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聯促改善註冊讓國藥港用
指「第二層審批」未將內地納名單 新藥等數年才可在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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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藥物科技發展迅速，以往

許多無藥物治療的疾病，如今有

不少創新藥物可選用，但礙於本港藥物

註冊制度及價錢等限制，令不少病人因

藥物未在本地註冊或未有資助而未能受

惠。工聯會立法會議員與專科醫生及病

人組織昨日舉行記者會指，不少藥物都

是在內地成功研發，但因香港現行「第

二層審批」制度未有將內地列入名單之

中，令新藥物往往要等待數年時間才獲

批在港使用。他們促請特區政府優化本

地藥物註冊制度，冀做到「國藥港

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為了讓未來運輸系統
更切合市民需要，運輸署宣布由昨日起至今年底進行
「2022交通習慣調查」，目標為搜集3.5萬個住戶的
最新出行模式和習慣。被隨機抽樣選出的受訪住戶，
可以選擇網上填寫問卷、電話訪問或面談訪問。運輸
署副署長（策劃及技術服務）邱國鼎呼籲被抽中的市
民積極配合，分享出行資料，作為日後制訂運輸政策
和規劃運輸設施的依據。
運輸署昨日舉行記者會宣布，由即日起至12月間
進行「2022交通習慣調查」，需要約3.5萬個住戶參
與，受訪住戶將以隨機抽樣的方式選出，被抽中參與
的住戶會分批收到運輸署的通知書，並可選擇網上自
行填寫問卷、電話訪問或面談訪問。受訪住戶的所有
成員都會獲邀參與調查，小童和長者如未能親自回答
問卷，可由其他住戶成員代答。

若不回覆 訪問員將上門調查
完成調查所需時間要視乎各家庭成員的出行情況，
預計每名住戶成員約需20分鐘完成問卷。如在通知
信發出日期起計的一個星期後，系統沒有收到住戶的
預約申請或網上問卷，身穿湖水藍色制服、佩戴由運
輸署簽發附有個人照片的名牌，並攜帶湖水藍色工作
袋的訪問員會上門造訪，協助住戶成員完成調查。
邱國鼎表示，交通習慣調查每隔10年進行一次，
今次雖已是第六次，但比之前的調查都更為重要，因
為市民的出行習慣出現了不少改變，「首先是香港近
年有大量運輸基建落成，例如東鐵線過海段和屯馬
線，讓市民出行上多了更多選擇；其次是資訊科技的
發展，令市民可獲取實時交通資訊；加上網購、疫情
下在家工作及學習等新模式，亦令市民的出行習慣有
所改變。」
他表示，運輸署爭取在明年中旬發表首份初步數據
報告，2023年至2024年發表整份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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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於上月中啟
動為期3個月的「打擊衞生黑點計劃」，改善衞生
及巿容，食環署亦針對後巷及屋苑等鼠患問題，成
立了19隊夜間防治鼠患流動隊。食環署署長楊碧筠
昨日出席屯門區議會會議時指出，7月起增設的夜間
滅鼠行動成效顯著，今年首7個月捕捉的老鼠較去
年同期多逾20%，「利用熱能探測機，找出較多老
鼠活躍地點，能針對性加強滅鼠工作，亦加強了夜
間滅鼠，成效頗大。」
在昨日的會議上，楊碧筠簡報了食環署的捕鼠

成效，指自7月起增設的19隊夜間滅鼠隊伍工作
效率理想，他們主要在夜間放置捕鼠器，並運用
熱能探測機等科技，找出老鼠活躍度較高地方。
她指，今年首7個月捕捉到的老鼠數目較去年同
期多約20%，其中屯門新墟在夜間捕捉到的老鼠
較日間多37%，又指已將捕鼠器放置在96個食環

署街市。
有屯門區議員指出，區內街市堆積大量發泡膠

箱，滋生鼠患，造成環境污染，關注食環署的根治
方法。另一名區議員則關注19隊夜間防治鼠患流動
隊的工作範圍，例如除針對公共地方的鼠患問題
外，滅鼠隊會否處理私人住宅範圍的情況。

楊碧筠：將夥私人屋苑治鼠患
楊碧筠回應表示，明白老鼠會四圍走動，鼠患問

題廣泛，食環署並非只在公眾地方放置捕鼠器，需
聯同其他部門或私人屋苑一同處理，「我們一定要
與其他部門及私人屋苑和機構，一同處理鼠患問
題。我們並非只在公眾地方放置鼠籠，且會有聯合
行動。」
她續指，政府已開展發泡膠箱回收試驗計劃，加

速回收進度。而針對非法棄置情況，食環署亦積極
採取檢控行動，以達警示作用。她強調，鼠患是食
環署重點打擊問題，每年都會舉辦很多不同規模的
滅鼠活動，希望各界能加強宣傳教育，改善鼠患問
題。

