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
區政府近年大力發展中藥檢測，其
中於將軍澳的政府中藥檢測中心永
久大樓預期於2025年年底起分階
段投入服務。衞生署助理署長（中
醫藥）方浩澄早前在接受政府新聞
網訪問時表示，永久大樓落成後能
更集中和有效運用中藥檢測資源，
同時支持中藥鑑別和檢測方法的高
端研究。另外，衞生署數碼中藥標
本館網站已於今年 3月底正式開
放，利用了先進的攝影測量法，以
多角度拍攝構建藥材三維圖像，提
供藥材的主要性狀特徵、專業鑑別
分析方法等，讓公眾、業界以至世
界各地科研機構等，均可透過網站
取得有用資料，作為中藥鑑別、檢
測、教育等用途。

世界級中藥資料庫
數碼中藥標本館以政府中藥檢測
中心的中藥標本館為基礎建立，是
世界級中藥資料庫。為細緻展現各
種藥材的特徵，數碼中藥標本館更
全球首次利用先進的攝影測量法，
以相機多角度拍攝，重建物體空間
位置和三維形狀，構成反映藥材真
實立體結構、大小和顏色的三維圖
像，全面保留藥材的真實度。

除三維圖像外，數碼中藥標本館
也提供植物標本、藥材和飲片標本
的高解像度照片，以及顯微切片、
脫氧核糖核酸等資料。網站更設虛
擬標本館功能，利用虛擬實境技術
製作導賞，讓使用者即使足不出
戶，也如身臨其境，透過互聯網
「參觀」中藥標本館。
方浩澄介紹，預期於明年底分階
段投入服務的政府中藥檢測中心永
久大樓，設施主要分為7個部分，
包括專項實驗室、藥用植物園、國
際合作及培訓中心，以及中藥標本
實驗室等。其中，中藥標本實驗室
備有立體顯微鏡、標本自動數碼化
設備等儀器，有助各種標本製作、
保養、數碼化等工序。標本實驗室
也設中藥前處理設備、內服及外用
中藥生產設備，以製作中藥飲片及
中成藥標本，為中藥業界、檢測業
界和中藥科研提供參考和支援。
他說，國家一直支持香港中藥檢
測發展，其中特區政府衞生署於今
年5月與中國食品藥品檢定研究院
簽署合作安排，加強雙方在中藥標
準研究、中藥標本館等領域的合
作，並獲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送贈
冬蟲夏草等21種中藥材標本，對
加強中藥材鑑別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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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契續期簡化 力求便民利商
業權人免簽新契 權益順利過渡 維持投資信心

《政府租契續期條例》於上周五（5日）

生效，新條例簡化了地契續期方式，涵蓋條

例生效當日至2030年年底到期的地契合共

376個地段，它們全部獲得續期。特區政府

發展局局長甯漢豪昨日發表網誌表示，簡化

的續期安排體現了「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

遠，為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提供堅實保障。她

強調，特區政府對於地契續期的明確態度，

亦有助維持業權人和投資者的信心，便民利

商，締造更好條件讓特區政府全力拚經濟、

謀發展、惠民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台胞在灣區台胞在灣區官員有官員有SaySay 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
日發表網誌指出，香港金融市場
於過去兩年經歷了挑戰及多重壓

力，但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展示出強勁的韌性，去年香港管
理的資產規模穩站在31萬億港元以上；私募基金管理的資金
規模亦超過17,000億港元，香港繼續穩坐亞洲區內僅次內地
之後的第二大私募基金管理中心的地位。

財富資產管理業務續領先全球
他指出，在中央的堅實支持下，挺港惠港措施陸續出台，加上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不斷深化和豐富，特區政府亦推出吸引家族辦
公室的稅務措施、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大力搶企業及招人才
等政策，本港的財富及資產管理業務將繼續處於全球領先位置。
證監會將於本月發表2023年度的《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調
查》報告。陳茂波指出，雖然去年港股整體下跌了約13.8%，
但香港管理的資產規模亦溫和增長約2.1%至31萬億港元以
上，當中約三分之二的資產來自香港以外的投資者，與過去
相若；私募基金管理的資金規模亦超過17,000億港元。而受
惠於私人銀行和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強勁表現，去年錄得的
淨資金流入更較2022年增長超過3.4倍至接近3,900億元。在
香港註冊成立的基金的資金淨流入亦持續增加，去年淨流入
逾870億港元，按年大幅增加超過90%。
陳茂波指出，相關數字已充分說明，不同地方的投資者對

