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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拉埋天窗 花費貴過疫前
婚紗攝影開支升近三成「只收餅卡人情」加價兩倍

香 港 逐 步

邁向復常，

嫁娶活動漸

增。昨日一

項有關新人消費開支的調查發現，婚禮預算經過前

兩年收縮後，今年回升至384,366元，增幅近一

成，其中婚紗攝影的升幅最高，驟升 28%至

25,534元，預料與港人恢復海外婚攝有關。婚嫁花

費增加，賓客收到「紅色炸彈」的人情公價也水漲

船高，其中「只收餅卡、無去飲」的人情加價兩

倍，由100元升至300元。業界人士解釋，婚宴的

防疫措施較嚴格，愈來愈多新人採用雞尾酒酒會取

代傳統婚宴，人情也漸與傳統擺酒看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昨日新增7,793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個案仍
逼近8,000宗高位，再多26名確診者離世，新變異病毒株亦持續在本地蔓延。為
應對變異新冠病毒，特區政府近日引進復必泰二價疫苗，共訂購190萬劑，
首批約77萬劑已抵港，周日（27日）開放網上預約，首階段只有長者、
抵抗力弱人士等可優先接種二價疫苗作為第四針，至昨晚錄得逾2萬人
已預約。有專家建議，特區政府放寬接種安排，取消優先接種限
制，並讓市民選擇打二價疫苗作為第三針。
醫管局昨日表示，過去一周有341名來自安老院舍的確診病人
入院，較本月第三個星期及第二個星期的299人和241人持續上
升，對情況表示關注並會密切留意情況，與相關政府部門及安
老院舍保持密切溝通，加強外展團隊對安老院舍的醫療支援。
學校個案方面，今共886間學校呈報2,255宗確診，涉
1,882名學生和373名教職員；有8間學校共13班因出現群
組感染，需停課7日。

逾2萬人預約
針對Omicron及變異病毒株的二價疫苗後日（12月1
日）開打，暫只作為市民打第四針時的選項之一。公務員
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至今已收到
1.16萬人預約接種，屬預期之內，估計50歲或以上市民預約
人數較多，長者若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取「即日籌」打第四
針，可即場選擇是否接種二價疫苗，相信新款疫苗會受到市民
歡迎。
據政府建議，50歲或以上及12歲或以上免疫力弱者優先打，有
較高暴露風險者亦可自行選擇打第四針，12歲以下暫無須打。楊何
蓓茵表示，目前二價疫苗只可當作第四針加強劑，該安排遵從專家建
議，政府會再觀望能否當作第三針接種。她並指，相信訂購的190萬劑
二價疫苗足夠應付需求，後續批次會陸續抵港，由於復必泰疫苗的運送及
儲存受到限制，需要再研究能否擴展至外展接種。

二價免稀釋 可院舍外展接種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昨日表示，復必泰二價疫苗在攝氏30度的環境
可儲存12小時，亦不用稀釋，故認為可擴展至院舍外展接種，並建議政府放寬讓
長者第三劑可選擇接種二價疫苗，以提高接種率。至於降低優先接種年齡限制，
崔俊明指，現時美國已容許5歲兒童接種二價疫苗，藥廠數據亦顯示，相比原始
疫苗，復必泰二價疫苗的中和抗體水平高3.2倍至4.8倍，並可針對Omicron及變
異分支，較一價疫苗效果更佳。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亦表示，二價疫苗安全性高，能應對目前流
行的BA.4及BA.5病毒株，醫學上適合作為市民接種第三針的選擇，政府不應設
限，而且二價疫苗數量充足，為免影響市民打針意慾，政府應放寬至所有人12歲
以上人士都合資格優先接種。他呼籲市民，尤其是即將外遊的人，應提早打二價
疫苗，可更快產生抗體，打針一周後抗體會大幅上升。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昨日再多26名新冠確診者離
世，是近期單日新高。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昨日出
席公開活動後表示，香港疫情近日有升溫跡象，死亡
個案及院舍確診個案均有上升，加上近日天氣轉涼，
加重醫療系統的壓力。他強烈呼籲市民尤其是一老一
幼盡快接種疫苗，減低重症及死亡率，也能保護醫療
系統。特區政府亦會「穩打穩紮」走每一步抗疫路，

