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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不少市民近年參與一些不當的「放生」祈福活動，不當地把動物「回歸

大自然」，例如將淡水魚投入大海，或者放走非野生、無覓食能力的動物，反

令牠們走上絕路。香港特區政府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昨日在立法會會議上

透露，局方擬修訂《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明確規定放走或遺棄動物因而

對該動物造成不必要痛苦，即屬犯罪，又建議提高針對殘酷對待動物行為的罰

則，以提高阻嚇力，預料今年底或明年初將相關法例修訂建議提交立法會審

議。

亂放生實殺生 港擬修例重罰
3年接14宗相關投訴 最快年底交立法會審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倩）不當「放生」動物不單會對
動物帶來傷害，若「放生」的動物是外來物種，還有可能影
響到其他動物的生存，破壞當地的食物鏈生態。海峰環保教
育基金創辦人郭秀雲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近
年胡亂「放生」動物的現象仍存在，甚至有部分寵物主人將
難以駕馭的寵物「放歸自然」，破壞當地生物鏈。
郭秀雲表示，對動物造成不必要痛苦主要是一些人胡亂
「放生」導致，例如將淡水龜「放生」至大海等。雖然這
種現象已隨着宣傳教育的普及減少，但取而代之是將外來
物種「放生」，尤其是一些外來的寵物。
她透露，最近留意到香港一些喜愛養寵物的人士購買浣熊

當寵物，「浣熊不是一般人懂得飼養的動物，這種動物外形
上雖然看上去很可愛，但實際上是一種兇猛、難以馴服的動
物，我擔心有些人養了一段時間後，發現駕馭不到，就選擇
『放生』，這會對香港的生物鏈造成較大影響。」
由於浣熊屬於南美洲物種，如果將其「放生」至香港的野

生環境，會對生物鏈造成破壞，「浣熊本身就比較兇猛，會
傷害到其他本地動物，甚至令一些瀕臨滅絕的動物愈來愈
少，這些破壞是不可逆轉的。」
被問及政府計劃修例將「放生」動物列為違法行為並提高

罰則，她對此表示認同，「如果是出於宗教儀式需要，我建
議可以通過吃齋這些方式來替代『放生』。」

「放生」寵物浣熊 隨時破壞生物鏈

不少市民基於慈善、宗教儀式等原因，將
捕獲的動物「放歸自然」，但不少人因

為不熟悉動物的習性或生態，不當地「放生」
動物，對有關動物帶來不必要的痛苦，以及破
壞當地環境生態等。
民建聯漁農界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昨日在立法
會會議上提出質詢，指不少生物具有侵略性，
胡亂「放生」會影響本地生態，認為政府執法
能力不足，促請對本地的《動物保護法》進行
延伸及規管「放生」動物的行為，又建議參考
內地的《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規定》立法。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建議要從源頭立法
入手，「一些非本地的物種以至外來的物種禁
止放生，可不可以盡快立這方面的法例？」

「放生」涉傳統 禁止恐惹反彈
謝展寰在回應時表示，2020年至2022年，

漁護署共接獲14宗有關「放生」動物的投
訴，沒有人涉及觸犯《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
例》而被捕。在剛過去的佛誕，該署派人到
「放生」黑點巡查，並沒發現違法個案，顯示
政府近年的宣傳教育工作有成效，市民胡亂
「放生」動物的行為大大減少。
他提到，淡水魚類或龜未必能適應海中生
活，若投放大海，對牠們而言未必適合，但考

慮到「放生」動物涉及宗教和傳統文化，立法
禁止「放生」會造成較大反彈、是不合理之
舉，故政府計劃修訂《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
例》，明確指出放走或遺棄動物屬於違法，並
就此提高罰則，預計今年底或明年初提交立法
會審議。
謝展寰透露，特區政府計劃試驗透過推廣

科學的增殖放流行動，例如在海洋及河流放
流水生物種，包括成魚、種苗，甚或其他物
種，既可以增加漁業資源、改善海洋及河流
環境，也迎合傳統宗教文化。漁護署會邀請
宗教團體和漁民團體，探討讓公眾參與由政
府策劃及進行的增殖放流活動，並透過教育
宣傳，希望引導市民以其他善行代替傳統放
生活動，例如以素食等其他善行代替傳統放
生活動。
謝展寰說：「如果這個是一個風俗習慣，如

