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底、2018年初，特
朗普第一次任美國總統，宣
布美國調整其全球戰略，反

恐不再是主要任務，中國和俄
羅斯上升為美國的主要對手。
當時，特朗普稱，中俄是修正
主義者，欲改變美國主導的國
際秩序。

美對中發動「新冷戰」
嗣後，特朗普政府的副總統彭斯和國務卿蓬佩奧

先後發表攻擊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演說，側重意識
形態，指責中國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

特朗普第一次任美國總統 4 年間，對中國的態
度：一、從美國主要對手之一，變成最主要對手。
二、向中國發動人類近現代史上規模空前的關稅
戰、貿易戰，同時，在科技、教育、軍事、文化、
民間交流等各領域，對中國實施全面遏制，企圖打
垮中國。三、在意識形態上，號召組建全球民主同
盟以壓制所謂中國 「威權政制」。正是綜合這三方

面，我當時就判斷，特朗普政府向中國發動了 「新
冷戰」。

2021年1月拜登入主白宮，承繼特朗普對中國的
「新冷戰」，具體舉措則有三點差別：
一是特朗普貫徹單邊主義，尚無圍堵中國一策；

拜登團結盟友不僅打壓遏制而且圍堵中國。
二是特朗普以極限施壓為手段，同達成第一階段

貿易協議，反映特朗普的商人本色，反映他看重美
國經濟利益；拜登專注構築 「高牆小院」，發起所
謂全球民主峰會，在經濟政治軍事和政治制度及相
應的意識形態等全方位圍堵遏制中國。拜登政府打
壓中國的意識形態色彩更濃。對於特朗普留下的美
中經貿第一階段協議，拜登政府既不跟進，也不同
中方談判其他協議。

三是拜登政府較特朗普第一任期更明確宣布，中

國是美國的最主要對手，既有意願也有經濟政治軍
事實力來改變美國主導的以規則為本的國際秩序即
自由國際主義秩序。

全球將回到多極世界
2025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宮。在對待中國上，除

了恢復其商人本色，欲同中國展開談判、簽訂有利
美國的經貿協議外，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對於
國際秩序有了新看法，同中國在意識形態上的爭
議，不僅較其首任總統時淡化，而且較拜登政府有
性質差異。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在其就職演說中，僅以中
國在巴拿馬運河上影響美國利益這一點來提及中
國，沒有就美中關係做全面闡述。

然而，被特朗普委任為國務卿的魯比奧，很快發
表其關於中國以及相關問題的觀點。

1月15日魯比奧在美國參議院關於他的任命
的聽證會上稱， 「歷史已經終結」的想法是一
種錯覺。

1月21日魯比奧宣誓就職後向美國駐外使領
館發出長篇電文稱，自 「冷戰」結束以來，民
主共和兩黨領袖都犯了 「過度強調意識形態而
非常識」的錯，並 「誤判了世界」。

1月30日魯比奧接受記者專訪時稱， 「世界

僅存在單極強國是不正常的。那是個異常現象。這
是冷戰結束的產物，但最終世界將回到多極世界，
地球不同地區存在多個大國。」

儘管特朗普迄未表達相同觀點，但以政治常識推
斷，魯比奧不可能發表不為特朗普同意的重要觀
點。

中國科技領域面臨挑戰
特朗普不再如拜登及其本人首任美國總統時欲重

建自由國際主義秩序，而是欲返回19世紀末、20世
紀初時任美國總統麥金利所推行的帝國主義。於
是，特朗普政府對美中關係、中國對美國的挑戰，
作出不同於其第一任期和拜登政府的判斷。

2月20日，美國國務院網修訂關於美中關係的表
述。修訂前開宗明義第一句是—— 「美國尋求與中
國建立建設性的、以結果為導向的關係。」修訂後
是—— 「戰略競爭是美國看待其與中國關係的框
架，以應對中國對美國利益的直接挑戰。」

