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的私營牙科服務收費貴，公營牙科醫療服務供不應求，基層市民
「睇牙難」 ，施政報告提出提升全民口腔健康的工作，計劃在未來兩年內

推出一系列措施，包括在2025年內，將現時政府牙科診所街症的名額至少
額外提供兩倍，為有經濟困難的弱勢社群提供緊急牙科服務；明年第三季
擴展關愛基金下的長者免費牙科服務適用範圍，讓毋須鑲配假牙的合資格
長者，亦可接受牙齒檢查等服務。

政府牙科門診名額增兩倍助基層
擴大緊急服務範圍 覆蓋全港18區

大公報記者 王亞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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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報告提出在藥物制度
下，設立全新的 「1+」 機制，加
快審批治療嚴重或罕見疾病的新
藥。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昨
日表示，新機制將於下月一日
（下周三）起生效，只取得一
個審批機構註冊評審的藥物，並
符合本地的臨床數據要求和經專
家認可後，都可以註冊在香港使
用。

盧寵茂表示，本港已經申請
了以觀察員身份加入國際醫藥法
規協和會（ICH），並獲國家藥
監局支持。當局會在明年內成立

香港藥械監管中心的籌備辦公
室，並適時由 「1+」 機制轉為第
一層審批，屆時不再需要經由其
他藥物評審機構認可，可以主動
評核臨床數據，評審藥物。他預
料香港要成為ICH的成員，讓在
港註冊的藥物受到國際認同，大
約需要8至10年時間。

加快審批確保安全
衞生署署長林文健表示，

「1+」 機制下，申請人遞交相關
的科學證據和資料後，該署會諮
詢香港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轄下

的 「專家顧問諮詢組」 ，作出嚴
謹的專業評審，然後提交審批建
議予管理局作正式批核。除了可
以加快審批，亦可以做到循證醫
學、實證為本，確保這些新藥達
到安全、效能及素質的要求。

林文健舉例，罕見疾病阿拉
吉歐症候群的兒童患者，因為先
天性問題，造成膽汁淤積，在
「1+」 制度下，新藥完成審批並
引入香港，只需約5個月，較原
先縮短大約17個月時間，有助患
者得到適切的醫療。

大公報記者王亞毛

房屋局日前公布2024至2029未來
五年期的公營房屋預測建屋量，房委會
及房協預計合共提供14.18萬個公營房
屋單位，整體較上一個五年期預測增加
約1.3萬伙，當中2027/28年度的房委會
公共租住房屋或綠表置居計劃（公屋／
「綠置居」 ）增加1500伙單位，而其
他資助出售單位則驟減2600伙。

房屋局表示，在最新的未來五年期
公營房屋預測建屋量中，包括約9.2萬
個公屋或 「綠置居」 單位，以及約4.98
萬個其他資助出售單位。根據各年度項
目細節顯示，2027/28年度各項目落成
單位數量變化最大，當中葵青區的石梨
街項目預計新增1700個公屋或 「綠置

居」 單位，離島區的東涌第23區第一期
的500個單位，由其他資助出售房屋類
型轉為公屋或 「綠置居」 單位類型。

公屋及綠置居佔9.2萬
另外在2027/28年度落成項目中，

位於深水埗區荔枝角道373號的300個
其他資助出售房屋單位，以及位於九龍
城區土瓜灣道的700個公屋或 「綠置
居」 單位，預計延遲一年完工，而北區
寶石湖路的1900個其他資助出售房屋
單位直接 「消失」 ，在未來幾年度的
預計完工項目名單中也 「未見其
蹤」 。

房屋局表示，項目的最終落成

日期受各種因素影響，如地盤限制、惡
劣天氣、承建商進度、勞工及物資供應
情況、外圍因素以及新建築
要求等，故每年建屋
量會因應情況而有
所調整。
大公報記者
王亞毛





政府去年成立口腔健康及牙科護理工作
小組，醫衞局常任秘書長陳松青昨日在施政
報告措施記者會上表示，一年工作以來，工
作小組認為口腔健康護理政策應配合《基層
醫療健康藍圖》的策略，向不同年齡組群推
廣以預防牙患為主的基層牙科護理服務，
向弱勢社群提供更具針對性的牙科治療服務
等。

推青少年護齒共治先導計劃
陳松青說，基於工作小組初步建議，政

府計劃在未來兩年推出一系列措施，包括在
2025年內與非政府機構合作，增加為有經濟
困難的弱勢社群提供的緊急牙科服務，提升
服務量、服務點和服務範圍，覆蓋全港18
區，目標是額外提供現時政府牙科診所街症
的最少兩倍名額。明年內加強 「護齒同行」
計劃，每年新增900個病人服務名額，為有
殘疾或特殊需要人士提供特殊護理牙科服
務。

