他表示，無論外部環境怎麼變化，華
為堅信數字化、智能化、低碳化是最確定的
發展趨勢。「要保持戰略定力，充分發揮自
身在產業組合、技術創新和複雜軟硬件平台

的綜合優勢，攜手生態夥伴，持續為客戶提
供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我們要積極擁抱機
會窗，把有限的資源投入在最關鍵的戰略方
向上。」

「多打糧食」打造王者產品
他表示，2024年，華為各業務單元都要
聚焦價值創造，「多打糧食」。要求終端繼
續致力於打造王者產品，實現鴻蒙生態的歷
史性跨越；華為雲既要成為公司數字化的底
座和使能器，也要成為各行各業可信賴的數
字化「黑土地」。數字能源要不斷提升產品
質量與競爭力，抓住低碳化確定性機會，多
貢獻利潤，實現有價值的增長。智能汽車解
決方案與夥伴共同努力，將技術優勢轉化為
商業成功。
華為大的戰略方向已基本確定，公司會繼
續精簡機關，簡化管理，蕭規曹隨，適度優
化。作戰權力下移，預算管理上收。各業務
單元要盡快提升經營管理能力和意識，獨立
承擔端到端的經營管理責任。持續推進合同
在代表處審結，實現代表處自主經營、自主
決策。

牽引不同產業協同作戰
此外，考核和激勵機制也會進行相應調

整。胡厚崑透露，華為會通過考核和激勵政
策牽引不同產業協同作戰，利益共享；通過
調配政策鼓勵成熟產業主動輸送優秀的幹部
和專家到計算、雲和數字能源等新的產業，
快速抓住機會，實現高效增長。「這不僅有
利於加快新產業的組織建設，促進成熟產業
的新陳代謝，也給員工提供了新的發展機
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中國人民銀行
正針對境外人士來華支付不便推進系統解決方案。人民
銀行副行長張青松28日在國務院政策吹風會上表示，相
關部門已建立專項工作機制，下發了指導意見，解決方
案概括來講就是「大額刷卡、小額掃碼、現金兜底」。
其中，人民銀行已指導支付寶、財付通、中國銀聯等推
出「外卡內綁」等產品，創新研發數字人民幣解決方
案，滿足境外來華人員的移動支付需求。
張青松認為，內地普遍習慣移動支付，但是許多境外

來華人士，尤其是歐美的來華人士還是習慣於使用銀行
卡、現金，他們的支付習慣存在慣性。所以必須解決這
個因為雙方支付習慣不同所導致的境外人士來華支付不
便的問題。

「大額刷卡」完善境外銀行卡受理
張青松指出，「大額刷卡」是要完善境外銀行卡受理
環境。組織人民銀行各分支機構摸排轄內商戶外卡受理
情況，會同商務、文旅等部門劃定重點商圈、機場、火
車站等主要涉外場所，指導商業銀行、支付機構加快推
動重點商戶開通外卡受理。
與此同時，豐富移動支付產品供給，指導支付寶、財

付通、中國銀聯等推出「外卡內綁」、「外包內用」、
雲閃付旅行通卡等產品，創新研發數字人民幣解決方
案，滿足境外來華人員的移動支付需求。並且，繼續改
善現鈔使用環境，組織銀行開展ATM外卡受理改造，提
升支持外卡取現的ATM覆蓋率。

指導機構豐富支付產品供給
國務院常務會議近日審議通過《非銀行支付機構監督

管理條例》，將於2024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張青松
在政策吹風會上表示，條例的適用對象是主要提供小
額、便民服務的支付機構，這些支付機構年交易筆數約1
萬億筆，筆均交易金額330元（人民幣，下同）。條例
要求適當提高支付機構註冊資本要求，並按照批准的業
務類型和地域範圍展業，未經批准不得從事依法需批准
的其他業務。

支付機構註冊資本要求將提高
條例強調，支付機構要持牌經營，嚴格准入門檻。條

例將現行的業務持牌變為機構持牌，按照「先證後照」
原則實施准入管理。明確支付機構在設立時註冊資本、
主要股東、實際控制人、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
經營場所、安全保障措施、公司治理結構等方面的要
求，適當提高註冊資本准入門檻，明確最低限額為1億
元，且應當為實繳貨幣資本。
另外，中國外匯交易中心（CFETS）29日公布，為進
一步增強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貨幣籃子代表性，調整
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貨幣籃子的權重以及BIS貨幣籃
子人民幣匯率指數的貨幣籃子和權重，主要幣種權重都
遭下調。調整後，CFETS 貨幣籃子中美元權重由
0.1983113下調至0.19460，歐元權重從0.1820532下調至
0.18079，日圓權重從0.0975557下調至0.08963。新版指
數自2024年1月1日起生效。

