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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種復星/BioNTech疫苗開綠燈
預計下月底抵港 衞署三委會監察風險處理不良反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特區政府

本月初收到

復星/BioN-

Tech 新 冠

疫苗緊急使用的申請，新冠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

昨午開會審議後，12位委員一致同意接種該疫苗

最高保護率達95%，對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大於

風險，故建議認可使用。復星/BioNTech疫苗很大

機會成為香港首款認可使用的新冠疫苗，預計下

月底抵港，接種日期仍有待食物及衞生局安排，

衞生署轄下兩個科學委員會將審視不同組群的副

作用風險，以及成立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

委員會，專責處理接種疫苗後不良反應的報告和

臨床安全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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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浩賢）
首批新冠病毒疫苗最快下月抵港。
「元朗監察議會」聯盟昨日向香港
文匯報提供網上調查結果，發現
94.8%受訪者表示願意接種新冠疫
苗，原因是希望香港社會盡快回復
正常，並恢復與內地的通關安排，
另有92%贊成推行全民強制注射疫
苗。聯盟同時將調查結果轉交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建議政府增購不同
疫苗並加強推廣，釋除部分市民疑
慮。

94.8%願接種 82.3%揀科興
「元朗監察議會聯盟」於本月8

日至15日以網上問卷進行《新冠
疫苗打唔打？》調查，成功訪問
1,249位市民，發現94.8%受訪者
表示願意接種疫苗，其中82.3%表
示會選擇由政府選購的中國科興疫
苗。
調查顯示，92.5%受訪者希望接

種疫苗後能豁免往返內地時的隔離
安排；92%贊成推行全民強制注射
疫苗；81.9%認為部分由政府控制
或管理的處所不應對外開放，已接
種疫苗者除外。
聯盟成員蘇淵表示，受訪者不願

接種疫苗的主因是對疫苗的安全性
成疑，建議政府加強推廣及提高透
明度，並由行政長官聯同全體司局
長和立法會議員帶頭注射，增加市
民信心。
聯盟成員林偉明建議特區政府向

中央政府提出請求，批准已在港接
種疫苗的市民在往返內地和澳門時
豁免隔離，並協助採購國藥疫苗。

新冠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召集人
劉澤星昨日會後會見傳媒時指

出，委員會開會審視復星/BioNTech
疫苗所提交在安全、效能和質素的
文件，包括疫苗第三期臨床試驗數
據，16歲以上接種者在不同性別、
年齡有效率的分別不大，保護率介
乎94%至95%；文件亦交代外地接
種概況、不良反應比例；是否符合
生產質量管理規範標準等，委員會
研判後建議認可使用復星/BioNTech
新冠疫苗。

有附加條件 風險大取消認可
12 位委員一致認為復星/BioN-

Tech新冠疫苗的效益大於風險，會
將建議交予食衞局審議，並會上載
至網上讓公眾查閱。不過，挪威、
德國早前出現接種該疫苗後死亡個
案，以及以色列有接種者出現面
癱，劉澤星表示，委員會對疫苗施
加附加條件，並要藥廠提供進一步

資料，「如果顧問專家委員會認為
接種疫苗會令到公眾風險大於利
益，一定會建議食衞局局長採取適
切跟進行動，包括取消有關認
可。」
被問及會議中有否考慮挪威、德

國、以色列接種者出現的不良反
應，劉澤星指出，挪威接種疫苗後
死亡的個案，大多是年長和有長期
病患，是否由疫苗導致仍需更多數
據證明，會向復星和挪威等地有關
部門索取相關數據。

釐清死亡與打針關係
新冠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成員許

樹昌補充，挪威有42,000人接種，
29人死亡，最年輕者是75歲，不
少死者有長期病患，所以要挪威有
關部門提供更多數據，釐清死亡與
打針的關係。他續指，一般情況下
每10萬人接種各類疫苗，就有1人
出現面癱情況。各地新冠疫苗接種

者出現面癱機率的數據並非一致，
仍需更多數據分析；另外，德國有
80萬人接種疫苗，出現10宗死亡
個案，當地報道指死者有長期病
患，未必與疫苗有關係，但會作檢
視。
許樹昌預計疫苗將於二月底抵

