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政商界：資本無國界 商人有國家
長和獲准賣巴拿馬河以外港口？ 外交部：報道沒有根據

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在昨日例行記者會上，被問及近日有媒體稱，長和

獲准出售巴拿馬運河港口以外的港口時表示，這一報道沒有根據，重申

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已經表示，高度關注有關交易，將依法進行審

查，交易各方不得採取任何方式規避審查，未獲批准前，不得實施集

中，否則將承擔法律責任。中國政府將依法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維護市場公平公正。企業商業行為應遵守相關法律，不能損

害國家利益。 ●香港文匯報記者 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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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爺籲亞開行各成員增合作 應對貿易保護主義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繼續在意
大利米蘭出席亞洲開發銀行第五十八屆年會活動。米蘭時間
5月5日，他在亞開行年會業務會議上發言時強調，在當前
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嚴重干擾世界經濟和貿易秩序的背景
下，成員之間需要加強合作，並期待亞開行堅持其核心原
則，持續支持有實際需要的項目，推動更加包容的區域發
展。
陳茂波表示，中國香港支持亞開行在其「2030年策

略」中期評估後提出的改革議程，包括更專注於應對氣候
變化、發展私營市場、推進區域合作和數字轉型等各方面
的工作。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將繼續保持自由港地位，實

施自由貿易政策，保持資金、貨物、人員和信息的自由流
動，並堅定支持以規則為本的多邊貿易體制。」陳茂波表
示，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樂意與亞開行成員分享創新
融資模式的經驗，包括基建貸款證券化和巨災債券，以支

持優質的基建和綠色項目，也樂意在數字經濟和創新科技
等方面，與其他亞開行成員分享解決方案，為更普惠的區
域經濟發展貢獻力量。
陳茂波又與意大利銀行行長Fabio Panetta會面，向對方
介紹香港最新的經貿和金融發展情況。
雙方亦就國際經濟形勢進行交流，及出席了亞開行年會
的開幕儀式、理事午餐會和晚宴，與其他成員理事就區域
發展議題、共同面對的挑戰和應對策略等交流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
區政府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專員陳潔玲今日訪問老撾
萬象，推廣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的龐大機遇和香港的
獨特優勢，並促進兩地的
交流和合作。
陳潔玲會出席由香港駐
新加坡經濟貿易辦事處主
辦的「香港營商和投資機
遇—通往大灣區的門
戶」研討會，並參與以
「香港—大灣區和老撾
之間的『超級聯繫人』和
『超級增值人』」為題的討
論，和與會者交流，推介
香港可如何助力老撾企業
和人才抓緊大灣區發展所
帶來的巨大機遇。
陳潔玲還會拜訪中國駐
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大使
館和老撾工業及商務部，
並與老撾國家工商會和老
撾中華總商會的代表會
面，了解老撾的最新發展
和推廣大灣區建設機遇。
陳潔玲於明日（8日）結

束行程返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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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恬恬）第二屆全球繁榮峰
會將於本月19日至21日在香港舉行，今年將匯聚貿
易、人工智能、航天科技和氣候變化領域的國際專
家，共同探討現今最影響全球發展的關鍵議題，以
及香港在急速變化世界中的角色。峰會召集人、匯
賢智庫理事會主席葉劉淑儀昨日在傳媒茶敘上表
示，貿易戰是當今國際社會最關心的話題，而航天
科技、人工智能（AI）發展以及香港角色等也將是
峰會的焦點議題，她期望與會者加強交流和探討，
並對香港和「一國兩制」有更正面的看法。
繼去年成功舉辦首屆峰會後，本屆峰會由匯賢智
庫政策研究中心、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及香港歐洲
商務協會三方合作舉辦，後者更是首次參與。葉劉
淑儀透露，峰會期間將有5場專題討論，主題包括
「航天科技的希望—突破與潛力」、「人工智能與

未來的工作」、「貿易戰、熱戰及環球經濟」、
「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及「香港在不斷變化的
世界中的橋樑作用」。
葉劉淑儀介紹，最後一日下午還將與世界經濟論

壇合作舉辦一個閉門會議，來自香港、內地、歐美
的專家將會進一步討論有關經濟安全及世界貿易有
關的議題。

葉太：增進外界對「一國兩制」認知
她表示，香港經常舉行不同主題的峰會，如金
融、旅遊等，全球繁榮峰會是全港唯一有關地緣政
治的峰會，希望為香港市民帶來新的知識及不同的
看法，相信能幫助了解當今時局及未來發展，同時
希望與會人士對香港及「一國兩制」有更正面的看
法。

