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23 日，國
務院港澳辦主任
夏寶龍在北京會

見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一
行，對香港各界深入理解和領會三中全
會精神提出要求和期望。夏寶龍主任的
講話是三中全會閉幕後，首次結合會議
精神，對香港發展提出希望；香港特區
政府和社會各界要結合三中全會精神，
認真學習領會、深入貫徹落實。

夏主任表示，支持香港用好自身優勢，
貫徹落實中國共產黨二十屆三中全會精
神，匯聚國際高端人才，深化粵港澳大灣
區合作，並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
用。夏主任鼓勵香港在金融、貿易、旅遊
等領域不斷推陳出新、開創新亮點，展示
和發揮香港獨有的優勢和魅力，吸引更多
資金、企業、人才、旅客匯聚香港。

香港要通過改革實現更好發展，改什
麼？怎麼改？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
指出明確方向：香港要鞏固提升國際金
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打造國際高
端人才聚集高地，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
作，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

雖然香港被譽為國際金融中心已有一
段時間，而政府、金融監管當局和金融

界過去亦有充分合作，發展和鞏固香港
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但近年各方面的
環境都起了急劇轉變，香港既存在來自
新加坡國際金融中心的直接競爭，也存
在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錯位競爭，還
有來自歐美的壓力，以及國際形勢不確
定性帶來的風險。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
地位出現轉變有三個因素：第一個轉變
是資訊科技革命性的發展令國際金融中
心裏 「中心」兩個字的意義有所改變，
亦令金融風險增加及性質改變，帶來新
的風險管理的需要；第二個轉變是全球
化的大趨勢，令各地的金融市場國際
化；第三個轉變是中國內地在持續改革
開放下，國際金融需求日增的大趨勢。
作為國家現時唯一的國際金融中心，香
港是有需要作出特別的安排，加以推動
和配合內地金融改革開放，利用香港作
為試點，在有效的風險管理下，為內地
提供各種嶄新的金融服務，最終是要把
內地的國際金融業務集中在香港。

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在香港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方

面，所謂 「人才集聚高地」是指與國家其
他地區相比，香港要做得更突出，成吸引

海外人才首選之地，且吸引人才之餘亦要
增值、培養人才。現行的搶人才措施固然
是吸引人才的一部分，但人才體系並不止
步於搶人才，香港自身環境亦要良好，發
展、增值、進一步培養人才都很重要。香
港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要從根本
上提升香港對海內外人才的吸引力，特區
政府還需更深入挖掘人才在港工作、居住
所面臨的實際問題，從居住條件、發展規
劃、勞工保障等多個層面入手，切實提升
人才來港、留港的誘因。

在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方面，
粵港澳大灣區還必須有突破性的思維和
措施，聚焦破解大灣區內存在的體制機
制障礙，發揮各自優勢，從而達致大灣
區以至粵港兩地人流、物流、資金流和
資訊流的無縫連通，把粵港合作提升到
新的台階。

夏主任提出香港要 「通過改革實現更
好發展」，又指香港政府和各界要 「把
握機遇，銳意改革，主動作為」。特區
政府和社會各界要識變、應變、求變，
以扎扎實實的行動深入領會、貫徹落實
三中全會精神，不斷擦亮香港的一張張
「金字招牌」，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

推進強國建設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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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地 護 士 短 缺 人 所 共
知 ， 最 近 立 法 會 已 通 過
《2023年護士註冊(修訂)條

例草案》，政府拖延至今始打算放寬引入非本地培
訓護士，實是亡羊補牢，雖遲到但總好過沒有。然
而，筆者認為就算醫管局放寬引入非本地培訓護
士，對於解決香港護士不足的作用仍是非常有限。

首先，護士不足的問題不單單發生在香港，而是
確確實實在全球上演，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在2020年
發布的《全球護理狀況報告》，全球大約有2800萬
個護士，就業缺口約為 590 萬個，明顯地 「搶護
士」基本上是各國和地區都在面對的挑戰。

