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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藥在港註冊難 工聯會促優化制度

昨日新增個案中，包括11318宗本地
感染個案和323宗輸入個案，港大醫學院的
最新本地個案即時有效繁殖率為0.877，顯
著回落至1以下。不過，政府專家顧問、中
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指出，近日
分析發現，已接種3針新冠疫苗的患者死亡
率有上升，料與接種時間相隔已逾半年，
效力漸減退，而需要聞氧氣的重症患者亦
有增多。

許樹昌：撤隔離令遲早問題
根據衞生防護中心截至今年1月4日的

統計數據，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群組中，
接種四針人士的死亡率明顯較低──在60
至69歲、70至79歲、80歲至以上人士中，
接種四針人士的死亡率分別為0.04%、
0.22%及1.50%，較相應群組三針人士

0.08%、0.32%、2.27%分別低100%、
45%及51%。

許樹昌估計，通關後短期內確診數字
會增加，但要視乎本港重症及死亡率對醫
療系統的影響，再考慮是否需要收緊通關
防疫要求。他續指，新冠在港已是風土
病，認為取消隔離令是 「遲早問題」 ，但
相信要待冬季過去、疫情緩和時會再檢視
措施，屆時輕症或無徵狀者或可戴口罩上
班。他稱，自己曾經刻意除口罩與確診的
家人談話，但未受感染，未知是否與打了
五針有關。

衞健委倡每年打一劑疫苗
國家衞健委疾病預防控制專家委員會

委員盧洪洲建議，每年應注射一劑疫苗，
每半年在家自行噴鼻一劑疫苗，因為呼吸

道是病毒進入人體的關口，噴鼻疫苗可使
呼吸道產生有效黏膜免疫，以及呼吸道細
胞免疫，即使吸入病毒，亦不能進入上呼
吸道細胞，以有效預防感染。

盧洪洲指出，今次內地疫情，很多重
症患者有生命危險，原因之一是過往沒有
很好接種疫苗，尤其是過去3年到6個月，
沒有接種或全程接種，很多人只是打一針
或兩針，而且在2021年年底之前接種。他
強調，一定要在冬春季、疫情來臨前半個
月盡快 「異源性」 接種，即接種不同技術
路線的疫苗，以便相互之間有互補，調動
人體的細胞免疫和體液免疫，更大範圍延
長保護時間。

昨日本港8間安老及8間殘疾人士院舍，
合共有21名院友確診；908間學校呈報2668
宗個案，涉及2294名學生及374教職員。

昨日本港再多11641宗確診，較
前日再下降17.5%，但仍多64名患者
離世，七日平均死亡人數升至66.1
人，七日平均死亡率升至0.412%，
創七個月新高，第五波疫情累計
12193名患者離世。

有本港專家指出，近日已打三
針死亡個案增多，相信因免疫水平
開始下降，呼籲高危人士補打第四
針；國家衞健委專家倡每年注射一
劑疫苗，每半年在家自行噴鼻一劑
疫苗。

專家：高危人士應盡快打第四針
已打三針者 料免疫水平下降

大公報記者 邵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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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黃釔淼報道：工聯
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陳穎欣昨日舉行記
者會，就 「國藥」 難以在港註冊及其影
響，要求政府優化本地藥物註冊制度。

去年11月1日起，國家藥品監督管理
局發出之註冊證明，可用於滿足本港新藥
物註冊的要求。但新註冊藥物仍必須持有
至少一個在32個參考國家（以歐美為主）
當局所發出之註冊證明。有意見認為，內
地研發的創新藥物，在外國申請註冊上市
仍面對科學以外的障礙，令 「國藥」 難以
在港註冊。

病人組織 「同路人同盟」 秘書陳偉傑
表示，本港癌症病人的治療選擇欠缺，而
且藥物費用昂貴。以大腸癌為例，內地已
研發出創新藥物，惟本地晚期大腸癌病人

只能透過 「指定病人」 方式自費恩恤使
用，對病人造成負擔。香港精準腫瘤學會
會長區兆基指出， 「指定病人」 計劃手續
繁複，而且計劃下醫生角色猶如 「水貨
客」 ，若藥物在過程中出現問題，病人及
醫生都難以得到保障。

三代肺癌藥較香港便宜五成
香港藥學會前會長鄺耀深表示，由於

市場小，加上缺乏競爭，本港藥物價格較
其他市場昂貴。以肺癌舉例，內地市場已
有多種第三代抗癌藥物，藥費比只有一種
第三代抗癌藥物的本港便宜三至五成，若
藥物被納入國家醫保，價格更可便宜多達
七成。

