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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陸九如

本月26日，英國經濟學
人 智 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發布了
《全球宜居指數2024》報
告，香港的得分為90.2，
排名由去年的第61名躍升
至第50名，成為全球在過
去12個月內宜居指數升幅
最大的城市。報告指香港
國安法的實施及今年稍早
推行的其他法例有助香港
恢復政治穩定。

全球最宜居城市
國安法律助社會恢復穩定

▲國安條例生效後，香港社會恢復穩定，特區政府聚焦改善民生拚經濟，令
香港成為更宜居的城市。

城市

中國 香港

新加坡

匈牙利 布達佩斯

越南 胡志明市

塞爾維亞 貝爾格勒

羅馬尼亞 布加勒斯特

保加利亞 索菲亞

美國 亞特蘭大

美國 匹茲堡

中國 北京

科威特 科威特城

資料來源：經濟學人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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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奧地利 維也納

❾ 新西蘭 奧克蘭

❷ 丹 麥 哥本哈根

❸ 瑞 士 蘇黎世

❹ 澳 洲 墨爾本

❺ 加拿大 卡加利

❺ 瑞 士 日內瓦

❼ 澳 洲 悉 尼

❼ 加拿大 溫哥華

❾ 日 本 大 阪

▲港大醫學院首創幹細胞平台以快速模擬人體細胞
正常老化過程，幫助抗衰老分子研發。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議員：喜見市民安居樂業
多名政界人士表

示，本次香港宜居指
數排名大幅上升，說明《香港國安法》生效
後，香港社會恢復穩定，由亂到治，由治
及興。另外，特區政府亦不斷加大醫療層
面的投入，有助於為本港醫療服務帶來提
升效果。

投入資源改善醫療 提升質素
港島東立法會議員梁熙指出，自 「愛

國者治港」 原則全面落實後，不論是《香
港國安法》還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都
發揮了穩定人心的作用，讓社會從內部的
混亂恢復到平靜的狀態，帶來了重要的提
升作用。在醫療方面，特區政府亦致力在
相關的層面投入資源，例如回應了議員在
過去提出的縮減公立醫院輪候時間，為內
科在內的專科門診訂立縮減輪候時間的安
排。此外在議會與特區政府的充分合作
下，在過去十分困難的引入海外醫生制度
得到鬆綁，也有助於為香港的醫療服務帶
來提升作用。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樂見香港
宜居指數提高，亦相信本港市民有目共

睹，自《香港國安法》和《維護國家安
全條例》生效後，社會逐步由亂到治，
由治及興。只有社會安定、安全，宜居
指數才會提高，市民們才能安居樂業，
資金和人才才會重回香港。另外在醫療
方面，葛珮帆強調，通過修改引入海外
培訓醫師的法例，香港多了200多位海外
培訓的醫生，紓緩了一些醫療服務的壓
力。她又指，本港基層醫療和中醫的發
展仍有進步空間，希望能夠吸引和培養
更多優秀的中醫人才。

東區區議員植潔鈴相信，能夠深刻
感受到，香港社會恢復穩定，及後完善
選舉制度以及完善地區治理方案等有效
落實，讓愛國者治港理念全面貫徹，對
恢復社會穩定發揮很大的作用。作為區
議員，她更感受到新一屆區議會，對比
過去更能發揮服務社區、反映民意的作
用，對地區發展及社會穩定具有積極意
義。而在醫療衞生方面，現屆政府在財
政赤字下，仍然維持對醫療的龐大投
入，議會亦積極探討引入更多醫生、牙
醫，以及護士，有助解決公立醫院前線
人手不足的問題。

由治及興

港大首創幹細胞平台 助研抗衰老藥物
【大公報訊】記者古倬勳報道：人口

老化，醫療需求日增。港大醫學院轄下的
幹細胞轉化研究中心，首創快速模擬人體
細胞正常老化過程的幹細胞平台，以6日
模擬人體衰老過程，協助研發抗衰老藥。
團隊期望，日後可利用該模型測試不同抗
衰老藥的效用，協助治療衰老相關疾病。

6日模擬人體衰老過程
統計處數字預計，本港65歲或以上

人口將由2021年的20%，增至2046
年的約36%，2069年升至約40%，
即每5人便有2名長者。港大醫學院幹
細胞轉化研究中心利用在7年前發表
的擴展潛能幹細胞（EPSCs）研發的
專利技術，成功將人類幹細胞分離成
人類擴展潛能幹細胞（hEPSCs），
再以7至10日的時間從hEPSCs分離
出人類滋養層幹細胞（hTSCs），即
在懷孕期胎盤滋養層中發現的年輕細
胞，建立衰老仿真生物系統，該生物