不願意走回頭路、再次大幅收緊防疫措施。

近四成長者未打齊三針
盧寵茂表示，全球的新冠疫情大流行尚未過去，

尤其是冬季來臨，感染數字上升，「很關注這個問
題，特別是長者，他們的疫苗接種率仍然不夠
高。」他指出，近40%長者尚未完成接種三劑疫

苗，28%的80歲或以上長者尚未接種任何疫苗，
「長者受感染確實會為醫療系統帶來很大的壓
力。」因此會繼續加強疫苗接種工作。
對於有建議放寬復必泰二價疫苗的接種限制，他

強調特區政府以科學數據，由聯合科學委員會經討
論而決定疫苗的應用，他重申專家會考慮二價疫苗
的供應和整個疫情發展，以作出調整。近日內地疫
情升溫，盧寵茂指由於內地防疫政策嚴謹，能有效
防止個案輸入，故抵港內地旅客的確診率極低，認
為內地疫情未有明顯使輸入風險上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
新冠疫情爆發後，往來香港與內地必須接受
嚴格的隔離檢疫，居於內地的長者回港覆診
難，更凸顯跨境醫療合作的重要。定居廣州
的香港長者方開耀雖持有香港長者醫療券，
但該券在內地僅適用於香港大學深圳醫院，
早前他要接受索價近萬元（人民幣，下同）
的白內障手術，若到深圳求醫需承受舟車勞
頓之苦，最後在工聯會協助下申請內地醫保
卡，才能以他可負擔收費水平接受手術。他
促請特區政府擴大醫療券在內地的使用地及
範圍，造福有需要的長者。

看病路途遙遠過程繁瑣
方開耀本身患有高血壓、高血脂等慢性疾

病需定期覆診，但疫情後，方開耀因往返香
港不便只能選擇在內地看病開藥。香港長者
醫療券在內地僅有港大深圳醫院可使用，且
只適用於普通和專科門診服務，急症和住院
未納入使用範圍。
方開耀曾嘗試從廣州乘坐公共交通到深圳

醫院看病，整個過程繁瑣得使他不敢再去第
二次，「我從位於人民南路的廣州家中出
發，從廣州火車東站乘坐動車到深圳，再轉
乘地鐵到醫院，單程就要兩小時以上。」
一去一回的車程4小時，加上等看症和就

診時間，「一整天就過去了，更不用說近
300元的交通費用。」除了看病不方便，在
港大深圳醫院所開藥物，也與香港不同，
「雖然藥效類似，但對於我們長期服藥的老
年人來說，換藥還是會有一些不適應。」
去年，方開耀在工聯會的幫助下申請內地

醫保卡，每年繳費500元，在內地醫院看病
和住院費用能報銷七成，「前段時間我在廣
州做了白內障手術，手術費用近萬元，使用
醫保卡後我只付2,000多元。」他也感嘆，
與香港專科手術常常要預約排隊等待不同，
內地醫院許多手術不用長時間排隊。

倡設更多港人養老機構
「希望特區政府能夠進一步擴大醫療券在

內地醫院的試點範圍，在港人較多的內地城
市挑選三甲醫院設立試點，方便內地港人使用醫療券看
病。」方開耀自2020年後一直沒有返港，政府每年派
發2,000港元到其醫療券戶口，卻分毫未被使用，賬戶
結餘一旦滿8,000港元後，政府便停止新資金入賬，
「明年我的醫療券賬戶正好滿8,000港元了，屆時如果
我仍然無法使用醫療券，是否後續的醫療券將無法入
賬？」
近年69歲的香港長者林女士家住廣州祈福新村，隨

着年紀越來越大，身體大不如前，時常要求醫。她希望
特區政府盡快擴大醫療券內地試點，並在大灣區內地城
市設立更多服務港人養老的機構，讓他們在內地能夠安
心長居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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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舍確診個案增 醫療系統添壓力

院舍和學校疫情
◆5間安老院舍及4間殘疾人士院舍，共呈報9名院友確診，20名院友被列
為密切接觸者

◆8間學校共13個班級須停課7天

變異病毒
◆本地懷疑BA.4/BA.5個案佔比為74.5%，BA.2.12.1佔比為0%
◆本地個案中累計發現80宗XBB、16宗XBD、1宗BA.2.75.2、2宗BF.7及
102宗BQ.1.1亞系個案

