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套建臨床與轉化醫學中心
港大深圳醫院：通過此平台便利港高校科研人員無縫對接內地

4月15日，港大深圳醫院舉行十

周年跨境醫療服務新聞發布會。香

港文匯報記者獲悉，港大深圳醫院

於河套深圳園區設立的臨床與轉化

醫學研究中心，計劃於今年年底建

成，將重點發展腫瘤放射免疫與轉化、生物材料3D打印、生殖健康

生育力保存、器官移植免疫復發以及再生醫學幹細胞五大方向，打造

深港合作、信息化、開放共享的轉化醫學研究平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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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內地全
面降準如期而至。為支持實體經濟發展，促進綜
合融資成本穩中有降，中國人民銀行決定於4月
25日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0.25個百分點。
此外，為加大對小微企業和「三農」的支持力
度，對沒有跨省經營的城商行和存款準備金率高
於5%的農商行，在下調存款準備金率0.25個百
分點的基礎上，再額外多降0.25個百分點，預計
此次降準共釋放長期資金約5,300億元（人民
幣，下同）。央行表示，將繼續實施穩健貨幣政
策；同時，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促進降低綜合
融資成本，穩定宏觀經濟大盤。

降低社會綜合融資成本
本次降準後，金融機構加權平均存款準備金率

為8.1%，較2021年12月降準後平均存款準備金
率8.4%下降了0.3個百分點。此次降準範圍仍不

包含已經執行5%存款準備金率的機構，市場分
析，這意味着5%為目前存款準備金率下限。
此次降準目的並非補充流動性，而是降低金融機

構的資金成本，以降低社會綜合融資成本，支持受
疫情影響的實體經濟。央行在答記者問中解釋稱，
當前流動性已處於合理充裕水平，降準的目的首先
是優化金融機構資金結構，增加金融機構長期穩定
資金來源，增強金融機構資金配置能力，加大對實
體經濟的支持力度；二是引導金融機構積極運用降
準資金支持受疫情嚴重影響行業和中小微企業；三
是此次降準降低金融機構資金成本每年約65億元，
通過金融機構傳導可促進降低社會綜合融資成本。
市場對降準早有預期，4月13日的國務院常務

會議已有「預告」。當時會議決定，針對當前形
勢變化，鼓勵撥備水平較高的大型銀行有序降低
撥備率，適時運用降準等貨幣政策工具，進一步
加大金融對實體經濟特別是受疫情嚴重影響行業

和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支持力度，向實體經
濟合理讓利，降低綜合融資成本。
本輪疫情以來，深圳、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

先後受波及，各地防疫措施升級，實體經濟經營
困難，急需紓困。金融方面，就是要降低實體經
濟的綜合融資成本。

專家：利穩定市場信心
不過，在降準落地的同時，市場的降息預期落

空。15日中國央行等額續作1,500億元中期借貸
便利（MLF），利率按兵不動。央行表示，降準
後，一是密切關注物價走勢變化，保持物價總體
穩定；二是密切關注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調
整，兼顧內外平衡。市場分析認為，在美聯儲進
入加息周期、中美利差迅速收窄甚至倒掛、國際
輸入性通脹風險加大的背景下，這或意味着降準
後短期內再降息的可能性下降。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對香港文匯報強調，
在目前全球通脹居高不下的情況下，要期待有更大
幅度的降準降息並不現實。今年要實現穩增長的目
標，疫情不斷爆發的情況下，政策力度應該會更大，
要更多關注財政政策。另外，此次降準預期已反映
在股市預期裏了，而股市在市場底部調整的時間更
多取決於疫情防控進展的程度。
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副會長管清友認為，本次

降準基本回應了市場的期待，由於疫情、地緣衝
突、美聯儲加息等影響，市場對二季度經濟形勢
不樂觀，「穩增長」目標信心不足。此次降準有
利於穩定市場信心，央行繼續保持「以我為主」
的貨幣政策取向，為「穩增長」保駕護航。短期
來看中美利差倒掛並不會對匯率產生過多負面影
響，目前中國人民幣仍有出口和結匯支撐，但長
期視角下需要警惕利率倒掛導致的資本外流風
險，貨幣政策的工具箱還需要開得再大一點。

