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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旅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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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黄山旅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通知於 2025 年 3 月 16 日以书面送达、传真或者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於 2025 年 3 月 1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
实际出席董事 9 名。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章德辉先生召集並主持。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审议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於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1. 聘任石月红女士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棄权 0 票。
2. 聘任许飞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棄权 0 票。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会议同意聘任石月红女士、许飞先生为

公司副总裁（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於聘任公司总工程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棄权 0 票。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会议同意聘任丁丽萍女士为公司总工程

师（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於聘任公司总会计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棄权 0 票。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会议同意聘任王雁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

（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於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棄权 0 票。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同意召开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黄山旅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3月 20 日

附件：
黄山旅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石月红，女，1973 年 12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曾任黄山国际

大酒店部门经理，排云楼宾馆副总经理，天都国际饭店副总经理，天都国际
饭店总经理、黄山天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黄山国际大酒
店总经理，本公司酒店事业部副总经理，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酒店事业部
总经理，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黄山太平湖文化旅遊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黄山太平湖文化旅遊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本公
司副总裁、黄山徽商故里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许  飞，男，1987 年 1 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曾任北海宾馆人事
行政部副经理，西海饭店人事行政部副经理，本公司投资发展中心战略研究
经理、战略发展部负责人、投资发展一部副总监，本公司监事、投资管理部
总监。现任本公司副总裁、投资管理部总监。

丁丽萍，女，1968 年 5 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曾任黄山国际大
酒店工程部助理经理、工程师，华山宾馆工程部经理，黄山宾馆副总经理，
本公司经营管理公司副总经理，黄山旅遊玉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北海宾馆总经理，本公司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副总监，本公司工程建设管理中
心总监，本公司工程建设管理中心总监兼产品研发管理部总监。现任本公司
总工程师、工程建设管理中心总监、产品研发管理部总监。

王  雁，男，1981 年 11 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曾任本公司财务
管理中心计统主办，本公司财务管理中心财务投资部经理，本公司财务管理
中心副总监。现任本公司总会计师、财务管理中心总监。

拜登的戰略困境和特朗普的戰略失誤
周八駿

卡特總統的國家
安全事務助理茲比
格涅夫·布熱津斯基
（Zbigniew Brzez-
inski）曾經提出三
個重要的地緣政治
觀點：

一是1986年他在
《競賽方案——進
行美蘇競爭的地緣

戰略綱領》(Game Plan: How to Conduct
the U.S.-Soviet Contest)一書中，告誡或指
點共和黨當政者，美蘇爭奪雖然是全球範圍
的，但其中心和重點是在歐亞大陸——這是
世界的中心大陸，世界大部分的土地、人口
和財富都在這一地區。

二是1997年他在《大棋局——美國的首要
地 位 及 其 地 緣 戰 略 》 (The Grand Chess-
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
gic Imperatives)一書中，警告美國領袖，千
萬不能讓中國、俄羅斯和伊朗結盟。

三是2011年他在《戰略遠景：美國與全球
權 力 危 機 》 (Strategic Vision: 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一書中，批評克
林頓和布什兩屆政府消耗了美國國力，提出
美國必須採取措施，盡力做到 「平衡東方，
升級西方」。布熱津斯基稱之為動蕩時代的
美國大戰略。

特朗普不欲與中俄開戰
布熱津斯基已作古，但他的言論，幫助人

們撥開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變亂交
織、愈益錯綜複雜的迷霧，看清楚拜登政府

從2021年1月至2025年1月執政4年帶給美國
的戰略困境，和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宮
以來短短兩個月表現的戰略失誤。

拜登拱火，推動俄烏衝突，同時，又堅持視
中國是美國最主要對手。2023年10月7日以巴
新一輪衝突爆發後，拜登頑固支持以色列內塔
尼亞胡政府，陷入中東危機無法自拔。儘管中
國堅持不結盟，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不
針對第三者，但是，拜登領導美國同中俄伊朗
為敵，迫使中俄伊不得不同時與美國較量。簡
言之，拜登使美國陷入了布熱津斯基在《大棋
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一書中
告誡必須避免的戰略困境。

特朗普重返白宮後，短短兩個月，其全球
戰略已露端倪——打造雄踞美洲的全球最大
帝國，在全球、尤其印太地區遏制中國，任
俄羅斯與歐盟和北約歐洲成員國逐鹿歐洲，
支持以色列壓迫巴勒斯坦人。特朗普不欲與
中俄開戰，他明白核大國開戰將同歸於盡，
但他不會輕易讓中俄發展。