本次峰會特地加入航天科技的議題，葉劉淑儀表
示，航天科技等新興科技的發展需要融資，相信香
港有條件支持航天科技產業的發展。
在關於貿易戰的問題上，她認為現時貿易戰及像

烏克蘭戰爭這樣的熱戰均影響全球經濟，和平對促
進經濟增長有好處，因此今屆峰會加入相關議題。
對香港而言，香港GDP中有15%來自進出口貿

易，但對美出口僅佔總出口量的1%至2%，「物
流、航運等行業都會受影響，但這些行業都在調
整。」葉劉淑儀表示，香港在金融科技、高端科
技、生產者服務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因為我們
是自由港，你說荷里活電影不可以在內地播，來香
港，我們零關稅。」在協助內地科技企業出海，香
港在金融專業服務方面的優勢依然明顯。
她透露，美國前駐港澳總領事史墨客去年出席峰

會後寫了一篇文章，承認「一國兩制」很有活力，因
此她認為要繼續舉行類似峰會，「民間外交要長期
做，發揮香港的獨特優勢，深化國際交往合作。」
她計劃明年再次舉辦峰會，希望未來能邀請更多
中東、加拿大、全球南方國家的人士參與，同時或
會加入討論體育文化等主題，令峰會更加全面。

全球繁榮峰會將探討香港在世界中角色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香
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榮譽會長黃英豪

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美
國悍然發動全球性的關稅貿易戰，甚至
聲言要對中國籍及中國製造的遠洋貨船
徵收天價通行費，「顯而易見，這不僅
僅是一場關於關稅和貿易的博弈，更涉
及到中國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對全球
產業鏈的穩定以及世界經濟的可持續發
展，都會產生嚴重的後果，也將導致世
界經濟和國際貿易格局發生劇變。」

沒有國安托底 商業利益如無根浮萍
在全球地緣經濟格局劇烈震盪的背景
下，長和計劃出售有關的港口，涉及全
球航運命脈的資本運作，引發了圍繞國
家戰略安全、國際商貿規則與企業社會
責任的廣泛爭議，更涉及中國與拉美地
區年貿易額超6,000億美元的「海上生命
線」，和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
息息相關。
「面對這樣的局面，一個真正愛國愛
港的工商界人士，應該和國家站在同一
陣線，絕不能因蠅頭小利而讓反華勢力
輕易得逞。」黃英豪強調，如果將屬於
戰略資源的碼頭等重大基建設施拱手讓
人，會對國家「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及「一帶一路」倡議的長遠發展產生負
面影響。歷史反覆證明，如果沒有國家
戰略安全托底的商業利益，終將如「無
錨之船」，難逃傾覆命運，唯有將自身
發展融入國家大局，才能避免成為「無
根浮萍」。
黃英豪呼籲香港工商界人士應根據二
十屆三中全會以及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對

香港的定位及要求，努力發揮「一國兩
制」獨特優勢，鞏固和深化國際交往，
進一步強化國際金融、貿易和專業服務
樞紐地位，既為國家抵禦外部風險提供
戰略緩衝，亦為自身開拓可持續發展的
新路徑。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徐莉表示，港口作
為全球貿易的「咽喉」，是國家經濟安
全與戰略防禦的雙重命脈。當前中美摩
擦已從貿易戰延伸至基礎設施控制權爭
奪，商人若僅追求短期利益，實質是將
國家戰略資產「武器化」拱手讓人。社
會輿論已多次強調「商人須站穩國家立
場」，正因涉及國家安全的交易絕非純
市場行為，而是「資本邏輯」與「國家
邏輯」的終極碰撞。

以「負面清單」思維 設置交易紅線
「資本無國界，但個人有國家，真正
的愛國商人，需要建立『負面清單』思
維，對涉及數據安全、供應鏈命脈的資
產，設置交易紅線，將企業命運嵌入國
家發展軌跡，在時代變局中書寫真正的
企業家精神。」她強調說。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面對美國的極限打壓，香港企業家不僅
要以智慧與實力駕馭國際商海的種種挑
戰，更應挺起胸膛，堅守國家利益底
線，這才是中國企業家應有的格局與擔
當。」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廠商聯合
會會長盧金榮表示，香港與國家命運相
連、休戚與共。歷史一再證明，國家興
衰直接關係企業成敗—國弱則商艱，國
強則業盛。香港工商界必須自覺將事業
與香港繁榮、國家發展緊密聯繫。

