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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終於搞定了，放下了心頭大石！」94歲的香港

長者譚伯在廣州完成遺囑登記後，不禁鬆了一口氣，露出了燦爛的笑容。這是中華遺囑庫廣

東第一登記中心近日完成的一例遺囑登記案例。像譚伯一樣從香港赴廣東訂立遺囑的港人正

在不斷增加。據中華遺囑庫廣東中心統計，今年以來港澳台居民登記遺囑的數量同比增長了

20%。26日，中華遺囑庫廣東中心諮詢顧問楊娟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香港客戶數量

逐月增加，每周都有港人來諮詢和訂立遺囑，年齡大多數在50到70歲間，主要以處理內地

的不動產為主，佔比高達99.8%。像譚伯這樣來自港澳地區有需要到內地立遺囑的市民為數

不少，他們多數都為高齡或患有病痛人士，行動不便。為了更加方便港澳市民對內地遺產訂

立遺囑，中華遺囑庫目前已經計劃籌備在港澳開展巡迴服務小組，協助有需要的香港市民。

同時，中華遺囑庫還擬新增粵語諮詢熱線，解決港澳居民的語言溝通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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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遺囑庫是由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和北
京陽光老年健康基金會聯合發起的公益項目，為
年滿60周歲、資產不超過一套房的內地及港澳
台市民提供免費遺囑諮詢、登記和保管服務，面

向非公益用戶則提供專業市場化服務。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中華
遺囑庫已在全國設立了60餘個服務中心，為37.6萬多人提供服務，
登記保管了25萬餘份遺囑。

根據《2022中華遺囑庫白皮書》數據顯示，中華遺囑庫保管在庫的
屬於港澳台居民遺囑中，香港居民最多，佔比達到81.09%。這部分的
港澳台居民大多長期定居在中國內地（大陸），主要以處理中國內地
（大陸）的不動產為主，佔比高達99.8%。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的互聯互通，廣東地區成為了港澳居民
處理中國內地財產的重要接口。不少港人熱衷北上廣東

置業，按照中國《繼承法》的規定，不動產的繼承處理應該
要在不動產所在地進行。換言之，在內地購置房產的港澳居
民，他們的財產繼承人必須回到內地來處理，而對應的，處
置這些房產的遺囑也應該符合內地的法律。為此，疫情後不
少香港居民為處理內地的個人財產及其繼承問題，陸續北上
到廣東登記訂立遺囑。

先行線上溝通手續兩天辦妥
來自香港的譚伯正是其中之一。譚伯2019年末曾和太太到
廣州諮詢遺囑手續，當時中心顧問為兩人做了財產風險測
評。據了解，夫妻二人為香港居民，年輕時在廣州打拚，購
有兩套房產，後在香港育有一子一女。譚太和譚伯意願一
致，希望可以通過立遺囑，在百年歸老時將房產平均分配給
子女。二人約定了後續進行登記遺囑手續，但因疫情，一直
延期未能完成辦理，其間譚太生病離世。待兩地復常通關
後，譚伯為完成太太的遺願，在家人的陪同下再次來到廣州
立遺囑。
「我們也十分理解譚老先生粵港兩地奔波勞累，因此我們
建立線上跟蹤對接。可以線上對接的就線上解決，需要線下
完成辦理的盡量安排在同一天，減少多次跑腿的情況。」中
華遺囑庫廣東中心諮詢顧問楊娟表示，最終僅花了不到兩天
的時間就完成登記辦理全流程。「除了老人家外，來自香港
的年輕人來立遺囑的個案也有不少。大家風險意識越來越
高。」

擬增粵語熱線 解決語言障礙
立遺囑的多為高齡或患有病痛、行動不便人士。為了更加
方便港澳市民對內地遺產訂立遺囑，中華遺囑庫目前已經計

劃籌備在港澳開展巡迴服務小組，協助有需要的香港市民訂
立遺囑。同時，中華遺囑庫還擬新增粵語諮詢熱線，解決港
澳居民的語言溝通障礙。
中華遺囑庫創辦人陳凱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中華遺囑庫

本身在內地有全國巡迴服務小組，到不同城市為有需要人士
提供服務。

登記場所已備 確保兩地合法
他介紹，中華遺囑庫目前已經計劃籌備在港澳開展巡迴服
務小組，並在香港擁有訂立遺囑的登記場所，可以根據客戶
的需求，派巡迴登記小組攜帶遺囑登記一體機進行登記服
務。
「在此之前，我們會提前與有意訂立遺囑的香港客戶溝通，
根據對方的家庭情況、財產及意願進行分析，繼而起草一份遺囑
草稿。」陳凱表示，這份草稿還會與香港的合作律師進行確認，
確保同時符合內地及香港的法律。
對於內地財產若在香港簽署遺囑會否影響其在內地的法律

有效性，陳凱表示，遺囑行為地的法律很重要，這個問題已
經在他們的考慮範疇內。他解釋，由於內地採取的是民法
典，對遺囑訂立嚴格程度比香港高，遠超香港法律所定義的
遺囑形式。陳凱表示：「為此我們會提前徵詢香港律師給我
們的意見，按照香港律師意見進行部署。」

