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於 2025 年 5 月 21 日在公司本部召开 2024 年度股
东大会，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合计 674 人，代表股份
6,526,553,480 股，佔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82.54%。其中 B 股股东及股东代
表 21 人， 代表 股 份 231,001 股，佔公 司 B 股 股 份 总 数 的 0.05%。 公 司 部
分董事和全体监事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有效，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郎国民主持，
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於公司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二、关於公司 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三、关於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四、关於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25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五、关於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六、关於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七、关於公司 2025 年投资计划的议案
八、关於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九、关於公司 2024 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十、关於公司 2024 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 2024 年度述职报告。
特此公告。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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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集

港事講場

特區政府近期公布了首
階段9個旅遊熱點項目，

旨在通過開放如油麻地警署、舊城中環、九龍
城深度遊等地方，以及推動 「四山旅遊」（太
平山、鳳凰山、大帽山、西貢海），來振興本
地旅遊業。這些措施是積極的，但若僅停留在
「逛公園、爬山」的層面，則可能無法實現經

濟上的可持續性發展。開發旅遊不僅需要創新
思維，更需勇於追求盈利，形成產業鏈。若旅
遊開發僅停留於 「賠錢賺吆喝」，恐難支撐香
港作為國際旅遊樞紐的長遠發展。

根據公布的計劃，這些旅遊熱點項目涵蓋
了特色遊、生態遊、打卡遊等多種形式，並
涉及一些過去未曾對外開放的地點。政務司
副司長卓永興指出，新常態下旅客越來越看
重具有香港特色的景點。

須突破「小而美」局限
以 「四山旅遊」為例，太平山、鳳凰山等自

然景觀雖具吸引力，但現有基建容量有限，難
以承接大規模客流。反觀內地五嶽等名山，早

已形成 「門票+纜車+酒店+零售」的完整產業
鏈。例如泰山年接待遊客超800萬人次，門票
收入僅佔總收入15%，其餘來自索道、餐飲、
住宿等多元化業態。而香港鳳凰山雖有日出美
景，但缺乏配套基建，遊客體驗僅限於徒步，
難以轉化為實際的經濟收益。

此外，紅磡鐵路貨運碼頭、添馬紫花風鈴
木園等項目，雖具懷舊或生態價值，但若無
商業化運營，恐難吸引重複消費。香港需思
考如何將 「打卡經濟」轉化為 「消費經
濟」，例如在碼頭區引入特色市集、文創空
間，或將風鈴木園與婚紗攝影、戶外音樂會
結合，提升單客價值。

資本化經營至關重要
為了提升旅遊項目的盈利能力，可以借鑒內

地及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將部分旅遊資源外
包給專業的旅遊企業進行開發和管理。例如深
圳的歡樂海岸、海上世界等都是企業主導開發
的典型案例，它們以營利為目標，成功打造了
大型綜合性旅遊目的地。這樣的做法既能夠提

高資源利用效率，也能夠通過市場競爭機制，
促進服務質量的提升。

香港旅遊業的困局，部分源於政府對商業
化運營的過度憂慮。可參考新加坡模式：政
府負責制定土地使用、環保等框架性規則，
將具體項目交由專業運營商競標。例如，將
紅磡碼頭活化項目拆分為 「文化展示區」
「創意市集區」 「戶外餐飲區」，分別招標

不同運營商，既避免 「官商勾結」質疑，又
激活市場活力。事實上，在一個資本主義社
會中，政府應該鼓勵合理的商業行為，只要
操作透明公正，就能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
時，保障公眾利益不受損害。

開發旅遊項目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途
徑。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擁有豐富的
文化遺產和自然景觀，具備巨大的旅遊潛
力。要真正釋放這一潛力，就需要政府和企
業攜手合作，勇敢地探索商業化運營的新模
式。唯有如此，才能讓香港的旅遊業在激烈
的國際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並為市民創造
更多的就業機會和經濟效益。