例如馬來西亞有專業的護士培訓課程，他們的本
地護士具備能說多種語言的優勢，以致多年前已經
成為多國的搶手人才，新加坡及沙特阿拉伯就是馬
來西亞護士特別喜歡去工作的國家。特區政府現時
的難題不單單在於如何招聘別國的醫護人才，而是
要與眾多已發展國家去比拼爭搶醫護人才，所以我
們需要調節思維，重點並不只是港府如何憑着薪酬
優勢在別國吸納醫護人才，而是香港護士的薪酬和
福利究竟對比起其他都有在 「搶醫護人才」的國家
和地區而言有何具體優勢。事實上，護士是一個非
常專職的職業，不少西方及先進國家都已經將護士
列為優先移民的職業清單，2022/23 年度醫管局有
2455宗護士非退休流失的個案，當中有多少個案牽
涉到永久移民，可能政府在這裏沒有更多的統計數

字，但相信大家都心中有數。

改善醫護工作待遇
其次，就算 「放寬引入非本地培訓護士」能夠發

揮出預期的功效，但如果有關部門一日不改善醫護
的工作待遇，最後只會徒勞無功，我們只會目睹一
眾醫護人員被其他國家 「搶走」。筆者作為一名地
區工作者，平時都收到很多護士反映工作條件惡
劣，例如需要輪更、工作量過大、無止境地加班、
經常需要追更、食無定時、去廁所都無時間、情緒
及心理承受高壓等等，不難明白到就算香港護士的
人工再可觀，為什麼仍然有這麼高的流失率，而這
顯然是局方在管理上力有未逮的地方。因此，筆者
建議有關部門全面檢討，多向醫護同事調查研究他
們的所需，改善護士的福利和待遇問題，包括招聘
更多醫護支援人員以減輕護士的工作量、研究改善
護士輪更制度，提供相對穩定的工作時間，亦可以
就夜班護士提供額外津貼、亦應該為醫護界提供更
清晰的晉升前景及進修津貼，以及參考紀律部隊的
做法，為醫護人員提供宿舍。

香港人平均壽命冠絕全球，這亦反映了香港有一
個超一流的醫療系統。但隨着人口老化，相信醫護
人手不足的情況只會有增無減。筆者對於政府提出
任何 「引入醫護人才」的措施都表示歡迎，但亦更
希望政府可以花更多心機及資源在 「挽留醫護人
才」方面。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 7 月 15 日至 18 日在
北京召開，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

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新華社 7 月 21 日公布《決定》全
文。《決定》中涉及香港的內容共有三處，其中最受注目的是，提
出要發揮 「一國兩制」優勢，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
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澳門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香
港、澳門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機制。這些內容體現出，
中央重視香港的作用，香港須更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激活自身
的潛力，在國家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中發揮更大作用。

《決定》全文約2.2萬字，共提出60條涉及300多項改革措施，涵
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民生、生態、國家安全、國防、外交
和軍隊發展，以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等領域，可謂是一次
全方位的改革總動員、總部署。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全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實踐充分證明，改革開
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我國大踏步趕上時代，靠的是改革
開放。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
變革，靠的也是改革開放。新時代新征程上，要開創中國式現代化建

設新局面，仍然要靠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已經深入人心，是全國人民

最大的共識。改革開放就是解放思想，
釋放出生產力，《決定》啟動新一輪多
達 300 多項的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任
務，並設下 2029 年新中國成立 80 周年
之時，完成《決定》中的全部改革任
務，將令國家再次實現大的發展，中國

式現代化將會跨出一大步。

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
國家的發展前景光明，對香港是巨大的機遇。不僅如此，三

中全會亦重視香港在國家未來發展中的作用。《決定》中涉及
香港的內容共有三處，第一處是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
部分，提出要發揮 「一國兩制」制度優勢，鞏固提升香港國際
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澳門打造國際高端人
才集聚高地，健全港澳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的機
制。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強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

第二處是在完善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機制部分，提出要推動
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地區更好發揮高質量發展動力
源作用。第三處是在完善大統戰工作格局中，提出要完善港澳台
和僑務工作機制。

從這三處內容可見，中央重視香港在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推
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香港可發揮的作用涉及三個層
面，一是作為對外開放的窗口，發揮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
的角色，以及國際高端人才聚集地的角色，助力國家推動高水平
對外開放。二是高質量發展的帶動作用，香港作為粵港澳大灣區
最先發展起來的國際化大都市，應更好地發揮引領帶動內地高質
量發展的作用。三是促進港澳台和全球華人大團結的角色，香港
一直是聯繫全球華人華僑的重要都市，對傳播中華文化，弘揚愛
國情懷，促進國家全面統一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功能和角色。