內地和對香港市場的前景依然有所憧憬，而此前一些對資金
離開香港的擔憂亦屬不必要。

他並引述調查指出，香港有2,700間單一家族辦公室在港營
運，當中逾半由資產超過5,000萬美元的「超高淨值人士」成
立。特區政府的「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推出逾4個月以
來，共接獲逾3,800宗查詢、逾340宗申請，原則上已批准了
117宗個案；若申請個案全數獲批，預計可為香港帶來超過
100億港元資金。

外籍通行證助吸海外富豪專才
另外，本周三起非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可申辦來往內地通

行證的最新安排，他相信有助吸引更多海外高資產淨值人士和
專業人士來港，以香港作為開拓內地以及亞洲業務的根據地。
他指出，內地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民眾的儲蓄不斷增加，

在香港和內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不斷深化和擴容下，亦會將
部分資產配置在香港，有助香港資產和財富管理市場的發
展。「跨境理財通2.0」今年2月底生效，截至5月，參與理
財通的個人投資者數目增加約42,000人，涉及的資金跨境匯
劃金額亦增加了約440億元人民幣。
陳茂波又提到，因應新冠疫情史無前例地打擊了全球航空

業，特區政府曾動用土地基金向國泰航空投資273億元，至上
周五國泰宣布將於本月內向政府全數回購餘下的50%優先
股，最終為庫房帶來近40億港元投資回報。隨着香港積極深
化跟中東市場的聯繫，國泰將於10月開通往來沙特阿拉伯首
都利雅得的直航客運航班，陳茂波深信能加強兩個市場間更
緊密的交流，並為本港金融市場匯聚更多新資金、創造更多
新機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港管理資產規模逾31萬億元

愛秩序灣位於港島東區筲箕灣北部，為香港昔日的
海灣之一。1990年代期間，為進一步發展東區土地以
提供更多住宅單位，愛秩序灣獲劃入填海工程的一部
分，而由2000年起，愛東邨、東旭苑、愛蝶灣等公
屋及居屋亦陸續入伙。小區內的居民，以基層獨居長
者及雙老家庭居多，均十分需要社區的關懷。

召集義工辦培訓班增家訪
為加強社區內的長者服務，愛秩序灣關愛小隊在社

區內召集一群來自不同背景、不同行業及年齡層，而
又渴望走近長者，送上愛心與祝福的義工。同時為了

讓有心人可更專業地進行家訪服務，我們亦舉辦了
「義工培訓基礎班」，為約80多名義工朋友進行培
訓交流，期望讓社區服務的整體質素更精益求精。
培訓內容包括簡介愛秩序灣小區內屋邨及屋苑的狀

況，讓他們更了解屋邨內的住宅樓宇及鄰近設施，以
及服務對象的生活環境等，這些社區資訊更可成為家
訪時與長者開展對話的話題。除此之外，我們亦向義
工講解家訪流程及注意事項，以免觸犯長者隱私或禁
忌，讓服務更順暢。作為愛秩序灣關愛小隊隊長，我
亦分享自己在地區服務和進行長者家訪時的經歷與心
得，令新加入的義工朋友進一步認識家訪目的，減少
緊張和疑慮，好讓大家能自然真誠地與長者交流。
猶記得有一位姓蔡的大專生義工向我分享，在疫

情時曾見證長者在家中受困並獲得義工援助，故認
為家訪活動富有意義，亦希望自己可以為社區上有
需要的人出一點力，遂參與關愛隊的義工隊。他憶

述第一次進行家訪時感到十分緊張，說話也口震
震，還不小心講錯話來，幸好義工拍檔幫忙打圓
場，服務對象亦很理解和包容，故義工培訓是很重
要的，因為除了可增強家訪技巧，更重要的是能認
識到多位富家訪經驗的關愛隊成員和義工，從他們
身上學習更多貼士，在下次家訪服務中學以致用，
更好地服務區內有需要的長者。

培訓建義工自信 向長者送暖
作為隊長，我很感恩能與一眾充滿熱誠的義工一

起服務社區。有見區內不少中年或年輕朋友因缺乏
相關經驗，總不敢踏出做義工的第一步，因此我亦
希望可以透過義工培訓，建立他們的信心，鼓起勇
氣加入關愛隊義工行列。所謂助人助己，當向長者
傳遞關愛時，我們自身亦會在經歷中有所得着。因
此在未來的日子中，愛秩序灣關愛小隊會繼續定期
舉辦更多不同的義工培訓，並針對不同題目開展相
應的專項培訓，提升義工整體服務水平，務求做得
更好。相信透過更多培訓活動，不但會為關愛隊帶

來更好的服務，亦能讓更多區內的弱勢社群受惠，
將愛心傳遞至更廣的社群。在此，我亦期望義工們
能在照亮社區的同時照亮自己的生活，共建美好將
來。 （標題及小題為編者所加）