2025年5月18日，親歐派羅馬尼亞獨立候選
人、布加勒斯特市長尼庫紹爾·達恩以54%的選
票贏得羅馬尼亞總統選舉。

選舉體現選民抵制極右翼
媒體將此次選舉稱為 「戲劇性」的結果。5月

4日首輪投票中，達恩僅獲得21%的選票，幾乎
是對手、極右翼候選人喬治·西米翁得票的一

半。
然而，兩周後的第

二輪投票中，西米翁
僅獲 46%的選票，明

顯落後於達恩。這一政治局勢的變化速
度遠超預期。這一變化出乎眾多觀察家

的意料。但這是羅馬尼亞公民的抉擇。1100萬
羅馬尼亞公民在 5 月 18 日投了票，投票率達
64%，創羅馬尼亞選舉史的新紀錄。

羅馬尼亞長達6個月的政治動盪平息，多數
公民選舉中與極右翼政黨保持距離，反映了歐
盟的政治影響力，並對美國特朗普政府的外交
策略構成挑戰。

2025年2月14日，美國副總統萬斯在第61屆
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演說稱，特朗普政府與
歐盟在意識形態上存在着根本性質的差異，其
中一方面是，歐盟在言論自由與民主領域出現
明顯倒退。萬斯所舉的實例之一便是，2024年

11 月 24 日 羅
馬尼亞總統選
舉 的 首 輪 投
票，極右翼候
選人克林·傑
奧爾傑斯庫勝
出，但是，12
月 6 日羅馬尼
亞憲法法院裁

定投票結果無效。
公開支持歐洲主要國家中的極右翼政黨，是

特朗普對外戰略中涉及歐洲的三項重要內容之
一。另兩項是，一、拉攏俄羅斯，離間中俄；
二、削弱北約，疏遠歐洲盟國。特朗普不僅要
歐洲盟國承擔保衛它們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
責任，而且，支持歐洲盟國中的極右翼政治勢
力、分裂歐洲盟國。

直至5月4日，羅馬尼亞大多數公民依舊傾向
極右翼政黨。5 月 5 日至 18 日，形勢發生逆
轉。政黨的競選工作固然是一個因素，但決定
性因素是，人民覺醒了。根據同時間段多國在
「對等關稅」雙邊談判中的立場分析，相關數

據顯示談判形勢呈現出不利於特朗普政府的演
變趨勢。這一趨勢可能在一定時期內持續存
在，其具體發展走向仍需進一步觀察。

歐洲各政治勢力嚴重對立
另一個相類似的事例是，5月18日，葡萄牙

舉行議會選舉，現任總理蒙特內格羅領導的中
右翼民主聯盟獲勝。

2022年5月，蒙特內格羅以72.8%的支持率當
選社會民主黨主席。2024年3月，蒙特內格羅

宣布其領導的民主聯盟在葡萄牙議會選舉中獲
勝，4月，蒙特內格羅就任葡萄牙政府總理。

2025年3月，主要反對派社會黨主導議會以信
任投票推翻蒙特內格羅政府。但是，阻擋不了蒙
特內格羅在兩個月後的提前大選中捲土重來。

這是葡萄牙公民的選擇，他們偏向中右翼。
這與羅馬尼亞多數民眾反對極右翼的立場一
致，與抵制特朗普政府對歐戰略的態度一致。

需要說明，本文是評論羅馬尼亞和葡萄牙選
舉結果，無意干預這兩國的內部事務。客觀地
看，兩場選舉皆反映民心思穩。究竟是對變亂
加劇的局勢產生恐懼，還是人民渴望有為的政
治家組建高效政府，以引領國家走出困境，可
能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歐洲面對史無前例的十字路口，歐洲因俄烏衝
突加劇面臨成為第三次世界大戰主戰場的風險，
極右翼勢力影響力持續存在，若中右翼或中左翼
無法扭轉困局，極右翼執政或不可避免，雙方勢
不兩立，標誌着西方民主制度遭遇空前危機。歐
洲目前尚未出現類似特朗普的政治人物，但缺乏
能夠挽救歐洲民主制度的領袖；若長期未能出現
引領歐洲走出困境的政治家，歐式特朗普將不可
避免。