研壓縮滲水辦行政程序
另外，會議亦討論到大廈滲水問題。楊碧筠指，
政府正研究壓縮滲水辦的行政程序及引入新技術，
加快調查滲水源頭，惟部分個案最終也找不到源
頭，建議巿民可先自行解決。「可先與樓上單位協
商，看看可否由樓上單位自行檢驗渠管及浴室設
備，是否有滲水問題，然後自行解決。這較我們用
法例做調查等，可能更快捷有效。」

夜間滅鼠隊建功 首7月捕鼠增兩成

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區兆基指，目前香港的
藥物註冊制度主要採用「第二層審批」，

即一種新藥在本港提交註冊申請，必須先在32
個表列國家或地區內，取得兩個或以上藥劑製品
證明書，但內地並不在認可名單內，導致香港不
少病人未能即時受惠於新藥物。

無資助病人恐捱貴藥
對於癌症病人而言，能否用藥是生死攸關。

「為了延續性命，大多數人都願意使用新藥物，
甚至參與試藥，以往更有病人為了獲得使用新藥
物的機會，不惜『捱貴藥』或遠走至其他已獲註
冊的國家用藥。」病人組織「同路人同盟」秘書
陳偉傑表示，近年已有數十隻治療癌症的創新藥
物上市，但藥物註冊時間過長，很多病人未能在
港及時使用新藥；即使有些藥物已經註冊，但缺

乏政府資助下，病人根本負擔不起高昂的藥費。
出席記者會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表示，

內地生物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很多藥物都是在內
地研發成功，內地創新科研新藥在全球的比率於
過去5年由單位數升至雙位數，尤其一些在本地
流行的疾病，例如鼻咽癌，歐美國家沒有足夠的
病例支持研發適合的藥物，而相關藥物在內地已
經研發成功。
他表示，在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嚴格審
批及穩健監管下，透明度不斷提高，藥物安
全性及臨床療效得到保障，價格亦控制在合
理範圍內。因此促請特區政府容許獲國家藥
品監督管理局批准的藥物，都可以在本港註
冊使用，做到「國藥港用」，讓更多病人受
惠創新藥物。
另一位立法會議員陳穎欣亦表示，香港作為

粵港澳大灣區的一員，可以利用大灣區優勢，
推動成為區內藥物臨床研究發展樞紐，不但能
直接增加病人使用新藥的機會，相關臨床研究
更可為藥物註冊提供更多中國人數據，有助內
地藥物走向國際，或外國藥物進入內地，促進
日後於國內外進行的藥物研究和註冊，長遠使
整體社會得益。

引入競爭助降低成本
她認為，香港的醫藥發展需要多元化，引入競

爭亦有助提升質素及降低成本，香港應考慮如何
與國家醫保制度接軌，讓更多病人受惠創新藥
物。
此外，工聯會亦提出建立有限度藥物註冊制度

或特快通道、長遠應放寬本港藥物註冊要求等建
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環境運動委員會由昨
日起陸續於城市大學、浸會大學、嶺南大學、中文
大學、教育大學、理工大學和香港大學推出可重用
餐盒借用服務先導計劃「ben don go!」，推廣外賣
「走塑」文化。
先導計劃下，參加者可於校園服務點以院校證件

登記免費借用餐盒，或以八達通繳付20元按金借用
餐盒。參加者使用餐盒後，無需清洗，只要清空餐
盒內的食物，便可交回服務點，以八達通領回按
金。大學餐飲承辦商或環運會委聘的專業餐具清潔
承辦商會每日清洗及消毒用過的餐盒。
環運會希望透過先導計劃，以便利形式借出餐

盒，鼓勵市民培養購買外賣時自備可重用餐盒的良
好習慣，減少使用即棄塑膠餐具。先導計劃同時為
私營公司及學校等機構作出示範，推動提供類似的
餐盒借用服務予員工及學生，在不同界別實踐外賣
「走塑」文化。
環運會去年曾於灣仔稅務大樓及荃灣愉景新城兩

個試點推行同類先導計劃，累計借出餐盒近4,000

次。環運會今年進一步將先導計劃引入大學校園，
鼓勵院校師生及職員自備外賣餐盒，減少使用即棄
塑膠餐具。
有關先導計劃的詳情，可瀏覽環運會網頁(www.

ecc.org.hk/tc/publicity/bendongo.html)。

環運會夥7大學推餐盒借用服務

◆工聯會促請特區政府優化本地藥物註冊制度，冀做到「國藥港用」。

◆ 訪問員將身穿湖水藍色制服、佩戴由運輸署簽發
附有個人照片的名牌，並攜帶湖水藍色工作袋上門造
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食環署針對鼠患問題放置多個捕鼠夾。另外亦已
開展發泡膠箱回收試驗計劃，加速回收。 資料圖片

◆環運會於7間大學推出可重用餐盒借用服務先導
計劃「ben don go!」，推廣外賣「走塑」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