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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找出濫用公屋的深層原因
申訴專員趙慧賢昨日表示，不時

收到市民投訴房署或房協沒有妥善跟
進懷疑濫用公屋的舉報，故將展開主
動調查，審研當局打擊濫用公屋資源
的工作機制和措施，以及因濫用而收
回單位的程序。本港公屋資源十分稀
缺珍貴，但卻長期存在濫用問題，一
直為人詬病，除了說明監管機制存有
不足之外，更有可能涉及錯綜複雜的
深層問題，不能等閒視之。
在政府多番努力下，截至去年12

月底的公屋輪候時間較前一季有下
跌，但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仍

長達5.5年，遠高於「3年上樓」政策
目標。濫用公屋在社會上已不是什麼
新鮮事，常見手法包括以瞞報資產獲
取編配、獲編配後將公屋轉租給親友
居住或用作商業用途，包括用作賭博
場所、倉庫、食品加工場和旅館等，
一些熱播港產影視作品亦曾揭露以假
結婚和故意露宿街頭等橋段申請公
屋，市民對此見慣不怪。
去年上半年，房署共查核了逾

13,000 宗個案，因濫用或違反租約等
原因收回的公屋單位約1,300個，佔約
一成，比例之高令人咋舌。同一時

期，當局對房委會轄下公共屋進行
約250 次圍封強檢行動，亦發現有約
一成空置單位。更令人不安的是，種
種跡象顯示，這些情況很可能只是冰
山一角，原因一方面是現時公屋資產
審查未能有效包括境外資產，虛報資
產或虛假陳述情況嚴重。
另一方面，疫情期間社會普遍預

期公屋家庭收入大受影響，但出乎意
料的是，官方統計數據卻顯示公屋租
戶家庭收入上升，因而公屋租金檢討
機制連年加租。2020年經歷黑暴和疫
情衝擊，加幅多達9.66%，去年10月

亦得出加租 1.17%。這些數字的背
後，反映的是在大多數市民收入縮水
的情況下，公屋租戶內的高收入人士
比例究竟需要多高、公屋富豪需要多
有錢，才能夠逆市拉高大多數貧困戶
的收入平均值至不減反增？當局需找
出背後的深層原因。
解決基層住屋難、提速公屋供應是

今屆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期望今次申
訴專員公署的主動調查，能找出問題的
深層癥結所在，除了揭露失誤，也要加
強監督改善，讓公屋資源能更公平地分
配到有需要的市民手上。

香港人口日趨老化、慢性病患
增加，公立醫院人手需求持續緊
張，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陞昨表
示，局方會繼續透過本地及外地招
聘、退休延任及人才交流等方法，
多管齊下解決人才荒及提升醫療質
素。繼本月初在英國招聘海外培訓
醫生後，局方計劃短期內到澳洲開
展招聘，未來亦會到更多不同國家
或地區「搶人才」。
高拔陞表示，醫管局於本月初

在英國招聘海外培訓醫生，共吸引
逾600名當地培訓的醫學生及執業醫
生參加有關活動，逾半表示有興趣
來港工作。至今醫管局已發出逾100
份有條件聘書，大部分均屬畢業不
久且未接受專科培訓者，其中20多
人已簽約，成績令人鼓舞。局方已
獲醫委會協助加快批核流程，但仍
要一定時間，加上他們需時來港安
頓，期望最快今年第三季履新。
此外，「大灣區醫療人才交流

計劃」下首批逾80名醫護人員日前
從廣東省來港交流，目前磨合情況
暢順。高拔陞表示，兩地醫護在治
療方式及臨床病理處理等方面均大
同小異。去年首批內地援港醫療隊
來港後大約一星期已熟習香港的電
腦系統及服務流程，其後醫管局設
計了網上平台讓內地醫護來港前先
做好準備，有助他們更快適應，
「今次都是採取了這個模式。」
他期望今次是「大灣區醫療人

才交流計劃」的好開始，令兩地醫
療水平一同提高，又預計第二批100
名護士將於今年底或明年初來港，
但仍要與內地相關單位商討，亦未
決定會安排他們往哪些專科。

中大醫學院研究團隊於去年7月至12月
期間，透過問卷訪問約1萬名新冠康

復者的後遺症情況，其中 97%懷疑感染
Omicron。調查結果發現，超過七成患者有
最少一種長新冠徵狀，最常見是認知功能
和心理徵狀（38%），有些個案的徵狀更
維持長達三年。
長新冠患者較集中在女性、年齡45歲

或以上，及曾因感染新冠病毒入院人群。
同時，研究還發現有12%長新冠患者出現
生殖系統毛病。團隊估算，本港若有500萬
人曾經染疫，則高達42萬長新冠人士受這
些問題困擾，約四分之一人士的人際關係
因此受影響，但過半數人沒有求醫。
研究團隊指，英國曾有大型研究發

現，長新冠患者出現性慾減退和射精困難
的風險增加超過兩倍，男性新冠患者的生
殖系統賀爾蒙水平嚴重失衡。有學者指，
人體內能與新冠病毒結合、並讓其入侵細
胞的ACE2受體，廣泛存在於男性和女性生
殖器官，如睾丸、卵巢和子宮，可能由此
產生感染新冠後的性功能障礙、及對生育
能力的影響。中大早前研究亦證實感染新
冠病毒後破壞對腸道菌群平衡，是長新冠

肇因之一。

盼設長新冠中心 處理複雜病例

中大醫學院院長兼腸道微生物群研究
中心主任陳家亮表示，該項研究再次證明
長新冠是常見且複雜的疾病。他強調，社
會必須及早正視長新冠帶來的負擔，包括
加強教育公眾和醫療人員相關資訊，也應
透過基層醫療系統支援長新冠患者，有需
要時將難治病例轉介予專科跟進。中大希
望成立長新冠中心集中處理複雜病例，為
患者提供全人方式診治外，也有助研發更
多診治和預防長新冠的方法。
立法會議員、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會長

陳永光對本報表示，中醫對長新冠的療效
明顯，醫管局資助所有新冠康復者免費進
行10次中醫診療，迄今全港中醫診所已為
超過10萬名康復者共提供近44萬人次診
療，通常患者治療五、六次後就徹底康

復，無須再覆診。
對感染新冠病毒後導致的月經失調、

下體疼痛及性功能障礙等，陳永光表示，
中醫也可以有效調理，但目前中醫診所未
收到太多生殖系統受損病例，「不排除患
者受心理影響，將一些徵狀與新冠後遺症
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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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公布調查結果 可致月經失調下體疼痛

長新冠42萬人料生殖系統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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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漸過，惟後遺症繼續困擾康復者。 中通社

■陳家亮（中）表示，研究證明長新冠是常見
且複雜的疾病。

中文大學醫學院昨公布亞洲最
大型長新冠調查，結果發現超過七
成受訪患者在確診五個月後，仍持
續出現最少一種長新冠徵狀，包括
記憶力減退、集中力下降、思考緩
慢、情緒低落及睡眠時間不規律
等，其中12%長新冠患者更出現生
殖系統毛病，包括月經失調、下體
疼痛及性功能障礙等，當中80%為
女性。全港若曾有500萬人染疫，推
算或有42萬名新冠康復者受生殖系
統毛病困擾。團隊促請政府透過基
層醫療系統支援長新冠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