醫管局概況
◆2,721名確診者留醫，當中322人為新增患者

◆新增9人危殆，合共61人危殆，當中16人於深切治療
部留醫；新增12人嚴重，合共67人嚴重

◆留醫病人中，294人正接受氧氣治療，
另有21名病人需以呼吸機協

助呼吸

昨日疫情
•本地感染：7,188宗•新呈報死亡個案：26人
•輸入個案：605宗 •第五波累計死亡個案：10,505宗

新增總
確診個案：

7,793宗

資料來源：
醫管局、

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文森

專家建議第三針可打二價疫苗

港人結婚平均開支
年份 平均開支 變幅

（港幣/元）

2022 384,366 +9%
2021 351,823 -2%
2020 360,545 -2%
2019 369,166 +2%
2018 360,577 +9%

各類項目開支比較
項目開支 今年平均數 變幅

（港幣/元）

酒席 149,044 +3%
結婚首飾及戒指 108,988 +17%
蜜月旅行 45,891 +11%
婚紗攝影 25,534 +28%
婚禮/婚宴攝影攝錄 15,718 +1%
婚紗禮服 12,578 +6%
化妝髮型及其他 26,613 +6%

總計 384,366 +9%

人情公價中位數（港幣/元）
擺酒地點/觀禮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高級酒店 1,500 1,500 1,500
一般酒店 1,000 1,000 1,000
酒樓 800 800 800
午間婚宴 800 800 800
酒會 600 600 800
只獲邀觀禮 -- 300 500
只派餅卡未獲邀出席婚禮 -- 100 300

穩步復常

資料來源：生活易（ESDlife）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倩

結婚資訊媒體生活易（ESDlife）今年9月至11
月期間訪問1,226名擬於今年至2024年期間結

婚的準新人，以了解他們婚禮的總開支。生活易昨
日公布調查結果，受訪者婚禮總預算上升至384,366
元，比疫情前還要高。

酒席最燒錢 其次首飾戒指
在各項結婚平均開支中，最高消費的項目為婚宴
酒席，平均費用149,044元，按年升幅3%，平均擺
酒圍數由2018年的20圍，跌至今年的16圍，但禮
金中位數則由2018年的5萬元，上升至今年的6.8萬
元。其次是結婚首飾及戒指，預算按年升17%至
108,988元，當中44%受訪者的婚戒採用一兩卡鑽
石，3%受訪者使用兩卡以上鑽石。
蜜月旅行的開支則排第三，升11%至45,891元。
生活易媒體業務及市場部主管周卓盈表示，蜜月旅
行費上升與出入境限制放寬有關，「現在日本及韓

國基本上放開出入境，好多人選擇去這兩個國家度
蜜月。」婚紗攝影預算也因放寬出入境檢疫限制，
不少人到海外拍攝婚照使開支按年飆升 28%至
25,534元。

酒會人情追上酒樓價
賓客最關心的人情公價方面，擺酒人情「凍

結」，例如高級酒店擺酒的人情維持1,500元；一
般酒店、私人會所及特色宴會維持1,000元；酒
樓、午間婚宴及西餐廳人情亦維持800元，反而
一些簡便酒會，或觀禮人情「加價」，酒會婚禮
的人情由600元升至800元，升幅達33%；「邀請
出席於婚姻註冊處/教堂簽紙儀式」由300元升至
500元，升幅達66%；「只派餅卡，沒有邀請出
席婚禮/婚宴」更由 100 元升至 300 元，升幅達
200%。
周卓盈解釋，宴會的防疫措施經常改變，又有出

席人數限制，故不少新人傾向舉行簡約婚禮或戶外
證婚，甚至改以雞尾酒酒會取代婚宴，賓客觀禮或
收餅卡的人情也漸與傳統擺酒看齊。

新人闊綽買首飾信可保值
婚禮顧問歐惠芳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在

沒有參加宴會的情況下仍支付高額人情，與送禮氛
圍有關，「有些人是迫於面子而出更多錢」，但她
亦指這要看與新人的親疏關係，「如果是比較親密
的朋友，不能來參加婚宴，都要付更多人情。」
另外，她表示現時部分賓客選擇以禮物代替人

情，「有些新人剛剛搬入新居，賓客會夾錢送特定
型號的洗衣機、床褥等。」
對於新人增加購買首飾的預算，她相信是因為首

飾具有保值作用，「婚宴一頓飯吃了就沒有了，但
鑽戒、項鏈這些首飾是自己戴的，益返自己，並且
還可以保值。」

◆婚禮預算經過前兩年收縮後，今年回升至384,366元，增幅近一成。圖為一對新人在尖沙咀
文化中心外，接受好友的祝福。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