系統能準確顯示主要的衰老特徵，如基因
組不穩定性、表觀遺傳修飾、端粒短化和
細胞衰老，從而模擬人類衰老過程。

港大醫學院臨床醫學學院婦產科學系
教授、幹細胞轉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楊
樹標解釋，人類自然衰老一般為60多
年，透過胎盤的hEPSCs的衰老過程需時
約9個月，而新型體外細胞平台只需約6
日便可複製出模擬衰老的過程，其間可進
行不同抗衰老藥物的測試，透過將藥物的

測試分子投入至培養皿內的hTSCs，6日
後透過高通量篩選進行熒光檢測，測試液
體的熒光量越少，該抗衰老藥物則越有
效，平台每次可測試50款藥物。

港大醫學院臨床醫學學院婦產科學系
科學主任、幹細胞轉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
員李燕柳指出，現有的科研模型有一定限
制，無法準確呈現人體細胞正常衰老過
程，其中動物衰老模型與人類基因差異
大，動物神經系統較人類簡單，模型的衰

老時間長且成本高；而細胞株模型通
常有染色體異常和基因突變。

楊樹標表示，新型的平台大幅縮
減了模擬人體衰老過程的時間及實驗
成本，研究團隊可以利用這個加速模
型，有系統地評估各種化合物所引發
的衰老特徵，加快藥物研發，有助開
發新型的抗衰老治療。

有關項目獲得創新科技署旗艦項
目Health@InnoHK的支持，並在今年
第49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獲得金獎。

健醫 事

長者醫療券今起適用廣州中山一院



食安中心與內地簽備忘錄
深化食安交流合作

試點計劃雙贏

【大公報訊】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物安全中心、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
中心昨日簽署食品安全合作諒解備忘錄，以加強兩地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工
作的交流，尤其是食物消費量調查和總膳食研究的工作。備忘錄由食物安
全專員黃宏醫生和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黨委書記王永挺共同簽署。

備忘錄旨在深化內地與香港食品安全交流和合作，共同提升食品安全
風險評估的技術水平。具體內容包括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交流，以及就兩地
共同開展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工作增進合作。

食安中心發言人表示，在備忘錄的框架下，雙方會開展食品安全風險
交流與合作，包括進行總膳食研究工作交流及開展學術交流。雙方亦會根
據工作需要，促進兩地食品安全專家和學者的交流互訪、人員培訓及工作
經驗分享的相關安排。



【大公報訊】衞生署昨日宣布，長者
醫療券適用範圍由今日起擴展至廣州市的
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可支付該院內
科、外科、婦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
科、皮膚科、康復醫學科、檢驗科、中醫
科、神經科、心血管醫學部、臨床營養
科、健康管理中心、急診科共15個指定
科室的門診醫療護理服務費用。

合資格長者須先登記加入醫健通，方

可在指定的粵港澳大灣區醫療機構使用醫
療券。有關安排適用於香港大學深圳醫
院、華為荔枝苑社區健康服務中心、中山
一院，以及日後開展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
點計劃的餘下六間試點醫療機構。

長者由今日起可在中山一院1號樓一
樓西側醫療服務中心窗口認證身份和掛
號，也可透過中山一院的官方手機應用程
式或小程序 「香港長者醫療券預約」 ，或

在中山一院內的自助機預約。在指定科室
接受門診醫療護理服務後，長者可到科室
所屬收費處使用醫療券支付服務費用。中
山一院的醫療服務收費以人民幣結算。該
院會在收費處標示換算率以供參考。

中山一院是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
劃下首間開展相關安排的綜合服務醫療機
構。試點計劃下，配偶共用醫療券安排和
長者醫療券獎賞先導計劃同樣適用。

衞生署宣布，長者醫療券（醫療券）適用
範圍由今日起擴展至位於廣州市的中山大學附
屬第一醫院（中山一院）。同日起合資格長者須

先登記加入醫健通，方可在指定的大灣區醫療機
構使用醫療券。

中山一院是 「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 （ 「試點計劃」 ）下，首
間開展相關安排的綜合服務醫療機構。長者將可使用醫療券，支付中山一
院合共15個指定科室的門診醫療護理服務費用。