果我們改變不到人家的觀感，以及令他覺得有
一個選擇，有第二個方法做的時候，我們單從
立法的話，我們可能覺得製造對抗、爭議，未
必解決到問題，所以我們的重點仍然是先放在
與宗教團體和其他團體宣傳、教育，我們亦希
望透過安排增殖放流，他們有所選擇的時候，
可以改變到習慣，適當時候我們有條件，我們
才立例，我們覺得是比較合適的方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廣華醫院一期重建工
程竣工，新急症室於昨晨7時30分起啟用，入口和車
輛上落客點由窩打老道遷移至油麻地碧街、臨近油麻
地港鐵站A2出口。候診區的面積倍增，診症室數目
亦相應增加，有效改善病人輪候的情況。首批求診的
市民表示，新急症室的交通安排更方便，而且環境較
以前寬敞明亮，等候的時間也縮短至一個多小時至逾
兩小時，但亦有市民去錯出入口，建議院方設置更多
告示。
廣華醫院新急症室於昨日啟用後，陸續有病人前來
求醫，大堂內有不少病人等候診症，登記站出現排隊
人龍。等候室的電視屏顯示，截至昨晨10時半，過
去數小時病人的最長等候時間為兩個多小時。根據醫
管局統計，昨日廣華醫院的新急症室輪候時間，是九
龍區公立醫院之中最短。醫院安排工作人員在大堂協

助市民，廣華醫院行政總監鄧錦成及急症科部門主管
陳東寧亦到場視察。
新急症室未開門，已有市民在門外等候入內診症。

坐輪椅的病人梁先生「排頭位」使用新急症室服務，
他對新急症室感覺良好。另一位求診市民則表示，由
登記至進入候診區見醫生大約半小時內完成，以往則
需要在急症室等候4小時才能見到醫生，較以往快很
多，且由舊急症室到新急症室沿途指示清晰，新急症
室的候診區亦更為舒適寬闊。
前來求診的楊小姐說：「在那邊（舊急症室）第一
要等很久，而且氣氛、環境都很壓迫，太多人了，令
到人很不舒服。來到這裏就好好多，新好多，心情都
好好多。」求診市民Faiz說：「我之前去舊急診室，
最少要等七八個小時，很擠逼，沒有位置坐，很多人
輪候，環境很舊，現在好很多。」

有人去錯地方 倡增告示牌
新急症室增設多間急症科病房，以及感染控制隔離

區域等。舊大樓的多個出入口設置告示，提示市民新
急症室入口位於碧街，同時安排義工協助指路，但仍
有市民誤到舊急症室。陪同妻子到急症室求診的吳先
生說：「我第一次來廣華醫院（新急症室），不清楚
位置，先後到了舊急症室、醫院新大樓、急症室救護
車站，最後才找到碧街的出入口。」
吳先生建議新急症室設置更多告示牌及清晰指示，

以防市民去錯舊大樓。
鄧錦成說，新急症室的空間和設施提升，有助理順

病人診症的流程，改善病人輪候的情況。廣華醫院早
前宣布，新急症室面積較舊急症室面積增加2.6倍，
達6,400平方米，並增設急症科病房、感染控制隔離

區域，及提供24小時電腦斷層掃描服務。
在新急症室啟用後，位於醫院東翼地下窩打老道入

口的舊急症室關閉，院方已通知消防處及各公共交通
工具營辦商有關安排，並已於港鐵油麻地站和醫院附
近主要街道張貼告示，提示市民急症室的搬遷日期和
時間。

廣華新急症室啟用 等候時間縮至最多兩個鐘

◆市民在廣華醫院新急症室輪候診症。 醫管局Fb圖片

◆曾有市民在北角碼頭用滑梯將海產「放生」海中。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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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昨發布《深圳市加快推動人工智能
高質量發展高水平應用行動方案》（「行動
方案」），提出打造大灣區智能算力樞紐、
聯合香港打造深港人工智能算力賦能中心，
努力將深圳建設成為人工智能先鋒城市。人
工智能正成為世界科技競爭的關鍵賽道，
港深皆有雄心和基礎全力挺進人工智能高
地，把握人工智能等新科技浪潮加快產業
升級。為達成宏大目標，港深應充分協
調、各展所長，力求資源效益最大化，特
區政府要做好與深圳發展人工智能的政策
機制對接，緊扣產業應用，合力打造灣區人
工智能新優勢。

「行動方案」提出，深圳將舉全市之力，
打造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創新發展試驗區和
國家人工智能創新應用先導區。深圳將建設
城市級智能算力平台，打造大灣區智能算力
樞紐，聯合香港打造深港人工智能算力賦能
中心，加強科研攻關、支持創新產品研發，
提升產業集聚水平，打造全域全時場景應
用。為保障行動方案落實，深圳成立人工智
能產業發展專班，指定落實方案的責任單
位，以政府投資引導、形成千億元人民幣規
模的人工智能基金群。

當前全球人工智能技術發展迅猛，已成科
技強國競爭的關鍵賽道。國家高度重視人工
智能發展，4月28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
明確提出，要重視通用人工智能發展，營造
創新生態，重視防範風險。不久前舉行的二
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指出，要把
握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革命浪潮，適應人與自

