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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報 香港仔

香港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的條件日漸成熟。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昨日透露，與內地免檢疫通關的準備工作已取得階段性的成果，惟正

常通關的具體時間則由中央政府作最終決定。恢復正常通關初期將設配額制度，商

務及公務往來獲優先配額，並會開放部分配額予其他有迫切需要的人士，特區政府

各政策局即日起接觸有商務或公務需要的團體。為配合恢復正常通關的人流，兩地

政府將有序重開已關閉近兩年的陸路口岸，其中深圳灣口岸更會延長兩小時服務時

間，但暫時不考慮廣深港高鐵、紅磡直通車及港澳碼頭。她呼籲市民積極使用「安心

出行」應用程式及接種疫苗，為免檢疫通關打好基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港康碼」配額制合理

石女士：當然希望可盡快免檢

往內地，從前每逢農曆新年及

中秋節等節日也會帶同兒子往內

地探望他的外公及外婆。不過始終也是疫情防控

工作為先，要申請「港康碼」、實行配額制及設

優先群組也是合理，也不急在一時出發，但當然

是愈早愈好。

望配額莫太偏重商務

邵先生：未有疫情前間中有往廣

州探親或旅遊，如能盡快恢復正常

通關當然好！我認為要上載出行記錄

至「港康碼」及先在廣東省試行也是合理，最重要是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為先，這都是為大眾着想。不過我希望

配額方面可以一視同仁，並非只有商務等理由才可優先

申請。正式推行時我也會盡早申請免檢疫往內地。

盼福建探親早日復常

白女士：我的丈夫及子女身在福建，我因

為要照顧母親才一直留在香港，如今已經

兩年沒見過丈夫及子女了，十分想念他們！

從前每兩三個月就去福建一次，如果真的恢復正常通關，我也

希望可以早點去見親人，但相信都是以廣東先行，福建要再

等，農曆新年前也未必能成事吧。至於「港康碼」的詳情雖然

我不太懂，但真的要申請時再問問人，相信也不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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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透露免檢疫通關
初期，商務及公務往來或將獲優先配額，並會開放部分配額予其他
有迫切需要的人士。商界對此表示歡迎，指出港商絕大部分在內地
設廠，疫情下難以回內地管理生產，近期海外訂單有增無減，卻因
為「控關」難以擴張業務，希望正常通關後，有助兩地經濟往來，
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社福界則認為，不少港人的至親在內地生活，
不時有奔喪、辦理單程證、家庭團聚等迫切需要，希望特區政府體
諒他們的需要，適度提供正常通關的配額。

史立德：有助商家擴內地業務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史立德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希望政府能盡快落實正常通關配額安排，他建議初期每天一二千個名
額較合適，之後可以逐步增加至5,000個名額。
他指出，「控關」對港商的影響大，「每次往內地要隔離二十多

天，十分影響內地工廠的日常管理。所謂力不到不為財，無法一線管
理，導致人員、材料、生產各項流程累積很多問題，只能維持原來產
能，而難以擴張業務。」他表示，目前全球生產線受疫情影響，但需
求有增無減，所以訂單大增，港商卻因為無法免檢疫回內地擴大生產
線，以致有訂單不能接，流失商機。他表示相信，恢復正常通關後港
商能理順內部管理流程，及時把握市場形勢，對兩地經濟都有益處。

麥美儀：望准港商自駕返內地
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會長麥美儀亦歡迎正常通關露曙光，部分陸路

口岸將重開，她建議兩地政府允許港商自行駕車往返內地，避免乘
搭公共交通，亦有助減少交叉感染風險。

社福界：予跨境家庭人道安排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指出，香港有數十萬跨境家庭，

以及逾十萬港人已回內地養老，不少家庭在內地有至親居住，他們
對免檢疫通關有迫切需要。近期社協接到至少逾百求助個案，包括
奔喪、回內地為配偶辦理單程證、內地至親病危、或想回內地治病
等。「按現有檢疫安排，回去內地要隔離二十多天，哪裏來得及？
老闆也不會給那麼長假期。隔離期間昂貴酒店食宿費用，對基層也
是沉重負擔。」
她建議，兩地政府考慮在配額制外，給有迫切需求的市民人道安

排，允許社工轉介有迫切需求的市民免檢疫回內地。

林鄭：有序重開陸路口岸 暫不考慮高鐵直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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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昨晨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她表
示雖然新變種病毒Omicron（奧密克戎）正

在世界各地擴散，香港也發現相關個案，但全部沒
有進入社區，對正常通關影響不大，而內地專家早
前訪港考察4天後，認為香港在防控工作做得不
錯，具備免檢疫通關的條件，惟正常通關的具體時
間則由中央政府作最終決定。

