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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神奇制药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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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神奇制药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股东张娅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10,304,7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3%。
上述股份来源於 2023 年 7 月通过大宗交易取得。张娅女士系公司控股股东
贵州神奇控股（集团）公司的一致行动人。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张娅因个人资金需要，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10,304,700 股。 
本次减持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实施，且

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上述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减持。若在减持
计划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
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张娅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 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10,304,700 股

持股比例 1.93%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大宗交易取得：10,304,7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
一
组

张娅 10,304,700 1.93%
张娅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芝庭的侄女，
公司股东张之君的女儿

贵州神奇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90,661,620 16.98%
贵州神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
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张芝庭控制
的企业

第
一
组

贵州迈吉斯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88,001,946 16.48%
贵州迈吉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实际控
制人张芝庭控股的企业

张之君 26,703,050 4.99% 张之君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芝庭的弟弟

文邦英 24,178,700 4.51% 文邦英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芝庭的妻子

合计 239,850,016 44.91% —

注：以上表格数据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张娅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0,304,700 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93%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5,340,716 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0,304,700 股

减持期间 2025 年 6 月 11 日～ 2025 年 9 月 8 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大宗交易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要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
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

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

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股东张娅女士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

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
量等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

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
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在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减持主体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神奇制药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5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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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話短說

港事講場

熱門話題

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來自香港
加內地企業商貿代表團圓滿完成

任內第二次中東之行，引發了社會廣泛的關注，各
界紛紛對行政長官這次成功出訪表示高度的讚許。
在世界百年未有大變局下，香港和中東各國的合作
意義尤顯重大深遠。

中東地區投資潛力巨大
事實上，中東地區是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

路的交匯點；是兩洋三洲五海之地，其處於連接亞
歐非三大洲、溝通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樞紐位置；是
扼東西半球的交通要衝，連接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
運輸網中心。全球 60%的石油和 25%的貿易通過黑
海-地中海-紅海-波斯灣-印度洋-马六甲這条海上
黄金通道运输。中東是世界能源中心，海灣國家掌
握全球近50%的石油儲量，這一地區集中了22個阿
拉伯國家兩億多人口，沙特、阿聯酋、科威特、卡
塔爾四國主權財富基金合計超過2.5萬億美元，佔據
全球十大主權財富基金的四席。中東地區因其獨特
的地理位置和戰略價值，在全球政治、經濟與軍事
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

在全球油價持續上漲的背景下，該地區的購買力
呈現出持續增強的趨勢。卻由於工業基礎薄弱，中
東地區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居高不下。沙特、阿聯酋
等國對高端奢侈品、電子產品、優質家居用品等需
求旺盛。迪拜的購物中心匯聚全球頂級奢侈品牌，
年銷售額屢創新高。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分別是中
國在中東地區的第一和第二大貿易夥伴，而中國是
沙特和阿聯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是 「一帶一路」
的重要節點。中東地區是潛力無限，前景廣闊的商
貿投資優選之地。

卡塔爾、沙特推出《2030 年國家願景》，科威特
提出 「2035願景計劃」，旨在推動經濟多元化，降
低對石油產業的依賴，重點發展金融、科技、航空
等高端產業。這與香港當今在專業服務、國際金
融、創新科技及新型工業化的發展方向高度一致。
為此，特區政府高度重視與中東地區的經貿合作夥
伴關係，並積極推進中東市場的開拓工作。除了行
政長官兩次領團訪問中東數國，多個港府高層代表
團亦專程前往實地調研，尋求科技合作機會。

港與中東合作進入落實期
香港的努力已初見成效。數年間，在 「一國兩

制」框架下，香港憑藉自由港和物流優勢，通過建

立內地企業與中東地區的合作對接機制，有效促進
了兩地市場與商貿交流的互聯互通。中央政府對香
港的政策支持穩固，增強了中東投資者的信心，與
中東多國的合作已從開拓階段進入項目落實期。

