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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立德：盡快遏疫情通關重振經濟

由本報聯合各大商會、社團舉辦的 「2021
香港商界最關注的10件大事」 評選活動接
近尾聲，重點關注的大事已評選出爐。香港
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史立德在年前接受商報
記者訪問時，對廠商會過去一年的工作做了
總結，對2022年香港經濟發展態勢作出預

測。他表示： 「新冠疫情下，香港多個產業都受到嚴重衝擊，廠商會各位會董
會員積極求變，推出 『有種．有賞』 疫苗獎賞計劃大抽獎，鼓勵市民積極接種
疫苗，並在年底成功舉辦工展會，進一步帶動本港消費。」 面對來勢洶洶的第
五波疫情，史立德呼籲企業安排員工在家工作，爭取在短時間內遏制疫情。
「2021年，香港的抗疫工作本身做得不錯，財政司司長曾對香港經濟作了積

極預測，特別是香港國安法的實施，猶如 『定海神針』 ，為香港經濟的發展恢
復提供了穩定前提，相信2022年的經濟發展能夠再上一層樓。」

香港商報記者 呂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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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擊疫情要「快準穩」
採訪當天，史立德正忙和廠商會員工一同拍攝賀

年短片。身穿紫色西裝的他喜氣洋洋，講起目前蔓延
的第五波疫情，臉上閃過一絲憂慮： 「過去一年，香
港的抗疫頗有成效，我們的活動也能有幸舉辦，為帶
動消費和本港經濟貢獻了一分力量。雖然 『第五波』
疫情感染率高，但病毒性已有所減弱，市民加強個人
防護、積極接種疫苗能夠降低感染風險。香港作為國
際化大城市，人口密度大、國際交往頻繁，內地和國
外其他城市應對新冠疫情的方式需要在港有所變通，
目前最首要任務應是擴大核酸檢測，盡快找到感染
源，有效追蹤密切接觸者， 『快準穩』地控制第五波
疫情。」

就香港廠商在疫情下的經營狀況，史立德表示：
「相比起旅遊、零售等行業，生產商的影響不算特別

大，甚至有些廠商生意不跌反升。一方面，內地設廠
的會員已經恢復生產，能夠更快的融入國家消費市
場；另一方面，一些國家受疫情影響，當地工廠處於
『半工半停』的狀態，不得不在其他地區如內地、東

南亞等地加單。」因此，在大灣區設廠的會員，生意
額持續增長，特別是在國家推動香港參與 「內循
環」、 「外循環」的政策加持下，不少原本以海外市
場為主的香港廠商正加快 「出口轉內銷」步伐。史立
德相信，香港在2022年的經濟發展不會變差，只要控
制疫情，盡快與內地通關，香港將會重新擁有良好的
政治與經濟環境。

國安法及立會選舉穩定政局
工業界（第二）是香港立法會功能界別之一，選

民由有權在香港中華總商會的大會上參與表決的該
會會員團體組成。2021 年立法會選舉期間，史立德
帶領廠商會多位會董會成員參與各項選委會工作，
他也樂見該屆立法會議員代表不同界別的聲音，發
揮所長，共同建設美好新香港。 「滾動的石頭怎會
長出青苔？回顧 2019 年 『修例事件』期間，我們做
生意的廠商每日心驚膽戰，害怕門店被打被砸。
2020 年香港國安法頒布之後，香港的政治環境逐步
由亂到治，明顯可以感受到罪案數量同比有所下
跌，香港社會恢復穩定。」他相信新一屆立法會議

員能夠為工業界謀劃新路。
「香港除了國家 『十四五』規劃中定位的國際創科

中心之外，也希望進一步發揮昔日在製造業、傳統工
業的優勢，通過科技創新、創意研發推動再工業化。
目前香港雖然在土地、勞動力方面有短板，但在研發
新技術、創新創意方面能夠擔起領頭作用。特別是去
年行政長官在2021年施政報告中公布的《北部都會區
發展策略》，不僅能夠為 『再工業化』提供工業用
地，也有利於香港與深圳在經濟發展、基建、創科、
民生和生態發展等方面緊密合作，為香港年輕人提供
更多就業機會，助力香港成為國際創科中心。」