在明年第三季，優化關愛基金的長者牙
科服務資助項目，修改必須鑲配活動假牙的
條件，合資格長者即使不需要鑲配假牙，也
可接受牙齒檢查、洗牙、脫牙和補牙等服
務。青少年方面，2025年內推出青少年護齒
共同治理先導計劃，資助13至17歲青少年使

用私營牙科檢查服務的部分費用，以銜接小
學學童牙科保健服務，引導其維持定期檢查
牙齒的習慣。

修例引入海外牙科醫護
為解決人手不足問題，醫衞局局長盧寵

茂表示，將在短期內修訂《牙醫註冊條例》
和《護士註冊條例》，引入非本地培訓牙醫
和護士，並探討引入放射技師、物理治療師
等合資格非本地培訓輔助醫療專業人員，到
醫管局和衞生署服務。

跨境醫療協作方面，盧寵茂說，跨境救
護車必須在邊境進行 「轉車」 ，即病人需要
轉換救護車，當局希望做到醫院與醫院之間
點對點的無縫對接，讓病人在邊境毋須 「落
地換車」 。 「救護直通車」 是以醫院作為點
對點運送，在預先評核救護車、救護人員、
車上藥物及器材，確保符合香港標準後，將
適合送回香港醫治的病人，由當地醫院點對
點送返本港，他預計內地或澳門的南向救護
服務會先行。

長者醫療券的適用範圍，將於明年擴至
大灣區內五間醫療機構。盧寵茂表示，
很快公布入選機構的標準，亦會涵
蓋如深圳的個別指定牙科醫療機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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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審批1+機制下周三起生效

未來五年逾14萬伙公營房屋落成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科技園

主席查毅超表示，特首李家超任內
第二份施政報告，多管齊下增強香
港發展動能，以產業導向為方針，
以創新科技為手段，以發展新經濟
增長點為目標，以加強香港競爭力
為結果，政策舉措具前瞻性、策略
性，顯示特區政府在產業發展方面
的角色，由以往的 「監管者」 演變
成 「推動者」 ，加強與業界協作，
有助香港應對挑戰，在由治及興的
路上走得更穩更遠。

他認為，施政報告就去年宣
布的《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
進一步羅列具體細節及資源調配，
包括提出成立 「新型工業發展辦公

室」 、設立100億元 「新型工業加
速計劃」 ；成立 「香港微電子研發
院」 等。這些政策舉措有助為香港
創科發展注入新動力，鞏固香港國
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地位。

施政報告亦提出短期內公布
北部都會區行動綱領。查毅超表
示，北部都會區是香港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透過創科促進兩地協同發
展的前沿，期待特區政府與內地當
局加強協作，特別是與深圳共同推
進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發展，
推動港深兩個園區相輔相成，承擔
國家科技領域攻堅突破的重任，服
務大灣區建設國際科創中心的大
局。 大公報記者龔學鳴

查毅超：《施政》鞏固創科中心地位

鞏固基建優勢

龍眠山

施政報告提到在三個地區興
建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包括東九
龍線、元朗南延伸線和啟德線，
前兩者在意料之中，後者則令人
有 「失而復得」 的驚喜。

連接啟德站和郵輪碼頭的支
線有三個方案，一是高架捷運系
統 「雲巴 」 ，二是充電列車的
「智軌」 ，三是巴士快速公交系

統（BRT）。三者各有千秋，雲
巴和智軌需要先建軌道，沒有六
至七年時間難以成事。快速公交
系統只要在承豐道設一專線就
行，快捷得多，但缺點是有關區
域目前只有一條承豐道，交通繁
忙時或有擠塞問題。

不管最終採用什麼方案，啟

德區的交通不暢問題都必須盡快
改善。事實上，自從25年前香港機
場由啟德搬至大嶼山，啟德區發
展已蹉跎了大量寶貴時光。政府
一度建議在啟德興建單軌列車，
連接九龍灣，但此建議後來不了
了之，以致每有郵輪抵港，都因
為交通不配套而難以疏導旅客，