中山一院的 「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 ，基本涵蓋了一般醫院所
有科目，相信能滿足在內地定居長者的基本醫療需求。按當局的公布，這
是 「試點計劃」 首間開展相關安排的綜合服務醫療機構，既然是首間 「試
點計劃」 ，換言之，陸續還有第二間、第三間內地三甲醫院可以使用醫療
券。

至於第二間、第三間 「試點計劃」 醫院花落何方？應該按照香港長者
集中居住的城市進行規劃。

「試點計劃」 成功實施，兌現了現屆政府的承諾，避免長者長途跋涉
往返香港與內地求診，同時亦減輕了香港公共醫療機構壓力，創造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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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昨日就台灣當局假借所謂調
升旅遊警示，誣衊抹黑香港實施
《香港國安法》及《維護國家安全
條例》後，訛稱赴港風險增加，對
這些歪曲事實、抹黑詆毀的政治操
弄和險惡用心，予以強烈譴責並強
烈反對。

維護國安是主權國家權利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香港

特區負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
任。根據《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
國際法及國際慣例，維護國家安全
是所有主權國家的固有權利。很多
普通法司法管轄區，例如美國、英
國、加拿大、澳洲及新西蘭等西方
國家及新加坡等，都制定了多部維
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台灣當局卻對
此視而不見、大放厥詞，惡意抹黑
及妖魔化《香港國安法》及《條
例》，徹底將其雙重標準展露無
遺。

發言人指出，香港特區維護
國家安全的法律框架，與相關國際
人權標準一致。《香港國安法》和
《條例》均明確規定維護國家安全
應當尊重和保障人權，亦依法保護
香港居民根據《基本法》，以及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
公約》適用於香港特區的有關規定
下享有的權利和自由，包括言論、
新聞、出版、結社、集會、遊行、
示威等自由。

「《香港國安法》及《條
例》訂明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精
準針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清楚
訂明構成有關罪行的元素和刑罰。
香港特區的執法部門是根據證據、
嚴格依照法律，以及按有關人士的
違法行為採取執法行動。控方有責
任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被告人有
相關的犯罪行為和犯罪意圖，被告
人才可被法庭定罪。一般旅客（包
括中國台灣地區來港旅客）不會從
事危害我們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
動，不會誤墮法網。」

發言人重申，危害國家安全
罪行針對極少數想危害國家和香港
安全的人，維護國家安全和尊重、
保障人權，根本上是一致的。維護
國家安全正正是為了更好地保障香
港居民及在香港的其他人士的基本
權利和自由，並且確保香港特區內
的財產和投資受到法律保障。

特區政府強烈敦促台灣當局
停止對《香港國安法》及《條例》
的誣衊抹黑，強調這些卑劣的政治
伎倆絕不可能得逞，必定以失敗告
終。

報告顯示，2024年香港的穩定性得分顯著提高。儘管得
分未能重回2019年之前的水平，但香港政治環境已趨於穩
定，大規模示威影響社會秩序的風險已經大幅下降，《香港
國安法》的實施及今年稍早推行的其他法例有助香港恢復政
治穩定。另外，香港歷年來在醫療保健方面的得分持續改
善，新加坡亦呈相同趨勢，排名升幅緊隨香港。目前，新加
坡在醫療保健方面取得100分，達至位列前茅城市的水平。

16亞洲城市入選一線行列
經濟學人智庫行業研究副總監Barsali Bhattacharyya表

示： 「隨着醫療保健和教育設施的顯著改善，亞洲城市的宜
居指數持續提升，儘管情況仍喜憂參半。在榜單上的58個亞
洲城市中，有16個城市入選一線宜居城市的行列（得分80以
上）。」

奧地利的維也納已連續第3年蟬聯榜首，在五大評分指
標中，有4項均獲得 「滿分」 。榜單第2位為丹麥的哥本哈
根；瑞士的蘇黎世則由去年第6位，上升至第3位；澳洲墨爾
本由第3位跌至第4位；日本的大阪成為唯一入圍的亞洲城
市，與新西蘭的奧克蘭並列為全球宜居城市的第9名。

維也納連續3年蟬聯榜首
經濟學人智庫的報告按照五大指標，包括穩定性、醫療

保健、文化和環境、教育及基礎設施，對全球173個城市的
宜居程度進行排名。其中穩定性與文化和環境在評分中分別
佔比25%，醫療保健與基礎設施在評分中分別佔比20%；教
育則佔比10%。報告指出，西歐和北美是全球最宜居的地
區。

香港大升至50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