金融合作方面，2024年，香港吸引中東主權基金設
立區域總部的規模同比增長42%。這一增長在粵港澳
大灣區與中東的聯動中發揮了顯著的雙向通道作用，
由此促成了2024年粵港經貿合作計劃突破千億規模。

在協助中東國家投資內地及其他新興市場的同時，
兼可吸引當地金融機構加入跨境人民幣支付系統
(CIPS），卡達設立中東首間人民幣結算銀行，中東原
油人民幣結算佔比提升至34%；香港交易所將沙特、
阿布扎比和迪拜的證券交易所納入認可名單，允許中
東企業來港第二上市。香港憑藉健全的法治和金融體
系，成為中東資本配置亞洲資產的首選平台，2024年
中東在港家族辦公室數量增至約2700家。

優勢互補資源共享
科技合作方面，香港與中東建立創新科技聯合實

驗室12個，涵蓋人工智能、6G通訊、量子科技等前
沿領域；技術轉移項目估值超50億美元，涉及新能
源、數字醫療等多個高新技術領域；超過20家香港
初創企業在沙特路演，部分企業已與中東機構簽署
合作備忘錄。

基建投資方面，參與中東智慧城市計劃總投資達
200億元，帶動工程設計產值成長15%。香港作為國
際創投中心，為中東企業提供技術轉化和融資支
持，沙特企業通過香港平台加速進入亞洲市場。

這次行政長官中東之行邀請20多位內地企業代表
參加，標誌着香港在促進中國與世界經貿、技術與
文化領域交流上的又一突破。香港與內地企業拼船
出海，雙方優勢互補、資源共享，不僅可以降低市
場風險，更能提升整體競爭力，實現協同效應共創
雙贏。是推動國家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舉措，也是香
港發揮 「走出去、引進來」功能，開展擴大 「內聯
外通」努力，發揮 「超級聯繫人」 和 「超級增值
人」角色的又一次典範體現。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 「一帶一路」重要節點，
在中東市場開拓中已取得顯著成效。儘管面臨地緣政
治等挑戰，但香港與中東經濟互補性強，在金融、科
技、貿易等領域的合作將持續釋放潛力，形成 「資
本+市場+技術」的共贏格局。未來隨着雙方合作不斷
深化，前景廣闊可期，香港有望成為連接中國與中東
地區資金、技術、人才流動的關鍵樞紐。

香港特區醫務衛生局
向立法會提交《2025 年

控煙法例(修訂)條例草案》，多名議員和業界
對控煙持有不同意見。爭議不斷，事出有
因，草案當中部分措施的確未有對執行可行
性進行深思熟慮，也未有充分從市民角度考
慮，例如，市民最想禁的 「火車頭」(煙民叼
着香煙走路) 行為，但局方只以 「難定義」
推卻而不見蹤影。

公共場合吸煙應受監管
吸煙對健康存在潛在危害，與飲酒及食用快

餐等行為類似，屬於個人選擇範疇。在保障公
共健康的前提下，社會應當為個人選擇保留適
度的空間。然而，手指夾着已點燃的香煙邊行
邊吸，又放下到貼近至近膝高度，其實這種自
私行徑讓較矮小的孩童十分難受，尤其在學校
區，罔顧其他人的健康。在街上被迫吸二手煙
的不負責任行為，應該受到監管，尤其是在狹
窄的小路上，與惡臭的二手煙狹路相逢，行人
更是沒得選擇被熏到滿面臭煙味。遺憾地，醫
衛局卻以在法律上 「難定義」，硬說較難寫在

條文及以執行上遇困難為由，避重就輕，對社
會最有共識的禁止 「火車頭」行為，未有着
墨，令人不禁質疑釐定政策的優次考量和迴
避，是否真的以市民為先。

禁止 「火車頭」沒法迎難而上，但同時卻對
可能動搖旅遊經濟的加味煙和水煙落刀。剛剛
在4月中旬的系列商品展覽會和5月初的勞動節
長假期，多個遊客區也有來自中國內地和海外
旅客，人聲鼎沸。在不同觀光景點、商場和酒
店附近，均有旅客圍着垃圾桶抽煙和加味煙。

