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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設年內設「「11++」」機制機制
加快新藥審批加快新藥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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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註冊只需一個藥監機構許可 長遠擬港自行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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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嬰獲2萬元津貼 買居屋優先揀樓

醫 療 新 猷

20232023

孕婦：優先上樓增信心生二胎

◆政府指向新生嬰家庭派2萬元屬「心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出生率持
續處於低水平，每對夫婦的平均子女數目下降至
2022年0.9名的新低。行政長官李家超於昨日發
表新一份施政報告，宣布推出一系列措施鼓勵生
育，並創造有利的育兒環境，包括向每名於昨日
起在香港出生而其父或母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新
生嬰兒發放一筆過2萬元現金獎勵，暫定為期3
年，非婚生子女也適用，料每年約4萬人受惠。

試行3年料每年4萬人受惠
同時，新生嬰兒其同住父母由2024/25課稅年
度起，「居所貸款利息扣除」或「住宅租金稅項
扣除」最高限額亦由10萬元提高至12萬元，直
至該名同住子女滿18歲為止，申請居屋或綠置居
獲優先「揀樓」，申請公屋也獲優先「上樓」。
李家超指出，65歲及以上長者佔全港人口比例
將在未來十年內由兩成攀升至近三分之一，但生
育是人生重要決定，牽涉不同考慮，全球各地經
驗均反映生育率並非單靠政府政策可大幅提升，
惟政府必須有政策導向，鼓勵生育，因此決定向

每名於昨日起在港出生而其父或母為香港永久性
居民的新生嬰兒發放一筆過2萬元現金獎勵，為
期3年。
政府消息人士指出，過去一段時間聆聽社會不

同聲音及參考不同地區的經驗，認同鼓勵生育不
能單靠一筆過鼓勵金，因此該2萬元只屬「心
意」，會以「組合拳」的政策支援家長，由於生
育計劃屬家庭的重大決定，因此政府並無為一系
列鼓勵生育政策定下績效指標，但會向立法會申
請未來3年合共撥款24億元作為一筆過獎勵金開
支，即等同每年約4萬人受惠。
資料顯示，去年香港約有3.3萬名初生嬰兒。
消息指出，目標是明年初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撥
款，之後新生嬰兒的父母可在申領出生證明書時
向入境處一併申領獎勵金，料兩三星期可到手。

家有新生嬰 申公屋可「打尖」
有見生育與住屋問題息息相關，施政報告亦提

出由明年推出的居屋及綠置居開始，房委會將預
留多10%單位予「家有初生優先選樓計劃」的申

請人抽籤選樓及有優先選樓權，直至該名子女年
滿三歲為止。有關申請者即使未能透過計劃優先
選購資助房屋，也可與一般家庭申請者一同抽
籤，即有兩次抽籤機會。
同時，昨日或其後有嬰兒出生而未滿一歲的公

屋申請家庭，可縮減一年輪候時間，明年4月生
效。消息指出，縮減一年的意思是合資格申請人
在嬰兒出生後，申請公屋日期會被提早一年，但
每個家庭只可享用計劃一次，即若生多於一名小
孩，亦無法再度縮減輪候時間。被問到有新生嬰
兒的家庭「打尖」會否影響到公屋輪候時間，消
息人士坦言確有少許影響，但強調現時公屋輪候
冊13萬人當中，僅4%擁有不足一歲新生嬰兒的
家庭，相信影響輕微。

幼兒中心家長津貼增至每月千元
施政報告亦提出一系列措施以加強支援在職家

庭育兒，同時釋放家庭勞動力，包括於明年4月
起「在職家庭津貼計劃」下的住戶及兒童津貼金
額增加15%；明年起於三年內，分階段增設10所

資助獨立幼兒中心，提供額外近900個日間幼兒
照顧服務名額；明年4月起把「幼兒中心家長津
貼」由每月最多600元提高至1,000元；明年起於
三年內，分階段擴展學前兒童課餘託管服務至全
港各區，名額由約670個增加至近1,200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昨日發表的新一份施政報告宣布
推動中醫藥發展，包括推動中藥檢測科研、制訂《中醫藥發展
藍圖》、加強中西醫協作，以及推動本港首間中醫醫院的籌備
工作等。

