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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於上月22日，率先報道有內地旅
客疑遭港島一間藥坊誤導購買天價藥粉。不過，事
件曝光後涉事藥坊並未收斂。記者翌日喬裝旅客前
往藥坊，記者聲稱家中有老人家喉嚨不適，即被推
銷購買兩種中藥，包括一款不為人識、非藥典記載
的中藥材 「淦果」 ，以及花旗參。

刻意模糊「両」與「錢」
過程中，店員故意模糊 「両」 與 「錢」 的計價

重量單位，標價牌將每錢160元的 「錢」 字縮得很
小，把金色 「錢」 字印在紅底紙上令其不起眼，店
員把藥材上秤後說： 「呢度四両。」 記者詢問：
「即係幾多錢（指金錢）？」 店員稱： 「咪160錢
（每錢價格）囉，我幫你磨粉啦！」 記者還未表明
購買，店員即轉身把藥材放到身旁的磨粉機上欲開
動機器，記者即時喝止： 「唔好！唔好住！等我諗
吓先，我要問吓人先！」 其間店員仍想開動機器，
記者再三制止、堅拒磨粉，並離開藥坊。

店員由始至終都沒有把售價總額告訴記者，企
圖令記者誤解為每両售160元、四両重的藥材約共
640元；惟該中藥以 「錢」 為計價重量單位，實收
6400元，與顧客預期價格相差10倍。有海關人員
表示，這種故意迴避或以含糊不清手法表示價格單
位的手段，俗稱 「斤變両」 、 「斤變錢」 ，是黑店
最常見的不良營商手法之一。

專家：涉改藥名誤導
國際中藥及食品發展聯會主席、國家執業藥師

蕭漢松表示，從記者提供的影片所見，店員硬銷的
所謂 「淦果」 ，推斷是中藥的青果（又稱橄欖
果），不屬於香港常見或使用的藥材，批發及零售
都很少人買和賣，而青果批發價每司馬斤（1斤=
16両=160錢=605克）約48元，經換算即每両為3
元。記者以涉事藥坊就四両 「淦果」 可索價6400
元計算，即每両1600元，比批發價高出逾533倍，
暴利驚人。

蕭漢松質疑，該藥坊巧立名目把藥材換上不為
人識的名稱，亦可能是取該藥材的 「淦」 字與橄欖
的 「橄」 讀音相近，以誤導顧客。記者就 「淦果」
詢問邱宇鋒中醫師及廣州中醫藥大學客席教授黃
傑，二人均表示未聽過及未使用過該藥材，其中邱
指應該不是藥典記載的中藥，可能是地方草藥。

而涉事藥坊出售另一款同為每錢160元、名為
「黑仙果」 的藥材，蕭漢松直指該中藥為藏藥人參
果，亦屬少見，內地有銷售平台標價每250克售45
元人民幣，但該藥坊以暴利價出售。

有海關人員表示，藥坊將中藥冠以陌生名稱，

加上過程中涉嫌故意混淆重量計價單位，甚至將中
藥磨成粉後威逼顧客購買，均屬不良營商手法，但
這類藥坊善於遊走法律灰色地帶，形容其手法專
業。

藥坊賣天價藥事件曝光後，海關上周四（9
日）針對藥坊以不良營商手法進行銷售採取執法行
動，在尖沙咀一間藥坊 「放蛇」 試購，拘捕兩名店
員，涉嫌違反《商品說明條例》，使用誤導性遺漏
的不良營商手法銷售花旗參；其犯案手法與記者今
次經歷類同。據了解，相關執法行動會延續至今年
5月 「黃金周」 。海關回覆《大公報》查詢表示行
動細節不便透露。

至於涉事藥坊所列出 「淦果」 的功效， 「久咳
不癒，順氣止咳；咽喉發炎，支氣管炎」 等，是否
有違反法例問題。衞生署發言人回覆表示，《不良
廣告（醫藥）條例》（第231章）是禁止／限制任
何人發布任何相當可能導致他人為附表1及2所指明
的目的而使用任何藥物、外科用具或療法的廣告。
此條例亦禁止／限制口服產品於廣告作出附表4所
指明的六類聲稱。

議員：或涉違醫藥廣告條例
根據該條例定義下的 「廣告」 ，包括任何

公告、海報、通告、標籤、封套或文件及任何
以口頭方式或藉產生或傳送光或聲音的方式所
作出的宣布。衞生署在考慮廣告是否涉嫌觸犯
該條例時，不只着重個別字眼，還會考慮該廣
告的整體內容。