工聯會建議進一步優化本港藥物註冊

制度，包括建立臨時藥物註冊制度、針對
癌症及罕見病設立先導計劃、訂立完成藥
物審批工作的期限，以及本港藥物註冊申
請應放寬最低要求，由2張藥劑製品證明書
（CPP）減為1張CCP等。工聯會並建議，
長遠香港應與與內地政府合作，建立獨立
藥物審查及註冊機制。

倡與內地建獨立審查註冊機制
鄧家彪表示，中央多番期望香港成為

國家與國際之間的 「超級聯繫人」 ，港府
應設立相關制度，利用本港優勢協助 「國
藥」 走向國際。陳穎欣認為，一些多分布
於亞洲的病症例如鼻咽癌、大腸癌等，國
家投入很多資源研發藥物，如香港引入可
令病人受惠。

國藥入港是遲早的事
工聯會昨日

召開記者會，建
議建立臨時藥物
註冊制度，容許
有顯著效用、並
已在歐美及內地
當局註冊的藥

物，可在1個月內臨時註冊使用。
工聯會亦建議，長遠與內地政府
合作，建立獨立藥物審查及註冊
機制。

由於歷史原因，香港的藥品
註冊，一直以歐美藥業大國馬首
是瞻。儘管中國近幾十年來的藥
品研發水平已經追近及超越歐
美，惟按照國際慣例，國藥上市

需經過嚴格的審核程序。不少國
內研發的創新藥物，在外國申請
註冊上市仍面對科學以外的障
礙。即使有好的藥物，在現行註
冊制度下，香港有需要的病人，
仍無法使用國產好藥。

對於國藥入港難的問題，我們
需要打破舊有思維及固有傳統，善
用 「一國兩制」 優勢，一切以病人
權益優先、病人生命優先為原則。

我們應盡快為國藥入港建立
獨立藥物審查及註冊機制，才能
徹底解決當前困局。長遠來看，
國藥入港是遲早的事。工聯會的
建議，值得政府有關部門深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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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在香港已是風土病。 中通社

▲專家呼籲高危人士補打第四針，以加強保護力。 中通社

社區檢測服務今起擴至3歲以下
【大公報訊】政府宣布，因

應過關需要，社區檢測中心及檢
測站今日起，把服務擴展至三歲
以下幼童。醫務衞生局表示，在
評估運作經驗後，三歲以下幼童
及其他人士，均可在社區檢測中
心或檢測站由工作人員採集拭子
樣本進行檢測，包括為入境內地
自費進行的核酸檢測。現場醫護
人員亦會評估個別人士，尤其是
一歲以下的嬰兒，是否適合進行
拭子採樣。

政府1月4日起停止收集糞便
樣本作新冠病毒檢測，民建聯立

法會議員顏汶羽昨去信醫務衞生
局局長盧寵茂，表示政府早前停
止收集糞便樣本作檢測，而社區
檢測中心又拒絕為三歲以下幼童
做檢測，令到不少家長及不適合
於呼吸道採樣的人士感到無助。

議員促保留糞檢服務
顏汶羽要求當局盡快恢復原

有服務，亦建議政府為前線檢測
人員提供採集鼻腔和咽喉合併拭
子樣本的相關訓練，並在社區提
供幼童 「拭子」 採樣服務，解決
家長 「檢測無門」 的煩惱。

通關開創好環境 金融創科齊發力
香港與內地恢復有序通關，為經濟

發展注入強大動力。事實上，香港近期
推出的一系列搶人才、搶企業政策，都
獲得了熱烈回響，例如高端人才通行證
計劃在短時間內共收到3800份申請，六
成申請已獲批；不少龍頭創科企業以及
高技術的初創公司表明在港設立國際總
部意向等等。關一通，事事通。香港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 的優勢得到了
有力的彰顯，包括特區政府在內的社會
各界，要乘通關的東風，在金融創科發
展以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方面全面發
力，爭取早日取得實績。

香港新年喜事多，恢復通關後，人
員、貨物跨境流動逐步回復正常，預期
對消費、投資與外貿出口的提振作用起
着立竿見影之效。已有投資大行計劃調
高今年香港經濟增長預測，估計今年首
季經濟便可止跌回升，錄得同比正增
長。同時，港股更走在經濟前頭，恒生
指數從去年10月的13年低位大幅反彈逾
40%，投資者以實際行動看好香港與內
地經濟，令人鼓舞。