禁加味煙政策不夠完善
從公共行政和經濟兩個角度來看，局方禁

加味煙未必合適，從公共行政出發，若特區
政府不允許出售加味煙，卻允許入境旅客帶
加味煙報稅入境，將衍生一連串的實際執行
問題，包括如何識別已申報的加味煙？難道
每支煙上均刻有識別標記嗎？如果沒有識
別，那麼法例則如同虛設，走私加味煙入境
若不設防，走私販子會借漏洞做走私加味煙
的獨市生意。不法商人只要經口岸，為少量
加味煙申報打稅換取進口許可證，便可利用
該證沒有綁定香煙批次的漏洞，重用該證走

私運入大量未繳稅的加味煙來港出售。
另一邊廂，從經濟方面：新政無疑會影響

香港自由開放、多元包容形象，減低對旅客
的吸引力，加劇港人外遊趨勢，影響整體旅
遊經濟，連帶本地餐飲業、展覽業也只會
受影響。香港奮力發展體育盛事、演唱會和
展覽產業，欲與鄰近地區競爭，奈何配套政
策卻未能跟上，最終只能讓商務旅客未能盡
興，或會選擇其他城市另覓機會。

固體廢物徵費不純是環保問題，更是經濟
及民生議題，控煙也類同。議員擔憂固體廢
物徵費政策可能重蹈覆轍，在立法會通過後
才發現不可行，此舉影響政府威信，實屬合
理。議案爭拗曠日持久，為避免波及經濟及
社會和氣，宜以宏觀角度對 「控煙十招」作
適當調整以作破局，尋找各方較為接受的方
法，例如把 「控煙十招」分開兩類處理；法
案例文表述清晰，具有可操作性。對於社會
已形成共識、實施難度較低的措施，如擴大
禁煙區域範圍、提高走私煙草製品刑罰力度
等，可優先予以審議通過；至於未理順如何
執行，社會分歧大的 「辣招」，如禁加味
煙、水煙則宜作適當調整再詳細討論。

中美日內瓦經貿會談
結束，兩國 90 天內分別

向進口對方商品徵收10和30%關稅，90天後
收的稅率會增加至24%，但雙方表示願意持
續協商。美方將對華商品稅率較高是因為其
中包括了以芬太尼為由加徵的20%關稅，中
方當時採取了包括關稅和非關稅措施在內的
反制舉措，而那些反制措施現在仍然有效。

貿易戰沒有贏家
特朗普關稅政策主要針對中國，旨在通

過高額關稅減少美國對中國商品的進口，
遏制中國發展。同時，美國威脅對其他國
家徵收 「對等關稅」，迫使相關國家進行
不平等談判，並施壓其排擠中國，以建立
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在關稅政策實施
前，特朗普團隊成員表示美國不願與中國
開戰，但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正如巴菲
特所言，美國對華經濟手段實質是一種戰
爭行為。然而，單純排斥中國商品並不能
促使製造業回流美國，因為美國消費者仍
會轉向其他國家的商品。

貿易戰沒有贏家。高關稅讓美國國內消費
萎縮、資產價格受壓，美國今年首季 GDP
更萎縮了 0.3%，經濟衰退風險也上升，特
朗普政府不得不急於與中國達成協議。貿易
戰會衝擊中國的一些專注出口美國的企業，
對新質生產力的影響卻不大，而那又是近年

中國經濟發展的側重點。因而中國樂於在平
等基礎上與美國協商，即使談不攏，失去美
國市場對中國經濟的衝擊也不會像一些西方
人所預期的那麼大。中國是第二大經濟體和
世界工廠，是國際貿易供給側的主要參與
者，美國則屬於需求方；在經濟博弈中，一
個需求方大戶的能耐往往是有限的。況且，
經濟增長是動態的，無論美國把關稅提高到
什麼水平，今年中國 GDP 達標的機會都很
大。

