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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心腦血管健康工程研究中心則研發一
種新型心肌梗塞實時給藥的智能手錶，不僅可
以檢測病人的心梗情況，還能做初步治療。當
患者戴上這個智能手錶，如果發生心肌梗塞，
手錶就會馬上監測患者身體狀況，自行得出心
電圖，並立即將智能微針中的藥物注射進血管
中，達到初步治療的目的。

醫療健康和生命科學已成為全球關注的議
題， 「亞洲醫療健康高峰論壇」 匯聚逾80位來
自全球醫療健康產業的商界領袖及投資者、科
研及醫療專才、醫療健康的政策官員、金融翹
楚及專業服務供應商，探討醫療健康產業的機
遇與挑戰、亞洲在醫療保健領域的轉型、香港
醫療創新及集資的優勢，以及香港如何促進環
球業界合作，共同發掘粵港澳大灣區及其他地
區的機遇。

國家續為港控疫提供支援
行政長官李家超致開幕辭時表示，政府在

放寬防疫措施方面取得實質進展，同時亦能
有效控制確診數字、保障公共醫療系統及高
危人士的安全。會繼續制訂各項計劃及措
施，以確保大型焦點盛事及商貿活動能有序
進行，讓香港對外開放，有效地為企業爭取
來自全球的生意機會。今屆亞洲醫療健康高
峰論壇，以及上周剛圓滿結束的國際金融領袖
投資峰會及香港金融科技周便是最佳例子。

李家超說，醫療和創新科技亦是本屆政府
的施政重點。政府會重整醫療體制，改變以治
療為主的做法，會增加資源推動基層醫療，以
社區為中心，預防為重。年底前將推出基層醫
療健康藍圖，地區康健中心將提供基層醫療。

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副主任曹雪濤以視像
致辭時指出，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願積極支持
香港開展以下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堅持不懈穩

控疫情。二是加強交流，融入國家衞生健康發
展大局。三是發揮香港衞生人才資源等優勢，
進一步參與國家衞生健康援外、共建 「健康絲
綢之路」 等重要合作議程。

盧寵茂：擴大與灣區各市交流
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香港接下來

會繼續加強與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合作，將本地
高質量醫療服務、先進的生命科學技術，與內
地合作交流，更進一步發展。

在推動創科發展方面，今年施政報告提出
「產學研1+計劃」 ，以進一步推動科研成果轉
化。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亦表示，計劃
用100億元以資助100支有潛質成為初創企業的
大學研發團隊。希望接下來可以順利進行，真
正看到科技成果和產業發展從1到10的轉變。

為應對新冠病毒疫情帶來的影響，以及為
未來衞生、經濟及環境的挑戰做好準備，論壇
昨日上午的 「主題討論：攜手合作 創新里
程」 環節，亦邀請業內人士共同剖析現時醫療
健康發展的焦點，以及全球攜手加強醫療健康
合作的迫切性，從而塑造一個更可持續發展的
未來。

中國醫藥創新促進會執行會長宋瑞霖表
示，中國的醫藥創新離不開世界，世界的醫藥
創新也離不開中國。中國未來會繼續以藥品的
質量保障為基礎、人民的健康為前提，提升自
己的醫藥監管能力，同時邁向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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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醫療藍圖年底推出 預防為重
亞洲高峰論壇召開 特首：重整體制增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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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更多臨床研究 精準藥物治療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政府會重整醫療體
制，增加資源推動基層醫療。

【大公報訊】記者鍾怡報道：高峰論壇首
日亦設置 「討論環節：中國醫療健康產業的發
展」 ，探討未來醫療創科的可能性，以及香港
在推動臨床研究方面的優勢。有專家表示，應
精準藥物的使用人群、提高藥物的質量。此
外，一些老年性疾病、慢性疾病的需求也有待
被滿足。

滬港中科國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執行
官李明表示，香港有好的創新醫藥發展基礎，
不僅背靠祖國，亦與國際接軌，在金融、法