工業與時並進承擔社會責任
回顧2021年，廠商會舉辦了多場展覽及活動，並在

疫情下尋找新路，為本港優秀品牌和傳統廠商開拓新
局： 「一直以來，香港優質品牌深受內地消費者的喜
愛，但近年本港 『修例事件』和疫情封關，讓粵港兩
地的經濟、社會往來驟減，許多港商、港牌期望 『拼
船出海』，積極參與國家內循環、外循環建設。」目
前，品牌局和廠商會推出 「香港·進·品牌大灣區」系

列活動，旨在透過大灣區消費者調查、培訓工作坊、
經驗分享會，裝備香港企業，拓展大灣區市場。史立
德講到： 「線上推廣成為大趨勢，特別是在內地消費
者年輕化的前提下，提供好玩、多變、獨具個性的消
費體驗成為重點。人們購買產品已不再只重視品牌質
量，更希望了解品牌背後的故事以及其與自身的聯
繫。

史立德舉了自己公司的例子： 「華彩集團有限公
司的業務集中在印刷出版、包裝服務方面，許多客
戶看重本公司的創新技術，也因此拿下不少大單。
目前，越來越多的國家注重節能減排、研發新能
源，國家更在 『十四五』規劃中列明力爭二氧化碳
排放於 2030 年前達到峰值，並以 2060 年前實現碳中
和為國家明確目標。本公司及許多廠商在各個生產
環節如物料採購、製作、物流管理等方面加入新技
術，間接實現減碳排放的生產理念。這是大勢所
趨，也是每一位工業家、企業家的責任。工業發展
永遠不會過時，因為這是經濟發展、帶動生產和消
費的根本，每一位工業家在不同歷史時期都應與時
俱進、承擔社會責任。」

【香港商報訊】司法機構昨日起就《家事訴訟程序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草擬本諮詢公眾，誠邀
法律專業人士、相關人士及公眾在截至4月13日的兩
個月內就有關家事司法制度程序改革的《條例草案》
草擬本提出意見。

司法機構發言人說： 「《條例草案》旨在為提升家
事司法制度效率和成本效益的綜合程序規則立法，目

標是根據2015年5月《家事訴訟程序規則檢討最後報
告》（註）的建議，為法庭及所有法庭使用者提供方
便使用和全面的程序規則。」

發言人說： 「其中一項透過《條例草案》落實的主
要提議是就所有家事和婚姻法律程序訂立一套統一的
法庭程序法規予家事法庭和高等法院採用。《條例草
案》亦成立一個新的家事訴訟程序規則委員會，作為

訂立家事相關法庭程序規則的單一權力機關。《條例
草案》亦有條文賦權家事法庭的司法常務官及聆案官
處理一些家事法律程序相關的事宜，藉此緩減家事法
官的沉重工作量。」

司法機構會因應諮詢期內收到的意見對《條例草
案 》 作 適 當 修 改 ， 然 後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 條 例 草
案》。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昨日情人
節，疫情肆虐下旺角花墟人流較冷清。有花店
店主表示，往年顧客會搶購鮮花，但疫情下市
民消費力不如以往，加上限聚令下減少慶祝活
動，形容今年生意慘淡，往年售過千元的玫瑰
花束，今年減為300至500元。香港鮮花零售
業協會主席謝黃小燕出席節目時表示，疫情下
市面人流減少、部分寫字樓改為在家工作，看
淡今年情人節的銷情，不少花店減少入貨，估
計位於商場的花店生意，只有往年一半，商業
區花店預計有去年五至七成生意。

餐廳訂大減營收少六成
另一花店負責人表示，疫情影響經濟，市道

差，亦影響花墟人流，花店減少入貨三成，整
體訂單量減少，相信生意不會太好。他又說，
以往網上訂購鮮花的客人，今年大多數繼續有

落訂，但物流人手緊張，送貨安排相對困難。
亦有店主表示，近日人流較去年同期大減一
半，訂花的市民亦減少，預計生意額下跌至少
一半，即使內地供港鮮花的運輸成本倍增，亦
不敢加價。

有買花的市民指，部分花店未有標明花束的
價錢，要多花時間 「格價」。亦有女士稱，雖
然疫情下慶祝心情稍有影響，但認為最重要是
心意。有情侶表示，會為配合政府呼籲不去人
多地方，留在家中慶祝。