中國有充裕產能和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
而中國在特朗普 1.0 期間就已具備了那些條
件。中國在過去 10 年更加大了對研發的投
入；近年科研成果大量湧現。未來幾年，中
國可能在人工智能、芯片、人形機械人、商
用飛機發動機、低空交通運輸工具也會超越
或繼續領先美國。眼下中國與特朗普 1.0 相
比，更有獨立自主發展科技創新的信心和能
力。當然，科技創新需要長期奮鬥，縱然此
消彼長，彎道超車也需要時間，因而中美經
濟博弈會是一場持久戰。

中方未處於被動局面
前些日子，美國對中國商品徵收145%甚至

245%的關稅，實際等同禁運，而現在徵收
30%關稅也並不是一個低稅率。那正是特朗
普 「交易的藝術」，極限施壓，然後企圖迫
使對手接受對自己較有利的協議。惟中國的

能耐和政策定力比特朗普預期的大，而30%
的進口關稅嚴重阻礙壓兩國貿易，也會推高
美國國內的通脹。如果美國第二季度經濟繼
續收縮，會給特朗普造成更大的壓力。特朗
普近日表示願意訪問中國是由於受到國內外
壓力，他卻吹牛說否則中國經濟會崩潰，意
指他訪華是為中國好，就不知道有多少人會
相信他的說詞。

未來90天內，華盛頓還可能推出諸如芯片
等出口禁令和長臂管轄措施，旨在阻礙中國
芯片製造和人工智能發展。屆時，中國則會
採取反制措施，美國會再虛張聲勢一番。因
此，未來一段時間，中美貿易爭端會反覆出
現，而兩國貿易完全中斷的可能性卻不大。
美國對中國的依賴大於中國對美國的依賴，
中國對美貿易順差會依然存在，規模則可能
會縮小，中國對其他國家的貿易會增加。美
國下一任總統維持特朗普的對華敵視經濟政
策會是大概率事件；而由於中美貿易戰，美
國社會的福祉則會明顯減小。

特朗普也不時放話和平、統一等議題，意
在增加美方的談判 「籌碼」。特朗普一方面
要求製造業回流美國，另一方面要求中國開
放市場，實際是為其家族和小集團在華開拓
一些賺錢的機會。北京應該把那些話都聽進
去了，如何根據中國利益作出回應則是另一
回事。當前中美關稅戰不是中國主動挑起
的，但中國卻並不被動。

中美經濟博弈將是一場持久戰
戴韡

控煙爭議不斷仍需破局
慎思

中小企是香港經濟的中流砥
柱，推動中小企進行數碼轉型是

數字經濟發展的關鍵之一。為協助中小企在瞬息萬變
的市場中保持競爭力，特區政府撥款5億港元予數碼
港，推出 「數碼轉型支援先導計劃」（計劃），旨在
協助中小企應用基礎數字科技方案，以提升營運效率
及增加生意額，並在當前的營商環境下穩健發展。

計劃自推出以來反應正面，參與計劃的中小企普
遍認為計劃不僅有效降低經營成本及提升營運效率
(如引入電子支付及點餐系統)，更能擴展客源(如增
設網店)和加強與客戶溝通及提升顧客的整體消費體
驗(如整合社交媒體互動及優化客戶查詢渠道)等。
此外，中小企普遍認為計劃申請程序非常簡便，審
批過程效率高，一般在交齊所需資料後的兩個月內
就能獲批。作為 「先導計劃」，這些正面回饋不但
驗證了計劃的實際效益，更透過成功案例的示範作
用，提振同業對數碼轉型的信心。

數碼港理解到中小企進行數碼轉型時主要面對三

大挑戰，包括資金有限、缺乏科技人手及專業知
識、以及不知如何選擇方案供應商，因此在制定計
劃時提供針對性支援，由數碼港評估數字科技方案
的資料(包括方案的具體定價及功能)並於網站上發
布，讓企業申請人一目了然，並揀選切合它們需要
的方案。有關安排讓中小企毋需具備豐富的科技知
識，並可以省卻他們四處尋找方案供應商及比較價
格的時間，而透過計劃的資助，亦大大降低了中小
企數碼轉型的門檻。