2月24日，在美國參議院就特朗普委任邁克爾·克
拉齊奧斯（Michael Kratsios）任科學和技術政策辦
公室主任召開聽證會前一日，克拉齊奧斯發表書面
聲明稱， 「中國已成為我們最主要的地緣政治對
手，也是我們最強大的科技競爭對手。」 「未來全
球秩序形態將由在人工智能、量子技術、核能等關
鍵新興技術領域領先的國家決定。中國在核聚變、
量子技術和自主系統等領域的進展凸顯我們所面臨
的緊迫任務。」

這也應當是特朗普所首肯的觀點。

學習兩會精神 把握香港新機遇
全港各區工商聯首席會長 盧錦欽

商界心聲
全國兩會11日在

北京圓滿落幕，這
次會議不僅為國家

未來發展擘畫了宏偉藍圖，也為香港帶來
了新的機遇和挑戰。今年兩會處於大國博
弈的關鍵期，新賽道開啟了中美之間新的
科技競爭，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進入新階
段，科技發展迎來了大時代、大機遇。今
年兩會高度關注 「新質生產力」、 「高質
量發展」以及 「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等
重點議題，從這些熱詞中，人們更加鮮明
地感受到今日中國的滿滿活力和勃勃生
機。從這個角度審視香港發展，我們可以
洞察國家發展大勢和香港機遇，深刻認識
到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性和優
勢。

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國家去年依
然實現了5%的經濟增長目標，新質生產力
居功至偉。從人工智能產品接連面世，到
人形機器人的閃亮登場，新質生產力風起
雲湧，這樣的成就，不僅彰顯了中國的科
技實力，也為香港中小企業提供了寶貴的
發展經驗和借鑒。

新時代下的科技競爭與機遇
人類進入人工智能時代，新賽道已經開

啟。中美之間的科技競爭日益激烈，但中
國體制優勢為科企、民企提供了強大的支
撐。從中央到地方，國家正在積極謀篇布
局，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
全國兩會的召開，為香港中小企業提供了
寶貴的發展指引。習近平主席在參加江蘇
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要搭建平台、健全體
制機制，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讓創新
鏈和產業鏈無縫對接。這些重要論述為香
港中小企業指明了發展方向，也為特區政
府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參考。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創新科技高
地，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香港各界應認
真學習、深刻把握全國兩會精神，把握主
題、抓住重點，發揮制度優勢，積極作
為。通過加速推動創科創新和應用，香港
可以進一步增強經濟動力，提升發展質
量。最近一段時間，在科技股的帶動下，
港股氣勢如虹，成交量大為暢旺，這正是
香港創科生態圈日益完善的體現。

從更高的歷史維度和更寬的國際維度來
看，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必然選擇。
香港作為 「一國兩制」下的特別行政區，
擁有 「內聯外通」的獨特優勢。在國際地
緣政治複雜化、變亂交織的大背景下，香
港可以進一步發揮好自身的獨特優勢，特

別是強化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做好資金融
通和民心相通等方面的工作。此外，香港
還可以在創科、金融及貿易等領域發揮橋
頭堡作用，助力內地企業 「走出去」、國
際企業 「引進來」。通過加強與內地的合
作，香港可以實現資源共享、優勢互補，
共同推動國家高質量發展。

應主動識變應變求變
對於香港中小企業而言，學習並貫徹落

實全國兩會精神意味着新的機遇。中小企
業應積極引入先進技術，提升生產效率和
產品質量，並加強與內地企業合作，共同
開拓國際市場。

在市場拓展方面，香港中小企業應主動
識變應變求變，通過創新模式釋放市場潛
力。例如，可以打造更多文化、體育、景
點的新體驗活動，吸引更多遊客和市民前
來消費。此外，還可以積極探索電子商
務、跨境電商等新興渠道，拓寬市場銷售
範圍。

在這個大時代、大機遇面前，香港中小企
業應積極學習並貫徹落實全國兩會精神，把
握國家發展大勢和香港機遇。相信在國家和
特區政府的支持下，香港中小企業一定能在
未來的發展道路上走得更遠、更穩。

