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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

夏寶龍早前視察澳門期間，與工商界人士座談，就貫徹落

實習近平主席視察澳門重要講話精神，推動港澳發展、助

力強國建設深入交流，其間提出四點希望。香港多名政商

界人士均表示，當前美西方國家對我們國家發展設限打壓

屢見不鮮，港澳工商界以祖國作為強大後盾，更應當在國

家遭受打壓時挺身而出，以維護國家和香港特區利益為

本。同時港澳工商界也要認清國際形勢，堅定對國家發展

的信心，與國家發展緊密聯繫起來，以創新作驅動引擎，

必能在變局中開拓發展新天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龍、子京

全國政協常委吳良好表示，夏寶龍主任向
港澳工商界和企業家提出四點希望，以

背靠祖國、立足港澳、放眼世界的大局高度
和宏觀視野，為港澳工商界在變局中開新
局、化危機為轉機指路引航，是工商界應對
複雜多變的環球經貿形勢的重要參考。外圍
環境愈是波濤洶湧，港澳工商界愈要以祖國
作強大後盾，堅定發展信心，堅持對外開
放，以發展實績唱響中國、唱響港澳。
他強調，港澳工商界取得的發展成就，離不
開國家長期以來的支持，港澳有求，國家必
應，為工商界抗逆境、迎順境施以援手，「港
澳工商界與國家早已是命運與共、甘苦與共。
西方國家打壓中國崛起並不會善罷甘休，在國
家民族利益當前，港澳工商界更需要將自身事
業與港澳繁榮、國家發展緊密聯繫起來，在堅
守國家利益底線的同時，以擴大開放服務強國
建設。」
「『商之大者，為國為民』」，全國政協常

委、香港北京社團總會會長施榮懷認為，夏主
任這句話不僅是對歷代愛國商人的高度評價，
更是港澳企業家今後行動的座右銘。香港工商
界歷來有愛國愛港的優良傳統，從支援國家抗
戰到香港回歸後積極參與國家發展，每當國家
面臨關鍵時刻，眾多港澳企業家在內的愛國商
人都是義不容辭，挺身而出，這是歷史賦予港
澳企業家的責任，更是港澳企業家對家國情懷
的具體體現。

續發揚愛國愛港精神 團結奮進
他指出，當前，國際形勢風雲變幻，單邊主
義與霸權主義抬頭，對國家發展設限打壓屢見
不鮮。「夏主任對『軟骨頭』與『硬骨頭』的
強烈對比，令我深受觸動。我們應當像夏主任
所說，挺直脊樑、勇敢鬥爭，與國家同呼吸、
共命運。必須有骨氣、有擔當，在大是大非面

前站穩立場。」
「我深知，企業的根在國家，企業的發展離
不開國家的繁榮穩定。未來，我將繼續發揚愛
國愛港精神，團結奮進、守正創新，為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作出更大貢獻。」施榮懷表示。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工業界（第二）

議員吳永嘉表示，當世界各國對美方濫施關稅
敢怒不敢言時，我們國家堅決向美方說不，捍
衛自由貿易，展示了國家底氣十足，令大家說
話時更有力量，有助工商界講好中國和香港故
事。香港工商界會繼續扮演橋樑和窗口角色，做
好「超級聯繫人」，擴大國際朋友圈。特首早前
率領香港和內地工商界代表團訪問卡塔爾和科威
特，主動探索新商機，大力推介「一國兩制」優
勢，正是一個範例。官商團結同心，以維護國
家和香港利益為本，以創新作驅動引擎，必能
在變局中開拓發展新天地。

厚植家國情懷 不能只唯利是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工商總會會長李聖

潑表示，工商界及企業家必須厚植家國情懷，
不能夠只唯利是圖，理應更好地遵照、比對夏
寶龍主任提出的四點希望，做好自己，貢獻祖
國。「歷史告訴我們，只有真誠地愛國，把自
己命運和發展與國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工商
界及企業家才能夠實現更好發展，更有安全
感，亦會更有信心及底氣。」
他指出，現時國際形勢複雜，國家以至香港仍

然受到美西方針對及打壓，工商界及企業家不能
獨善其身，必須為國家發聲，說好香港故事，也
要說好中國故事，唱響中國發展。在本職崗位
上，企業家及工商界要推動產業以及經濟發展，
亦要推動更多社會建設的項目。在輿論場上，我
們要堅持愛國信念，勇於鬥爭，堅守國家的立場
及底線，展現中華兒女應有的風骨和氣節。

香港文匯報訊 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向港澳工
商界提出了四點希望，有港澳青年代表表
示，青年一代必須主動擔當時代使命、迎難
而上，挺起胸膛堅守國家利益底線，自覺將
自身事業與港澳繁榮、國家發展緊密聯繫起
來，團結一致為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作出貢
獻。
香港全國青聯委員協進會副主席、立法會

