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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間學校增147宗個案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昨公布，本港當天新增確診

1047宗，當中971宗屬本地確診，76宗屬輸入個案。
本地個案中477宗經核酸檢測確診，494宗屬快測呈報
個案。死亡個案再增1宗，死者為83歲女性，無打疫
苗，有冠心病及肝病，相信死因與新冠病毒無直接關
係。第五波疫情累計有 1209177 宗確診及 9179 人離
世。

當日，學校呈報個案 147 宗，涉 127 間學校。當
中，135人是學生，12人是教職員，無班級須停課。
其中，一名患者是培正中學中五女生，她感染新型變
種病毒Omicron BA.2.12.1，是田徑隊成員，上周五曾
與 60 多名同學和 5 名教師在何文田太平道食美軒聚
餐，同場另有5名學生確診。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
醫生歐家榮指，師生訓練時有戴口罩，懷疑病毒是在
聚餐時傳播，與確診女生同的 10 人列為密切接觸
者，要居家檢疫，其他同場聚餐學生亦須停課。

新型變種病毒個案增多
另外，昨日再多 23 宗懷疑 Omicron BA.2.12.1 個

案，當中22宗屬本地確診，其中5宗源頭不明，分別
住深水、太子、黃埔、杏花及大圍顯徑；4宗
是早前住日出康城1期首都3座確診者的家人；南灣
隧道再增5名職員確診，累計7人染疫，患者主要在
監測室監察交通情況，同房有4至6人工作，會到飯
堂用膳，並共用更衣室，相信員工除口罩時有病毒傳
播，受感染員工的工作區共有約100人。新增3宗懷
疑BA.4及BA.5個案，均為輸入個案。

院舍方面，再有4間院舍出現個案，涉4名員工和
10名院友，包括深水的新生精神康復會新生會大樓
長期護理院、葵青的仁濟醫院郭玉章夫人護理安老
院、南區耆康會何善衡夫人敬老院和觀塘基督教家庭
服務中心尚真家舍。

酒吧群組方面，Racks City酒吧多1宗確診，累計
23人染疫，患病率為28%；FLM酒吧新增5宗，累計
33人確診，患病率是25%。

陳肇始昨於立法會回應議員質詢時表示，第五波疫
情有所反彈屬預期之內，惟醫院新冠病人住院、重症
及死亡率等指標相對平穩，且疫苗接種率上升，政府
亦有針對酒吧、酒館等處所加強防控措施。她續稱，
社區隔離設施正處備用狀態，重啟社區隔離設施主要
涉及管理、醫療人員醫療服務及清潔、保安等工作，
預期有關設施可在短時間例如24至48小時內啟動。

專家：復常重點是打針
因應本港疫情反彈，政府規定今起至29日，進入酒

吧等場所需持24小時內快測陰性證明。民建聯認為，
快測結果照片可能未必是真，建議參考新加坡做法，
在酒吧區設快測站，讓食客即場檢測。該黨還建議，
當局將酒吧等場所需進行強檢的時限由現時兩天減至
一天，並加強巡查酒吧、夜店及周末外傭聚集處。

對於本港疫情風險，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
良昨表示，不應只聚焦於每日新增個案，而要看60歲
以上未接種疫苗及打完2針已到期但未打第三針的人，
這兩類人士各有約30萬人。未來，社會復常重點應在疫
苗接種，而不應再聚焦於輕症及無徵狀感染。至於本地
新型變種病毒BA.2.12.1，他稱這是Omicron病毒的輕微
變異，對整體疫情尤其是重症未必有很大影響，估計新
病毒分支將會取代原有病毒成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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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單日確診重上4位數

港府隔離設施短期可啟動

【香港商報訊】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昨發表
《2022 年世界競爭力年報》，在世界競爭力排名（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Ranking，簡稱 WCR）中，香港
從去年全球第7回升至第5。以亞洲排名計，香港排第2，
僅次於全球第3的新加坡。港府發言人表示，本港競爭力
有賴 「一國兩制」制度優勢，特區政府對香港長遠經濟發
展和競爭力充滿信心。

