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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本港

環境及生態局擬修例將生產者責任制
擴展至飲品膠樽、紙包飲品盒等，指定退
還點須為每個塑膠容器及紙包盒提供不少
於0.1港元回贈，爭取在計劃推出後6年至
8年將回收率分別提升至75%及50%。有
膠樽回收商昨日邀請傳媒參觀回收場，負
責人表示目前回收業最大難點是消費者缺
乏經濟誘因將廢棄膠樽進行回收，但特區
政府修例後，將有助提升整體回收量，並
相信回收場有能力處理。

位於屯門環保園的塑新生有限公司是
全港首個，也是唯一食品級塑膠工廠，膠
樽在經過處理後可以製成再生膠樽及其他
日常用品。全港現時塑膠飲料樽回收率只
有14%，回收率太低是該公司目前最大的
困境，負責人指現時每月能處理400噸膠
樽，但最高上限其實可達到每月 1,200
噸。

塑新生有限公司總經理Alfred Weston

表示，其工廠有能力處理香港至少50%的
已使用塑膠樽，「我們這裏可以進行高標
準食品物級塑膠回收，我認為政府的角色
是要確保膠樽能送到合適的回收商，以及
就回收商業務訂立清晰法規。」他表示，
倘政府推行計劃要求回收率達到30%，按
照同等比例計算，每月該公司能回收到
800噸廢棄膠樽，在一定程度上可緩解收
不到塑膠飲料樽的問題，就算香港回收率
達到第四階段的75%，公司亦有信心有能
力處理。

非牟利組織免「廢」暢飲項目主任陳
寶琼表示，為了生產者責任制立法，組織
由2021年起推出兩項回收相關計劃，包括
社區回收計劃，與目前正在進行的社區試
驗計劃「天天樂回收」，活動以4元一公
斤的回贈方式，讓回收站點每日可以回收
約60公斤塑膠樽，截至去年12月已經回收
402噸塑膠樽。

林建岳重掌旅發局 任期3年

今次輪換珍品共約20件，包括「康熙帝戎裝像」，香港故
宮文化博物館副研究員王文欣推薦，描繪康熙年輕時期

畫像稀少，畫中青年皇帝身穿戎裝，顯示弓馬相伴的尚武精
神。據歷史記載，康熙帝拉弓臂力驚人，箭法尤其精湛。其他
重點展品還有「雍正帝朝服像」，雍正帝端坐寶座，體現威嚴
一面，以及雍正帝尚是皇子時以農夫扮相出現的「胤禛耕織
圖」。

新增「孝莊文皇后朝服像」

今次新增的珍品還有「孝莊文皇后朝服像」，王文欣介
紹，孝莊文皇后作為順治帝生母、康熙帝祖母，先後以皇太后
和太皇太后身份輔佐兩代幼主，享崇高威望。至於一級文物
「平定回部獻俘」，則由清宮畫家依法國傳教士王致誠畫稿繪
成，刻畫乾隆平定西域戰功。

王文欣指，展覽也展示了1783年製的「菊花紋壺」，該
壺背後有一段「中國訂製，法國製造」的工藝交流故事。該壺
實為法國生產，但過去被以為是廣東官員送給清廷貢品。其實
當時乾隆帝下令製作新品且「務要洋琺瑯」，廣東粵海關官員
遂把一批製作琺瑯器的訂單及樣品發至法國；製成後於乾隆四
十九年（1784 年）運抵北京，由乾隆帝珍藏。

對於今次展出新一批皇家珍品的原因，她解釋展覽從去年
跨越至今年5月，為了保護文物，珍品最長展覽時間不能超過
3個月，加上更換新的珍品亦可保持參觀者的新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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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特別展覽「當紫禁城遇上凡
爾賽宮—十七、十八世紀中法文化交流」，展期由去
年12月18日至今年5月4日，聚焦中法兩國互相欣
賞、啟發與交流的一段重要歷史進程。該館昨起展出
新一批約20件中法皇家珍品，包括罕見的康熙帝與
雍正帝畫像以及一級文物「平定回部獻俘」等。之前
已展出的珍品如法國製「菊花紋壺」及「阿德萊德公
主執扇像」仍會持續展出。

旅發局主席彭耀佳任期下月底屆
滿。特區政府昨宣布委任67歲、現任貿
發局主席林建岳，於4月起相隔6年再任
旅發局主席，任期 3年。同時委任 72
歲、曾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商經局局
長的馬時亨，6月接任貿發局主席，任期
兩年。業界均歡迎任命，讚揚兩人有豐
富經驗，料能促進香港旅遊業及商貿發
展。

文體旅局局長羅淑佩表示，林建岳

在推動香港旅遊發展經驗非常豐富，讚
揚其高瞻遠矚，是帶領旅發局和香港旅
遊業更上一層樓的最佳人選。林建岳對
再獲委任感到非常榮幸，定會盡其所
能，為香港旅遊經濟多做實事。馬時亨
亦對任命感到非常榮幸，將全力以赴，
利用香港特區作為國際貿易和金融中
心，以及「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
人」的悠久地位，支持港企在國際舞台
發展。

業界料修例助提升膠樽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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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醫院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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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政府鼓勵提高醫療收費
透明度，14間私院在網上提
供了30種常見治療或程序
的收費預算，方便市民了
解收費準則，但並非定額收

費承諾，尤其當手術出現併發
症，收費多出 50%亦不罕見。因

此，即使是有買保險的市民，亦會憂慮
私院「入院一個價、出院一個價」，超
出預算和索賠上限。

由政府提供 40 億元貸款興建、
2021年投入運作的中大醫院，承諾廣
泛採用套餐式收費，即使病人術後情況
不穩定要延長留院，又或出現併發症，
一般都不會變更收費。中大醫院這種更
具透明度和穩定性的收費安排，有望進
一步消除市民對私院醫療費超出預算的
擔憂，促使私營醫療改革收費，可謂任
重道遠。

筆者十分期待中大醫院得到好發
展，但院方的財政狀況確又令人不安。
根據最初安排，中大醫院需於2023年
起分十年向政府還款。由於運作初期疫
情肆虐，財委會於2023年批准政府先
容許醫院順延兩年還款，即延至今年3
月到期。上星期衞生事務委員會討論是

否批准再順延三年，即2028年3月才
開始還款，很多議員都質疑醫院屆時同
樣無力還款。事實上，其獨立財務顧問
推算亦顯示，2027/28年度的現金結餘
只有1.83億元，遠低於需償還的6.29
億元，之後還有五年時間在還款後呈現
負現金結餘。

延遲還款會否三年又三年？醫院一
旦未能成功融資，還有什麼辦法「撲
水」？中文大學有何行動支持醫院？如
何避免走到「政府收回醫院」這一步？
上述幾個都是社會的關注點。

過去一年多，中大醫院雖然收入增
加，但營運成本同樣錄得增幅。即將退
休的中大醫院行政總裁馮康曾指出，私
營醫院採購藥物的成本遠高於公院，營
運費難免高昂。有立法會文件顯示，經
醫管局議價後，部分癌症新藥或罕見病
藥物，成本可下降三成，中大醫院及其
他私院，能否爭取參與到醫管局集體採
購，降低購藥成本兼回饋病人？毗鄰東
鐵線大學站的中大醫院，擁有接收本地
和來港病人的優越地利，希望院方加強
宣傳套餐式收費服務，並檢討現時定價
的吸引力，盡早實現收支平衡，為香港
醫療服務、科研和教學作出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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