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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院二手藥網上轉售猖獗
香港文匯報記者揭處方藥網上任買 專家：違例轉賣可囚兩年

香港網購常態化，相關監管漏洞愈趨嚴重。網上流傳一名懷孕38

周的香港孕婦，透過網購平台HKTVmall買到一瓶只能在註冊藥房出

售的乳果糖（Lactulose），收貨後更發現，產品貼有公立醫院病人

標籤，懷疑賣方轉售公院二手藥。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在多間大型網

上二手交易平台搜查，很輕易發現各類藥物在網上發售，更有人出售

屬於處方藥物的抗血壓藥，沒有藥盒包裝， 與公立醫院的包裝類

近，記者向賣方詢問藥物來源，對方一直未有上線回應。香港醫院藥

劑師學會會長蘇曜華指出，不論是出售、轉售藥物，都必須持有相關

牌照，違例最高罰款10萬元及監禁兩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僖、張弦

網上討論區上傳多張截圖，一名
香港網民講述，去年在網上購

物平台HKTVmall買到疑似公立醫院
藥物乳果糖，該樽藥物上方貼有公立
醫院病人標籤，上方更寫有姓黃病人
的名字，由佛教醫院處方該藥。該名
網民表示，過往一直透過HKTVmall
購買該藥，去年懷孕期間如常購買，
收貨後發現疑是公院二手藥，「十分
害怕貨源對我同BB的影響，要追究
並希望大家不要購入。」

HKTVmall：涉事商店已下架
HKTVmall發言人回應時表示，公
司及後向商戶查詢相關訂單的出貨資
料，商戶回覆指由於距離出貨時間已
逾一個月，相關閉路電視片段及出貨
相片已被移除，無法提供資料。平台
已把涉事商店下架，發言人強調：
「絕不容許商戶作出任何違法行為，
一旦發現違規，將對商戶作出處分，
嚴重者將終止其合約，而有關商戶亦
需承擔相關的法律責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於多個網購平
台及二手交易網站上搜查，發現類似
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記者輕易地發現
有大量不同類別的藥物，除了常見不
受管制的成藥、保健藥、減肥丸和減
肥藥外，連受管制的藥物亦有售，有
賣家出售沒有藥盒的散裝藥物，包括
止痛藥、胃藥、治癲癇藥等，相關藥
物產地不明，單靠網上圖片未能確定
是否已向特區政府衞生署註冊。

網購藥包裝與公院相近
記者亦在其他主流二手交易網站，
發現大量藥物發售，最常見出售的西
藥包括降血壓藥、止痛藥、退燒藥、
感冒藥等，不少散裝藥疑似在公立醫
院處方的藥物。有賣家出售兩款聲稱
是抗血壓藥物，當中一款的相關詳情
圖片，顯示已拆去外盒、一排排紮

起，包裝方式與公立醫院藥物相近，
標籤印有藥名「prazosin」，是常見的
處方藥物，必須在醫生監督下使用，
以及調節藥量，但竟在網上平台能隨
意購買，每排只售15元。記者向賣方
詢問藥物來源，以及是否合資格出售
控制血壓藥，對方未有上線回應。

醫管局：不法行為必嚴肅跟進
醫管局發言人表示，注意到有市民
在網上討論區上載圖片，聲稱在網
購平台購入公立醫院的病人藥物，
非常關注事件。發言人又提醒市
民，不應擅自把藥物轉售或轉交他
人使用，「如發現涉及不法行為，
局方必定會嚴肅跟進及轉交執法部
門跟進。」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蘇曜華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二手交
易網充斥售藥信息很不理想。他指
出，保健藥、中成藥被列為保健食
品，可以公開出售，但其他西藥，
尤其是處方藥物，根據《藥劑業及
毒藥條例》必須於藥劑師監督下以
及在註冊藥房內售賣，網售有關藥
物都屬違例。
公立醫院藥物是政府補貼絕大部分
藥費後，提供予患者個人使用，私人
轉售亦屬違法行為，違例賣家須負上
刑責。如果是出售精神科、危險藥
物，按條例會罰得更重。蘇曜華呼籲
市民切勿於網上購買藥物，「這些沒
有藥劑師監督、來源不明、真假難分
的藥物，亦不知道有無妥善保存，貿
然服用，隨時危及健康。即使保健藥
亦不應於網上交易平台購買，因為難
以確定品質安全。」
蘇曜華又指，衞生署會不定期「放
蛇」打擊違規售藥，但以前主要到實
體藥店「放蛇」，這次事件引起醫管
局關注，相信衞生署會加強打擊網上
違規售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禮願）網上購物平台疑有公立醫院二手藥上架，前
香港藥學會會長龐愛蘭指出，事件反映市民在公院領藥「係又拎，唔係又
拎」，濫領取、濫派藥的情況嚴重。她曾為香港太平山青年商會舉行回收藥物
計劃擔任顧問，單是去年為期一個月的回收期內，已收集到178萬粒藥，種
類多達616種，涉及零售金額達453萬元，當中最多是撲熱息痛、糖尿藥及胃
藥，大部分藥物均來自醫管局。
龐愛蘭建議局方檢視配藥數量，亦應循序漸進地加強與社區藥房合作，讓病

