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匯 要 聞A5
20212021年年1111月月11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1年11月1日（星期一）

2021年11月1日（星期一）

●責任編輯：陳啟恒、常 樂

財爺料全年經濟實增近6.5%
冀防疫變招加快兩地免檢疫通關 更大動力支持港復甦

香港特區政府今日公布第三季

本地生產總值預先估計數字，財

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率先在網誌

談及香港今年的經濟狀況，他預

料香港今年全年的實際增長會有近6.5%，並期望特區政府現時調整防

疫抗疫措施可以加快香港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令香港經濟復甦有更大

支持動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陳茂波預料港今年的全年經濟增長或接
近8月中預測的5.5%至6.5%區間上

限。他解釋，疫苗令部分主要經濟體陸續
重啟經濟活動，加上內地經濟穩健復甦，
全球需求因而大幅反彈，亞洲區內生產和
貿易活動十分暢旺，香港貨物出口總值在
上半年急升30%，其後動力雖然略為放
緩，但第三季增幅仍達22.7%。

疫情穩加消費券 提振市場氣氛
他認為，本地疫情穩定吸引市民增加外
出消費亦是令經濟復甦的原因之一，指香
港上半年的零售銷售貨值與食肆總收益分
別升8.4%和0.5%，而政府在第三季派發消

費券更進一步提振了零售及餐飲業的市場
氣氛，8 月份零售業銷貨值的升幅達
11.9%，相信即將發布的零售銷售及食肆
收益等數據，都會反映到市面持續暢旺的
氣氛。
勞工市場的最新數據同樣反映香港經濟

保持穩健的復甦態勢。陳茂波指第三季的
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為4.5%，數字是去
年第一季以來的低位，除受疫情影響嚴重
的零售、住宿和餐飲服務業的就業人數觸
底回升外，薪金的增長速度亦在第二季稍
為加快。
不過，陳茂波同時提醒，香港經濟的復

甦勢頭亦受更具傳染性的Delta變種病毒持

續困擾全球多個地方，以及不少主要經濟
體出現供應瓶頸等為全球經濟前景帶來下
行風險的暗湧所困擾。
陳茂波說，雖然估計第四季貨物出口

的增速會隨環球經濟增長已有見頂回落
跡象而放緩，但本地就業和收入情況改
善以及消費相關行業的表現將會繼續得
到支持。

港社經發展與國家密不可分
他認為，香港的社會經濟發展跟國家

從來是密不可分，兩地人員的跨境往來
是經濟活動的重要部分，重申特區政府
進一步調整防疫抗疫的措施及安排目的
是盡快推進與內地恢復人員的正常往
來，為本港的經濟復甦提供重要支持動

力。
他說：「香港是連繫內地和世界的商

業樞紐，很多在本港設立公司的外國企
業，包括許多外國金融機構，在內地都
有業務，因此能夠與內地免檢疫通關，
也可以方便這些企業的人員到內地視察
和洽談生意，對維持本港樞紐地位亦非
常重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
特區政府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昨日公
布，香港新增一宗涉及L452R變種病
毒株的新冠肺炎輸入個案，患者是一
名5月時已在港完成接種兩劑復必泰
疫苗的37歲女子。另外，中心亦接
獲新加坡衞生部門通知，一名日前由
香港前往當地的旅客在抵埗當日驗出
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反應，他亦已於7
月完成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
衞生防護中心表示，新增一宗輸入

個案的患者是一名5月時已在港完成
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的37歲女子，
她於上周五從英國經航班BA031抵港
後於機場臨時樣本採集中心「檢測待
行」的檢測結果呈陽性，並被驗出帶
有L452R變異病毒株。
中心亦正與新加坡衞生部門合作
調查一宗外地確診的新冠肺炎個
案，患者是一名居於慈雲山慈正邨
正德樓的18歲男子，他於上月24日
乘搭航班TR981離開香港前往新加

坡，同日在當地抽取的樣本檢測呈
陽性，中心已將他於潛伏期在港曾
居住的地點納入強制檢測公告，任
何於指定期間曾身處上述指明地方
內的人士，須最遲今日內接受強制
檢測。

接種中心今起縮開放時間
5間提供科興疫苗及16間提供復

必泰疫苗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今日
起會調整開放時間，除周末維持上
午8時至晚上8時開放外，星期一、
二、四及五都會改為延遲至上午10
時開放，並提早在傍晚6時關門，星
期三更會全日休息。數字顯示，昨
日共有6,299人接種新冠疫苗，其中
2,747人接種第一劑，累計香港至今
有 461.7 萬人接種最少一劑新冠疫
苗，佔合資格人口68.6%，仍未達
70%，政府呼籲尚未接種疫苗的市
民應把握時間，盡快接種疫苗以保
護自己。

政府發言人表示，新冠疫苗接種計
劃已經開展超過8個月，並提供多個接
種疫苗的途徑和地點可供選擇，提醒
所有合資格接種人士均可到設於私家
醫院以外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領取
「即日籌」，即場接種疫苗。
除了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外，市民亦