醫療衞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哲玄表示，標示中藥
具某特定效用，可能涉違醫藥廣告條例，但如果該
中藥不在醫藥名冊內，根本不能稱為 「藥」 ，不視
作藥物，但其效用又有寫上 「支氣管炎」 ，是否涉
及違例需要有關方面進行調查。他解釋，由於中藥
註冊比較複雜，有些又是暫准註冊等，要問當局對
藥材有怎樣的監管系統。

選委會界別立法會議員陳永光中醫師表示，尖
沙咀的案件屬個別商店不良營商手法，違反《商品
說明條例》，行業的確有害群之馬，隨着通關，相
信類似個案會增加。他認為海關應加強巡視及宣
傳，免市民、遊客受損。

大公報記者致電涉事藥坊的公司秘書查詢，一
名自稱姓蘇的女士接電話，她初時耐心接聽，並沒
有表示自己是公司秘書，但當記者問及接獲投訴指
藥坊賣天價藥粉時，她即煞有介事連番否認是藥坊
職員或負責人，聲稱只幫涉事藥坊做公司秘書，不
認識該集團其他 「姊妹」 藥坊。另外，她稱會轉達
記者的查詢予負責人，惟記者最終未獲回覆。



黑藥坊未收手 3元中藥賣1600元
集團式經營劏客海關曾拘三店員

責任編輯：杜樂民 美術編輯：達芬尼

▲藥坊店員向大公報記者推銷 「淦
果」，只說重量未說明價錢，即把藥
材拿往粉碎機，記者即時制止。

大公報記者施文達攝

今年2月6日香港與內地恢

復全面通關，愈來愈多內地旅

客來港消費，惟近月有藥坊涉

嫌向旅客行騙，售賣天價藥

粉，影響香港的購物天堂形

象。早前有旅客在港島一間藥

坊，被店員誤導買120錢的中藥，磨成粉後竟索價

近11萬元，報道後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大公報記者

喬裝旅客跟進調查，發現藥坊未有收手，繼續涉以

誤導手段及不良營商手法牟取暴利。

藥坊向記者推銷所謂 「淦果」的藥粉，香港批

發價每司馬両僅需3元，藥坊卻

索價1600元，暴利逾533倍；

而該店標售的功效列明治支氣

管炎，涉違反《不良廣告（醫

藥）條例》。記者深入調查後

發現該天價藥坊屬集團式經

營，海關去年底曾拘捕其分店

三名店員。

大公報記者 趙明新、施文達

掃一掃 有片睇

同一公司持有 店舖隨時轉名
《大公報》上月報道無良

藥坊天價賣藥粉，據了解海關
已跟進調查，並突擊巡查 「黑藥坊」 。記者日前
再到該藥坊觀察，店員不再主動推銷中藥材，店
內冷清，遊客主要購買化妝品、防曬、護膚霜
等，一名店員駐足店外 「站崗」 ，神色凝重，一
眼關七。

「姊妹店」同一手法經營
記者調查發現，該藥坊另設有 「姊妹店」 ，

同樣位於銅鑼灣遊客眾多的黃金地段。該姊妹店
「時×大藥坊」 早在去年11月因涉及不良營商手
法，三名店員被海關拘捕。位於波斯富街波斯富
大廈地下G舖的 「時×」 ，馬路對面便是時代廣
場，人流如鯽。根據公開資料顯示， 「時×大藥
坊」 由新兆財有限公司持有，新兆財亦持有環×
大藥坊的商業登記，新兆財的唯一股東兼秘書為
葉×忠。資料顯示，葉×忠以新兆財之名持有
「永×大藥房」 的商業登記，2021年該店涉及售
賣細菌超標口罩被控供應／製造／輸入不安全消
費品，其後商業登記由 「永×」 轉名 「環×大藥

坊」 ，業務性質亦由藥房轉為零售，店舖登記地
址為東角道怡東商場地下。

葉×忠除了以 「環×大藥坊」 「搵食」 ，根
據商業登記，他在2019年再透過新兆財持有分店
「時×大藥坊」 ，同年5月轉名 「環×大藥
坊」 ，藥坊業務性質為零售，該分店的登記地址
則為波斯富大廈地下G舖。資料顯示，該地舖同
時是葉×忠以空殼公司 「兆名有限公司」 持有的
「富×免稅大藥妝」 同一商業登記地址。