律、高等教育等方面都具優勢，人才儲備充
分。所以要以滿足臨床需求為目標進行創新型
研究，解決目前還未解決的老年性疾病、慢性
疾病等問題。

李明說，在疾病治療方面，基礎研究應與
臨床醫生進行更多的合作，從精準藥物的使用
人群、提高藥物治療的效果和反應、克服藥物
副作用等方面入手，滿足市場所需。

目前，中國已經有不少優秀的醫療科技公
司。和睦家醫療CEO吳啟楠表示，這些公司

研究範圍廣泛，涉及腫瘤、傳染病、阿茲海
默症等領域，都是當下人類迫切需要解決的
疾病。

吳啟楠認為業界還需繼續努力，擴大醫療
研發公司的規模和數量。

科興控股（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楊光亦
表示，基於香港國際化的優勢，團隊已經和60
多個國家建立聯繫。接下來會繼續與本地醫療
行業緊密合作，向大眾提供醫療產
品，服務社會。

由中國科學院香港創新研究院人工智
能與機器人創新中心及香港中文大學神經外科
聯合研發的MicroNeuro微創手術機器人，其
柔性內鏡能在顱內狹窄彎曲的自然腔道中轉
彎。使用該系統，醫生只需在顱骨上開鑿一個
不大於5毫米的小孔，便可在增強現實技術
（AR）的引導下，在不損傷腦組織的前提下，
抵達腦室深部夾取腫瘤組織。目前，該手術機
器人已在香港成功開展首例屍體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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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機械人創新技術中心研發磁引導
腔內機械人平台。現時醫生做微創胸腔手術通
常要三個設備，一個用來觀察胸腔內部環境，
另外兩個用來操作。為了同時使用三個設備，
醫生往往會擴大傷口面積。而該平台可以讓醫
生在進行微創胸腔手術時，只需在胸前打開很
小的口子，靠機械人支起胸腔，再用磁設備做
引導，機械人就可以在胸腔遊走，精準找到手
術位置。同時，手術過程中，該平台能自行清
洗鏡頭，令手術更加流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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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HK旗下三個研發中心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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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太久，只爭朝夕

龍眠山

全 港 首 條 集 行 車 道 、 人 行
路、單車徑、觀景台於一身的跨
海大橋——將軍澳跨灣大橋暫定
下月11日通車，這是將軍澳居民期
待已久的好消息。

將軍澳是新發展的市鎮，但
由於交通配套方面不夠完善，跟
不上人口的急速增長，為居民出
行帶來不少煩惱。早在1998年，特
區政府已計劃興建一條跨灣大
橋，以隧道方式連接藍田，奈何
好事多磨，前期研究、諮詢加上
工程延誤，前後花了逾二十年時
間才建成。跨灣大橋通車後，將
軍澳行車至東九龍的時間可縮短20
分鐘，一舉改變將軍澳在交通方
面的 「孤島」 狀態，具有重要經
濟和社會意義。

跨灣大橋通車後，連同現有
及興建中的海傍行人路及單車
徑，可組成5公里的循環線，為居
民健身和觀光提供好去處。

基建是一個城市競爭力的重
要因素，香港在國際競爭力排行
榜上長期位居前列，得力於發達

的基建、便捷的交通。當今經濟
不景氣，推動基建更可以刺激經
濟、創造就業及提振民心，為未
來的高質量發展打下良好基礎。

不論是北部都會區、 「明日
大嶼 」 計劃，還是促進經濟發
展，基礎設施建設都是重中之
重。特區政府正在構思興建青衣
至大嶼山連接路，目標是2033年通
車，這將改善青嶼幹線和新界西
北往來市區主要道路的交通情
況，加強大嶼山與市區的連接。
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特區政府
又提出興建三條主要幹道及三條
策略鐵路，第四條跨海隧道也在
謀劃中，這些基建將提升香港發
展動能、釋放相關區域的發展潛
力，亦令香港與大灣區內其他城
市的交通聯繫更為緊密。