尖沙咀大型商場的一間西餐廳早前已推出情
人節套餐，但只得數個預訂。餐廳負責人表
示，今年訂大減，要靠外賣晚市套餐補貼，
相信整體生意額跌六成。他又說，農曆新年後
是飲食業的淡季，但現在連情人節的生意都慘
淡，即使政府推行疫苗通行證，對前景都不樂
觀。

【香港商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政府在上周四
（10日）起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包括限聚令由4人減
至2人，前日（13日）是限聚令生效後首個周日，警
方聯同多個部門人員到港九多個地點巡查，派發宣傳
單張防疫，期間17人涉違規遭票控。

實施首個周日跨部門巡查
中區警區人員聯同機動部隊、食環署、勞工處及康

樂及文化事務署人員前日（13日）展開代號 「松塔」
行動，於中環皇后像廣場、遮打道行人專用區、香港
大會堂及添馬公園一帶派發防疫宣傳單張，並以多種
語言進行流動廣播，提醒及呼籲市民和外籍家庭傭工
們，遵守防疫規例。

行動中，警方共派發500多張防疫宣傳單張及發出
11次口頭勸喻及警告，提醒市民必須嚴格遵守防疫要
求。另外發現3名女子(30至45歲)經口頭勸喻後仍在
公眾地方進行多於2人的群組聚集，涉嫌違反《預防
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組聚集）條例》（第599G章），
警員向她們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至傍晚警方在上址
進行後續行動，發現另外14名女子(25至40歲)在公眾
地方進行多於2人的群組聚集，同涉限聚令被票控。

將軍澳警區同在前日展開行動，在區內包括單車館
公園，將軍澳海濱公園及將軍澳南海濱長廊等進行巡
邏，提醒市民遵守限聚令和佩戴口罩。

警方強烈呼籲市民，必須嚴格遵守防疫要求，切勿在
公眾地方進行多於2人的群組聚集，保持社交距離，並
妥善佩戴口罩，以保障自己及他人健康，此舉對防止目
前疫情繼續在社區擴散至為重要。任何人如違反預防及
控制疾病相關規例，可被票控及罰款一萬元。

【香港商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一名初步確診新
冠肺炎的86歲老翁，前日（13日）在沙田威爾斯醫院
急症室等候入院期間，在未有通知職員情況下擅自離
開醫院，院方派職員在醫院附近一帶搜索無果，至昨
凌晨老翁在沙田區被尋回，現已接受隔離治療。

失蹤老翁姓鍾（86歲），身高約1.6米，體重約70
公斤，肥身材，最後露面時身穿紅色格仔長袖上衣、
深色長褲及深色鞋，在前日於威院等候入院時失蹤，
院方人員通知警方協助，警方一度呼籲市民提供失蹤
老翁消息。

直至昨日凌晨，失蹤老翁在沙田怡成坊被尋回，他
沒有受傷，老翁早前初步證實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反
應，現已接受隔離治療。

另一名染疫男病人轉院擅離去
另外，一名48歲確診感染新冠肺炎的男病人，昨日

下午6時許從博愛醫院轉送天水圍醫院二線隔離病房
繼續接受隔離治療。當救護車抵達天水圍醫院，病人
自行離開，救護員及醫院職員上前追截不果。天水圍
醫院馬上派出保安員在醫院附近地區進行搜索，並要
求警方協助。院方非常重視事件，會全力配合警方的
搜索行動。該病人身高約1.7米，瘦身材，離開醫院時
赤腳，身穿綠色格仔長袖病人服及黑色窄身長褲。

【香港商報訊】 「到訪南極是極具啟發性和非常震
撼的體驗，實在畢生難忘。」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VE）環境保護及環境管理高級文憑畢業生胡卓豪
（阿豪）憶述修讀課程期間的難忘經歷。

受到中學老師的啟蒙，阿豪期望為保護環境出一分
力，會考後便按興趣選擇升讀IVE環境保護及環境管
理高級文憑，並把握機會參與課外活動。在學時阿豪
參加了IVE與環境保護機構合辦的生態導賞員計劃，
與巿民一同觀賞螢火蟲、尋找季候鳥足等，身體力
行參與推廣本地自然生態。