問題周而復始，飽受詬病。
沒有人否認香港的基建設施

一流，交通便捷，這也成為香港
核心競爭力之一。但另一方面，
這些年來香港大型交通基建進步
不大也是不爭的事實。比如過海
交通繁忙，有關部門一直考慮的
是如何優化三隧分流，而沒有考
慮加建一條海底隧道。雖然現時
政府已全數收回三條隧道，並根
據交通流量設計針對性分流方
案，但這些細節上的改良，改變
不了三隧總體上不敷應用的根本
性問題。

相比之下，大灣區其他城市
的交通基建日新月異，城際鐵路
非常發達， 「一小時生活圈」 基
本形成，正向 「半小時生活圈」
邁進。雖然基建投資巨大，但帶
來的經濟和社會效益更大，還可
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不進則退，慢進也是退。施
政報告在加強交通基建方面重點
落墨，市民期待有關
部門分秒必爭。

內地經濟持續復甦 香港發展動能充沛
國家統計局昨日發布的數據顯示，

第三季度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利潤
同比增長7.7%，一舉扭轉連續五個季度
同比下降的勢頭，呈加快回升態勢。分
月看，9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利潤同
比增長11.9%，連續兩個月實現兩位數
增長。這一結果並不令人意外，中國經
濟韌性強、潛力大、活力足，長期向好
的基本面沒有改變。特區政府和香港社
會要抓住內地經濟持續復甦的契機，全
力拚經濟謀發展，將施政報告提出的發
展藍圖變成現實。

國際地緣政治複雜多變，加上疫情
滯後因素的影響，導致內地經濟復甦面
對一些困難，西方政客和傳媒乘機炒作
所謂 「中國經濟崩潰」 論調。其實，過
去數十年來，類似謬論每隔一段時間就
出現，結果無不被事實 「打臉」 。內地
經濟有強大的內生動力，加上中央堅持
擴大對外開放，連番推出有效振興消費
的措施，市場氣氛逐漸向好。到了9月
份，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在連跌數月
後，重新回歸擴張區間。就整體經濟表
現看，前三季度內地經濟增長5.2%，完
全有能力實現全年5%的增長目標。就

各地公布的前三季度GDP數據看，有12
省跑贏全年目標增速。有外國大行預
測，今年中國經濟增長率將達6%。

近來中美關係出現穩下來的跡象，
也為市場增添了一些積極因素。中美關
係經歷了幾年極為困難的時間，較量的
結果是美國認識到 「脫鈎」 、 「斷鏈」
並不可行，不得不調整對華策略。雖然
其主旨仍是對抗，未來兩國關係仍會出
現反覆，但只要雙方繼續保持高層交
往，相向而行，有效管控分歧，這對穩
定中美關係、穩定全球市場都有重要意
義和積極作用。

春江水暖鴨先知。在投資市場舉足
輕重的內地社保基金釋放出 「堅定做多
中國資產」 的訊息，備受市場關注。在
社保基金召開的2023境內投資管理人座
談會上，與會者圍繞當前宏觀經濟和資
本市場形勢，以及如何進一步做好養老
基金管理工作進行交流，結論是當前內
地權益資產的估值已經處在歷史底部區
域，A股進入了長期配置價值的窗口
期，要強化逆周期思維，積極把握資本
市場長期投資機會，努力爭取獲得超額
收益。所謂強化逆周期思維，就是當市

場情緒最悲觀時，往往是觸底反彈的時
機。精明的投資者能洞察市場變化，不
受外界干擾，在逆境中找到機會，布局
未來。

金融市場非常敏感，恒生指數昨日
上漲354點，藍籌股幾乎全線上漲，這
一方面是受到內地經濟數據回穩的刺
激，另一方面也是特首新一份施政報告
效應所致。施政報告最顯著的特點，就
是突破 「香港思維」 ，從國家發展、民
族復興的高度，籌劃香港的未來，包括
強化 「八大中心」 、加快創科發展，繼
續搶企業、搶人才，不斷提升發展動
能。這些政策很好地配合了國家政策，
加快了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步伐。
香港以己之所長，貢獻國家之所需，這
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正確道路。

經濟恢復是呈波浪式發展、曲折式
前進的過程。香港人見慣風雨，善於應
變，擅長抓住機遇，因此每次危機之後
都會站起來，變得更強。隨着內地經濟
數據企穩，市場氣氛好轉，高質量發展
加速，對香港的支持力度也會越來越
大，這就是我們相信香港明天會更美好
的底氣所在。

▼房屋
局預計未來

五年期的公營
房屋建屋量將達

14.18萬個。
資料圖片

◀▲政府計劃
在2025年內，將現時

政府牙科診所街症的名額至
少額外增加兩倍，為弱

勢社群提供緊急
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