面對愈趨惡化的俄烏衝突，深受各國內部
政治分裂困擾，歐盟和英國無法或無力振興
經濟。羅葡選舉結果敲響歐洲警鐘。

面對瞬息萬變的市場環
境，中小企經營壓力日益

加劇，抵受不住者便難逃結業厄運。資源有
限、技術滯後、人才短缺等問題，不僅限制
其業務增長，也在數碼轉型浪潮中逐漸被邊
緣化。中小企業佔本港企業總數的98%，為
約43%的香港總就業人口提供就業機會，其
持續發展乃促進香港產業未來布局的重要一
環，若無法有效推動數碼轉型、提高效率與
競爭力，則勢難跟上市場步伐。

首要挑戰是資金短缺
數字化轉型面臨的首要挑戰是資金短缺。根

據2023年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調查，約四成企
業指出資金不足正是數碼轉型的主要障礙。雖
然政府推出 「數碼轉型支援先導計劃」，最高
資助5萬港元或項目總開支50%，但對部分微
小企來說，這筆金額遠不足以覆蓋轉型成本，
所以計劃反應不算熱烈。例如，餐飲業推行基
礎網上推廣方案約需5萬港元，若進一步整合
會員系統及社交媒體推廣，總開支可達13萬
港元，對資金有限、回籠期長的微小企來說，
恐是一道無法攀越或不願攀越的高牆。

相關金額乍看不小，甚至覺得花掉了賺不
回，但企業還須考慮到，相較於長期人力成本
與營運效率提升，實屬 「除笨有精」的明智投
資。光是減少一名員工每年就可省下十萬港元
以上，在當前勞動緊張、人口老化的情況下，
數碼轉型不是為了裁員，而是應對人手不足的
必要投資，企業好應更積極地考慮參與。

其次，技術落後阻礙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
傳統行業對數字技術的理解局限在電子支付和
基本線上營銷，忽視數據分析、雲端管理等核
心技術，導致企業缺乏專業人才，轉型計劃難
以推進。現行資助計劃主要支援企業購置設備
和搭建基本系統，但對技術升級和人才培訓等
深層次需求支援不足，導致企業可能陷入 「表
面數碼化」困境，無法通過數據整合與分析優
化運營決策，投資回報率不如預期。

中小企業缺乏人才
所以，若缺乏具備相應數字技能的人才，

再先進的數字系統也難以發揮應有作用。大
企業憑藉高薪待遇吸納專才，令中小企在人
才競爭中處於劣勢。一些傳統行業不願將技
術交由外部公司處理，對引入外部專才心存

疑慮，加劇人才斷層。 「計劃」屬短期 「輸
血」模式，未能破解人才斷層的長期癥結。
企業依賴外包團隊搭建系統後，若無法建立
內部技術團隊，將面臨系統閑置風險；企業
需轉向內部人才培養，通過持續進修和技能
培訓提升數碼決策能力和技術水平。

從政策層面來看， 「計劃」較過往的 「科
技券計劃」16至18個月的審批期已大幅縮短
至 2 個月，因為申請主打精簡及便利，企業
僅需在網上提交申請表，並提供商業證明文
件、業務運作證明等等。然而，即使資料要
求並不複雜，需時 2 個月仍難言短。相比之
下，新加坡的生產力解決方案補助金申請僅
需4至6周，有時甚至更快。可見，香港現行
計劃的審批效率仍具提升空間，縮短審批時
間將有助企業更靈活把握商機。

因此，為了有效支持中小企突破重圍，政
府應進一步調整現行支援機制，中小企亦應
積極尋求市場融資，優化內部管理，加強員
工數碼技能培訓。唯有政府與企業共同努
力，方能助中小企在數碼化浪潮中立足，逐
步推進數字化轉型，促進本港經濟的多元化
與可持續發展。