與港積極對接 爭取部門認可
中華遺囑庫在香港進行遺囑的登記，還涉及跨境執業的情
況。陳凱表示，中華遺囑庫同時與香港的法律機構、商業遺
囑機構、保險機構均保持密切聯繫。跨境進行巡迴登記所涉
及的跨境工作，也將根據香港合作方的情況進行開展。他表
示，中華遺囑庫會積極主動地做好準備，亦會爭取有關部門
的認可，推進登記工作符合流程地在香港展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在瑞士日內
瓦舉行的第76屆世界生大會上，中國疾病預
防控制中心慢性非傳染性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簡稱慢病中心）26日被世界生組織授予
2023年公共生獎中的科威特國健康促進研究
獎。
與中國疾控中心慢病中心共同榮獲此獎的還

有黎巴嫩女科學家阿卜拉．邁希奧．西巴伊。
世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在會上表示，2023年公
共生獎旨在表彰為全球生事業作出重大貢
獻的人們。
中國疾控中心慢病中心主任吳靜在大會上發

表獲獎感言，表示此次獲獎不僅是對中國老年
生保健和健康促進事業的認可，也是人類
生健康共同體建設的新動力。她說：「百善孝
為先，敬老愛老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中國一直高度重視老年健康，
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與健康中國都是國家優先
發展戰略，把健康老齡化理念融入萬策。」
作為慢病防控和老年健康促進專業機構，中

國疾控中心慢病中心承擔疾病控制、應急處
置、科學研究和教育培訓等職責，與全國同行
一起開展老年人健康素養調查和促進、老年人
心理關愛、失能失智預防等系列活動，努力改
善老年人健康狀況，提高他們的幸福感和獲得
感。
科威特國健康促進研究獎由世組織設立，其

宗旨是獎勵在老年人生保健和健康促進研究方
面作出傑出貢獻的個人、機構或非政府組織。世
組織當天頒發的獎項還包括川生獎、阿拉
伯聯合酋長國生基金獎、李鍾郁博士公共生
紀念獎、納爾遜．曼德拉健康促進獎。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2022年度上海市科學技
術獎獲獎項目26日出爐，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
主任張文宏及其團隊的《新冠疫情下的全民抗疫與健康生
活科普》項目獲科學技術普及獎特等獎。
張文宏在受訪時談及新冠疫情的科普。他說，最近三
年，關於疫情大家有很多爭論，最終解開「疫情之謎」的
其實只有科學。

應對恐懼 科普要快並講究方式
他表示，應對未知的恐懼，科學、透明（的科普）是最
好的方法，科普的重要性不亞於醫生在一線救治病人。
他認為，科普並非僅僅是用公眾聽得懂的語言去「翻
譯」，「真正的科普是有思想的，能讓公眾理解科學的內
涵。」
在他看來，科普首先要快，「如果科普沒有在第一時間

『回覆』，渴求流量的『偽科普』就會在第一時間『回
覆』。」
其次，科普要講究方式。張文宏說，不僅僅是新冠病
毒，流感（病毒）也會有白肺，「但在其他情況下出現白
肺，公眾並不恐懼；新冠（病毒）感染的人數很多，即便
其中白肺的發生率非常低，甚至低於流感，但網絡上（恐
慌的）聲音多了，大家還是會感到恐懼。」
白肺對公眾而言，是新事物；但對醫生來講，是老生常

談。張文宏認為，這時候科普就要從局部的真實性向整體
的科學性靠攏，比如多維度地介紹白肺，要優於「就事論
事」地討論某個單獨病例。
2022年度上海市科學技術獎授獎了316項（人）。中國

科學院院士、復旦大學化學系教授趙東元獲上海市科技功
臣獎。兩位外籍專家日本籍專家和田章、以色列籍專家伊
塔瑪爾．威爾納獲上海市國際科技合作獎。

張文宏回顧三年疫情：
科普重要性不亞於一線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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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遺囑庫廣東中心的數據統計，今年以來港澳台居民登記遺囑的數量同比增長了20%。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攝

◆諮詢訂立
遺 囑 的 老
人。
香港文匯報
廣州傳真

◆港人譚伯聆聽工作人員講解訂立遺囑的具體事宜。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港人內地立遺囑流程
1. 預備資料

立遺囑者本人需提前準備香港身份證；所需要處理的財產資料信
息，如房產證或商業合同。同時還需要提供繼承人的身份資料複印
件，如繼承人在海外則需要提供國外護照或持綠卡等身份證明。

2. 辦理登記

準備好相關材料後，立遺囑人來到中華遺囑庫廣東中心，中心將會
按照遺囑諮詢、遺囑訂立、人臉識別、身份驗證、指紋掃描、精神
評估、密室登記、專業見證、保密保管、遺囑宣讀、繼承調解等程
序進行辦理。整個環節約40分鐘到1小時。

3. 取遺囑證

辦理完遺囑登記後，2小時後就可以在遺囑證領取機上領取遺囑登記
的實體證件，證件有一個正本和兩個副本。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