計劃現時涵蓋餐飲、零售、旅遊及個人服務四大
行業。參加計劃的中小企，不乏一些擁有接近半世
紀歷史的老店，他們積極擁抱新科技，以提升客戶
體驗，加強競爭力；另亦有中小企成功利用社交平
台的力量，吸引新客源及拓展新市場。透過採用不
同的數碼方案，這些中小企都能在這個香港經濟轉
型的關鍵時刻中主動求變，把握新機遇。

我們期待繼續與各界攜手，幫助中小企實踐數碼
轉型，推動香港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

中小企數碼轉型勢在必行
數碼港首席公眾使命官 陳思源

拼船出海 內聯外通建新功
路敏盈

香港脈搏

內
地
谷
消
費

需
求
側
發
力

香港商報評論員 蘇信

國家統計局昨公布 4 月份經濟數
據，內地4月零售及工業等主要經濟
數據穩中有增，但增速放緩。統計
局新聞發言人付凌暉表示，外部不

穩定、不確定因素仍然較多，國民經濟
持續回升向好基礎還需進一步穩固，同時與

內地市場緊密相關的市場銷售和服務業穩中有升，認
為大力提振消費有利應對外部挑戰。當前美國挑起的
關稅戰陰霾籠罩全球，未來一段時間中國內地的外貿
將面臨諸多不確定性，前景難料，實施擴大內需戰
略，大力催谷消費，將是拉動中國內地經濟增長的主
動力和穩定錨。惟在增加有效供給之時，亦須在需求
側發力，更好提振國民消費能力，壯大消費底氣，自
願增加消費，將是持續釋放消費潛力，撬動內需巨輪
轉動的關鍵所在。

雖然美國開打貿易戰，外部衝擊加大，但中國內地
經濟仍保持增長勢頭。數據顯示，4月社會消費品零
售按年增長 5.1%；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按年增長
6.1%；前4個月固投按年增長4%；內地就業形勢總
體穩定，4月內地城鎮失業率按月跌0.1個百分點至
5.1%。總體而言，國民經濟頂住壓力穩定增長，延續
向新向好發展態勢。此外，國家統計局坦承，內地消
費內生動力需要進一步增強，顯然消費品零售及固定
資產投資均低於市場預期等諸多隱憂不容輕視。

為有效應對外部風險，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將 「大力
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放
在任務之首，並作出一系列具體部署，例如出台了
《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涉及服務消費提質、大
宗消費升級、培育新型消費業態、文旅與健康消費等
方方面面。這除了是在外貿不確定性上升時期，必須
更加倚重消費的 「穩定器」的功能之外，亦是因為近
年內地經濟發展模式日益向內需主導型轉化，消費對
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持續提升有關。

2024 年，中國內地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 48.3
萬億元，同比增長 3.5%，今年一季度最終消費對
GDP的貢獻率為51.9%，高於去年全年的44.5%，消
費無疑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隨着內地谷內需、
促消費政策效果持續顯現，包括消費品以舊換新加力
擴圍，明顯帶動相關產品銷售，旅遊相關服務消費增
長亦較快，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顯著。

與此同時，國家統計局表示，內地經濟循環存在
「堵點」 「卡點」，表示下階段要實施好提振消費專

項行動。要更好谷消費，則要想方設法讓居民想消
費、能消費、敢消費。在想消費方面，國家近年從增
加市場有效優質供給入手，加強供給側對居民的支
持，提供多元選擇。未來須從需求側發力，通過擴大
需求消化市場供應，帶動投資生產，讓經濟進入供銷
平衡的良性循環，而持續加大居民消費的信心則是當
中關鍵。例如 「以舊換新」，如果居民收入減少，不
肯去消費，即使有補貼，也可能事倍功半。提振消費
應先提振居民的收入，國家多渠道促進居民增收，鼓
勵工資合理增長，推動中低收入群體增收減負，穩定
房地產市場和資本市場，增加基層的福利保障，消除
「後顧之憂」，讓居民能消費、敢消費，催谷消費措

施才能起到實效，令內需真正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動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