另一方面，美歐持續加息遏通脹，
經濟衰退陰霾揮之不去，其中美國科技

企業首當其衝，不是縮減投資就是大舉
裁員，促使美國硅谷人才紛紛向東看，
有利香港乘勢招攬人才與企業。再加上
香港與內地恢復通關，可更好發揮聯通
內地與國際的角色與功能，國際資金將
持續向東流動，令香港繼續成為全球最
佳營商地區之一，匯聚更多內外資金、
人才與企業。接下來，香港要牢牢抓住
通關機遇，可以在兩大方面發力：

一是加快推進金融業升級轉型，由
股市融資中心走向資產與風險管理中
心，配合人民幣國際化的國家發展策
略。事實上，香港與內地市場互聯互通
將會持續擴大，包括北向債券通推出互
換通、港股通增加人民幣股票交易櫃枱
與擴大跨境理財通合資格產品範圍等，
可見香港金融業發展潛力依然巨大，其
中人民幣股票交易與綠色債券市場更是
香港金融業發展重中之重。近周特區政
府成功發行約58億美元等值的美元、歐
元與人民幣綠色債券，為亞洲最大規模
ESG（環境、社會、企業管治）債券發
行，對香港債市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未
來可進一步強化相關工作。

二是加快融入大灣區發展，快馬加

鞭推動香港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建設。
政府在去年底公布的創新科技發展藍
圖，明確提出創科與相關產業發展方向
與目標，主要透過物聯網、人工智能與
新材料等技術應用，推動新型工業化發
展，例如新能源車與第三代半導體等產
業，發展藍圖預期製造業佔GDP比重由
2020年的1%增加至2030年的5%，而本
地研發開支佔GDP比重亦由2020年的
0.99%增加至2030年的2%。這突顯特區
政府對創科發展的決心與信心，各方正
在期待具標誌性的先進製造業項目可以
盡快拍板落實，與灣區其他城市共同努
力，形成集群效應。

香港與內地恢復通關，新一年有好
的開始，令人振奮。隨着通關各項工作
的有序推進，預期全面通關的日期不會
太遠，農曆新年前後或許還會有新的好
消息。如果說兩個多月前國際金融領袖
投資峰會的舉行標誌着香港已 「回到世
界舞台中央」 ，那麼通關後的香港已
「成為世界舞台的焦點」 。歷史的機遇
再次來臨，香港不會守株待兔，而是要
動如脫兔，不斷發掘更大增長潛能，推
動經濟升級發展。



抹黑通關是些什麼人？

清水河

連日來，香港社會都沉浸在
通關的喜悅當中，期待通關後全
面復常的早日到來。但不能忽視
的是，在社交平台上也出現了一
些抹黑通關政策、意圖製造兩地
矛盾的雜音。

例如，一些 「黃絲」 賬號通
過各種改圖帖子，含沙射影醜化
通關後來港的內地遊客；一些人
則轉發外國反華媒體的所謂新
聞，抹黑香港將因通關而 「淪
陷」 ；又有一些人借港人排隊返
回內地的場景，抹黑特區政府安
排不當，等等。

這些社交平台上的言論，儘
管都打着香港人的名義，但其真
正身份令人質疑。如果仔細觀察
其宣傳手法和內容，可以看到與
多年前一系列風波中的做法如出
一轍。其所作所為，無非是想通
過散播錯誤信息，以達到再次挑
起兩地矛盾、激化衝突煽動對立
的目的。對此需有所警惕，一旦
出現任何違法言行，有關部門都
要果斷執法。

另一方面，通關是一個複雜
的系統工程，涉及具體的出入境
政策，也涉及香港社會的方方面
面。既要積極推動兩地人員的往
來，促進人心民心的互通，同時
也不能忽視通關後帶來的相關挑
戰，尤其是在物資供應、醫療服
務安排等範疇。水貨客往往只是
問題的表象，而且目前是通關初
期，尚可應對自如，日後遊客增
加，需要更周全的安排。

對於這些問題，相信特區政
府已有充分的關注和應對考慮，
事實上近日有關部門已經在積極
落實相關舉措。當然，政府的舉
措是一方面，更關鍵的還在於社
會的整體心態。通關後，香港對
內對外的聯通橋樑角色更加重
要。香港要發展，不能只靠自身
細小經濟體的 「內循環」 ，這養
不活七百多萬港人。香港需要
「打開門做生意」 ，需要開放包

容的社會風氣，這是香港成功的
優勢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