在國家民族遭受外來勢力欺侮時，多位著名的
香港商人用實際行動詮釋了愛國心、桑梓情。霍

英東在驚濤駭浪中守護國家物資命脈，包玉剛用萬噸巨輪載動
赤子鄉愁，莊世平以金融之筆書寫忠誠，安子介借紡織經緯編
織回歸藍圖。他們或出身貧寒，或起於微末，但同樣在民族大
義面前展現出驚人相似的抉擇—當個人利益與國家需要衝突
時，他們永遠選擇後者。

霍英東守護國家物資命脈
上世紀五十年代抗美援朝戰爭爆發，西方對新中國實施禁

運，戰場上我軍物資供給受到影響。當時不到30歲的霍英東
帶領船隊衝破重重封鎖，將藥品、橡膠等戰略物資秘密運往內
地。霍英東曾經憶述：「從1950年到1953年的3年間，我們
幾乎晚晚開工，沒有一天停止過，白天要聯絡、落貨，晚上開
船，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黑鐵皮、橡膠、輪胎、西藥、棉
花、紗布……可以說什麼都運，但從沒有運過軍火槍械。霍震
霆曾憶述父親霍英東所說：「希望國家好，我無怨無悔。」
改革開放後，霍英東捐建番禹洛溪大橋、興建中山溫泉賓館

等，以實業助推內地發展。香港回歸祖國前夕，霍英東在全國
政協大會發言時激動地說：「我在香港工作生活了70多年，
和香港市民一起，經歷了多少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數十年堅
持愛國愛港，受過困擾、吃過苦頭，我們將親眼目睹香港的主
權回歸中國，親身經歷這個歷史重大時刻，當真是三生有
幸！」
在中英談判處於膠着狀態的時候，一些香港工商界人士對香

港前途感到不確定，打算撤資移民的情況下，包玉剛公開表達
對中英談判的信心，堅定在香港投資。改革開放後，包玉剛與
內地造船企業簽署協議，定製多艘船隻，推動中國船舶業走向

世界。他對兒女說：「無論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都不要忘記
我們是中國人！」

莊世平金融之筆書寫忠誠
1949年，莊世平帶着借來的1萬美元創辦南洋商業銀行，該
銀行後來成為港澳地區首先同新中國建立金融業務往來的銀
行，打破了西方國家對新中國的經濟封鎖。改革開放以來，莊
世平更頻繁往返內地，鼎力支持特區建設、為潮汕人的第一所
大學汕頭大學奔走努力；晚年時，他更把自己一手創辦的兩家
資產高達2,000億元的銀行無償交給國家。
從熱愛學習多國語言的青年到香港紡織大王，安子介始終將

實業報國視為己任。他研發的「三經一緯」斜紋布，帶領香港
紡織業走進高速發展的新紀元。1985年，安子介先後擔任基本
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和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配合
基本法的起草過程，開展一系列推廣和諮詢活動，匯集各界人
士對制訂基本法的意見，先後向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遞交了五十
多份報告，為成功制定香港基本法作出重要貢獻；在香港回歸
祖國後的過渡期，他擔任香港特區政府籌委會要職，以年邁體
弱之軀，頻繁地奔波京港之間，聽取和反映香港各界人士意
見，參與制訂各種方案和政策。他曾動情地說：「你是不是中
國人？中國人就要愛國。」
他們的故事揭示了一個永恒真理：真正的企業家精神，從來
不是冰冷的資本遊戲，而是將個人命運融入民族復興的洪流。
從抗美援朝的烽火到改革開放的春風，從香港回歸的倒計時到
粵港澳大灣區、「一帶一路」的新征程，這種精神始終在傳
承。這種超越商業邏輯的家國情懷，這種跨越時空的赤子之
心，正是對支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企業家精神的最深刻詮
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康敬

港商多懷家國情 民族大義不含糊
特稿

●葉劉淑儀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恬恬 攝

◀ 陳茂波在意大利米蘭出席亞洲開發銀行第五十八屆年
會，並於年會的業務會議上發言。

▲陳茂波（左二）與意大利銀行行長Fabio Panetta（右一）會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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