然和諧共生的要求，建設具有完整性、先進
性、安全性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深圳迅速行
動，推出切實可行的行動方案，對矢志發展
數字經濟的香港，帶來加快發展的壓力與機
遇。港深合作、打造灣區人工智能產業優
勢，正是灣區高質量發展的應有之義，特區
政府要加緊行動、做好與深圳合力發展人工
智能的全方位、高層次對接。

一是做好工作機制和發展規劃的對接。特
首李家超在去年施政報告中提出建設智慧香
港，今年財政預算案將投資7億元發展數字
經濟，去年底發布的《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
圖》提出加快香港數字經濟和智慧城市發
展，為此政府已成立由財政司司長統籌的數
字化經濟發展委員會，將向政府提出建設人
工智能超算中心等建議。特區政府要主動與
深圳人工智能產業發展專班對接、建立溝通
機制，做好規劃及行動方案的對接與協同。

二是緊扣產業應用、各展所長。特區政府
最近幾年已撥款上億元資助大學進行人工智
能研究，香港創新科技署下的InnoHK創新
研發平台，目前已有 14 所研發實驗室進駐
AIR@InnoHK，進行人工智能等研究。深圳
的行動方案支持企業與香港合作推進人工智
能創新產品研發，並將聯手香港建設企業級
智能算力平台，鼓勵各界採購智能算力雲服
務，並將打造公共服務、城市治理、千行百
業等全域全時場景應用。

香港的研發與灣區市場對接，借鑒深圳經
驗推進香港各領域AI應用，正是港深合作將
資源效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徑。

港深對接協同 創建智能灣區
《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草案》將於明日刊

憲，14日提交立法會審議。新法例要求23類人
士強制舉報懷疑虐待兒童，違者須負刑責。保
護兒童免受侵害是文明社會的共識，但本港虐
兒個案層出不窮，新法例將舉報虐兒規定為強
制責任，且有刑事罰則，將增強兒童工作者及
全社會對保護兒童的責任意識，立法值得肯定
和支持。在立法過程中，政府應與業界充分溝
通，細化執行環節，制定詳盡指引，以利更有
效地依法保障兒童利益。

近年本港虐兒個案時有發生，「童樂居」虐
兒事件，累計共34名職員被控虐兒，多人被判
監，震驚全港。類似虐兒事件持續多時才被揭
發，原因之一是本港未有立法強制舉報，部分
知情者沒有報警揭發事件，令更多兒童遭受長
期虐待，情況極之不理想，是公眾無法容忍
的。兒童自我保護能力弱，立法強制舉報虐兒
有必要性、迫切性，體現本港作為文明社會保
護兒童的應盡之責。

今次立法針對的是社福、教育及醫療衞生等
23類人士，相關人士工作中有很多機會接觸兒
童，容易發現虐兒情況。立法強制舉報虐兒，
增強相關專業人士履行舉報的責任，一旦若明
知而不報，須負上刑事責任。立法同時設保障
條文，確保任何人不得故意阻止或阻礙「強制
舉報者」舉報，不得披露強制舉報者身份，強
制舉報者亦不會因舉報而招致任何民事或刑事
法律責任。這些保護舉報者的規定，起鼓勵舉
報、阻嚇施虐者的效果，減少虐兒事件發生，
保障更多兒童身心健康。

目前全球至少70個地方把強制舉報虐兒個

案列為法定責任。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早在
2013年已提議特區政府設立強制舉報機制，香
港法改會於2019年也提出相關立法建議，立法
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前年5月重申，應立法強制
舉報虐兒。如今特區政府正式提出強制舉報虐
兒條例草案，順應社會呼聲和大勢所趨。

社會各界都認同立法強制舉報虐兒的方向正
確，但具體執行有不清晰的地方，在執行上有
一定的挑戰。例如肢體傷害較易發現，但精神
虐待較難發現，又例如部分虐兒個案的施虐者
是父母，父母作為兒童的監護人，難免對兒童
進行批評教育，究竟何謂合適懲戒、何謂虐
待，哪種情況應該舉報，等等。因此，在立法
會審議的過程中，政府充分聽取業界、法律界
等各方面的意見，作出合適修訂，令條例更完
備。在法例實施初期，政府要提供執行條例的
培訓，讓前線工作人員更了解如何處理個案、
負起舉報責任。

條例草案在諮詢時，政府曾計劃要分開
「紅、黃、綠」三種不同的嚴重程度來判定舉
報與否，又規定要在指定時限內舉報，但聽取
了業界意見後，擔心太複雜而難以執行，最終
沒有放入條例草案。可見政府在制定條例時，
已考慮到實際情況，盡可能提高條例的可執行
性。

保護兒童是社會文明的底線。立法強制舉報
虐兒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標誌，必須制定好條例
草案，而且有利於日後落實執行。政府、立法
會和相關業界應目標一致、集思廣益、通力合
作，為立法創造良好條件，早日完成立法，保
護兒童身心健康成長。

立法強制舉報虐兒 保障兒童健康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