香港文匯報訊 京東集團起訴阿里巴巴「二選一」案一審勝訴。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昨日對京東訴浙江天貓網絡有限公司、浙江
天貓技術有限公司、阿里巴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二選一」案作
出一審判決，認定其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實施「二選一」的壟斷行
為成立，對京東造成嚴重損害，並判決向京東賠償10億元人民
幣。
京東集團昨發聲明指出，「此次判決不僅是京東反抗『二選

一』壟斷行為的一次公正裁決，更是以法治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秩
序的標誌性性時刻，亦將是中國反壟斷法治進程中濃墨重彩的一
筆。」
聲明稱，公平競爭是市場經濟的核心，「二選一」等壟斷行為
不僅限制了市場競爭，損害了品牌、商家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更削弱了市場發展的創新和活力。從2017年京東為反抗「二選
一」壟斷發起的訴訟，到2023年京東採銷打破「超級主播價格壟
斷」的行業潛規則，京東始終為品牌和商家求發展、為消費者爭
低價。「此次判決極大地鼓舞了京東始終堅守正道成功的商業信
仰，我們將以更堅定的信心投身到助力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中
去。」
阿里巴巴2021年亦因涉及「二選一」行為被罰款，當年被內地
市監局作出行政處罰，開出天價罰單共計182.28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肇慶報道）
訂單式養殖、集裝箱分區餵養、恒溫接駁配
送……香港文匯報記者在位於廣東肇慶鼎湖
區的「綠色魚」水產標準化生態養殖基地看
到，通過這這種數字化、綠色化養殖和智能
化供應鏈的新模式，使得來自大灣區的一條
彩虹鯛魚，遠跨2,000公里輸送到北京，再
配送到消費者手中，魚仍是活蹦亂跳，新鮮
如初。「綠色魚」水產標準化生態養殖基地
近日正式掛牌盒馬村，這也是阿里巴巴旗下
新零售平台盒馬在全國布局的首個「綠色
魚」盒馬村。

推水產供應鏈新模式
在盒馬村所在的廣東觀星農業基地，記者

在千畝生態池塘當中沒有看到魚，而環繞魚
塘所建的一排排標準化集裝箱養殖池卻密布
各種廣東常見的淡水魚。
盒馬村負責人、觀星農業董事長舒銳說，
池塘水體和塘泥中有大量的土臭素，使得池
塘養殖的魚或多或少帶土腥味，影響口感。
「要去掉土腥味，就要給魚創造更好的新環
境。在盒馬村基地，池塘被分成不同的區
域，面積最大的作為水源，從中抽出來的表
層富氧水經過殺菌處理後流入養殖箱，養殖
箱可以實時監控魚的活動狀態，並根據水體
情況調解箱內環境。在這樣的模式下，魚不
但有了活水，還能時刻在養殖箱中做逆水運
動，不但去除了土腥味，還使得肉質變得更
有彈性。」

中國水產科學院珠江水產研究所研究員謝
駿表示，這種模式實際上是設施農業的一
種，它使得整個養殖方式的可控性、安全性
和魚的品質大幅提高。這些關鍵技術的突
破，解決了淡水魚養殖成本和整個產業可持
續發展問題。
據悉，盒馬村基地養殖魚已獲得農業農村

部中國綠色食品發展中心「綠色魚」認證。
去年，盒馬團隊在全國尋找上線平台的高

品質魚，在肇慶發現了「綠色魚」系列，雙
方很快開展深度合作。但在通過配送渠道將
首批魚送到北京等北方城市時，魚的死亡率
達到30%至50%。

恒溫接駁體系提升成活率
盒馬海鮮水產採購總監劉勝兵告訴香港文

匯報記者，歷經數月的實驗後，終於將這條
特殊的鮮活鏈路打通，並給嬌貴的「綠色
魚」實行單缸單養，成活率提升到95%。
「我們在倉單系統建立了一套恒溫接駁體
系，魚到倉後，配備了恒溫系統，再從倉到
店區，進行逐級溫度接駁，魚到消費者手中
仍是活蹦亂跳的。」
目前這些產自廣東的魚已經供應了北京、

上海、武漢、成都等全國20多個城市。農
業農村部中國綠色食品發展中心主任金忠在
盒馬村掛牌儀式上表示，「綠色魚」養殖充
分體現了我國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成果。

◆ 圖為收穫期的魚
直接從集裝箱養殖池
裝箱。通過智能化供
應鏈的新模式，大灣
區的「綠色魚」輸送
到北京，再配送到消
費者手中時仍新鮮如
初。 敖敏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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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厚崑（小圖）稱，隨着Mate 60系列手機的開售與智能汽車銷量的起飛，華為終端正
在謀求一場更全面的市場回歸，並呼籲華為員工攻堅克難，腳踏實地，行穩致遠，以贏得
更大的勝利。 資料圖片

阿里「綠色魚盒馬村」落戶肇慶

「二選一」案京東勝訴
阿里被判賠償10億

◀ 張青松認為，
必須解決因支付
習慣不同所導致
的境外人士來華
支 付 不 便 的 問
題。

記者海巖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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