議員梁毓偉表示，香港青年不僅要有家國情
懷，同時要認識過去港澳企業家在歷史大潮
中與國家風雨同舟的歷程，將愛國愛港的光
榮傳統薪火相傳。與此同時，當國家利益受
損害，工商界，特別是業界青年和企業家，
就更需有所擔當，堅守國家立場和利益底
線，彰顯愛國護港的港商精神。
他強調，身為中華民族兒女，對國家的使命

及發展目標要了然於胸，奮發有為；對外部力
量的打壓制裁要展現風骨，敢於應對，以識
變、求變的策略尋找新出路，協助國家突破打
壓重圍，這樣才能無負國家的期望，向世界展
現出「一國兩制」的獨特性和優越性。
香港菁英會主席林智彬表示，沒有祖國的
強大，哪來企業的發展；沒有國家的堅強後
盾，就沒有企業的根。港澳工商界和企業家
作為推動港澳經濟發展的主力軍，立場上要
特別清醒、行動上要特別自覺，在風雨洗禮
中淬火成鋼。

團結一致為港繁榮穩定作貢獻
他期望香港青年人要有「當國家利益受損

時，大家應挺起胸膛堅守國家利益底線，自
覺將自身事業與港澳繁榮、國家發展緊密聯
繫起來」的精神，團結一致為香港長期繁榮
穩定作出貢獻。
澳門菁英會主席何猷亨表示，面對外部
競爭加劇與產業單一等挑戰，澳門青年一
代必須主動擔當時代使命、迎難而上，積
極參與四大重點產業的建設與發展，為推
動澳門經濟注入新動能。澳門菁英會將積
極把握粵港澳大灣區和橫琴深合區建設帶
來的重大機遇，提升青年專業能力與國際
視野，鼓勵他們將個人成長與國家發展緊
密結合。
他強調，培養具有家國情懷、具備競爭力
的新一代青年人才是澳門實現長治久安與可
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未來，澳門菁英會將
攜手廣大澳門青年堅守愛國愛澳初心，發揮
青年所長，用實際行動回應中央對澳門青年
一代的深情厚望，為推動澳門長遠繁榮穩定
和國家現代化建設貢獻青春力量。
澳門江門青年會會長夏俊英表示，青年作

為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面對嚴峻複雜的國
際形勢，須居安思危，更要團結一致，將個
人發展與祖國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共擔
民族復興大義。作為愛國愛澳青年社團，該
會將積極發揮青年社團的橋樑作用，廣泛團
結青年力量，培養更多愛國護澳青年人才，
為澳門青年搭建多樣化的平台，鼓勵更多青
年把握深合區乃至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機
遇，推動青年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助力
答好「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必答題。

港澳青年：挺起胸膛堅守國家利益底線

做好橋樑窗口角色 擴大國際朋友圈
回應夏寶龍四點希望 港工商界：要與國家發展緊密聯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胡恬恬）國家商務
部新聞發言人何詠前昨日在例行發布會上就長和
港口交易等問題回應表示，今年3月以來，有關部
門已經多次發表聲明，強調對長和集團出售港口交
易將依法進行審查，保護市場公平競爭，維護社
會公共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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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有關企業對此保持清醒認識，審
慎行事。」
香港工商總會大埔分會副主席、大埔區議員李文

傑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巴拿馬運河

作為全球貿易咽喉，其控制權涉及航運話語權與供
應鏈安全。在中美博弈加劇、西方試圖重構「去中
國化」產業鏈的當下，這類資產的歸屬直接牽動國
家發展利益。長和作為扎根香港的跨國企業，應在
追求利潤最大化之餘，正視自身在維護國家經濟安
全中的角色。
「香港雖是國際金融中心，但更是中國抵禦外

部風險的屏障。」李文傑說，若企業僅以「股東
利益」為由處置戰略資產，不僅可能損害國家長
遠利益，更將動搖香港「超級聯繫人」地位的根
基。

他強調，歷史經驗表明，涉及國家發展利益的重
大商業決策，從來都不是單純商業行為。維護國家
安全沒有「純商業」的例外空間，呼籲有關企業重
新審視交易，若短視於眼前利益，背離民族發展的
時代需求，終將被歷史所審判。