記者日前到波斯富大廈地下G舖看到，店面招
牌為「時×大藥坊」，銷售模式與東角道的 「環×
大藥坊」 一樣，近門口處展示面霜等日用貨品，
店內售賣花膠、石斛等，近牆的一列透明箱出售
「淦果」，與 「環×大藥坊」 一樣，用紅字膠牌標
售一錢160元。「時×」去年11月曾涉及威嚇長者購
買逾10萬元藥材，與預期價格相差逾200倍。海
關以該店涉嫌作出誤導性遺漏及具威嚇性營業行
為的不良營商手法銷售中藥材，違反《商品說明
條例》（《條例》），拘捕三名男店員，檢走一
批標示 「特級壯陽果」 、 「遠年狀陽果」 等藥
材、磨粉機、磨粉藥材及一批懷疑第一部毒藥。

旅客憂捱劏促加強罰則
陪同父母首次來港的河南

旅客薛先生，拿着剛在該藥坊
所購的兩瓶價值476元的痛風藥，與他的家人
圍着記者表示好擔心買到假藥，連問多次：
「這是不是假藥？」 他指以前甚少聽說同類事
件，想不到剛恢復通關不久，就發生這樣的
事。

深圳遊客楊小姐直斥： 「這些不良店舖的售
假和劏客行為，政府肯定要查同執法啦，不可以

任由他們這樣下去，否則，還有誰敢來香港
啊？」

港人楊小姐指該藥坊 「劏客」 ，行為醜陋，
影響香港聲譽，令遊客購物無安全感。類似事件
過去都不時發生，如今剛復常通關不久，希望政
府相關部門除了要加強執法行動，更要檢討有關
法例，加重罰則，提高違法成本，對不良經商才
能起到阻嚇效果，維護消費者信心。

大公報記者盛德文、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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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檢測中心3．22起僅餘五間
【大公報訊】隨着世界各地陸續撤銷出行前核酸檢

測的要求，核酸檢測服務需求大降，政府昨日宣布，由
下周三（22日）起，本港只保留五個社區檢測中心及檢
測站，繼續為市民提供自費核酸檢測服務，其餘16個檢
測點將停止運作。

五個獲保留的社區檢測中心及檢測站的使用量較
高，分別位於中環愛丁堡廣場、銅鑼灣禮頓山社區會
堂、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沙田瀝源社區會堂、元朗
市東社區會堂。自費核酸檢測服務收費安排下，標準自
費服務收費上限為150元，若檢測結果為陰性，市民會
在採樣24小時內收到檢測結果證明；特快自費服務收費
上限為240元，12小時內收到檢測結果證明，名額有
限，先到先得。

此外，香港國際機場設有24小時運作的快速核酸檢
測中心，方便旅客出行前自費檢測，並於兩小時內獲取

結果。市民也可到本地認可醫療檢測機構接受核酸檢
測。

政府表示，16個即將停運的社區檢測中心及檢測
站，會盡快回復其原有社區和康樂用途。早前釋放的64
個社區及康樂場地已全數交還場地管理人。

長者回港易、換證難
香港與內地全面通關

後，上月訪港旅客人次於
三年內首破百萬，達146
萬人次，約75%為內地旅
客。與此同時，一批因為
疫情無法回港，在內地居
住的香港人，紛紛回港補

辦智能身份證，但他們辦證之路，比過關還
難。

長居內地的香港人，絕大多數是退休長
者。三年疫情，關口不開通，他們無法按當
局規定日期回港更換智能身份證。隨着換領
智能身份證 「復常」 ，臨時換證中心撤銷，
讓長者陷入回港易、換證難困局。

下面是一個真實個案：

兩位分別82歲及71歲長者，他們在港已
無居所，為了回港換智能身份證，只能租住
酒店。兩老並非上網常客，為了回港換證，
在內地試圖網上預約，前前後後與入境處網
頁 「搏鬥」 近一個月，都無法如期登記預
約。唯有打長途電話到入境處熱線尋求協
助，兩老與熱線錄音系統糾纏半個多小時，
奈何電話費花不起，只能掛線。

為了換證，長者抱住忐忑不安的心情，
訂了幾天酒店，在未有預約的情況下，希望
回港一博。

從入境處預約換證的 「爆滿」 程度看，
估計因疫情滯留內地，無法如期回港換證的
長者為數不少。幫助長居內地的長者換證，
看來當局需要花些心思。

蔡樹文
透視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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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收阻嚇

▲專家指該店內所售的 「黑仙
果」，實應為藏藥人參果。內地
銷售平台顯示，該藥材每250克售
45元人民幣。

▲藥坊以每錢160元售賣 「淦果」。

▲該藥坊以同樣價錢售賣 「黑仙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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蠱惑招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