西方陣營遭動搖
貫徹上述戰略，特朗普調整美國對歐洲盟

國的方針，推動俄烏衝突和談，擺出一副企
圖擺脫對歐戰略困境的架勢。但同時打壓加
拿大，敲打日本，這一切，違反了布熱津斯
基在《戰略遠景：:美國與全球權力危機》一
書中關於盡力做到 「平衡東方，升級西方」
的提示。

儘管美俄關係和大西洋兩岸關係都還將經
歷波折或曲折，但是，特朗普所言所行，已
動搖西方陣營，卻無法 「平衡東方」。

在歐盟和北約歐洲成員國中，不少人指望4

年後特朗普離開白宮，下屆美國總統修復大
西洋兩岸傳統關係。然而，覆水難收。何
況，持續領導美國，這是特朗普心中最高目
標。2025年2月19日，他在其自創的 「真實
社交」 (True Social)平台發帖稱 「國王萬
歲！」把他隱秘的念頭和盤托出。如果特朗
普4年後戀戰不去，屆時，他採取驚天動地的
舉措，其後果豈止加劇美國對外戰略困境，
更將令美國社會制度傾覆。

拜登盡管深陷與中俄伊朗為敵的戰略困
境，卻重視經略中亞。在這一點上，拜登貫
徹了布熱津斯基在《競賽方案——進行美蘇
競爭的地緣戰略綱領》中的提示——歐亞大
陸是世界的中心大陸。

特朗普以霸佔加拿大、格陵蘭島和巴拿
馬運河為首務，同時，從歐洲抽身，至今
無經略中亞的迹象，顯然，是不以為歐亞
大陸是世界的中心大陸。這是他又一個戰
略失誤。

無論拜登所導致的戰略困境還是特朗普正
在犯的戰略失誤，都同他們作為美國領導人
所代表的美國例外主義分不開——因為，美
國是例外的，是奉上帝之命指點人類迷津、
引領人類前行的燈塔和典範，所以，美國必
須再次領導世界(拜登)，美國必須再次偉大
(特朗普)；因此，美國可以同時對付中俄伊
朗，美國可以霸佔美洲而忽視歐亞。

美國大地上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必須放棄
種族優越感，必須放低身段平等地看待人類
其他種族和民族，必須拋棄叢林法則，必須
同大小國家和平共處，他們才能在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變局中脫胎換骨，擺脫對外戰略困
境，克服國內種種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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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受矚目的全國兩會已勝
利閉幕。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兩會期間圍繞教育、科技、人才的關係提出了一連串
重要的論述，包括 「必須深刻把握中國式現代化對教
育、科技、人才的需求」，以及 「進一步形成人才輩
出、人盡其才、才盡其用的生動局面」。這些論述對
於香港如何響應國家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號召，並正確
把握教育、科技、人才的關係，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導
作用。過去三年，特首李家超反覆強調 「搶人才」的
重要性，而如何繼續 「搶得對」、 「搶得多」，讓持
續豐富的人才支持香港未來發展所需，是我們必須繼
續研究和探討的課題。

站在更高維度理解人才政策
根據政府在 2019 年發表的《2027 年人力資源推算

報告》，在包括創新及科技產業、檢測及認證業在內
的五大 「選定產業」中，2017 年的實際人力需求是
387800人，而到2027年推算需要453700人，增幅高
達17%。其中，創新及科技產業的需求變動最大，從
38000人上升到57600人，增幅高達4.3%。在新質生
產力驅動的新時代和新征程中，我們對這些 「選定產
業」的需求必然是有增無減，香港需要確保擁有三類
關鍵人才：頂尖領軍人才、高端研究人才和前線操作

人才，它們均對城市發展至關重要。在了解到我們對
各種人才的迫切需求後，我們也要站在更高維度理解
人才政策。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及 「支持香
港、澳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深化國際交往合作，
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其中，深化國際交往合
作，我認為其中一種理解是，促進國際人才對中國的
向心力，為國家吸引更多優秀的人才，香港作為國際
人才進入中國內地的關鍵樞紐，扮演着連接國際與國
內發展大局的重要橋樑角色。至於更高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可以理解為與內地兄弟城市們並肩作戰，一同
做好上中下游產業鏈的建構，並且善用香港優越的國
際聲譽，以創科為首的各個產業建立豐富的人才庫。
由此可見，香港的人才政策不但是香港本地發展的關
鍵，亦是國家發展的重要一環，值得我們以更破格的
思維完成這國家級使命。