獲獎學金考察南極
在IVE的學習生活中，阿豪印象最深刻的是於二年

級獲頒鵬程慈善基金獎學金，接受極地探險家李樂詩
博士的訓練，並參與野外長征考察之旅前往南極。當
時阿豪和團員在南極合作進行水溫研究項目，定時量
度和記錄南極的海水溫度，又與來自世界各地的研究
人員交流學習，認識當地的環境和生態。兩星期的考
察，喚起阿豪對國際議題的關注，希望更深入探索及
研究人與大自然的微妙關係。

IVE畢業後，阿豪赴英修讀學士學位深造環境科學，
畢業後回港擔任環境教育的工作，更數次帶領學生前
往南北極考察，並透過體驗式學習例如量度和記錄人
體在極地的機能分別和生理反應，讓學生了解極地的
生態環境和特色。再次到訪極地，身份卻由學生變成

團隊導師，阿豪形容多了一分責任和使命感，
希望將生態保育的專業知識傳承下去。

歐洲讀海洋生物碩士
在從事教育工作期間，阿豪仍感自己對於

浩瀚海洋的了解不足，希望繼續追求知識。
多番努力後，他成功獲頒歐盟轄下的獎學金
資助前往比利時、意大利、法國及西班牙四
地的大學，修讀海洋生物碩士學位，令他學
習到更多關於大海環流、海洋公約、計算編
程等跨學科的知識。

多國留學的經驗亦令阿豪見識到不同國家的
環境保護措施，例如西班牙漁業的捕魚數量有限額，
每批漁獲都有獨立紀錄，可以追蹤捕獲地點、捕撈的
船隻，並由專責部門監察，避免出現過度捕魚或危害
生物品種等狀況。阿豪認為留學期間最大收穫還包括
認識到世界各地的朋友，他說： 「同學來自世界各
地，透過學習他們的歷史文化、體驗他們的生活、甚
至聆聽他們的音樂，都可以啟發思考，開拓視野，獲
益良多。」

歐洲五國留學期間，亦喚起阿豪對香港海洋生態的
好奇心。香港水域面積雖然不大，但擁有約6000種海
洋生物，部分物種數量更多於其他國家，例如香港的
石珊瑚品種多於加勒比海、紅樹品種亦多於整個東
非；實在值得欣賞和了解寶貴的天然海洋面貌。

阿豪返港後，於香港大學的太古海洋科學研究所從
事研究工作，主要負責收集香港和鄰近地區水域的生
物資料，並更新國際海洋生物資料庫中關於香港海洋
生物的紀錄，例如數量、分布、繁殖情況等。此外，
他亦會參與國際學者和科學家的交流研討會，掌握世
界各地的海洋生態發展。

他表示，香港海域為多樣海洋生物提供棲息地，近
年更有不少新品種的紀錄，包括新的石珊瑚及軟體生
物如海蛞蝓等。不過，近年有研究發現，香港南部水
域的珊瑚多樣性比過往下跌，揭示了人類活動對環境
造成的影響。他認為，香港的海洋是十分珍貴的自然
生態之一，希望透過自己的專業知識，協助修復受破
壞的海洋環境，繼續為保育海洋和陸地的生態出力。

2021香港商界最關注
十件大事評選得獎者名單

「2021香港商界最關注的十件大事評選」 已近尾
聲，根據最後確定的評審結果，我們從選中或最接
近者中抽出得獎者。
得獎者名單如下：

1.頭獎（1人）
Li Chi Ling

2.二獎（2人）
趙德祥 曾圓圓

3.三獎（3人）
蕭家祥 鄧兆祥 TsuiYeeMui Erica

4.優異獎（10人）
梁焯耀 葉文中 刁偉豪 吳偉光 林偉生 Jenny-

Mak 錢浩倫 YipShanShan 梁偉程 何祖沛

如有任何爭議，概以主辦機構之最後決定為準。
香港商報社

疫下情人節花店生意跌五成

港生冀為海洋保育出力

史立德表示，工業家要與時俱進，及承擔社會責
任。

情人節旺角花墟人流疏落，花店負責人表示，受疫情影響生意大減。

胡卓豪學成回港從事海洋生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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