人按需要前往就近社區藥房分批取藥，而不是「一次過拎一大包，造成浪費」。

專家倡循社區藥房取藥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蘇曜華表示，由於公立醫院醫生不足，一些
病情穩定的長期病患，覆診間相隔多月甚至半年以上，醫生要一次過處
方其間所需的藥物，但有些藥物是有需要才服用，故造成剩藥。另有些
病人患多種病，在不同專科開出的藥單中，會有部分重複。病人又未必
準時服藥。各種原因下，就會囤積剩藥，部分人轉售牟利。
蘇曜華建議多管齊下，減少公院藥物浪費，「醫管局每年補貼巨額藥

費，這都是公帑，醫生手緊些已可節省很多公帑。有些病人或圖省時，誇
大病情，希望醫生處方多於需求的藥物，以免頻繁求醫，其實不利健康。
病人應坦白向醫生表明自己服用幾多哪種藥，一些可吃可不吃的藥，例如
止痛藥，應告訴醫生減少處方。」局方亦應考慮把藥物分次由社區藥房分
發，避免一次性處方太多藥物。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鴻昌指出，網上疑被轉售的藥物，多數是止痛藥、

胃藥，「都是按情況服食，有時無痛就無須食，有機會是因為現時覆診期
愈來愈長，醫生因應病人下一次覆診可能是數個月、半年甚至一年後，處
方多一些藥物以備不時之需，當病人用不完，便有機會流出市面，轉售圖
利，抑或是基於減少浪費。」

一次過拎一大包
撲熱息痛藥重災

香港的公立醫院藥物疑

遭人在網購平台轉售，事

件背後反映公院藥物浪費

問題嚴重。香港醫管局目

前的藥費已近二十年未檢討，一般而

言，每一種處方藥物收費以 16 個星期

為上限，每 16 星期為一徵收單位，每

單位收費 15 元。政府補貼七成或以上

藥費成本，病人以低價領藥，心態上

未必珍惜藥物，而且病人所承擔的藥

物成本微乎其微，不排除個別病人會

向醫生索取止痛藥、感冒藥「看門

口」，濫領藥情況加劇。若能適時對

藥費進行檢討，反映藥物真正價值，

某程度上能減低浪費；當然，過程中

政府必須精準資助真正有經濟需要的

病人，減輕經濟有困難病人的壓力。

同時，任何人在線上或線下出售藥

物，不論是批發商還是零售商等，均

須領有相關牌照，否則即屬違法。然

而今次有所謂賣家在網上平台出售貼

有病人標籤的非毒藥乳果糖（滲透性

瀉藥）Lactulose，有關網上平台可能只

領有商業登記，而非像藥房、藥行、

藥物批發商和製造商一般，直接受衞

生署監管，並需遵守該行業的執業守

則，故租用平台的賣家變相有機會鑽

空子走法律罅，令政府監管起來難上

加難，建議政府修例明確界定網上平

台的責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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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孕婦透過網購平台買到
一瓶只在註冊藥房出售的乳果
糖，發現貼有公院病人標籤，
懷疑賣方轉售公院二手藥。

網上截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於二手平台網站
搜查，發現有賣家疑似轉售沒有藥
盒的散裝藥物。 網上截圖

▲求診市民在公立醫院藥房等候取
藥。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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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佐敦華豐大廈三級火，再次令

