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政商界回應長和售港口業務：資本流向與國家命運緊密交織香港的長江和記實業早前宣布以228億

美元出售包括巴拿馬運河兩端港口在內的

全球43個港口業務，引發社會廣泛關注。

多位香港政商界人士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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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強調，

做生意沒有國界，但商人有國家，強調在

風雲變幻的時代，資本家應深刻認識國家

利益至上的意義，樹立全局觀念，在商業

決策中兼顧國家戰略，實現企業與國家的

共同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黃子晉

500人出席追思會 悼科大創校校長吳家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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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葉建明表示，當前地緣政治風險加大，攪動着

全球風雲，居於經濟前線的企業、企業家難以置身
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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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人需保持政治敏感 決策要三思
他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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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工商總會會長陳文洲表示，

面對美西方在科技、金融等領域的圍堵打壓，中國
企業以創新突破重圍。從美國「芯片禁令」到「實
體清單」，打壓手段層出不窮，但中國科技企業以
逆流而上的魄力交出硬核答卷。

回應國家號召 對接國家發展
站在高質量發展的新起點上，香港工商界更應胸

懷家國大局，勇於擔當，緊緊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發展、「一帶一路」倡議等重大機遇，積極回應
國家號召，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投身民族復興
的偉大事業。在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
民族復興的偉大征程中，共同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
興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哲學院院長舒心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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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心認為，背離國家戰略的商業決策，會產生明

顯的負面效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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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強調，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休戚與共。國家繁

榮穩定，方能為企業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在風雲
變幻的時代，資本家應深刻認識國家利益至上的意
義，樹立全局觀念，在商業決策中兼顧國家戰略，
實現企業與國家的共同發展。只有國家強大，個人
與企業才有光明未來，這不僅是責任擔當，更是實
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廣西社團總會首席會長王明

凡表示，在百年變局加速演進的今天，香港企業家

們應積極回應國家號召，以家國情懷為舵，以國家
戰略為錨，把握大灣區融合發展的契機，主動對接
國家需求，在背靠祖國的航程中破浪前行。香港與
內地，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香港「背靠祖
國、聯通世界」，這既是香港繁榮的秘訣，也是企
業家精神的永恒燈塔。 「讓我們攜手並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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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籲各界承擔維護國家利益義務

香港立法會議員李梓敬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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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呼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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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莫楠）特區政府近年積極推行「搶人
才」政策，但人才計劃的受養人享「本地生」學費資助的情
況引起關注。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昨日在立法會上回應議員質
詢時表示，局方正檢視「本地學生」定義，計劃參考國際做
法，檢視學費資助的條件及要求，例如考慮要求簽證持有人
於入學前在港「通常居住」一段時間，方可享有本地生學費
資助，確保善用公帑，並計劃於新學年大學聯招前公布最終
方案。
蔡若蓮表示，自2022年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高才通）

等人才入境計劃後，截至今年2月底，共接獲逾45萬宗申
請，其中29萬宗獲批，19.6萬人才已抵港，部分攜同家眷來
港。經各項計劃、以受養人身份來港的18歲以下未婚子女約
13.2萬人。
根據大學聯招處資料顯示，從2022/2023年到2024/2025

年的三個學年間，通過聯招途徑獲得教資會資助第一年學士
學位課程錄取的受養人分別為62人、68人以及185人，3年
內增加近2倍。她透露，未來或增設「不被資助本地生」類
別，並探索額外學額等方案，以緩解競爭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莫楠）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
近年大力推動學生內地交流計劃，以深化國民教
育，但近日有學生參與內地考察團時出現腸胃炎徵
狀，引起社會關注。教育局署理副秘書長陳碧華昨
日在教育局專欄《局中人語》撰文，詳述當局針對
事件的應對措施及未來優化方向，強調「安全是交
流活動的根基，不會有絲毫懈怠」。
就近日的交流團出現腸胃炎徵狀事件，陳碧華表

