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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新社聯理事長 陳勇

嚴防疫情反彈 須防患於未然 港事
講場

參政
議政

在2019年修例風波和黑暴事件後，中
央下決心修補香港的國家安全漏洞，實
施香港國安法和完善特區選舉制度一套
組合拳。新一屆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李
家超在此過程中深刻理解國安法和新選

制的精神，相信是彰顯有香港特色民主制度的合適人
選。

去年3月1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高票通過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
度的決定》，改組選舉委員會及立法會，設置候選人
資格審查委員會。中聯辦發言人當時指，《決定》充
分體現包括香港人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切實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集
體意志，是國家從憲制層面堅持和完善 「一國兩制」
制度體系、確保香港長治久安的必要之舉，充分體現
了合法性、正當性和進步性。

亂港者出局 愛國者進場
香港過去的選舉制度存在很多問題，其中最大的問

題是讓 「亂港者」 有機會利用選舉制度入局。因此，
新選制設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並確認
選舉委員會委員候選人、行政長官候選人和立法會議
員候選人的資格，確保候選人資格符合基本法、香港
國安法等法律的規定。新選制以 「愛國者治港」 為民
主之錨，確保反中亂港者出局、愛國愛港者進場，為
香港民主定下清晰的政治倫理和法律邊界。

首先，《決定》具有無可爭辯的合法性。根據憲法
和基本法規定，中央擁有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及
其制度的憲制權。全國人大從憲制層面決定完善香港
選舉制度，是其權力和責任所在，具有不容挑戰的權
威性。

其次，新的選舉委員會由 1500 名選委構成，新增
「港區全國人大、港區全國政協和全國性團體香港成

員的代表界」 作為第五界別，同時將原來的38個界別
分組調整為40個界別分組，增設 「中小企業」 、 「基
層社團」 、 「同鄉社團」 、 「內地港人團體的代表」
等界別分組，體現了均衡參與原則，塑造了一個更能
均衡代表香港各階層利益又能代表 「一國兩制」 整體
利益的選舉委員會。

新選制大大拓展了香港社會各界均衡有序的政治參
與，保障了香港居民的民主權利和民主質量，使選舉
委員會更加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有利於香港民主制
度的穩健發展和社會的長治久安，具有明顯的合理
性。

新選制落實的過程中，新一屆選舉委員會在去年9
月和新一屆立法會在去年12月成功選出，象徵香港民
主新秩序啟幕。今年1月3日，新選制下的香港立法
會依法宣誓就職，代表新選制取得民心、成功實踐，
香港民主進入新紀元。

香港民主從此不受西方干預
去年年底，國務院新聞辦發布《 「一國兩制」 下香

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點出了三個關鍵之處：其
一，英國殖民統治下沒有民主；其二，香港民主是中
央主導下發展和演變的；其三，香港民主在新選制下
將穩定地成為中國民主的一環，前景光明。

時任政務司司長的李家超在年初反駁《經濟學
人》社論對香港民主秩序的污名化時指出：其一，
新立法會選舉公平公正；其二，選舉不存在任何操
縱，試圖操縱和破壞選舉的是反對派勢力；其三，
香港基本法保護居民的選舉權、被選舉權、言論自
由和新聞自由，警方的任何行動依法進行並受到本
地法律約束；其四，民主是多元的，香港民主不接
受外來強加，香港國安法維護了香港民主秩序和營
商環境。

李家超的回應以基本事實和法理作出解釋說明，釋
放出香港依法走自身民主道路的決心和意志，擲地有
聲地指出中央主導下的香港民主從此不再有西方干預
的餘地。

香港國安法和完善特區選制是中央的撥亂反正組合
拳，是 「一國兩制」 的法治重構，目的是從制度上徹
底排除反中亂港勢力。新選制將高度自治權真正交回
到香港選民及其選出的管治團隊手中，並以選舉和自
治服務香港、服務國家，促進 「一國兩制」 良性發
展。相信通過選舉制度的完善，香港一定能夠走出
「政治泥沼」 ，集中精力破解深層次矛盾與問題，發