可預約到醫院管理局馬鞍山家庭醫學
中心和天水圍（天業路）社區健康中
心接種科興疫苗，或自行到參與計劃
的私家醫生和診所接種科興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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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男赴星「見陽」慈正邨正德樓強檢
香港文匯報訊 據香港中通社報道，新加

坡政府為了重振衰弱的經濟，放棄「圍堵清
零」，採納「與病毒共存」，不過，新冠病
毒的後患和嚴重性遠超當局設想，確診人數
飆升。對此，香港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
表示，「與病毒共存」政策有風險，需謹
慎。
據悉，一些東南亞國家決定採取「與病毒

共存」政策，最主要原因是挽救虛弱的經
濟。但開放或觸發疫情失控，繼而引起了其
他國家的憂慮。美國已把新加坡的旅遊警戒
提到最高級別。
梁子超在接受中通社訪問時表示，「與病

毒共存」是遲早會發生的事，因為病毒沒有
辦法被完全消滅，以後會成為一種風土病(地
方性流行病)，但在這個過程中，一定要減低
暴露群體的感染率，這需要一定的時間。而
現在許多「與病毒共存」的地方，一方面在
於他們沒法從根本上清除病毒傳播，但同時
又要考慮經濟民生，還要保持醫療系統正常
運行。不過，這樣做仍然是有風險的，比如
現在新加坡的情況。
新加坡至今有84%民眾已完成接種新冠疫

苗、14%民眾已接種疫苗加強劑。即使如
此，這樣的疫情擴大亦存在風險。一些因身

體特殊原因無法接種疫苗的人，或一些免疫
系統較弱的人，將更容易曝露於感染風險之
中。一些有長期病患者或長者，亦會有更高
被突破免疫屏障的機會，染病後有較大機會
陷於重症，造成死亡。新加坡衞生部10月
27日宣布，單日新增5,324宗新冠確診個
案，首度單日突破5,000宗，至今累計超過
18.4萬個感染病例。

暫不宜放寬外防輸入
梁子超指出，中國內地和香港地區現在不

適宜放寬外防輸入，因為疫苗覆蓋率不夠
高，有些人沒有打疫苗，疫苗也不是百分百
有效，而且兒童的接種率也不夠高。如果要
「與病毒共存」，會有嚴重的「陣痛」。這
種「陣痛」對14億人口所造成的經濟、民
生、醫療衝擊甚至人員死亡，都可能會非常
嚴重。
他認為，「新冠病毒遲早會風土化，但太

早階段放寬並不合適，否則會對經濟、民
生，甚至一些不幸民眾的生命造成很大的傷
害，這個代價很大。其他國家的政策是基於
他們自己的情況作出的決定。但最好的情況
就是等到新冠在其他國家逐漸變成風土病
後，我們再逐步放寬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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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雲山慈正邨正德樓被納入強制檢
測公告。圖為慈正邨居民早前進行檢
測。 資料圖片

●陳茂波期望特區政府現時調整防疫抗疫措施，可以
加快香港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 陳茂波fb截圖

●陳茂波指政府在第三季派發消費券，更進一步提振了零售及餐飲業的市場氣
氛。圖為消費券派發後，商場內人流增加。 資料圖片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以視頻方式
出席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六次峰會
並發表重要講話。習主席就團結戰勝
疫情、重振世界經濟、應對氣候變化
等提出的五點建議，極具針對性、可
行性，為處於艱難時刻的世界給出方
向。要把可行方案變為全球行動，需
要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國家展現大國
格局與擔當，真誠開展國際合作，而
不要讓地緣政治凌駕國際合作。

二十國集團是國際經濟合作主要論
壇，誕生於國際金融危機最嚴峻的關
頭，並為世界經濟穩定復甦發揮重要
作用。今天，全球再次面對新冠疫情
持續、全球供應鏈危機、能源安全及
氣候變化等重大新風險，更需要二十國
集團能展現大國格局擔當，引領世界合
力應對挑戰。習主席提出應對挑戰5點
建議，包括團結合作，攜手抗疫；加強
協調，促進復甦；普惠包容，共同發
展；創新驅動，挖掘動力；和諧共生，
綠色永續。這些建議突出問題導向，極
具針對性，為全球應對挑戰指明方向，
展現出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對踐行真
正多邊主義、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的責任擔當。

當前無論是戰勝疫情、復甦經濟，
還是應對氣候變化等，當務之急是團
結合作、坐言起行，中國在這方面已
經作出良好示範。以推動國際抗疫合
作為例，中國已向100多個國家和國際
組織提供超過16億劑疫苗，今年全年
將對外提供超過20億劑；正同16個國
家開展疫苗聯合生產，初步形成7億劑

的年產能；同30個國家一道發起「一
帶一路」疫苗合作夥伴關係倡議等。
中國的實際行動，凝聚全球團結抗疫
合力，增強了各國戰勝新冠疫情的信
心。

中國以團結取代分歧、以合作消除
對抗，但一些國家卻以自身國家利益
至上，擴大「免疫鴻溝」，熱衷玩病
毒「污名化」、溯源「政治化」的把
戲，把國際合作當成搞小圈子的手
段，人為製造意識形態對立對抗，加
大全球治理赤字。這些行為與大國應
有的格局擔當背道而馳，不利於凝聚
全球合力應對挑戰。