商業法規競爭力全球第一
世界競爭力排名按經濟表現、政府效率、營商效率及基

礎建設等四項因素評分。前10強的經濟體依次為丹麥、
瑞士、新加坡、瑞典、中國香港特區、荷蘭、中國台灣地
區、芬蘭、挪威、美國。中國內地列第17位。

香港排名提升主要由於 「經濟表現」指標由30位升至

15位， 「基礎建設」排名亦上升兩位至14位；但 「營商
效率」排名由第3跌至第7位， 「政府效率」由多年的第1
位降至第 2 位。在 「營商效率」屬下的因素中，香港在
「商業法規」繼續排全球第1位，在 「公共財政」 「稅務

政策」及 「國際投資」亦位於前3名。
報告指出，香港的稅制具競爭力、法律環境有效、營商

環境、融資渠道及可靠基建均是吸引之處。不過，2022年
香港面對多項挑戰，除要控制疫情、支持及振興經濟，亦
要面對全球經濟復蘇放緩，以及主要央行貨幣政策正常化
等外部挑戰，並要捕捉內地經濟發展機遇、推動創新科
技、解決土地和人力增長等。

「一國兩制」優勢盡顯
港府發言人表示，香港競爭力有賴 「一國兩制」的制度

優勢，包括法治和司法獨立、資金自由進出、自由的貿易
和投資制度、簡單低稅制、良好營商環境，以及高效率的
政府。

發言人強調，面對環球激烈競爭，特區政府會繼續致
力提升本港競爭力。除鞏固自身制度和競爭優勢，還會
在基礎建設、創新科技、人才培育、增加土地供應等方
面積極加強投資，為本港經濟長遠發展，提供有利環
境。

展望未來，港府發言人稱，亞洲各經濟體，特別是內
地，將繼續為全球經濟增長作出重大貢獻。在 「一國兩
制」安排下，本港將繼續發揮好門戶、跳板和中介人的獨
特角色，並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把握好國家 「十四
五」規劃和重大發展戰略，包括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 「一
帶一路」倡議所帶來的機遇。

香港競爭力回升至全球第五

本港新冠病毒確診個案昨重
回過千宗，是兩個月來首次。
其中本地感染佔 971 宗，再多

一人死亡，顯示疫情有急速反彈趨勢。儘管目前住
院、重症及死亡個案數據平穩，情況暫時可控，但
也必須引起大家重視，防疫切不可有絲毫鬆懈。香
港已長期飽受疫困之苦，好不容易穩控第五波疫
情，市民生活逐步走向復常，經濟剛開始回穩，實
在承受不起疫情再度爆發，重新收緊社交距離措施
的傷害。政府須密切監察疫情變化並及時調整防疫
措施，市民亦應積極配合，免受疫情折騰。

自5月下旬本港實施第二階段放寬措施後，單日
新增感染個案開始出現反彈，由200至300多宗，升
至現時超過1000宗，尤其酒吧和學校等感染群組不

斷增加，多家院舍爆疫，足以敲響警鐘。儘管衛生
官員表示，疫情有所反彈，是餐飲表列處所重開、
社會和經濟活動重啟、人流和社交活動頻繁所致，
強調是在預期之內。但不可否認的是，疫情反彈的
速度之快出乎預料，且病毒傳播鏈一直存在於社
區，境外輸入的新變異病毒繼續擴散，不排除會釀
成新一輪爆發。今次確診個案重新破千，是第五波
疫情的餘波，還是第六波疫情的開始，尚難定論。

令人擔憂的是，目前社會上充斥抗疫疲勞和不以
為然的情緒。一些人覺得疫情殺傷力有限，因為重
症少、死亡率低而漠視疫情的風險，失去警惕戒備
之心，惟這是建立在整體感染率低的基礎上，一旦
疫情失控出現大規模感染，公營醫療系統再度瀕臨
「爆煲」 ，重症、死亡人數必會急增。