展經濟、改善民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實現良政善
治，再創發展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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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國安法新選制組合拳重塑特區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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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伊始，香港就被 「不請自來」
的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突襲，部分人鼓
吹 「變種病毒Omicron宛若流感」 、宣
揚 「與病毒共存」 ，事實證明不可輕

敵，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經歷了 「幾何式」 激增的個案，在數以百萬計的

港人確診後，疫情終於呈現回落象。政府早前宣
布 4 月 21 日起分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包括食肆
恢復晚市堂食至晚上 10 時，戲院、室內外體育處
所、健身中心、美容院和按摩院、主題公園、博物
館等場所亦重開。消息一出，全港市民都鬆了一口

氣， 「宅家」 許久終於可以約上好友小敘；作為受
影響業界人士，終於可以正常營業，告別 「手停口
停」 的日子。於是，從復活節假期開始，就可以感
受到很多人的心已經按捺不住地要飛出 「牢籠」 ，
放寬措施首日，街上、戲院、樂園等處所人山人
海、摩肩擦踵。

疫情已經持續困擾香港兩年之久，對社會經濟運
作、市民身心健康均造成巨大影響，分階段放寬社交
距離措施利於經濟復蘇，亦有助緩解市民長期積壓的
抗疫疲勞，但必須強調的是，放寬措施絕不等於可以
放鬆警惕，相反，我們要更加小心，嚴防疫情反彈，

更要預防第六波疫情到來。從個人層面看，要以自己
及家人的健康為重，外出時正確佩戴口罩及做好清潔
消毒工作，防止病毒侵入人體。經常進行快速抗原測
試，確保安全的同時有助 「早發現」 。當然，積極接
種疫苗亦是十分必要，能夠有效預防重症和死亡悲劇
的發生；從政府層面看， 「安心出行」 和疫苗通行證
要做好，包括加強執法工作以嚴防及嚴懲 「鑽空子」
行為。吃一塹長一智，要與病毒 「鬥快」 ，就必須做
到防患於未然，加強病毒追蹤功能，及早截斷本地傳
播鏈，讓病毒無路可走，讓第五波疫情的悲劇不再重
演。

香港記者協會日
前召開特別會員大
會，討論所謂 「前
景去向」 。記協主

席陳朗昇披露 「會上有人提及 『
解散』 」 ，但他強調 「現階段未
有定論」 ， 「可見將來都係繼
續運作」 云云。

為什麼記協突然要召開所謂特
別會員大會討論前途問題？這不
單在於近期記協醜聞纏身，其主
席更一直對自身醜聞三緘其口，
毫不尊重市民的知情權，更是由
於香港已經進入國安法時代，記
協以往與外國勢力的密切關係，
隨時觸及法律底線。記協要討論
前途，甚至放風指有成員提出解
散，明顯是心中有鬼，也是有意
博取社會同情，企圖炒作事件為
自身製造保護傘。然而，香港是
法治之區，記協當然不能超越法
律，如果記協確實有違法行為，
不論其如何炒作，都必將難逃法
網。

記協多年來一直擔當反中亂港
勢力喉舌，名為傳媒業界組織，
但言行卻極盡偏頗之能事，與反
對派沆瀣一氣。最令人側目的
是，記協在 「黑暴」 期間公然為
反中媒體、假記者及兒童記者發
放記者證，充當保護傘，讓這些
假記者在 「黑暴」 期間到處為暴
徒張目。記協及後又成立來歷不
明的所謂 「記者保護基金」 ，繼
續為一班政治記者撐腰。多年來
記協利用記者組織身份參與政
治，早已逾越了業界組織的操守
和界線。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曾狠
批記協政治掛帥，滲透校園，拉
攏 「學生記者」 入會，質疑其代
表性，呼籲記協公開會員資料及