港，接種的時間表仍待食衞局安
排，而衞生署轄下兩個科學委員會
也會參考外國數據，決定哪些組群
適合或不適合接種。至於專家會否

帶頭接種？許樹昌與劉澤星說：
「我哋一定打。」
另外，衞生署將新設新冠疫苗臨

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審視每宗
與疫苗相關的不良反應。劉澤星指
出，成員由大學醫學院和醫管局專
科醫生擔任，包括傳染科、腦內科
等專家，會審視病人自己報告的副
作用、醫生報告的副作用，衞生署
會有代表與接種疫苗者跟進，衞生
署與香港大學也有計劃專門進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新冠肺炎
疫情對本港就業市場帶來莫大衝擊，工聯會最
新一輪就業狀況調查發現，近80%受訪者的工
作受影響，包括10%被裁、24%停工及放無薪
假。即使保住「飯碗」，也絕大部分收入減
少，另外21%更是「零收入」；另有47%受
訪者對工作前景不樂觀。調查亦發現，大部分
受訪者均願意接種疫苗，但不少人會等到「有
得揀」疫苗時才去接種。工聯會促請特區政府
即時推出失業/停工現金津貼，同時爭取已接
種疫苗者通關時可免隔離。
工聯會每月進行就業狀況問卷調查，以了

解本港失業、停工、減薪等情況。昨日公布
的新一輪結果顯示，近80%受訪者的工作受
影響，包括10%被裁、24%停工及放無薪
假。另外，80%受訪者表示收入減少，另外
21%更是「零收入」。最近3個月才面臨失
業的受訪者有約40%，比之前一個月的35%
為高。另外，47%受訪者對工作前景不樂
觀，均表示沒有信心在未來3個月內可找到
一份全職工作。

33%人冀有得揀疫苗
今次問卷亦訪問了市民接種疫苗的意願。

結果顯示，只有3%表示一定不會接種疫
苗，有四成左右受訪者「睇定啲」才會接種
疫苗；33%受訪者希望「可以揀疫苗種類才
會接種」，結果反映多數人願意接種疫苗，
但有所顧慮。
工聯會建議即時推出失業/停工現金津貼；

向重災行業員工派發1萬元津貼；向沒有強
積金戶口的自僱人士及自由工作者發放一次
性7,500元津貼；調低在職家庭津貼每月總工
時要求；及降低申領失業綜援門檻等。工聯
會並指，會爭取已接種疫苗者通關時可免隔
離，以及設立10億元疫苗注射保障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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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否自願接受新冠疫苗注射？

會會：：9494..88%%

希望接種哪一款政府採購
的新冠疫苗？

資料來源：「元朗監察議會聯盟」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航

過去一個月的工作狀況：

被裁：10%
停工/放無薪假：24%
減薪/只發底薪：23%
轉做其他較低收入工作：19%
工作不受影響：23%

過去一個月的收入有否減少/減幅？

一成至兩成：13%
三成至四成：26%
五成以上：20%
完全沒有收入：21%
收入不受影響：20%

是否願意接種疫苗？

一有提供即時接種：23%
可以揀疫苗種類才會接種：33%
睇定啲先：41%
一定不會接種：3%

*部分數字因四捨五入整體不是100% 樣本總數：1,796人 資料來源：工聯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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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不會：：55..22%%

中國科興疫苗中國科興疫苗：：8282..33%%
德國德國BioNTech/BioNTech/復星疫苗復星疫苗：：11..99%%
英國阿斯利康英國阿斯利康//牛津疫苗牛津疫苗：：11..99%%
以上三項皆會以上三項皆會：：1212%%
以上三項皆不會以上三項皆不會：：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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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昨公布海洋公園重整計劃。新計劃取消不少海園固有優勢，
在強化教育保育特色上又未有驚喜之作，經營模式更引起倒退的質
疑，令人擔憂海洋公園靠什麼起死回生。海洋公園是香港獨特資
產、旅遊生招牌，凝聚港人集體回憶，各界對海洋公園轉型創新並
無異議，更寄予厚望，但公園不應變成「大笪地」，而應鞏固提升
海洋公園特色，帶動香港旅遊再起飛。任何大型旅遊項目，必須有
不可替代的特色，政府和海洋公園應該展現創意，拿出讓市民信服
的新方案。

海洋公園1977年開幕至今已44年，多次被評為世界級主題公園，
更成為港人集體回憶、香港旅遊的旗艦。受修例風波和新冠疫情雙
重夾擊，海洋公園面對「零入場、零收入」的困境，只能靠去年向
政府申請的54億元撥款維持營運開支。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將海洋
公園重整，發展「躍動港島南計劃」，各界都對海洋公園重整充滿
期待。

但昨日公布的海洋公園重整方案，市民的反應更多是失落失望。
新方案強調海洋公園不再是主題公園，而是吸引市民經常去的目的
地，可是在新方案中，海洋公園最大賣點，也是市民最熟悉的項
目，如海洋劇場、海豚表演等具有海洋特色的項目，大多被取消，
意味着海洋公園的核心吸引力大為削弱。