開發旅遊要敢於賺錢
學研社成員、時事評論員 吳桐山

兩場選舉折射歐洲面對史無前例十字路口
周八駿

中小企數碼轉型困局須破解
于文

周八駿周八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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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評論員 蘇信

港鐵公司主席歐陽伯權昨表示，港
鐵目前處於投資高峰期，項目涉及投
資逾千億元，形容港鐵正進入 「很刺
激」的增長期。港鐵承擔本港逾500

萬人次的日常出行，是本地公共運輸系
統的骨幹，興建新鐵路亦能帶來龐大的社會

經濟效益，有助提升本港的競爭力。港鐵建設加速，
社會各界對此樂見其成。在具體執行層面，港鐵宜及
早做好規劃，滿足未來龐大的資金需求，以及應對同
時推進多個鐵路新項目將要面臨的人手和資源壓力，
確保相關項目順利進行。尤其是北部都會區，承載着
香港創科發展、強化與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的關鍵角
色，事關本港新產業布局和經濟轉型，相關鐵路項目
建設必須重點推進，以便更好更快惠及經濟民生。

港鐵正進入新一輪鐵路興建期，包括已經動工興建
的東涌線延線、東鐵線古洞站、屯門南延線、小蠔灣
站及屯馬線洪水橋站，這些項目將在2027年起陸續
落成。而北環線主線鐵路方案上月獲得批准，前期工
程已開展。織密鐵路網絡改善出行條件，自然受到市
民的期待和歡迎，未來新鐵路項目的落成和啟用，不
僅能夠帶動地方社區的經濟活動，亦有助加速香港建
設和融入大灣區，進一步釋放發展潛力，為香港長遠
經濟發展作出貢獻。因此，在確保質量和安全的前提
下，新鐵路項目建設進度愈快愈好。

與此同時，逾千億元的龐大投資，以及用於資產更
新和保養的650多億元投入，對港鐵的財務將是很大
的挑戰和考驗。早前坊間曾傳出，因市道不理想，港
鐵有意發債融資、出售或抵押商場及其他物業等，以
紓緩新鐵路項目帶來的現金流壓力。惟近期受惠於本
地鐵路服務及過境服務乘客量回升，加上物業收成利
潤大升，港鐵業績表現強勁，去年總收入逾 600 億
元，按年升逾 5%，純利近 158 億元，按年大增 1.03
倍，財務狀況明顯改善，有條件、有能力按計劃推展
新項目。對港鐵來說，投入雖大，但新鐵路項目落成
後亦是業務的新增長點，將帶來豐厚的長期回報，這
是多贏之舉，正如歐陽伯權形容，投資是對香港未來
投下信心一票。

當然，在美國關稅政策等帶來的不確定因素下，為
應對市道可能出現的波動和變化，港鐵必須在財務管
理和資本利用上保持高度前瞻性，審慎理財，想辦法
開源節流，確保未來鐵路項目投資的可持續。例如在
節流方面，考慮引入創新科技以提升生產力，加快相
關人才輸入程序，縮短興建時間；從制度、管理等方
面入手控制和減低成本。開源方面，探索多元運營模
式，拓展業務領域，更好實現盈利；在還款安排清
晰、有效控制債務水平的前提下，通過發債、銀行貸
款等多種渠道融資，解決短期現金流不足的壓力，務
必令工程不受影響。

北部都會區作為香港未來發展的核心戰略區域，港
鐵在 「基建先行」中發揮重要作用，相關鐵路工程必
須得到優先保障。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昨表示，
不排除使用或混合其他方式，為北都新鐵路提供財政
支持，相信有助降低港鐵資金壓力。港鐵方面宜做出
整體部署，分清緩急優次，適當調配資源， 「提速提
效」推進北都各項鐵路建設，將北都新引擎加速啟動
起來，為香港開創發展新局面賦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