明年初推「數碼化中藥平台」
在推動中藥檢測科研方面，特區政府將以中藥檢測中心為平
台，加快推動中藥信息化及數碼化並促進共享共用，如明年初
完成構建「數碼化中藥平台」，並開放作中藥鑒別及教育用
途。另外，「中醫藥發展專員」招聘工作已進入最後階段，預
計明年初到任，以統籌中醫藥專業及政策發展，並與中醫藥界
共同制訂全面的《中醫藥發展藍圖》，預計2025年公布。
加強中西醫協作方面，本年度起中醫復康加入「中風治療」

臨床框架、在日間化療中心開展全新的「癌症治療」先導項
目，特區政府並會繼續探討將中西醫協作推展至更多新病種，
如老年退化性疾病等。
另外，本港首間中醫醫院預計2025年底起分階段投入服務，
特區政府積極推動籌備工作，而本港的中醫醫院將與內地中醫
醫院建立合作機制，支援持續發展。

與內地中醫醫院建合作機制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會長、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永光表示歡迎

和支持施政報告提出的中醫藥發展政策，認為能夠惠及更多病
人，並能促進中醫藥數碼化和高質量發展，有助推動中醫藥傳
承創新、邁向國際，但推動力度應加強。對於施政報告提出推
動中藥檢測科研，構建「數碼化中藥平台」，陳永光認為能善用
本港在科研、質檢等多方面的優勢，並有助香港發展成中藥檢測
和質量控制的國際中心。
他亦認同香港中醫醫院與內地中醫醫院建立合作機制，「內地中
醫醫院發展成熟，香港中醫院在行政管理、專科治療、臨床經驗
等方面與內地中醫院合作，方方面面均可向內地『取經』。」

根據原有的藥物註冊制度，新藥必須於36個地區（包
括歐美、內地等）當中，至少取得兩個「藥劑製品

證明書」（CPP），由於歐美藥業充滿保護主義，使內
地藥物即使獲內地發出CPP，也難再爭取多一張CPP，
無法在港註冊及使用。在「1+」機制下，治療嚴重或罕
見病的新藥，CPP證書要求減至1個，即表示已在內地註
冊的合資格國藥可無障礙「過河」來港。
李家超昨日表示，特區政府計劃今年內在現行藥物註
冊制度上，設立全新「1+」機制。同時，特區政府會發
揮香港醫療優勢，以建立「第一層審批」藥物註冊機構
為長遠目標，即長遠不再依賴其他藥物監管機構，直接
根據臨床數據在本港審批藥物，同時也審批醫療器械的
註冊申請。

明年設灣區國際臨床試驗所
特區政府亦會推出一系列措施，吸引更多本地及海內
外藥物和醫療器械（藥械）企業，選擇在香港進行研發
和臨床試驗，並在不同階段建立能力、認受性和地位，
確保最終的藥械審批獲國際及內地認可，措施包括推動
以「中國香港」觀察員身份加入「國際醫藥法規協調會
議」；計劃明年於「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成立
「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所」，為醫藥研發機構提供一站
式臨床試驗支援平台等。
另外，政府計劃於明年成立「香港藥物及醫療器械監

督管理中心」籌備辦公室 ，為未來成立管理中心提出建
議和步驟，就重整及加強藥械及技術監管和審批制度作
研究，促進香港邁向以「第一層審批」方式進行新藥械
註冊申請。
消息人士表示，暫未有該管理中心的成立時間表，但
參考外國經驗，需時較長，或長達8年至10年，但相信
管理中心成立後，會吸引更多海外專才加入。
消息人士又指，「1+」機制下，申請新藥註冊的藥廠
須提交一份藥物監管機構許可及一份專家報告，藥物辦
公室會審視相關報告，無須另行增加人手，藥廠對措施
的初步反應正面，政府目前未有制定批出新藥的數量目
標。至於病人何時可用新藥，則要視乎藥廠何時提交申
請，及文件齊備程度等。