另外，有消息指，包括「摩天巨輪」、「瘋狂過山車」等機動遊
戲設施因機件殘舊，將於2年至3年內退役，但計劃沒有交代有什麼
新項目來「以新換舊」；而山下園區除了保留保育教育設施外，將
成為零售休閒的區域，引入更多零售餐飲消閒業，作為海洋公園的
合作經營夥伴，這難免讓不少市民覺得海洋公園將變成翻版「大笪
地」、「荔園」；日後海洋公園的景點將逐一收費，這種經營模式
更是時光倒流，不符世界主題公園的經營潮流。

市民理解海洋公園面對的困難，也支持政府注資海洋公園轉型再
出發，但希望海洋公園能重拾當初成立的初心，充分利用海洋公園
的海洋特色和優勢，重塑定位，拿出更具創意、更有競爭力的改革
方案，增強市民對海洋公園浴火重生的信心。

海洋公園拋棄特色 如何起死回生？
國家統計局昨日公布，經初步核算，2020年國內生

產總值首超百萬億元人民幣，全年經濟增長2.3%，預
計將成為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內地去年先不計代價全力控疫，再集中力量振興經
濟，已成為全球抗疫救經濟的耀眼燈塔，證明控疫是
重啟經濟的根本性、決定性前提。此寶貴經驗經過實
踐檢驗，值得本港乃至世界各國仿效。本港要下更大
決心、花更大工夫控疫，在未能有效控疫前，勿輕言
放寬防疫限制，以免疫情惡性循環，沒完沒了，導致
經濟民生復甦遙遙無期。

內地為控疫、救經濟提供了教科書式的示範。一年
前，當新冠肺炎病毒首先在武漢出現、並有向湖北以外
擴散時，中央科學判斷、果斷決策，把控疫作為頭等大
事，迅速行動，集合全國力量支援武漢，修建醫院、進
行大規模檢測、封區抗疫，在兩個月左右時間贏得了
「武漢保衛戰」；更重要的是，形成一整套科學、可
行、可複製的控疫模式，在全國推廣實施。

儘管經濟「暫停鍵」令內地首季度經濟萎縮6.8%，
但有效阻止了病毒在全國蔓延，對中國經濟迅速回升
發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去年3月下旬，內地本土疫
情傳播基本阻斷，國家迅速啟動復工復產復市，4月中
旬，規模以上企業開工率超過了90%。二季度GDP增
長 3.2%，由負轉正。三季度增長 4.9%，四季度增長
6.5%，全年經濟增長2.3%。西方輿論對中國經濟在疫
情打擊迅速復元讚歎不已。美國《華爾街日報》的報
道指出，中國的增長能力突顯了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成
功遏制了疫情，並進一步鞏固了中國在亞洲發揮主導
經濟體的地位。

疫情持續近一年，全球各國飽受煎熬，經濟民生困
頓，民眾苦不堪言，怨聲載道。但是，包括西方發達

國家在內，有不少國家的政府、民眾仍在先抗疫還是
先救經濟問題上糾纏不清，進退失據，造成抗疫難斷
尾，經濟難重啟的多輸局面。中國率先復甦經濟的成
功示範清晰告訴世人，控疫是重振經濟的必由之路，
除此之外，別無他選。

疫情重創全球經濟，香港作為細小的開放型經濟
體，本就難以獨善其身；加上四波疫情打擊下，本港
百業蕭條，預計本港2020年全年經濟收縮6.1%。企業
收縮倒閉，失業率高企，政府財政承受巨大壓力，社
會各界都亟盼望疫情早日結束，可以有條件重建經濟
民生。如今疫苗陸續在多個國家和地區啟用，香港預
計下月可以開始接種，有市民認為，見到了控制疫
情、復甦經濟的曙光。

靠疫苗控疫救經濟，未免過於樂觀。一來疫苗供應
有限，全球搶購，能否有足夠疫苗及時供應尚待觀
察；二來目前疫苗抗疫成效仍處觀察期，且出現一些
爭議，有可能影響市民接種意欲；三是接種人口達七
成以上才具「群體免疫」效果，本港要達到這個目標
恐怕要到年尾。靠疫苗救經濟，遠水解不了近渴。本
港不少行業、企業、打工仔苦撐一年，疫情再不受
控，經濟不能重啟，不少行業和從業員都將食清榖
種、無以為繼。

根據內地的經驗，不是靠疫苗控疫救經濟，而是上
下同心，咬緊牙關抗疫，以「動態清零」為目標，群
防群控，為重啟經濟創造條件，才能交出亮麗成績
單。本港應該認真學習內地的做法，尤其是當前疫情
反覆，更要迅速推出升級版控疫措施，忍短痛免長
痛，絕不能因為個別界別的抱怨施壓，就不顧實際情
況放寬控疫措施「喘一口氣」，這樣只會令疫情惡性
循環，經濟民生復甦更艱難。

國家走出疫境增長強勁 給香港帶來深刻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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