帳目以正視聽。

記協與外國反華組織關係密切
記協更與外國反華組織有千絲萬縷關係，當中包

括臭名遠播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及美國國
際事務民主協會(NDI)。NDI每年都會發表所謂 「香
港民主化承諾」 報告，對香港內政指手畫腳，甚至
公開就香港的民主發展以及抗爭下 「指導棋」 。而
在2016年的 「香港民主化承諾」 報告中，NDI竟然
特別感謝多個反對派組織包括 「真普選聯盟」 、公
民黨、民主黨、 「香港 2020」 、 「香港人權監
察」 、香港記者協會、 「學民思潮」 等。

這裏有兩個問題值得留意：一是 NDI 將記協與
「真普選聯盟」 、公民黨、民主黨等反對派主要政

團及政治組織並列，反映在NDI及其報告眼中，早
已將記協與這些主要的反對派政團及組織相提並
論。

二是研究報告對致謝人士，是十分認真和嚴肅
的。NDI特別向記協點名致謝，自然是記協為這份
報告以至為NDI的工作 「貢獻良多」 ，否則為什麼
除了主要反對派政團組織之外，NDI唯獨點名感謝
記協？這說明記協與 NDI 確實存在密切的合作關
係、夥伴關係，報告上的致謝就是最有力的證據。

然而，記協卻一直否認與這些外國組織有關係，
顯然是做賊心虛，怕惹火燒身。早年就有網上資料
揭露，NDI自1995年起共投入逾3000萬港元，操控
本港反對派組織及大專院校，啟動多個青年項目，
間接介入示威行動、煽動學生抗議、資助所謂的
「民主運動」 。NDI更熱衷發表大量的研究報告干

預香港內政，不論是行政長官選舉，還是立法會選
舉，甚至是區議會選舉，NDI幾乎都有跟進報告，
已經引起中央相關部門及香港各界的狠批。

香港已經進入國安法時代，NDI愈高調，只會引
起愈大的反制，連帶與其有關的反對派政團組織都
隨時會受到牽連，國安法四大罪行中， 「勾結外國
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量刑起點以3年
起計，是四大罪行中刑罰較重的一項。如果有香港
的組織或人士，定期向外國勢力控制的政治組織、
情報組織，提供秘密或情報，甚至配合外國勢力對
香港干預滲透，已經觸犯國安法，自然令有關人士
及團體寢食難安，忙不迭討論前途問題。世上沒有
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更沒有無緣
無故的怕，記協究竟怕什麼，恐怕自己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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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俄烏戰爭等多項因
素持續推升通貨膨脹，全球經濟
數據表現欠佳，台灣也不例外。
台當局主計總處日前發布3月失
業 率 為 3.66% ， 較 2 月 上 升
0.01%，連兩個月呈上升趨勢，
由於3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
增率飆升至 3.27%，使得 「痛苦
指數」 來到 6.93%，比 2021 年五
六月台灣本土疫情大爆發時還
高。尤其 「物價上漲」 和 「失業
率」 都是影響民眾生計的切身因

素。看來台灣 「痛苦指數」 已逾6%，雖然主因是通
脹引發，但今年失業率和通脹雙箭齊發，加上疫情飆
升，台灣民眾只會苦上加苦。

台當局主計總處未曾考慮俄烏戰爭引發的變數，也
忽略當時已殺機深重的油氣價格。但即使最近加入俄
烏戰事的因素後，主計總處依然不改輕忽與樂觀，僅
微修物價指數與經濟成長率。尤其今年是台灣選舉

年，蔡英文當局無論如何要把經濟數字做得漂亮，才
能讓民眾繼續票投民進黨。問題是，此種 「溫水煮青
蛙」 的策略，真能煮掉民眾對日常生活的痛苦感受
嗎？單就消費者物價指數而論，很多國家都將 「房
價」 的漲跌納入指數，但台灣主計總處的算法卻刻意
略去 「房價」 ，讓人感覺此一物價漲跌數值是不真實
的。