海外新藥可經港入灣區內地市場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對措施表示歡迎，他認為新制度下，不僅內地藥
物可以透過在港註冊，走向海外，由於「港澳藥械通」
政策，海外新藥也可經過香港進入大灣區內地市場，
「香港是進口藥物的窗口，（新措施）可吸引更多海外
藥廠在港設立分部，進行臨床藥物試驗。」

香港沿用回歸前的藥物註冊制度， 導致不少新

藥難以在港註冊使用。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

昨日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宣布，今年內設立全新

「1+」機制，加快新藥審批流程，長遠更計劃建

立「第一層審批」、即香港自行審批藥物註冊。

消息人士解釋，「1+」機制容許治療嚴重或罕見

病的新藥，在符合本地臨床數據要求，並經專家

認可後，無須似以往要兩個（包括歐美、內地等

國家地區）的藥物監管機構許可，而是只需提交

一個許可，便能在港有條件註冊使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倩）現時懷孕9個月的
譚女士非常滿意政府的鼓勵生育政策，「其實發
放2萬元幫助不大，但申請資助房屋時獲得優先上
樓，這才是最吸引，對於想生孩子的基層家庭是
非常重要的，現在讓我們優先上樓，無疑給我們
信心生二胎、甚至三胎。」
譚女士已是第二次懷孕，距離第一胎相隔十多
年。她解釋，「其實一直想要生第二胎，無奈居
住條件不允許，所以猶豫了十多年，今年卻意外
懷孕，並受惠於今次鼓勵生育政策。」譚女士一

家三口現時居住在擠逼的劏房，有限的空間令她
不敢增加家庭成員，「除咗居住環境，孩子生出
來之後，後續的教育各方面的成本支出都好高，
對於基層家庭都好難承擔，這次（施政報告）最
幫到我們的就是住屋政策和教育政策。」
她並建議，政府推出更多針對婦女就業的政

策，「生完小朋友之後，我都想重新回到社會工
作，所以希望在託兒教育方面能有更多支援，能
夠釋放婦女的勞動力，讓我們可以在家庭和工作
中找到平衡，也能在社會實現自己的價值。」

◆譚女士表示滿意政府
的鼓勵生育政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倩攝

◆全新「1+」機制，容許治療嚴重或罕見病的新藥，在符合指定條件下，
能在港有條件註冊使用。圖為香港公立醫院的取藥處。 資料圖片

醫療產業發展及鼓勵生育政策
醫療
◆明年成立「香港藥物及醫療器械監督管理中心」籌備辦公
室，長遠以「第一層審批」方式接受新藥械註冊申請

◆以「中國香港」觀察員身份加入「國際醫藥法規協調會
議」，為發展成國際藥械權威機構鋪路

◆明年成立「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所」，為醫藥研發機構提供
一站式臨床試驗支援平台

◆醫管局下年度設「聯網臨床研究支援辦公室」
◆年內設全新「1+」機制，讓治療嚴重或罕見疾病的新藥，只
需提交一個參考藥物監管機構許可便可在港有條件註冊使用

◆以政府中藥檢測中心為平台，加快推動中藥信息化及數碼化
◆「中醫藥發展專員」明年初到任，2025年公布全面的《中醫
藥發展藍圖》

◆本年度將中醫復康加入「中風治療」臨床框架、在日間化療
中心開展「癌症治療」先導項目，探討中西醫協作推展至更
多新病種

◆首間中醫醫院2025年底分階段投入服務

鼓勵生育
◆向每名在港出生而父或母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新生嬰兒發放一
筆過2萬元獎勵，為期3年

◆納稅人與首名出生子女同住，「居所貸款利息扣除」或「住宅
租金稅項扣除」限額增至12萬元

◆推出「家有初生優先選樓計劃」，明年預留居屋10%單位讓有
嬰兒出生家庭抽籤及優先選樓；申請公屋，可縮減一年輪候時
間

◆醫管局增加體外受精治療輔助生育服務名額至1,800個

◆每年最多10萬元輔助生育服務稅項扣除

◆分階段增設10所資助獨立幼兒中心，提供額外近900個日間幼
兒照顧服務名額

◆擴展學前兒童課餘託管服務至全港各區，服務名額增至近
1,200個

◆增加「社區保姆」服務獎勵金，受惠兒童增一倍至2萬人

資料來源：2023施政報告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