周八駿周八駿

鑪峰遠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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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高水平人才高地 推動評價體系創新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副團長、立法會議員、民建聯副主席 陳勇

2025年是中國 「十
四五」規劃的收官之
年，也是 「十五五」

規劃的開局之年。在此關鍵時刻，全國兩會
再次強調了人才在國家發展和民族振興中的
核心作用，並明確提出要全面提升人才隊伍
質量，發揮人才高地和人才平台的輻射作
用，加快建設國家戰略人才力量。就此，香
港應發揮獨特優勢，發揮作為國際人才樞紐
和國家人才門戶的作用，為國家發展大局貢
獻力量。

推動人才評價標準對接
為貫徹落實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粵

港澳大灣區正積極建設高水平人才高地。
2024年10月底，廣東省人力資源保障廳與香
港、澳門特區政府相關部門在廣州南沙合辦
了 「粵港技能人才評價合作框架協議簽署」
儀式。此次合作旨在探索在旅遊餐飲、工程
科技、護理服務等領域拓展 「一試三證」及
「一試兩證」合作模式，推動大灣區技能人

才評價技術及規範對接。通過引進港澳地區
在行業內領先且廣受大眾認可的培養評價標
準，並推進國家技能人才評價制度在港澳推
廣實施，進一步促進職業院校（技工院校）
師資的雙向交流。

香港推進多項大型基建，尤以北部都會區
建設為代表，面臨建造業人力資源短缺的顯
著挑戰。為此，粵港兩地計劃在今年內在建
造業首個試行工種中實施 「一試多證」安
排，以紓緩港澳建造業技工短缺問題。該安
排將消除大灣區人才資歷認證障礙，拓寬人
才市場，緩解本港建造業專業人才短缺的緊
迫問題。

深化「一試多證」模式合作
然而，本港多行業人才短缺，為強化

「一試多證」模式，助推大灣區發展，建
議從三方面深化合作：首先，擴大工種覆
蓋範圍，在建築業的成功試點基礎上，將
「一試多證」模式延伸至更多行業和工

種。其次，粵港澳三地需針對新興產業及

跨區域業務對人才的新要求，開發符合市
場需求的 「一試多證」課程，以滿足人才
素質提升的需求。鼓勵內地與香港的教育
機構合作開發課程，採用線上線下混合教
學模式，提升人才培養質量。最後，本港
應加強宣傳推廣 「一試多證」模式。對於
內地學生和求職者，重點宣傳在香港考取
的證書在內地就業和職業發展中的優勢。
針對香港居民，突出在內地考取的證書對
其在大灣區等內地市場拓展業務、就業的
便利性。通過有效的宣傳推廣，進一步提
升 「一試多證」模式的社會認知度和參與
度，促進區域人才資源的優化配置。

香港通過 「一試多證」模式，推動區域人
才評價體系的創新與融合，旨在提升人才評
價效率及區域協同發展。未來，粵港澳三地
將會不斷擴大和深化 「一試多證」合作範
圍，為國家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人
才支撐。香港作為國際人才樞紐，將繼續發
揮其獨特優勢，攜手粵澳兩地共同書寫大灣
區發展的新篇章。

港事講場

特朗普與拜登對待中國的同和異
周八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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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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公告所载老凤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 年度主要财
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老凤祥股份
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24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5,679,287.65 7,143,564.14 -20.50
营业利润 342,268.82 396,816.15 -13.75
利润总额 341,813.20 397,901.48 -14.10
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4,980.17 221,439.53 -11.95
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80,345.61 215,573.50 -16.34

基本每股收益（元） 3.7273 4.2331 -11.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6.20 20.53 下降 4.33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273,114.24 2,433,384.78 -6.59
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249,808.83 1,157,398.22 7.98
股本 52,311.78 52,311.78 -
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3.8915 22.1250 7.98

注：上表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制。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679,287.65 万元，同比下降 20.50%；实

现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4,980.17 万元，同比下降 11.95%；实现归
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0,345.61 万元，同比下降
16.34%；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14,634.56 万元，较 2023 年度 5,866.02 万元增长
149.48%，主要是公司 2024 年度收到的高质量发展项目等财政补贴同比增加；
基本每股收益 3.7273 元，同比下降 11.95%。