依託人才社區吸引人才
在《評估上海人才住房政策效果》的研究文章

中，上海大學管理學院的李濤（Li Tao）教授指
出，打算在當地購房或租住人才住房的受訪者，比
其他群體展現出更高的定居意向，而北京海淀區、
通州區等多地已建成各具特色的人才社區，提供了
豐富的生活配套和多種企業孵化、企業辦公場景，
成為留住人才、凝聚人才的關鍵基建。然而，香港

至今仍未有興建人才社區的具體規劃，導致不少高
端人才保持觀望狀態，始終未能下定決心在香港安
居樂業、長遠發展。事實上，中西區作為香港享譽
世界的國際化社區，具備了成為人才社區的優越條
件。一方面，中西區的歷史文化底蘊深厚，早已是
華洋共處、中外共融的社區，無論是建築外觀還是
生活氛圍都表露無遺。另一方面，港島區的私營醫
療機構林立，中西區亦設有七家國際學校，提供了
較為充裕的學額，而且區內亦大力發展文化、體育
和旅遊產業，例如我非常關注的新興運動議題等，
中西區的豐富社區配套顯著提升了其對國際人才的
友好度，其成為人才社區只有一步之遙。

展望未來，建議政府要明確中西區承擔起人才社區
的定位，在區內建設一批集住宅和共享工作空間雙重
角色的人才住房，並制定明確的引才清單，招攬特定
領域的人才到中西區落戶。而這些特定領域的人才，
則是按照中西區在新質生產力發展上的需求而制定。
更重要的是，中西區可以發展我們在高等教育上的優
勢，利用香港大學作為主要的輻射核心，完善政府與
院校的合作鏈條，為特定領域的人才提供進一步優
惠，包括支持他們在入讀院校後免費入住人才住房，
長遠願意留港工作亦可獲得職涯支援和獵頭引薦等福
利，建立 「人生一條龍」配套。

建設中西區為人才社區 支撐新質生產力發展
中西區區議員 胡汶軒

熱門話題

多維並進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香港中資期貨業協會會長 明小沖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
明確提出，支持香港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深化國際交往合作，
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保持香港長期繁榮
穩定。香港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具備
多重有利發展條件和獨特競爭優勢，在推進
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藍圖中佔據着獨特而重
要的位置，應當更好地發揮 「一國兩制」制
度優勢，多維並進，在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中
實現自身更大發展。

建設世界一流資本市場
香港資本市場既是維繫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的戰略支點，又是驅動人工智能、生物醫藥
等前沿科技產業突破的創新引擎，更是促進
A股與港股市場形成優勢互補、協同構建全
球頂級資本生態體系的關鍵一環。當前，香

港金融市場呈現積極態勢，但持續向好的根
基尚顯脆弱，投資者信心還需要進一步提
升。

與國際頂尖金融市場相比，香港在市場監
管精細度、交易成本控制以及公司治理完善
程度等方面存在提升空間。正如中聯辦副主
任祁斌所倡導的，應推動香港特區政府、業
界、學界多方共同參與，研究發布《香港資
本市場白皮書》，對標全球最高標準、提出
改進意見、列出改革路線圖與時間表，推動
香港資本市場真正成長為世界一流資本市
場，進一步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為香港經濟發展注入強勁動力。

提升宜居宜業環境
經濟發展的終極目標在於改善民生。長期

以來，香港面臨土地資源緊張、住房成本高

企等民生難題。北部都會區建設為解決這些
問題提供了重要契機。根據規劃，北部都會
區在未來5年將有約6萬個住宅單位完工，
並推出新的創新科技用地；再過5年，新的
住宅單位將再增加 15 萬個，提供超過 1000
萬平方米的樓面作不同經濟用途。

佔香港總面積約1/3的北部都會區，將成
為香港未來20年城市建設和人口增長最活躍
的地區。正如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所強
調，北部都會區建設完成後將提供更好的居
住環境，助力吸納人才、留住人才落地生
根，並提升市民生活質量，惠民生、添幸
福。這不僅能有效緩解香港住房壓力，更能
為市民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和發展空間，從根
本上改善民生。

打造全球產業合作高地
香港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可

直接參與內地龐大市場，同時與世界接軌，
成為連接內地與世界的橋樑。香港完善的金
融體系、優越的法治環境和高度透明的法律
制度，贏得了全球投資者的信任。

香港可發揮獨特優勢，成為境內外產業撮
合的平台。通過推動舉辦 「香港全球產業合
作峰會」，有效發揮香港超級聯繫人角色，
打造全球產業合作高地。峰會可吸引國際和
內地企業領袖參加，涵蓋生命科技、人工智
能、大數據、新能源等科創行業以及旅遊、
消費、航運、貿易等傳統行業，促進中國與
世界的產業融合與共贏。