中央重視香港的作用，香港也應更積極主動地發揮香港的優
勢，在國家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征程
中，發揮更大作用。 （轉自《堅雜誌》169期）

香港須為國家新一輪改革貢獻力量
堅評

資深地區工作者 何博浩

八面來風

香港須改革 迎接新發展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香港（地區）商會會長 楊莉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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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 年 7 月 25 日
(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家汇路 560 号 3 楼会议室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4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226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 股） 38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37,323,051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225,248,886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B 股 ) 12,074,165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0508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7.4843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5665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集，顾立立先生主持，采用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五 )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6 人，出席 3 人，独立董事龚晓航、程林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董事陈琦因身体原因未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1 人，监事李玉红女士、李爱敏女士因工作原因

未出席；
3.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徐力珩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於《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并调整对标企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12,728,660 98.9781 11,347,326 0.9261 1,172,900 0.0958

B 股 10,526,585 87.1827 1,547,580 12.8173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223,255,245 98.8630 12,894,906 1.0422 1,172,900 0.0948

2. 议案名称：关於华谊集团向上海华谊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27,074,515 97.7575 8,503,526 1.9465 1,293,500 0.2960

B 股 11,867,165 98.2856 178,100 1.4751 28,900 0.2393

普通股合计： 438,941,680 97.7717 8,681,626 1.9338 1,322,400 0.2945

3. 议案名称：关於工业气体公司 60% 股权非公开协议转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27,909,415 97.9486 7,851,226 1.7971 1,110,900 0.2543

B 股 11,857,065 98.2019 150,500 1.2465 66,600 0.5516

普通股合计： 439,766,480 97.9554 8,001,726 1.7823 1,177,500 0.2623

( 二 ) 涉及重大事项，5%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 於《 上 海 华
谊集团股份有限
公 司 A 股 限 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并调整
对标企业的议案

17,486,855 55.4177 12,894,906 40.8653 1,172,900 3.7170

2
 关於华谊集团
向上海华谊提供
反担保的议案

21,550,635 68.2962 8,681,626 27.5130 1,322,400 4.1908

3

 关於工业气体
公 司 60% 股 权
非公开协议转让
的议案

22,375,435 70.9101 8,001,726 25.3583 1,177,500 3.7316

( 三 ) 关於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 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其余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
1/2 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国茂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芳芳、齐元浩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7 月 26 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房屋拆迁延期公告
穗房延拆字〔2024〕6号

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於 2009 年 7 月 16 日核发拆许字〔2009〕第 15 号房屋拆迁
许可证，并以穗房拆字〔2009〕15 号房屋拆迁公告予以公布。根据原广州市规划局《关於调
整广州市第二工人文化宫建设用地红线的复函》( 穗规函〔2013〕3242 号 ) 和原广州市国土资
源和规划委员会《关於变更〈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和〈建设用地批准书〉用地面积的复函
》( 穗国土规划建用函〔2016〕59 号 ) 及拆迁人的申请，我局同意按调整后的规划核发延拆许
字〔2024〕第 6 号房屋拆迁许可证。现将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内容和有关事项公布如下：

一、建设项目名称：文化设施用地。
二、拆迁地点和范围：同福路合成里 1 号、3 号、5 号、7 号、9 号、11 号、2 号之一、2 号

、4 号、6 号、8 号、10 号、12 号、12 号之一、12 号之二、6 号后座，同福路协德里 27 号、
29 号、31 号、33 号、35 号、37 号、39 号、43 号、45 号、31 号之一、31 号之二、33 号之一 
、35 号之一、37 号之一、29 号后座。

三、根据规划调整，同福路田心坊 12 号、14 号、16 号不在拆迁范围内，如存在拆迁遗留
问题仍由拆迁人负责解决。

四、拆迁人：广州市总工会。
五、拆迁实施单位：广州市海珠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中心。
六、拆迁期限：2024 年 5 月 23 日至 2025 年 5 月 22 日止。
七、拆迁人员进行房屋拆迁工作时，应当佩带相关证件；未佩带相关证件的，被拆迁人、