2.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2,273,114.24 万元，较期初下降 6.59%；
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1,249,808.83 万元，较期初增长 7.98%；
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23.8915 元，较期初增长 7.98%。

（二）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为：
1.2024 年，世界经济增长动能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加之黄金价格持续

上涨不断刷新历史新高，导致黄金珠宝消费疲软。根据中国黄金协会的统计，
2024 年我国黄金首饰消费量为 532.02 吨，同比下降 24.69%。本报告期公司
黄金珠宝首饰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有一定下降。

2. 公司积极推动市场拓展，提升“藏宝金”“凤祥囍事”主题店的市场布局，
升级焕新零售店主题形象，但由於黄金珠宝消费疲软，公司的网点拓展不及
预期。截至 2024 年末，公司共计拥有境内外营销网点达到 5838 家，其中直
营店 197 家（含境外直营店 15 家），比期初净增加 10 家；加盟店 5641 家，
比期初净减少 166 家。

三、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但本公告

所载 2024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的合并报表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董事长杨奕、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凌晓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王真

瑜签字并盖章的 2024 年度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老凤祥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3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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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哲

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昨日
閉幕，大會表決通過關於政府工
作報告、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
告等決議，亦批准 2025 年國民經

濟和社會發展計劃、2025 年中央預
算等。今年全國兩會標注下新的時代方位

——高質量完成 「十四五」規劃目標任務，為實現
「十五五」良好開局打牢基礎。國家進一步推動高

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對外開放，亦必賦能香港經濟發
展並提供新關鍵推動力。香港要落實好兩會精神，
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對接好國家戰略，把握好
龐大新機遇。

全國兩會部署安排全年工作，釋放政策方向大信
號，是國家發展的風向標。百年大變局加速演進，
外部環境更趨複雜嚴峻，可能對經濟發展造成更大
衝擊；政府工作報告訂出今年GDP增長5%左右的預
期目標，乃經綜合研判、科學論證、系統平衡而穩
慎提出，兼顧了需要與可能，既是雄心勃勃，亦傳
遞出中國推動經濟持續回升向好的決心。報告提出
多項政府工作任務，包括：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
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因地制宜發展新質
生產力，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深入實施科教
興國戰略，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推動標誌
性改革舉措加快落地，更好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
作用；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積極穩外貿穩外資。
國家扎實推動高質量發展，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以中國的確定性穩住不確定的世界，不單是全球共
同發展的建設力量，也為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注
入發展新動力。

全國兩會亦為香港未來發展領航指向，具有重要
指導意義。政府工作報告不單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還首次提出支持香港深化國際交往合
作，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作為國家與國際之間
的 「超級聯繫人」和 「超級增值人」，香港要強化
內聯外通的橋樑作用，除了鞏固跟歐美等傳續市場
的經貿往來，還要大力開拓包括中東、東盟、中亞
等新興市場，及為高質量共建 「一帶一路」發揮作
用，不斷提升國際影響力，同時探索更多的商機。
同時，對接國家高質量發展，香港還須在創新創造
中，不斷塑造新動能新優勢。全國兩會關於推動科
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強化教育對科技和人才支
撐作用等重要論述，對香港同樣具有重要指導意
義。香港必須立足改革創新，走發展新質生產力新
路，把建設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和建設國際創科中
心，與鞏固提升三大國際中心、對接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現代產業體系緊密結合起來。

香港正在加快推進 「由治及興」，要更加堅定維
護國家安全，集中精力拼經濟、謀發展、搞建設，
鞏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維護自由開
放規範的營商環境，加快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新
產業、新賽道。由特區政府、港代港委，到社會各
界，皆要落實好兩會精神，發揮香港國際化的獨特
優勢，助力國家新質生產力及擴大高水平對外開
放，為強國建設及民族復興作出更大貢獻，為香港
的高質量發展及市民共享紅利作出更大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