復關後深圳灣口岸延長兩小時運作
她指出，香港作為一個經濟體，需要優先處理
一些有經濟需要的人員往來，商務和公務人員免檢
疫進入內地，與香港經濟息息相關，相關政策局近
日接觸這些組群，待敲定配額安排後，會優先處理
這些組群。「特區政府平時與很多這類經濟板塊，
包括商會、專業團體、金融方面的上市公司等都有
聯繫，所以會由各個政策局來協助組成或是編成這
個優先群組。」
除了有公務、商務的需要人士外，也會將部分配額
撥給有迫切需要的人士。「將來申請這些配額是否容
易，取決於有多少人有迫切需要，以及配額總數。」
香港已經關閉大部分口岸一段長時間，現時除
了機場之外，只有深圳灣口岸和港珠澳大橋口岸仍
運作。保安局正進行評估，推算日後若過境人流達
到某水平時，可能要陸續重新開放一些口岸，「保
安局做緊評估，即每日人流到哪數字，我可能要開
第二個（口岸）；到哪數字，我們可能要開第三

個，但目前都是以陸路口岸為先。」林鄭月娥強
調，目前先考慮陸路口岸，但暫時不考慮廣深港高
鐵、紅磡直通車及港澳碼頭。此外，現時深圳灣口
岸運作時間是早上10時到晚上10時運作，免檢配
額制實施後，可能會提早於早上8時開始運作。

研取消B類食肆 將推「疫苗護照」
恢復正常通關工作密鑼緊鼓，其中一項是本周五
（10日）推出的「港康碼」，林鄭月娥表示，日後
「港康碼」會靠使用人士自願透過「安心出行」應
用程式上載出行記錄，如果在香港不能廣泛應用
「安心出行」，會令行蹤不完整，故明天「安心出
行」將擴大強制使用範圍，屆時所有食肆必須使用
「安心出行」，惟豁免人士可用「填紙仔」取代。
林鄭月娥表示，下階段或研究取消無接種疫苗要
求的B類食肆，推出誘因吸引營運商升級為C及D
類食肆，並在適當時候推出「疫苗護照」，她說：
「（疫苗護照）這措施不能夠完全放棄。如果到了
一個地步是需要較為大幅度提升疫苗接種率以保護
香港市民，尤其是長者，還有保護我們得來不易的
（正常）通關安排，政府是需要考慮（推行）。」
她再次呼籲提高疫苗接種率，尤其是長者，未
來才能擴大恢復正常通關安排。「由於世界各地的
疫情急速反彈，Omicron帶來的威脅亦不斷增加，
所有海內外專家都建議，要盡快接種疫苗，仍然可
以有效防止這些感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香港特區與內地
正常通關在望，但初期只限商務及公務人士為主，
未有旅遊免檢通關配額，香港旅遊業暫仍復甦無
期。工聯會轄下4大旅遊工會預計，旅遊業最快要
多等半年才能局部復甦，加上年關將至，逾2萬名
旅遊從業員在此段期間將深陷困境，盼特區政府繼
續向從業員提供經濟資助，以及開設更多協助防疫
抗疫工作的臨時職位，以助從業員渡過難關。

受訪從業員99.5%停工
工聯會轄下香港旅遊業僱員總會、香港專業導
遊總工會、香港外遊領隊協會及香港旅遊業導師
協會上周以電話訪問會員，香港旅遊業僱員總會
理事長梁芳遠昨日在記者會上指出，在924名受訪
者中，僅5人因屬旅行社文員或會計，仍有長工

開，多達99.5%受訪者處於停工狀態，當中25%人
失業，其餘75%則屬停薪留職、零收入。
為求生計，梁芳遠表示，75%停工從業員轉行任

兼職，最多人從事保安或物業管理，售貨員或推
廣員，以及擔任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的工作人員，
也有人從事飲食業、任職的士司機或地產代理
等。由於他們多屬兼職或短期工作，月入普遍僅
得8,000元至1萬元，比以往月入約1.5萬元，減少
近50%至70%，生活十分艱難。

本地一天遊難撐營運
香港外遊領隊協會主席陳兆麟指出，絕大部分

受訪者均期望盡快回復正常通關，因現時外地客
不能來港，港人又出不去，旅行社難以生存，加
上香港地方小，本地遊只能局限一天遊，無法支

撐旅行社的營運。「特區政府準備與內地正常通
關，雖是一個好開始，但因初期有人數及地域限
制，對旅遊業幫助不大，估計需多等半年，旅行
社才有機會組織旅行團，局部復甦。」
香港專業導遊總工會主席余莉華表示，旅遊業
短期內仍繼續冰封，加上年關將至，從業員生活
更艱難，希望政府可繼今年9月向從業員發放
7,500元資助後，繼續提供金錢支援。
此外，因有一半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將關閉，約
700名從業員將再次失業，盼政府加開臨時職位，
包括擔任協助防疫抗疫的工作人員，如任流動疫
苗注射站人員，或在政府處所協助市民使用「安
心出行」或「港康碼」等；培訓機構開辦更多與
行業相關的新培訓項目，同時增加名額，讓從業
員為未來工作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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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關時間中央定
配額優先公商務

●兩地復關在
望，初期配額將優
先予公務及商務往
來。 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昨日
表示，兩地正常通
關的具體時間由中央
政府最終決定。

中通社

●工聯會轄下四大旅遊工會盼政府繼續資助從
業員渡過難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復關暫難受益 旅業盼續獲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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