央行降準0.25個百分點 釋放長期資金約5300億

港大深圳醫院自開業以來接診港澳台
及外籍患者逾143萬人次。港大深

圳醫院院長盧寵茂表示，深港醫療合作
十年勵志改革，初心始終不改。疫情是
「危」，更是「機」，未來醫院將繼續
探索改革創新路徑，為跨境醫療和深圳
建設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探索更多先行
示範，期待粵港澳大灣區早日實現醫療
一體化。

盧寵茂：助港科研成果轉化獲取內地支持
在深港科研合作方面，港大深圳醫院

臨床與轉化醫學研究中心將搭建基礎研
究平台、轉化醫學支撐服務體系和主要
疾病領域研究中心，幫助深港科研成果
轉化、知識產權保護、利益共享等規則
銜接。中心最重要的特點之一是，通過
這個平台，香港各大高校的科研人員能
無縫對接到內地，既可增進融合，還能
幫助他們在內地得到更多成果轉化的支
持。「把香港更多的科研能力帶到深圳
來，吸引更多大型的國際藥廠到深圳來
開展臨床研究，之後藥械的上市審批也
可以與國際接軌。」盧寵茂表示。
「香港科研體制健全，深圳科研成果

轉化快，兩者非常互補，我們通過搭建
平台，吸引更多的香港科研人員，回到
內地來發展，並與在深圳的科研人員共
同合作。」港大深圳醫院科研副院長關
新元表示，香港大學有很多好技術，卻
並不太被內地所了解，譬如污水處理技
術就能很好的預防新冠。「平台搭建好
了，就可以通過醫院技術平台引進和支

持這樣的團隊，幫助研究成果的轉化，
勢必要比現在快得多。」關新元說。

「港澳藥械通」造福港跨境患者
在港大深圳醫院的住院病房內，香港

文匯報記者見到從天津到深圳求醫的58
歲腫瘤科患者蔡女士。她於2020年肺
癌術後復發，通過「港澳藥械通」政
策，她及時用上了勞拉替尼藥品這一全
球較新的抗癌藥品治療，腰疼腿疼減輕
效果良好。截至2022年3月，港大深圳
醫院已有來自全國各地的453名患者，
享受了「港澳藥械通」試點政策的福
利。
2020年11月，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發

布《粵港澳大灣區藥品醫療器械監管創
新發展工作方案》，簡稱「港澳藥械
通」政策。該政策以港大深圳醫院作為
首個試點，並於去年8月在大灣區內地
城市正式擴展實施。
據港大深圳醫院副院長李詠梅介紹，

截至2022年3月，港大深圳醫院已引進
13種臨床急需進口藥品和4種進口醫療
器械，為大灣區內產科、血液內科、腫
瘤科、骨科等患者帶來福音。
「港澳藥械通」不僅惠及內地居民，

也造福香港跨境患者。2021年11月、
2022年1月，先後有兩位港籍患兒，前
期在香港完成磁力可控延長鈦棒植入手
術後駐於內地，因疫情原因無法返港治
療，到港大深圳醫院就診，成功借助
「港澳藥械通」政策引進的磁力鈦棒電
磁牽引器設備完成體外延伸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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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2.5萬企參展雲上廣交會 粵傳統製造業拓內銷

◆汕頭市錦興塑膠有限公司在廣交會在線展出55款兒童玩具，涵蓋電動玩具、益智玩
具、嬰幼兒玩具等多個品類。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
道）自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不少身在
廣東的港人來往香港與內地困難，也很難
及時前往香港醫管局門診覆診。為持續照
顧這些患者，2020年11月10日，香港特
區政府推出香港醫管局居粵香港患者覆診
特別支援計劃（簡稱「支援計劃」），委
託港大深圳醫院為已預約香港醫管局指定
專科門診或普通科門診覆診的患者提供受
資助的跟進診療服務。

為居粵港人再加1000元資助
目前，因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深港兩地

的強制檢疫措施仍未完全解除，香港特區

政府14日宣布，該支援計劃再次延續半年
至11月9日，且每名患者的資助額亦會額
外增加人民幣1,000元，以便患者可繼續
於港大深圳醫院獲得受資助的診症服務，
計劃的服務及資助範圍維持不變。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截至3月31

