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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自動駕駛 完善跨境交通
運輸局提《交通運輸策略性研究》涵蓋3大策略9項建議香港文匯報訊 運輸及物流局提出《交通

運輸策略性研究》的初步建議，提出以

「出行連結生活，體驗以人為本、高效和

綠色環保旅程」作為願景，並提出了「享

．旅程」、「連．都市」和「活．出行」3

項運輸策略共9個建議，包括推動自動駕駛

車輛發展，以應對內地與香港左右軚的差

異及交通法規，促進內地與香港駕駛模式

融合及交通往來，又會完善跨境公共交通

服務，讓市民無縫地從各種本地交通服務

接駁跨境鐵路，研究邊境關口有多模式的

交通連接。

首個策略是「享．旅程」，特區政府建議在洪
水橋/厦村新發展區、交椅洲人工島、新田/

落馬洲等建設新一代「運輸交匯樞紐」，設立實時
信息顯示屏、單車泊位和電動可移動工具儲存設施
等，方便轉乘及連接不同區域；研究引入「按需求
提供的公共交通服務模式」，利用科技靈活調配不
同載客量的車輛，以及更有彈性的班次和行車路
線；完善跨境公共交通服務等。
第二項策略「連．都市」，建議包括透過大數
據、雲端計算和人工智能等，收集和分析交通數
據，達至智慧公路管理，並提供實時交通資訊。政

府計劃在十一號幹線的青龍大橋和交椅洲人工島的
對外連接主要幹道設置交通管制和監察系統，包括
全面覆蓋的交通探測器、行車線管制燈號及可變速
度限制標誌，以便有需要時在合適路段利用路肩行
車。
政府又會在汀九橋南行線推行智慧公路先導計

劃，期望可避免青朗公路與屯門公路連接路的車輛
需要在汀九橋南行線匯合時，引致的車流匯合問
題，亦可將整段汀九橋南行的行車道由3線增至4
線。
同時，政府會推動自動駕駛，包括就自動駕駛車輛

條例訂新法例，並推動業界試驗和先導計劃，測試與
由人手駕駛的傳統車輛共同在公共道路上行駛，讓市
民有更多機會試乘自動駕駛車輛以增加信心。
由於車聯網技術（Vehicle-to-Everything，V2X）

可以加強自動駕駛車輛與傳統車輛的溝通，政府擬
在新發展區預留空間，安裝「路側裝置」（Road-
side Unit）以創造條件。
機管局「航天走廊」的自動駕駛運輸系統預計於

2025年提供連接「航天城」和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人工島的
客運服務，又計劃在2028年延
伸至東涌市中心。
第 三 項 策 略 為 「 活 ． 出

行」，建議推動香港成為「易
行城市」，提供連接目的地的
多層行人道網絡、指定行人優
先使用區和街道、促進共融出
行等；在新發展區和新市鎮推
廣騎單車，包括建設全面的單
車徑網絡，並支援使用電動滑
板車等電動可移動工具。

擬設單車徑兩級制
特區政府還考慮引入兩個層次的單車徑等級，分
別為「單車主幹道」和「地區單車徑」：前者促進
區內騎單車出行，特別是連接運輸交匯樞紐、鐵路
站和單車停泊處與其他主要通勤目的地，後者深入

至區內其他不同的發展用地，鼓勵市民日常生活以
單車代步。
政府提出要將運輸與城市規劃更好地融合，在新
發展區中優先考慮主動出行與綠色運輸；培育綠色
與主動出行文化，包括舉辦相關講座等，並增進市
民對道路安全的知識。

香港文匯報訊 知識產權署昨日與菲律賓知識產權局簽訂關
於知識產權合作的諒解備忘錄。根據備忘錄，香港與菲律賓將
尋求在不同知識產權範疇深化合作，包括交流資訊和經驗、進
行有關政策發展的高層對話、加強知識產權培訓、分享為持份
者提供優質高效服務的最佳作業模式，以及推動兩地及相關知
識產權從業人員、行業、機構和組織之間的合作。
備忘錄由知識產權署署長黃福來與菲律賓知識產權局局長

Rowel Barba在香港舉行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期間簽署，旨
在建立框架，以促進香港與菲律賓在知識產權意識、創造、保
護、運用、管理、交易和商品化方面的合作。
黃福來表示，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支持香港建設區域知

識產權貿易中心，香港和菲律賓均認同知識產權對推動經濟增
長的價值。備忘錄標誌着兩個經濟體的知識產權部門合作邁進
新里程，共同推動區內知識產權保護與商品化。知識產權署會
繼續與其他境外的知識產權有關當局交流合作，說好香港的知
識產權故事。
菲律賓駐港總領事Raly Tejada亦出席了備忘錄的簽署儀式。
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由政府及香港貿易發展局合辦，是區

內的年度知識產權旗艦盛事。第十三屆論壇以「知識產權與創
新：驅動經濟增長 締造嶄新機遇」為主題，於12月7日至8
日在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超過90位知名演講嘉賓出席
論壇，包括來自國家知識產權局、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以及東
南亞國家聯盟成員國各知識產權部門的高層官員。

港菲簽諒解備忘錄 深化知識產權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政府昨日公布，
兩款治療癌症新藥於前日（7日）首次
按全新的新藥審批機制（「1+」機
制）評審後獲批准在港註冊。該兩款
癌症新藥為不同劑量的口服標靶藥，
用作治療轉移性結直腸癌，適用於傳
統化療藥物無效或不適用的病人，為
他們帶來治療新希望。
自「1+」機制生效以來，衞生署已

收到近50間藥廠查詢，並接獲兩個按
此機制的新藥申請。香港藥劑業及毒
藥管理局經考慮由申請人提交的指明
參考地方藥物監管機構發出的註冊許
可，以及本地臨床數據，並在徵詢
「藥劑製品註冊專家顧問諮詢組」意
見後，認為該兩款新藥符合相關安

全、效能及質素標準。
管理局在前日下午舉行的會議上正
式批准相關藥物在港註冊。衞生署會
通知申請人有關審批結果，相關註冊
產品的詳情（只提供英文版）稍後將
上載到管理局的網頁。
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表示，在
「1+」機制生效一個多月內已有新藥可
獲得批准註冊使用，令有效的新藥能更
早用以治療嚴重或罕見疾病，顯示全新
「1+」機制有效運作，並體現「好藥港
用」的政策目標。除發揮拯救生命的重
要功效外，「1+」機制亦有助強化本地
藥物審批能力，是香港有序邁向成為國
際認可的藥械監管權威機構，並發展為
國際醫療創新樞紐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兩款治癌藥首按「1+」機制獲准在港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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