特 區 政 府 在 推 動 基 建 的 同
時，需要檢視優化相關程序，提
升基建效率。一個基建項目動輒
需要二十年才能完成，實在太
久。基建提速，只爭朝
夕！

發展經濟、壯大中產是社會穩定之基
在一般人印象中，有較高收入、居

住在自置物業的人士，就屬於中產階
層。但近日一家銀行的調查提出一個新
概念，在受訪的1000名20歲至60歲市民
中，多數人認為擁有590萬元流動資產
以上的才算中產。按照這一高標準，香
港現有的大部分自認中產人士恐怕要立
即跌入基層行列。這項調查是否全面反
映客觀事實暫且不論，但它戳中了香港
中產負擔沉重、中產往下流動的 「痛
點」 ，觸及社會深層次問題和矛盾，值
得各方嚴肅看待並尋找解決之道。

何謂中產從來沒有統一的標準，經
合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權威機構
曾推出中產定義，主要是圍繞一個社會
的家庭入息中位數來劃線，按此定義，
香港的中產為數不少。另外，由於香港
樓價高，擁有私人物業的人士，理論上
都屬於中產。幾年前，有位月入數十萬
元的高官聲稱自己 「平時喝咖啡，看法
國電影，過的都是中產生活」 ，這足以
反映，不能單以財富論中產，中產更像
一種生活態度，與接受的教育、閱歷等
息息相關。

中產也是一個變動不居的概念，因

時而易，因地而變。數十年前月入一萬
的肯定是高收入人士，如今則可能是扶
貧的對象。這些年來，全球許多國家為
刺激經濟增長而推動量寬，大量印發鈔
票，導致貨幣貶值。近年更因為新冠疫
情、地緣政治、能源危機、通貨膨脹等
多項因素疊加影響，錢更加不值錢了。
客觀而言，不少過去過着悠閒生活的中
產，如今許多人是日子難捱，需要為生
計發愁了。

在本港，中產是一個讓人歡喜也令
人憂的混合體。一方面，人們喜歡標榜
自己是中產，彷彿中產兩個字 「自帶光
環」 ，因為這意味着財務自由、子女擁
有良好教育且是納稅人，對社會的貢獻
較大。另一方面，中產又有 「仲慘」 之
謂，現行福利制度下，中產抱怨只有納
稅的責任，沒有福利的享受。每逢特區
政府發表財政預算案，總有 「派糖不
均」 的爭議。不少中產不敢結婚，不願
生育，說到底就是因為壓力沉重。但無
論如何，一個社會中產階層越壯大，則
意味着社會整體富裕、穩定程度越高，
有人稱之為 「橄欖型社會」 的理想形
態。香港經濟社會高度發達，理應保持

這樣的階層格局。
政府統計數據顯示，十多年前，香

港貧困人口約100萬人，平均 「七個港
人一個窮」 ，後來變成 「五個港人一個
窮」 ，如今是 「四個港人一個窮」 。香
港經濟總體上仍有增長，但貧窮人口不
減反增，反映中產往下流動的客觀現
實。有學者認為，香港社會已由過去的
金字塔型結構，變成兩頭大中間小的啞
鈴型，埋下社會不安的種子。前些年
香港社會風雨不休，紛紛擾擾，固然
有外部勢力在操弄，但經濟發展畸
形、財富分配不均、大批年輕人找不到
好職業、看不到未來，則是其中最重要
的內因。

在中央大力支持下，香港實現了由
亂到治的根本性轉變，正走向由治及興
的新階段。香港要真正實現長治久安，
歸根究柢還是要加快發展經濟，同時推
動各方面改革，打破既得利益的藩籬，
讓社會各階層都能合理地分享經濟發展
的成果。中共二十大報告指出，鼓勵勤
勞致富，促進機會公平，增加低收入者
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這對香港
而言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