示，教育局已立刻聯繫衞生防護中心及內地相關部
門密切跟進，並就個案展開深入調查，並為有關學
校提供適切照顧和支援。雖然病源尚未核實，教育
局為優化行程安排，馬上成立了學生內地考察專責
小組，直接與各內地部門單位保持溝通聯繫，以適
時優化交流考察活動安排。小組成立後，已加強與
內地教育和衞生部門、承辦單位及衞生防護中心等
各方對接，全面檢視現時安排。

要求承辦商須即時匯報事故
教育局與衞生防護中心於本月13日分別與所有承

辦教育局學生交流團的承辦商會面。在教育局局長
召開的特別會議上，與會代表整體檢視所有學生外
地交流活動安排，加強學生安全保障，以及對傳染
病的預防和應變措施。局方與承辦商亦建立共識，
強化匯報機制，若發生事故必須第一時間通報教育
局學生內地考察專責小組。
陳碧華表示，教育局會繼續按需要派員隨團，就

承辦機構的服務質素提供改善建議，亦會向內地政
府部門反映意見和提出建議。此外，就現時的到校
行程簡介會，教育局加入衞生防護中心提供的資
訊，並適時更新了指引，提升教師和學生的衞生意
識，學生出發前如有不適，應及早通知學校及尋求
協助。教育局亦會於網站不時更新預防及控制疾病
最新資訊。
在與其他政府部門溝通方面，教育局強化與衞生

防護中心的通報和聯繫，衞生防護中心的人員已為
教育局行程負責人及承辦機構舉辦線上會議，未來
亦會定期闡述預防傳染病的最新資訊。同時，國家
教育部、各省教育廳、市教委高度重視，會密切關
注及跟進各行程狀況，例如有省教育廳委派專業人
員隨團支援，或成立專班跟進狀況。
她期望各界在傳染病高發期加強衞生意識，守護

每一次考察，讓學生通過安全的交流考察活動，走
進內地，深刻理解國家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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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若蓮：本地生定義擬考慮「通常居住」時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盈盈）香港科技大學
創校校長吳家瑋於本月2日逝世，享年87歲。科
大昨日為他舉辦追思會，有約500人參與。曾在
吳家瑋退休前與他共事8年的科大校長葉玉如致
辭時多次哽咽，「他的勇氣與決心，以及他對學
習的熱情，深深激勵了我。他教會了我許多關於
領導力和建立卓越機構的知識。他堅持只聘用頂
尖學術人才，強調只有一流的教員才能培養出一
流的人才。」
中央有關部門、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特

區政府多名司局長、香港及內地高等院校和政商
界友好均致送了花牌，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盧煜
明、香港理工大學校長滕錦光等人親身出席。
會上，科大校董會主席沈向洋代表科大仝人致

悼辭，並由葉玉如回顧吳家瑋的生平和貢獻，並
聯同所有來賓一同默哀。
吳家瑋的太太和家人專誠回港出席追思會。他

的兒子吳德愷聯同著名二胡演奏家、科大校友胡
栢端及Cong四重奏，特別以中西合璧的方式演
繹他兒時親自為父親創作的樂曲，以體現吳校長
對中西共融的理念。吳家瑋一眾孫女則獻唱《月
亮代表我的心》，以歌聲送別摯愛的祖父。

AI重塑吳於回憶錄說過的話
科大團隊更利用AI技術，重塑吳家瑋於四本

回憶錄中說過的話，讓這位校長於虛擬世界中
「重現」，向眾人作最後道別。
葉玉如憶述，香港科技大學30多年前準備創

校時，吳家瑋選擇來港參與大學籌備委員會，是
相當不容易的，尤其是當時其子女反對他的決
定，其妻子問了他兩個關鍵問題：「香港科技大
學是否能找到比你更合適的創校校長？」「20
年後，你會後悔放棄這個機會嗎？」