◆愛秩序灣關愛小隊隊長 郭詠健

服務精益求精 溫暖愛秩序灣

◆愛秩序灣關愛小隊向義工提供「義工培訓基礎
班」。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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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條例生效後，地政總署署長會在每批地契到
期前6年刊登「續期公告」為地契續期，業權

人無須如以往與政府簽立新地契，地契下原有的產
權負擔、權益及權利亦會順利過渡。地政總署已刊
登首份「續期公告」。

無須補地價 地租年繳約差餉3%
甯漢豪引述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規劃及地
政）莊敏婷表示，明確的地契續期安排對市民的生
活、商戶的運作和香港的經濟發展十分重要。特區
政府在1997年 7月訂立清晰明確的土地政策，住
宅、商業和工業用途地契一般會獲政府續期50年，
無須補地價，只須每年繳交相當於應課差餉租值
3%的地租，新法例能有效率、有秩序地處理由
2025年起陸續到期的大量地契。
立法會負責審議該條例草案的法案委員會主席林
健鋒表示，政府在審議過程中多次強調條例並不改
變政府一直秉承的1997年7月的土地政策，亦不影
響政府在地契續期的完全酌情決定權。他指出，今

後無論是商業、住宅抑或工業用途地契，於到期時
一般都會獲續期50年而無須補繳地價，只須繳納地
租，對商界及公眾而言都是一顆定心丸。

新例一籃子處理一般地契續期
立法會議員林筱魯表示，根據政府資料，2047年
6月30日當天有30萬個地段的地契在同一天到期，
牽涉逾150萬個業權人。若沿用舊有機制，政府地
契續期需要透過政府和所有業權人，逐個以合約形
式簽立新地契，需要大量人手處理，所以必須借助
新法例，一籃子處理一般地契續期。
地產及建造界立法會議員龍漢標讚揚新法例以簡

單而有序的方式，分批為地契續期，免卻個別業權

人和政府逐一簽立新地契的繁複手續。
蘭桂坊集團主席盛智文指出，新法例容許政府以
刊憲方式續期，而無須業權人簽訂任何文件或辦理
其他手續，展現了政府致力減少繁複程序，為公眾
和企業帶來便利，「這正切合企業蓬勃發展和吸引
新投資者的需要。」

減省銀行業主困擾
香港銀行公會主席銀行代表、滙豐香港區首席法律

顧問吳倬文表示，對銀行業界而言，清晰明確的地契
續期安排對按揭管理業務尤其重要。他樂見政府聽取
銀行業界的意見，將刊登續期公告的時間提早至地契
到期前6年，正面回應持份者訴求。他認為，條例明

確訂明原有地契的產權負擔及權益以原狀過渡，免卻
業主與銀行商討把按揭由原地契轉移到新地契的繁複
程序，大大減省對銀行及業主的困擾。
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林家輝表示，條例明確訂明
續期的標準條款，令業權人無須擔心物業估值受地
契年期影響，不但讓市民安居樂業，亦提升工商
界、投資界以至銀行界的信心，明白香港土地政策
的持續性及明確性。
位於中西區的寶翠園是新條例生效後首批獲得續
期的屋苑之一，其業委會第十一屆主席張玉蘭表
示，今後物業按揭、大廈公契、業主立案法團及業
委會亦會順利過渡而不受影響，令大部分業主「鬆
一口氣」，因為再無須任何行動便可完成地契續期。

◆舊有地契及就土地買賣發出的公告。 網誌圖片 ◆現時的地契。 網誌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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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安老院舍人手短缺問題仍然嚴
峻，行政會議成員、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主席林正財昨日在
電台節目上表示，目前安老院舍普遍欠缺兩三成人手，即10
個人的工作量僅得7個人處理，以致部分長者只能隔日洗澡。
他支持輸入外地勞工以解決人手問題，並建議除內地以外，
亦可考慮從東南亞引入外勞，且引入的外勞應「先培訓、後
入職」以提高效率。
特區政府早前修訂《院舍法例（雜項修訂）條例》，包括

提高住客最低人均樓面面積、提高護士等最低人手規定等。
林正財表示，未來實施條例的挑戰不在於安老宿位數量，而
是在於人手，「政府曾嘗試在資歷架構上吸引婦女、年輕人
等入行，惟香港人口老化、勞工萎縮，難以聘請人手。」
他表示，近年香港安老宿位數目穩步增加，2022年至2024年

已增加了2,700個資助宿位，預計未來3年會再增加3,500個，
「相信隨着修例及宿位數目增加，質素較差的牌照院舍已陸續淘
汰，如能夠解決人手問題，安老服務質素便會令人更有信心。」

林正財倡外勞先培訓後入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