發揮香港綜合優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
香港發展的大方向。北部都會區建設不僅關
係香港自身發展，更是香港融入粵港澳大灣
區的重要舉措，將大大提升香港與廣深在科
技和產業上的銜接協作，使香港與廣深在地
理上更親近、產業結合上更緊密、發展協同
上更有力。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是北部都會區重
要組成部分。作為國家 「十四五」規劃下的
粵港澳重大合作平台，河套合作區是香港融
入大灣區的橋頭堡，是香港與廣深港科技創
新走廊的天然交匯點，在政策創新、人才流
動以及科研項目落地方面具備獨特優勢，將
為港深兩地科研機構和企業提供前所未有的
合作機會。

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是一個系統工
程，需要多方協同、多維並進。相信在國家

的堅強支
持下，在
香港社會
各界的共
同 努 力
下，香港
必將迎來
更加美好
的發展前
景，在實
現自身經
濟繁榮、
民 生 改
善、社會
穩定的同
時，也為
中國式現
代化建設
作出應有
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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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評論員 蘇信

港府將於 21 日刊憲，修訂電子健
康紀錄互通系統（醫健通）的法律
框架，包括賦權醫衛局局長可要求
指明醫護提供者，將重要的指明健

康數據存入醫健通；增加可取覽資料的
醫護專業人員類別；認可境外醫護及公共健

康紀錄系統取覽醫健通紀錄等，進一步深化便民利民
服務。

醫健通自2016年開始運作以來，有效促進醫療體
系內的數據和信息流通，避免患者重複檢查，浪費資
源，亦令醫療機構能夠提供更加精準高效的服務。今
次醫健通條例草案修訂，使醫療服務更加以人為本，
更好推展基層醫療，提升流程效率，便利跨境服務，
值得肯定。醫健通的發展必須緊扣市民的服務需求，
這需要政府和醫療界的通力合作，各持份者須有承
擔，高度參與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不斷改善和加
強功能，才能充分發揮箇中潛力，惠及更多民眾。

醫健通作為電子互通平台，供獲授權的公私營醫護
機構，可以取覽和互通參與病人的電子健康紀錄作醫
護用途。目前登記醫健通的市民超過600萬人，佔全
港人口近八成，充分證明醫健通廣受社會歡迎。的
確，實現醫療數據互通，市民將可掌握自身的重要健
康資料，減少重複檢查問診和資料錯誤的風險，獲取
更連貫的醫療服務；醫護人員也可以減少不必要的工
作負擔，更快更準確地掌握和評估患者健康狀況，進
行適時及準確的診斷和治療，好處是顯而易見的。

當局早前提出 「醫健通+」的5年發展計劃，有意
將醫健通轉型為一個綜合醫療資訊基建。在擁有大量
市民基礎的情況下，開發醫健通更多新功能，打通信
息的流動和鏈接，更好回應市民需要，勢在必行。未
來醫健通仍有持續提升優化改善的空間，其中一個主
要不足之處，是現時絕大部分醫療紀錄均來自公營醫
療機構，私營醫療系統上載的醫療紀錄處於極低水
平。數據顯示，截至今年2月，醫健通錄得超過1000
萬次取覽，其中約59%取覽者為私營醫護提供者，惟
45億項電子健康紀錄當中，僅有0.3%紀錄由私營醫
護提供者上載。這反映私營機構多取少予，只想 「人
人為我」，不思 「我為人人」的自私心態。條例草案
建議賦權醫衛局局長可要求醫護提供者，將重要的指
明健康資料存入已參與醫健通市民的個人戶口，對完
善醫健通數據庫有正面作用，符合公眾利益，值得支
持。理想的狀況應是私營機構展現承擔，採取積極行
動予以配合，建立更完整的健康紀錄，共擔共享，令
醫健通更好服務市民。

此外，當局須致力推動與內地的醫療紀錄互聯互
通，尤其是盡快實現「灣區通」。隨着越來越多港人在
內地生活、工作或養老，對醫療服務的需求亦越來越
大，有必要加強跨境醫療合作。早前醫健通推出「跨
境健康紀錄」及「個人資料夾」功能，供市民安全便利
地跨境使用電子健康紀錄，惟適用的醫院數目較少，
條例草案將增設條文支援市民跨境醫療需求，實屬必
要之事。希望政府加快與內地商討研究，持續完善醫
療服務跨境銜接機制，擴大醫健通在內地的使用範
圍，例如推動長者醫療券試點醫療機構在大灣區內地
城市全覆蓋，並實現醫健通可在其中應用，保障港人
在內地獲得更好醫療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