應該看到，二十國集團不僅屬於二
十國，也屬於全世界。5年前，在二十
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上，中國提出
發展領域的三個「首次」，即首次把
發展問題置於全球宏觀政策框架核心
位置、首次就落實 2030 年可持續發展
議程制定行動計劃、首次就支持非洲
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工業化開展合
作，為二十國集團為全球發展承擔責
任帶來啟迪。此次峰會上，習近平主
席提出，促進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發
展，事關整個人類和地球的前途和命
運，並呼籲發達國家切實履行承諾，
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支持等。這些
倡議將二十國集團與全球發展緊密相
連，拓展了大國時代責任的內涵，給
發展中國家帶來新希望，將有力推動
二十國集團以行動導向、務實合作，
為更加強勁、綠色、健康的全球發展
帶來新信心、新動力。

中國展現大國擔當 艱難時刻團結行動
今日起進入大部分政府場所都需要強制掃描

「安心出行」，無疑是邁出加強本地防疫追蹤
措施，努力達至與內地免檢疫通關的積極一
步。相關措施從開始執行之時就應該到位、嚴
謹，避免淪為擺設，這是制定相關措施的初衷
或者說應有之義；政府有必要進一步推動擴展
強制使用「安心出行」的範圍，呼籲乃至要求
各類人群聚集的處所，例如大商場、超市等場
所也應該使用；同時，政府應嚴厲打擊、遏制
使用虛假程式或另買手機等造假、消極行為，
盡快落實「安心」程式實名登記，修補在病毒
溯源追蹤上的漏洞。

特區政府去年11月推出「安心出行」流動應
用程式，用於病毒溯源追蹤。近一年來，本港
疫情漸趨穩定受控，「安心出行」不能說毫無
寸功，但從進一步提升疫情防控的需要看，
「安心」的功效還可以持續完善提升。

首先，「安心出行」擴大強制使用範圍，從
今天開始就要盡力做到從嚴從緊。其實「安心
出行」已經在餐廳食肆、娛樂健身等處所試用
近一年，下載量達450萬，大部分市民都熟悉，
因此擴大強制使用範圍後應該嚴格執行到位，
確保進出的市民有正確掃碼。誠然小部分長者
可能有使用困難，政府也應多加派人手做好解
說指導工作，而不宜過分「寬容」或酌情處
理。所謂「一次生、兩次熟」，第一次可能麻
煩一點，但之後就容易執行；相反如果一開始
就不嚴格執行，就等於失去了擴大強制使用的
本意，到日後想再收緊執行反而會難上加難。

其次，相比起內地等地區，本港在病毒追蹤溯
源等方面做得並不理想。「安心出行」雖然開始
在政府場所強制使用，但在餐廳食肆仍未強制，
仍然允許自由選擇「掃碼」或「填紙仔」，殊不
理想。另外，除了政府場所例如公共街市之外，

對於大量人流密集的處所例如大型商場、超市
等，政府有必要加快腳步，進一步擴大「安心出
行」的強制使用範圍。既然個別街市商舖認為使
用「安心出行」不利他們做生意，相比起超市是
「不公平」，那就不如進一步強制超市等處所也
要使用。疫情防控本就不應有公私之分，私營商
場處所打開門做生意，當然就決不能以所謂「私
人地方」而抗拒執行政府的衞生防疫指令。換個
角度看，包括商業營運者在內的所有市民，都應
該充分認識到使用「安心」對做好本地防疫和達
至與內地通關的巨大作用，明白主動積極使用也
是對自己負責。

連日來有不少媒體報道，時至今日，仍有部
分人抗拒使用「安心出行」，仍然在想方設法
鑽空子，包括網上有人教路使用假程式，又或
買一部後備電話專門安裝「安心出行」，目的
都是為了逃避病毒溯源。這種做法不利於整個
防疫大局，是無知、自私、愚昧的行為，更涉
嫌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過往已經有
市民在食肆被發現沒有「掃碼」而被罰款5,000
元。執法部門必須加強執法，打擊各種形式的
造假行為。另一方面，政府也必須主動修補現
行「安心出行」程式的漏洞。其實，只要「安
心出行」做到實名登記，就不存在用備用手機
逃避使用「安心」的荒唐行徑；只要「安心出
行」利用手機定位或藍牙技術，做到主動追
蹤，也就沒有嫌「掃碼」麻煩這些藉口。

目前，內地對新一波「多點散發」疫情採取
了嚴厲追蹤防控措施，從中可以看到「健康
碼」追蹤溯源的重要性，更加可見內地對防疫
一絲不苟的態度。香港要做到與內地免檢疫通
關，就必須以最高要求做好追蹤溯源工作，
「安心出行」的使用，範圍只能更廣泛、執行
只能更嚴格。

「安心」防疫理應更廣泛更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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