港工商界促停止交易
香港紅磡土瓜灣（九龍城）工商業聯合會名譽顧

問、九龍城區議員林博表示，巴拿馬運河港口是大
西洋及太平洋貿易航道的主要樞紐港，一旦落入美
資財團手中，美國可能藉此削弱中國 「一帶一路」

港口布局優勢，將其作為遏制中國的戰略支點。中
國在拉美地區的貿易往來和經濟合作，更會因美國
對運河港口的掌控而面臨更多阻礙，增加了貿易成
本和不確定性。美國海軍亦有機會藉此提升在拉美
地區的軍事投射能力，鞏固其在西半球的軍事優勢
地位，對周邊國家施加軍事壓力。
「一旦港口落入他人手中，我們航運命脈受到掣
肘，即處於被動狀態。」他認為，長和出售港口已
不再是普通商業交易，而是涉及國家利益和安全的
重要決策，呼籲有關企業看清現實、放棄幻想，以
國家利益為重，立即停止交易。

商務部：長和港口交易各方不得規避審查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選民登記
活動正如火如荼地進行，為加快
登記工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昨
日提醒未登記做選民的合資格人
士可使用「智方便+」進行登記，
一共有6個登記步驟，使用起來非
常便利。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社交平台
發帖表示，如符合資格的人士還
未登記，建議在手機上使用「智
方便+」提交選民登記申請，過
程非常容易，共有6個步驟。
第一步，於「智方便+」App使

用「精選服務」或搜尋、選擇「地
方選區選民新等級/更改登記資料
申請表」；
第二步，閱讀「重要事項」後，

剔選「我是『智方便+』戶口持有
人或持有有效的個人數碼證書（必

須）」、繼而點選「填寫新表
格」；
第三步，閱讀並確認「注意事
項」、填寫申請人個人資料；
第四步，細閱並確認同意「聲
明」；
第五步，使用「智方便+」App
完成數碼簽署；
最後一步，選擇填寫電郵地址
以收取確認通知書，遞交申請。
帖 文 最 後 再 次 提 醒 市 民 ：
「記得於 6 月 2 日或之前提交
登記申請，成功登記就可以於
12 月 7 日舉行的立法會換屆選
舉進行投票啦！」有關選民登
記詳情，可瀏覽： vr.gov.hk ，
而有關「智方便」詳情，可瀏
覽：https://www.iamsmart.gov.hk/
tc/reg.html。

市民可用「智方便+」六步登記做選民
在「一國兩制」下，國家一直是秉持開放包容的態
度，積極支持港資企業在內地投資興業，共享發展機
遇及紅利，但有部分港企卻忽視國家利益，企圖遊走

在國家政策的灰色地帶，用「長周期囤地」、「低買高賣」等方式
從中套利，儘管一時能賺得盆滿缽滿，但在政策收緊後即面對融資
受限、項目停擺等後果。實踐反覆證明，短視逐利終將自食其果，
唯有與國家發展同向而行，方能實現基業長青。
在2000年初，某港資企業曾以極低成本在華東某核心城市副中心
購入大宗地塊，但舉行開工禮後工程進度卻慢如蝸牛，其關鍵地塊
閒置近二十年，規劃中宣稱的「大型綜合體」更被當地民眾譏為
「紙上樓盤」，其間周邊地價暴漲逾二十倍，該企業被批評通過拖
延開發以獲取土地增值收益，就算最後地方政府因開發滯後而開出
罰單，但對數以幾十億計的售樓利潤來說，區區的罰款金額只可算
是「九牛一毛」。

拖延開發逾15年 被列「重大風險警示名單」
同樣的操作也出現在西南某省會城市。2005年左右，該港企開發

的一個商住項目，開發周期拖延逾15年，後以超過70億元的溢價轉
售。當地政府批評其「造成資源浪費」，將其列入「重大風險警示

名單」，並禁止向有關企業提供新增融資、貸款，以及為其進行重
大資產重組提供幫助。據悉，該企業後續在多個城市申報新項目
時，均因信用紀錄問題被金融機構提高融資門檻。
巧合的是，同樣在2010年前，該港企也在西南某重要城市發展一

個商業綜合體項目，企業最後被指「掛名招商後撒手不管」，導致
商戶大規模退租。糾紛升級後，其合作銀行認為「運營風險過
高」，而暫停對該企業旗下項目予以貸款。
過去十多年，該港資企業套現內地超千億元資產，但其發展模式

遺留的後遺症也正在浮現。在長三角，該企業曾試圖抵押已出售項
目的剩餘土地融資，卻因「產權瑕疵」而被銀行否決；在珠三角，
其舊改項目因拖延開發被納入「重點監控名單」，使得後續申請開
發貸款時需提供雙倍擔保。
從土地閒置罰單到融資鏈收緊，從質量糾紛到信用評級滑坡，這

種仍心存僥倖的企業，等待它們的可能是融資渠道收窄、合作方避
而遠之的惡性循環。事實證明，資本可以流動，但國家政策的紅線
不容試探，唯有摒棄僥倖心理，與國家戰略同頻共振、與時代大勢
同向而行，方能於風浪中錨定航向，在守正創新中走出可持續發展
的康莊大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恬恬

有港企涉長期囤地套利 融資受限項目停擺
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