日，港大深圳醫院已為合資格人士安排約
42,700個診症預約，逾35,600人次已接受
診療服務，受到滯留內地的香港患者歡
迎。計劃令香港病歷首次跨越地域限制，
成為深港跨境醫療新的重要突破。
「支援計劃」惠及了眾多居住珠三角跨

境長者。居住中山市的香港長者姜先生，
今年67歲，近兩年來，已7次到港大深圳

醫院看診，其所患高血壓、糖尿病、高血
脂等慢性病均在此覆診治療。來自惠州的
66歲香港長者陳先生，患有糖尿病和高血
脂等長期慢性病，也是醫院的「常客」，
從去年6月首次到港大深圳醫院看診，已
經成為醫院的「老友記」。
「受益於跨境政策的便利，我現在在深

圳就能看診，不用再奔波於深圳和香港之
間。」 移居深圳多年的81歲港籍長者唐
友強，切實享受到了「長者醫療券」的跨
境政策之便利，多次在港大深圳醫院看
診，並享受綠色通道免費注射新冠疫苗。
「定點醫療券的服務，給了香港患者一個
寄託，現在的年紀和身體狀態已經無法承
受兩地通關的奔波，希望醫院能繼續不斷
地促進和提升跨境醫療服務，包括增加醫
療券額度等。」

香港醫管局「支援計劃」再續半年

◆港大深圳醫院於河套深圳園區設立的臨床與轉化醫學研究中心，計劃於今年年底建成，打造深港合作、開放共享的轉化醫學研究平
台。圖為港大深圳醫院專設醫管局「支援計劃」，為在粵港人提供覆診治療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
15日，第131屆廣交會正式開幕，受新冠
疫情影響，本屆廣交會採用線上模式進
行，境內外共有超過2.5萬家企業參展。有
了過去幾屆線上辦展經驗，本屆廣交會的
官網功能區域成熟完善，不僅設有參展商
直播、展品專區，展會期間的主題論壇和
供採對接會也均設有線上觀看渠道。來自
廣東的傳統製造業參展商表示，近期受到
原材料價格和運輸成本上漲等因素影響，
外貿訂單有所下降，部分企業自去年開始
努力擴大內銷比例以平衡外銷的縮減，但
近期內地疫情的持續影響也讓一季度內銷
情況不太樂觀。

舉辦50場「貿易之橋」雲推介
為促進採供對接，本屆廣交會將在全球

舉辦50場「貿易之橋」雲推介和8場「好
寶、好妮探廣交」貿易促進和配對活動，
為跨國頭部企業與內地重點產業集群和品
牌企業提供精準對接服務，提升貿易配對
實效。廣東擁有不少實力雄厚的產業基
地，汕頭澄海玩具和佛山建築陶瓷兩大產
業基地的企業均有主動參與「貿易之橋」
雲推介。

與電商平台合作擴大內需渠道
在廣交會官網的展商展品展示區，香港

文匯報記者看到，汕頭市錦興塑膠有限公
司共展示出55款兒童玩具，涵蓋電動玩
具、益智玩具、嬰幼兒玩具等多個品類。
公司總經理蔡錦豐表示，去年以來受到新
冠疫情在全球的持續影響，加上原材料價
格上漲和遠洋運輸成本的增加，公司在歐

美多個國家的產品銷量也有不同程度下
降，其中歐洲降幅達到20%。
針對這一趨勢，錦興塑膠也開始增加

拓展內銷的力度。「我們打造了自主品
牌貝芬樂，並積極與大型連鎖商家建立
了長期合作關係。」蔡錦豐坦言，目前
公司產品內外銷比例大概為1：1，但今
年初以來的新一波新冠疫情來勢兇猛，
對線下商城衝擊明顯，也一定程度影響
到公司產品在內地商超的銷售。為了應
對新的變化，錦興塑膠在今年重點研發
推出了多款兒童電子琴、兒童麥克風、
浴室泡泡機等多款適合疫情時期居家使
用的兒童玩具用品，並在廣交會的企業
展示區進行了重點推介。「接下來我們
也會探索與更多電商平台的合作，進一
步擴大內銷渠道。」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