試觀今年春節台灣碰上10年來最嚴重的雞蛋荒，即
使農委會主委陳吉仲保證3月中旬不再缺蛋，並兩度
祭出價格補貼。現在連清明節都已過了，雞蛋供需仍
未回穩，卻又新增了雞肉供應不足的問題。受俄烏戰
爭及全球禽流感的影響，台灣進口雞肉的數量減少；
為此，農委會只能專案進口雛雞及受精蛋應急。尤有
甚者，蔡當局不斷誇口台灣經濟情勢大好，稅收如何
超徵；說穿了只為便於自己頻頻揮霍補貼、 「政策買
票」 。10年來最大的 「痛苦指數」 出現，讓台灣民眾
擔憂的，其實不只是由於通脹高漲，而是2016年勝選
時自許 「謙卑」 的蔡當局，愈來愈走向主流民意的對
立面，這才是台灣民眾最大的痛苦。

4月初台灣新冠疫情本土確診數不斷飆高，蔡當局
卻開始推動 「與病毒共存」 ，但台灣主流民意顯然希
望維持 「清零」 ，蔡當局乃不斷創造新名詞意圖混淆
視聽，例如台行政機構負責人蘇貞昌倡議 「新台灣模
式」 ，防疫指揮官陳時中拋出 「經濟防疫新模式」 ，
顯然民進黨當局心意已定，就是要放棄清零，改採與
病毒共存。台灣疫情已經失控，現在不再是要不要貫
徹清零的問題，而是民眾開始被迫與病毒共存。

對此，我們不禁要質疑的是，在過去2年疫情考驗
下，台灣的經濟表現因外部需求增加，出口頻創新
高，GDP成長確實很好，但疫情防控真的很好嗎？回
顧過去台灣疫情兩度爆發，第一波缺口罩、第二波缺疫
苗，這一次缺快篩試劑、缺治療藥物，情況顯然並不樂
觀。台灣硬推與新冠病毒共存，後果可能非常嚴重，幾
個已解封的國家，如以色列感染率 43.169%、丹麥
40.511% 、 韓 國 31.574% 、 美 國 24.605% 、 新 加 坡
19.479%，台灣只有0.133%，加上疫苗覆蓋率與這些國
家相比並不算高，新加坡完全接種疫苗人口達87%、韓
國86%、日本80%，台灣只有78.2%，其中老人覆蓋率更
低，輕率推動與病毒共存，平心而論，風險太高。

總之，我們不由得擔心，台灣還不具備與新冠病毒
共存的條件卻超前實施，很可能是疫情失控後不得不
然，也可能是為了陳時中參選市長鋪路，無論哪一
點，對台灣民眾的生命與健康而言，都不會是有所助
益的。尤其近日台灣疫情狂飆，更暴露出防疫指揮中
心相關防疫物資整備嚴重不足的窘狀，從目前疫苗、
藥物、篩劑三缺的情況看，看到的就是一個欠缺準
備、且戰且走的 「混亂模式」 。

台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協會副理事長 潘錫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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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來主要貨幣變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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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鎊兌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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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來主要貨幣變幅

2022年1月 2月 3月 4月

人民幣兌美元
歐元兌美元
英鎊兌美元
日圓兌美元

美元逞強 各幣貶值美元逞強 各幣貶值美元逞強 各幣貶值

今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走勢平穩，惟最近也開始受

美元強勢影響。人民幣年內下跌約3.6%，但絕大部分跌

幅是發生於4月中下旬，即美元升息預期大幅升溫之際。

同期日圓、歐元、英鎊也大幅貶值，幅度比人民幣

有過之而無不及，年內兌美元共下跌了7%至

11.5%。上述三隻貨幣自3月起已開始下跌，踏入4月

中下旬則加速下瀉，跌勢顯然跟人民幣而有所不

同。事實上，人民幣兌美元雖見下跌，但換作兌日

圓、兌歐元、兌英鎊計算，今年以來則是分別升約

10%、4%、2%。

美國加息壓力沉重，市場押注美聯儲升息將會加快

和加大，以致美元匯率近期逞強，相對地，其他主要

貨幣則明顯下滑。

美國加息周期啟動，吸引全球資金回美，就連港匯

都跌至弱方兌換保證水平；展望將來，收水過程仍勢

為貨幣及金融市場帶來動蕩。

股票简称：老凤祥         股票代码：600612               编号：临 2022-002 
                  老凤祥 B                        900905