或許有人認為染疫後有抗體，加上接種疫苗便可
無事，但也要看到，免疫屏障的保護會隨時間推
移而下降，須盡快打加強劑，而香港目前第三針接
種率僅六成， 「一老一幼」 的接種率最低，始終是
香港防疫的軟肋。新加坡92%的整體接種率遠高於
香港，尚且警示要為7、8月或面臨新一波疫情做好
應對準備，香港面對確診個案急升的客觀現實，又
怎能掉以輕心，盲目樂觀？

因應疫情反彈，不僅第三階段放寬措施被迫推
遲，政府也開始收緊對酒吧、夜店等的限聚要求，
香港的復常之路走得磕磕絆絆，如果反彈勢頭得不
到有力遏止，重回全面收緊抗疫措施的老路，不是
沒有可能。原本隨疫情穩定，社會經濟正一步步
走向復常，香港經濟在4月出現復蘇苗頭，消費活

動和營商氣氛見到明顯改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在
3月下跌13.8%後，於4月份顯著回升11.7%；5月標
普全球香港特區經理人採購指數急升至 54.9，為
2011年3月以來最好，勞工市場亦已靠穩；市面人
流明顯增多，學生回到校園恢復面授課堂。相信市
民誰都不想邁向正常生活的步伐被中斷，香港也經
不起再來一波疫情的衝擊了，現在首要就是全力穩
控疫情。

應該說，經歷數輪的疫情，政府的防疫措施該推
出的都推出了。立法會昨通過條例草案，訂定檢疫
或隔離者可視為病假，未有提供充分醫學理由拒絕
接種疫苗者，被解僱合理，也是為堵塞防疫漏洞。
而要避免疫情反彈，兼顧香港實際，關鍵始終要靠
市民自覺的行動。

香港承受不起疫情再度爆發

香港商報評論員 蘇信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萬家成報
道：本港疫情持續反覆，昨日確診人數重
上千宗，其中絕大部分屬本地確診，各感
染群組續有新增個案。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陳肇始指，疫情反彈是餐飲表列處所重開、社會和經濟
活動重啟、人流和社交活動頻繁所致，強調屬預期
之內。專家認為，社會復常重點應為疫苗接
種，而不再是聚焦輕症及無徵狀感染。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立法會大會
昨三讀通過《2022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
當中訂明如果僱員因遵守防疫規例，例如隔離
令及檢疫令而缺勤，可視作病假日；如果僱員
無提供充分醫學理由拒絕接種疫苗而被解僱，
則不屬於不合理解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
光表示，當局會以淺白易明方式向公眾說明相
關內容。

羅致光指，條例草案有3個立法目的：一是確保
僱員因遵守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第599章的若干規
定，以致活動範圍受限制因而缺勤，期間可視為
僱傭條例下的病假日，而符合資格的僱員可享有
疾病津貼；二是清楚訂明僱員因遵守防疫規例以
致活動範圍受限制而缺勤，僱主因此解僱他們，
或更改他們的僱傭合約條款，都不是正當理由。
受影響僱員可就不合理解僱或不合理更改僱傭合

約條款向僱主提出補償申索。三是清楚訂明僱主
如向僱員發出接種新冠疫苗要求，所需條件為
何；以及假如有關僱員在該要求發出當日起計的
56日內未能出示接種疫苗的證明，僱主因此而選
擇解僱該僱員，並不屬於不合理解僱。就與這項
修訂相關的條文，勞工處處長將來可在疫情受控
及接種疫苗不再構成公共健康重大考慮時，藉憲
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廢除。

羅致光又稱，條例草案不設追溯期，將於刊憲
當日起生效。工聯會議員梁子穎表示，修例通過
有助於受疫情影響僱員，可將指引清晰化，以免
影響僱傭關係。工聯會議員鄧家彪則指政府太遲
修例，並指在未有法例保障下，有僱員擔心手停
口停，即使染疫也不敢上報，會造成防疫漏洞。
不少議員指應設追溯期，惟有關做法未獲政府接
納，最終大多數人仍支持草案盡快通過。

立會通過僱傭條例修訂
隔離檢疫缺勤可視作病假

▲本港昨日確診涉127間學校，其中培正中學
多人感染新型變種病毒。 中新社

◀陳肇始表示，社區隔離設施可在短時間內
啟動。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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