葉玉如：吳令每個人展所長
葉玉如表示，在吳家瑋的堅毅和努力下，答案

顯而易見，各創校成員積極和政府部門和商業團
體合作，成功創立科大，完成這項外人眼中不可
能完成的任務。
葉玉如哽咽地說，「我對吳教授有許多美好回

憶。其中令我特別珍視的瞬間，是去年4月他親
自為我頒發了30年長期服務獎。他溫暖的笑容
和真摯的話語，反映了他與科大社群之間深厚的

聯繫。吳教授始終堅信，人是大學成功的核心，
也是最寶貴的資產。他致力於創造一個充滿活力
的環境，使每個人都能發揮所長。這也是我至今
仍深信不疑的信念。」
她提到，吳家瑋早於30年前便率先提出灣區的
概念，為現時的粵港澳大灣區開創路向，意義重
大，對香港是歷史性機遇。在吳家瑋帶領下，科
大與北京大學於1999年在深圳成立了深港產學研
基地，隨後依託北大深圳醫院成立了北大—科大
醫學中心，更是兩地教育合作的里程碑。

舊生：對吳校長和科大回憶難捨難分
科大創校時第一批學生、其後於母校任職20
年教授公共政策學的教授白立邦受訪時說，他
17歲時在中學校長推薦下認識吳家瑋。那時科
大還未建好，他隻身一人前往尖沙咀遞交入學申

請，吳家瑋當時告訴他，很想要像他這樣的少數
族裔學生能夠入讀科大，後來他也成功入讀科大
工商管理學。
回憶起吳家瑋，白立邦說，每次見到吳校長，

對方都會很暖心地問自己讀書讀得怎樣、科大對
他好不好、教授好不好等問題，他感觸地說：
「今天在追思會上，憶起許多與他有關的回憶，
也很傷心他的離世，對吳校長和科大的回憶是難
捨難分的。」
出席追思會的張先生是吳家瑋生前於深圳的合

作夥伴，他表示，今年新年後自己給吳家瑋發了
一封信，獲吳回覆說現在正在舊金山，2月底將
會回港，但其後2月25日他給吳發了幾張照片
後，平常都是秒回微信的校長這次卻遲遲沒有回
覆，結果沒幾天就聽到他離世的噩耗，「這是非
常沉痛的消息。」

香港文匯報訊 3月 19日，外交部駐港特派
員公署發言人、新聞及公共關係部主任黃景睿
參贊率隊，訪問參加第十七屆「香港盃」外交
知識競賽的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香海正覺蓮
社佛教黃藻森學校。知識競賽合辦方香港特區
政府教育局計劃主任傅靖恩、香港明天更好基
金行政總裁鄧淑德、兩所學校校長文嘉燕、古
美琪等參加。
黃景睿參觀了學校校舍、考察了學生參加知識

競賽初賽考試過程，與參賽學生和現場老師親切
交流。黃景睿表示，「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是
公署舉辦的品牌公共外交活動，已成功舉辦十六
屆，今年報名參賽學校數量和人數均再創歷史新
高。希望同學們通過備賽，進一步了解國家外交
政策，厚植家國情懷，開拓國際視野，助力香港

深化國際交往合作，為建設美好香港、實現民族
復興積極貢獻力量。
在場師生紛紛表示，感謝外交公署和各位代表

來校指導，非常高興能夠通過外交知識競賽平台
學習外交知識、了解國情、增長才幹，今後將繼
續努力錘煉本領，不負國家期望。

訪外交知識賽參賽兩校 公署代表與師生交流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新聞及公共關係部主
任黃景睿參贊，到訪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
學校。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梁堅 攝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新聞及公共關係部主
任黃景睿參贊，到訪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梁堅 攝

◀科大昨日舉行追思會悼
念早前逝世的創校校長吳
家瑋教授，有約 500人參
與。 科大供圖

▲科大校長葉玉如在追思
會上致辭。 科大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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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決策應兼顧國家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