房屋承租人有权拒绝与其协商。
八、对我局核发的本公告公布的《房屋拆迁许可证》有异议的，可在公告公布之日起 60 日

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受理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 183 号金和大厦 2 楼
，电话：020-83555988）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公告公布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广州铁路运
输法院（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浦大道北 33 号，电话：020-37890824、37890829）提起行政
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正常进行。

九、相关资料可以向拆迁人索取。
拆迁人联系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东路 640 号
联系电话：84003017
联系人：刘燕廷
拆迁人员名单：刘燕廷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查询网址：zfcj.gz.gov.cn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四日

放寬引入非本地培訓護士作用有限

民意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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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臍帶血造血幹細胞庫昨天將一份
臍帶血運送至香港，由香港兒童醫院為一
名患重型β地中海貧血的5歲女童，進行血
幹細胞移植手術。這是細胞庫繼 2018 年

後，再一次將臍帶血送到香港。臍帶血屬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所定義的器官，根據衛生

署資料，β地中海貧血患者若不進行臍帶血幹細胞或骨髓移
植，壽命一般較短，而且須終生接受輸血和去鐵治療，痛苦
可想而知。這位5歲女童算比較幸運，因為她恰好有一位在
內地出生的弟弟，而後者的臍帶血存放在當地血庫。幸運的
偶然，重燃一個家庭的希望之火。然而，這次援助卻也反映
了一個客觀事實：兩地器官互助恒常機制至今仍未成事，某
程度上限制了病人重生的機會。

這次臍帶血成功來港，過程有點複雜——簡單來講：最初
是兒童醫院團隊向病童家屬講解不同治療方案時，得知女童
胞弟在內地存有臍帶血，故與廣東省臍帶血造血幹細胞庫進
行溝通。後來細胞庫專門成立工作組，並在廣東省紅十字會
等多個部門協助下，在本月12日向海關總署提交臍帶血幹
細胞出境申請，到18日終於成功取得海關總署批文。

從上述過程可以看出，基於香港被內地視為 「境外地
區」，因此運送臍帶血出境受到國家相關規定的限制。另外
就是，內地近年利用大數據，透過 「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
用計算機系統」（COTRS），於全國進行器官捐獻及移植
的配對工作，已獲得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器官移植學會的高
度認可，而香港並未納入此系統，求援當然不利。

早日建立兩地器官互助恒常機制，完全有必要。一個不爭
事實是：香港人口規模太小，可供配對的器官資源也少；反
觀內地，單在2023年便完成遺體器官捐獻6454例，完成的
器官移植手術達23905例。倘能在 「一國兩制」之下，將兩
地在器官互助方面的障礙盡可能掃除，推動遺體器官共享，
那麼必定有利於做到物盡其用，香港便能減少病人因 「等唔
切」而去世的悲劇。

跨境醫療合作並不是新鮮事物。例如疫情期間有大批內地
醫護援港，極大紓緩本港醫療體系的壓力；2022年亦有一名
女嬰接受來自內地捐贈的心臟而重獲新生。事實上，在粵港
澳大灣區加速融合的大背景下，推動跨境醫療合作已是大勢
所趨，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去年《施政報告》中便提出增加兩
地醫療合作，貢獻國家 「健康中國」策略，具體措施包括香
港支持國家醫院認證標準國際化、善用大灣區醫療服務，等
等。具體到兩地器官移植合作，目前主要採取 「特事特辦」
模式，按個案向內地尋求協助。這種做法具有一定靈活性，
但終歸不是成熟機制，兩地可否探討優化程序，包括將香港
納入 COTRS，參與 「全國排隊」，要知道香港並非單向
「受體」，在內地有需要而香港恰好能提供器官資源時，香

港也一樣能為內地作出貢獻。另外，在可能的前提下簡化甚
至取消一些跨境規定，也有助提升跨境運送醫療資源的效
率。

跨境器官移植涉及面廣且複雜，單是醫療數據跨境流通就
面臨許多問題，兩地應以 「生命至上」的原則，盡快啟動建
立器官移植互助恒常機制，最大限度造福病人。

香港商報評論員 林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