公眾高度關注舊樓消防安全問題。特

區政府迅速反應，將原計劃在第四季

度提交立法會的《消防安全（建築

物）條例》修訂草案，提前在暑假提

交立法會；立法會亦急市民所急，將

在本周五開會審議。這一行動顯示政

府與立法會充分合作、高效施政，將

民生安全福祉放在首位。修例賦權政

府部門有更大的權力和靈活性去消除

消防隱患，同時提高罰則加大阻嚇

力，切實將消防責任落到實處。這種

「做實事、做成事」的精神，無疑值

得肯定。政府和立法會要加快審議進

度，確保相關修訂早日通過。

草案的修訂內容具有針對性和實效

性，其中一大修訂是賦予政府先處

理、後追收的權力。這一賦權，使政

府部門可以直接對那些未遵辦「消防

安全指示」或「符合消防安全令」的

大廈進行必要的消防工程，然後再向

業主追收費用和附加費。消防隱患屢

屢釀成悲劇，消防安全問題的緊迫性

不言而喻，此項修訂顯得必要且重

要。過去，舊樓的消防安全提升工程

往往因業主意見分歧、資金籌集困難

等問題而進展緩慢。將來政府部門可

以先行介入，代為實施關鍵的消防工

程，從而及時消除安全隱患，防止火

災等悲劇的重演。這種靈活應對的方

式，展現了政府在處理緊急民生問題

上的果斷與智慧。

另一項重大修訂則是大幅提高不遵

辦「消防安全指示」和「符合消防安

全令」的罰款額，分別由現行的2.5萬

元增至 10 萬元，以及由 5 萬元提升至

20萬元。這一舉措將顯著增加違規成

本，對業主形成更強的阻嚇力。與此

同時，政府部門也需加強巡查執法力

度，不容業主繼續拖延或忽視消防安

全；政府還要加強宣傳教育，提升市

民的消防安全意識。尤其是針對「三

無」大廈這一薄弱環節，政府更應提

出有針對性的改善措施，例如可以考

慮擴展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資助計劃的

適用範圍，為那些特殊情況下無法成

立法團的樓宇提供資助，幫助進行必

要的消防安全改善工程。

事實上，消防處已經設立了「樓宇

改善支援中心」和「樓宇改善社區支

援隊」，為業主提供一站式服務和地

區性協助，協助業主完成消防安全改

善工程。這些舉措不僅為業主解決了

實際困難，也增強了他們遵辦「消防

安全指示」的意願和能力。當然，解

決舊樓的消防安全問題是一項複雜而

艱巨的任務，需要政府、業主和社會

各界共同努力，持續推動相關工作的

深入開展。政府應積極發揮主導作

用，加大投入力度，完善相關法規和

政策；還應加強與業主的溝通和協

作，充分了解他們的需求和困難，提

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業主作為消防

安全的責任人，也應積極配合政府的

改善工作，共同為提升舊樓消防安全

水平而努力。

消防修例急民所急 消除隱患保安全

習近平主席關懷引領，特區政府積極作為，加上

「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香港創科生態迅速優

化，對創科資本、創科企業、創科人才的吸引力全

面增強。推動創科加速發展，將香港打造為國際創

新科技中心，除了制定落實完善健全的政策規劃、

營造良好的創科生態之外，更需要特區政府親力親

為「落場踢」，主動出擊，有針對性地吸引、培育

海外及本地創科企業，構建成長性優良、前景亮麗

的創科產業集群；投資界、創科企業亦要順應潮流

大勢，抓緊香港發展創科的黃金時代新機遇，加大

投資力度，帶動提升香港核心競爭力，為香港高質

量發展注入持久強勁動力。

近年特區政府把發展創科視為要務，投放大量資

源，透過發展基礎建設、促進研發、培育人才、提

倡再工業化以及加強對企業的財政支持，大力增加

對科研及資訊科技領域的支援，香港交易所多次改

善IPO規則，吸引大批新、特、專創科企業在港上

市，令香港成為全球第二大生物科技集資中心，香

港初步建立蓬勃的創科生態圈。根據《二零二三年

全球初創生態系統報告》，香港初創生態系統排名

亞洲第一，成功吸引逾百家有代表性的優質科企在

港落戶或擴大業務，當中包括商湯、百度、思科等

龍頭創科企業。

全球創科發展的一項重要經驗，就是政府不但要

做創科環境的營造者，更要親自「落場」，吸引、

培育眾多創科企業，創科發展才能事半功倍。近年

特區政府全力「搶企業」，引進辦繼去年公布首批

約30家重點企業落戶或擴展在港營運，今年再公

布第二批19家企業名單，兩批企業會在港合共投
資逾 400 億元，創造逾 1.3 萬個就業機會。當中大

部分為科研和管理職位。投資推廣署今年上半年引

入322家公司來港開設或擴充業務，其中四成與科技

相關，包括77家金融服務和金融科技公司，以及61

家創科公司。更引人注目的是，特區政府於2022年

成立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以硬科技、生命科技

及新能源科技為方向，透過物色投資機遇，策略性

推動目標產業發展，發揮資本引導作用、槓桿市場

資源，更出錢出力支持創科產業發展，香港對創科

企業的虹吸效應急劇提升。

特區政府主動作為，創科發展成效顯著，今後投

資推廣署、引進辦、相關政策局、特區政府駐海外

及內地的經貿辦，要再接再厲，針對生命健康科

技、AI（人工智能）、先進製造與新能源科技等本

港重點扶持的戰略性產業，積極吸引海外和內地創

科企業來港開設和擴展業務，同時增撥資源吸引全

球頂尖研發人才來港、培育本地優秀創科人才，在

港打造研發、中試、製造和銷售的完整產業鏈，加

快本港產業轉型升級。

發展創科，企業是主體參與者、也是成果受益者。

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初創公司的數量每增加10%就

能在下一年帶動2.4%的人均GDP增長。香港擁有眾

多優秀的科研成果，但亟需落地轉化為經濟效益，必

須結合產業推動，因此初創企業在推動創新發展、驅

動香港經濟增長方面具有重大策略性意義。

特區政府推出InnoHK創新香港研發平台、「產學

研1+」計劃、高才通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香港初創

生態圈持續完善，香港還有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

和東盟國家的廣闊市場，投資者和初創企業應充分

把握香港鼓勵創科發展的黃金機遇，加強與政府協

同，透過資源的有效整合及優勢互補，促進上中下

游協同發展，加強創科產業轉化聯繫，建設新質生

產力，為香港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

政府企業攜手合作 推動創科加速發展
─香港創科前景無限系列社評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