老凤祥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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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
责任。

老凤祥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向全体董事发出书面会议通知，
并在 2022 年 4 月 28 日如期召开了董事会十届十次会议。出席会议的非独立
董事和独立董事应到 9 名，实到 9 名（其中独立董事应到 3 名，实到 3 名）。
会议由石力华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管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及程
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公司 2021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详细内容同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www.sse.com.cn；
该议案需提请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需提请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该议案需提请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公司 2021 年度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的议案》
公司 2021 年初各项减值准备余额合计为 10,624.69 万元。本期合计计提各

项减值准备 1,106.43 万元，转回 643.66 万元，转销 155.29 万元。公司 2021
年末各项减值准备余额合计为 10,932.17 万元。

五、《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 2021 年分配预案如下：
1. 公司拟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523,117,764 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红利 14.50 元 ( 含税 )，总金额为 758,520,757.80 元 (B 股红利
按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日下一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兑换
人民币中间价折算 )。派发后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余额为 1,434,139,656.11 元，
结转下一年度。2021 年度公司现金分红占合并报表 2021 年度归属于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的比例为 40.43%。

2. 2021 年度拟不进行送股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3.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如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

配总额不变，同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司授权公司董事会相应调整每股分红比
例，并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该议案需提请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详细内容同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的临

2022-004 公告。
六、《关于支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 2021 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费用的议案》
七、《关于继续聘请众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

议案》
详细内容同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的临

2022-007 公告，该议案需提请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八、《关于 2022 年度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一揽子担保的议案》
详细内容同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的临

2022-005 公告，该议案需提请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九、《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详细内容同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www.sse.com.cn。
十、《公司独立董事 2021 年度述职报告》
详细内容同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www.sse.com.cn。
该议案需提请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一、《关于继续聘请众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2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

的议案》
详细内容同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的临

2022-007 公告，该议案需提请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二、《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老凤祥有限公司委托理财的议案》
详细内容同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的临

2022-006 公告，该议案需提请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三、《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有关《公司章程》修订的详细内容同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上的临 2022-008 公告，该议案需提请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修订后的《老凤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同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上：www.sse.com.cn。

十四、《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有关《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修订的详细内容同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的临 2022-009 公告，该议案需提请 2021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修订后的《老凤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同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十五、《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
详细内容同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www.sse.com.cn。
十六、《关于召开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之前召开 2021 年度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

将审议《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关于继续聘请众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
司 202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关于 2022 年度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融
资提供一揽子担保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 2021 年度述职报告》、《关
于继续聘请众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2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关
于控股子公司上海老凤祥有限公司委托理财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部分条款的
议案》以及《公司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关于补选公司第十届监
事会监事的议案》等 13 项议题。会议召开的具体日期及地点待确定后，公
司另行发布公告。

特此公告。
               老凤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4 月 29 日
备查文件：
董事会第十届十次会议决议
附件：
1. 老凤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经营数据概要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
2019 年

总资产 22,274,857,485.87 19,563,274,343.85 13.86 17,180,999,962.74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东的净资产

9,191,135,714.96 7,964,899,088.05 15.40 7,019,970,606.46

营业收入 58,690,773,414.31 51,721,504,158.99 13.47 49,628,658,012.85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东的净利润

1,876,306,245.69 1,586,017,961.78 18.30 1,408,010,645.58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的 净 利
润

1,589,415,066.61 1,513,614,561.73 5.01 1,314,228,013.12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金流量净额

1,989,782,736.75 2,347,749,151.50 -15.25 -1,253,965,536.52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益率（%）

21.74 21.03 增加 0.71 个百分点 21.1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3.5868 3.0319 18.30 2.691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3.5868 3.0319 18.30 2.6916

2. 老凤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经营数据概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收入 18,441,603,081.60 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6,571,893.70 -3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66,061,684.81 7.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90,161,930.94 110.99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7772 -37.3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7772 -37.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3 减少 3.49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24,410,526,168.18 22,274,857,485.87 9.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9,600,572,199.20 9,191,135,714.96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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