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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下只准預約馬迷進場
新馬季開鑼投注額微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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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紀念抗元名臣
港深文天祥公園弘揚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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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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控疫是穩住經濟最根本
財爺：擴大疫苗接種才有更廣闊空間恢復通關

陳茂波指，同時便利往還和保住經濟，極具挑戰且
不易平衡，但現屆政府一直朝這方向穩慎推進。他
認為，只有進一步擴大疫苗接種率，才會有更廣闊的
空間，最大程度睇恢復與境外的往還，穩住經濟、重
啟發展動力。

香港息口壓力正進一步浮現
陳茂波於網誌稱，外圍息率趨升對香港息口的影響

近日已進一步浮現。面對資金成本增加，不少銀行已
陸續調高按揭貸款鎖息上限，供樓人士的按揭負擔難
免有所增加。隨美國累計加息至較大幅度，本地銀
行亦可能調整存貸利率，包括最優惠利率，不少中小

企的銀行貸款均以此作息率計算基礎，利息增加將增
添其經營壓力。

他表示，受到疫情反覆、金融狀況趨緊及外圍環境
轉差等多項因素影響，近期香港樓價回落以及成交量
減少，連同港股市況偏弱，都會遏抑市民消費意欲及
影響經濟氣氛。即使失業率逐步回落，不少行業和企
業的經營情況仍面對頗大壓力，對於今年中秋節的
生意額未敢抱持太高的期望。在這片氣氛下，期待10
月1日發放的第二期消費券，能帶來階段性的經濟提
振作用。

陳茂波提到，外國不少主要經濟體的政府已債台高
築，環球息率持續向上將增加它們的還債壓力；而面

對能源價格高企及通脹加劇，一些政府選擇向民眾提
供補貼，或以其他方式控制物價，以緩減當地社會面
對的壓力；但與此同時，經濟疲弱卻將令稅收減少，
這些經濟體的公共財政將陷入兩面受壓的困境。事實
上，外圍經濟及金融市場所承受的風險已進一步增
加。

銀色債券深受年長市民追捧
陳茂波續指，特區政府日前公布新一批（第七批）

銀色債券的認購結果及分配情況。這次發行收到破紀
錄近29萬份合資格申請，較去年多約13%，認購總金
額近625億港元。當中約六成半申請人年齡介乎60至

69歲，三成半則年逾70歲，年齡最高的申請人為104
歲。由於認購反應熱烈，遂決定將最終發行額提升到
450億元的上限，較去年的發行規模多五成，盡量滿
足年長市民的需求，讓大家可共享並受惠於香港金融
市場的發展。認購20手或以下的合資格申請人將獲全
額分配，所有合資格申請人當中約六成八將獲足額配
發。

他提到，銀債的保證息率由最初的兩厘上調到現時
的4厘，不會影響債券基金的穩健性和可持續性；強
調債券基金本身並不是財政儲備的一部分，亦與政府
的其他帳目分開處理，故發債所得和利息成本與政府
財政兩者 「拉不上關係」。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特區政府正與內
地商討有關 「逆向隔離」措施安排，初步計劃以落馬
洲河套隔離設施為試點。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表示，
落馬洲河套區檢疫設施將可提供約4000間房間、約一
萬張床位，認為此處可以作為 「逆向隔離」的起點，
惟 「逆向隔離」安排需時處理，應盡早達成協議。

鄧炳強：兩地希望逆向隔離盡快成事
當天，鄧炳強接受電視訪問時表示，特區政府及內

地仍在商討 「逆向隔離」安排，雙方均希望盡快成
事，為香港市民帶來便利。有關一些檢疫安排、實際
操作細節可能都要先處理，如本港
要與內地討論工作人員是否需接受
閉環安排等。他指，河套區檢疫設
施將可提供約4000間房間、約一萬
張床，認為可作為措施的起點。至
於說有多少房間、床位，安排多少
人前往，日後有需要時還可能再擴
展。現時可以利用河套區作為第一
步。

深圳 「健康驛站」名額今（9 月
12日）起減至1000個。對此，鄧炳
強指，這視乎雙方疫情發展，近日
內地因疫情惡化，下調健康驛站單
日名額是可以理解；當疫情穩定，
能夠再多些人返內地是必然的，以
前都是1000個名額提升至2000個，

都是因應疫情及需要。他又強調， 「這些工作不是等
內地情況有改善才討論，要提早做好，盡早做才有機
會達成協議，相信要時間去處理。」

竹篙灣檢疫設施現時入住率約七成多，而啟德社區
隔離設施入住率則有約一半；如有需要，其他方艙或
社區隔離設施可隨時候命。現時年滿70歲、未打兩針
的長者，一旦染疫會被送到隔離設施，他表示，若相
關長者情況穩定會被送到社區隔離設施，當局有安排
專門的範圍劃作70歲或以上長者隔離，亦會在相關範
圍加強醫療服務、加密巡邏，並增設平安鐘、防滑墊
等設施。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道：本港單日確診數
字連續兩日少於1萬宗，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
處主任張竹君表示疫情似乎有回落象。

須觀察中秋假後會否出現反彈
昨日，本港新增9033宗確診個案，包括8904宗本

地感染和129宗輸入個案。張竹君表示，本港疫情似
乎有回落象，惟仍要時間觀察確定走勢，尤其要視
乎Omicron BA.5的感染比例是否已經達到頂峰，以
及中秋假期後會否出現疫情反彈。

本港再多11名患者離世，其中6人未打齊3針；第
五波疫情至今，本港累計9586人染疫不治。醫管局公
布，11名離世患者，年齡介乎46至95歲，當中6人
離世原因與新冠病毒相關，另外5人則未必有關或屬
於不確定。此外，九龍醫院胸肺內科病房出現群組感
染，涉及3名病人，正接受隔離治療，情況穩定，相
關病房暫停接收新症，須徹底消毒。

院舍方面，有2間院舍出現個案，涉及2名院友確
診，8名院友要檢疫。學校方面，3間中學共13名學
生確診，個別班級要暫停面授課堂一星期，包括元朗
的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1B班、天水圍香島
中學1E班和小西灣漢華中學2C班。

BA.4/BA.5個案佔比達75%
變異病毒株感染方面，Omicron BA.4或BA.5個案

佔整體大約75%，防護中心推算社區的BA.5個案佔比
為66.4%，BA.2.2佔20%。

近期入院人數維持在2600至2800人。醫管局總行
政經理李立業被問及會否繼續新增病床時表示，目前
不敢鬆懈，因過往經驗是疫情來得急且快，而且中秋
假期後可能反彈，因此當局會繼續盡量準備病床，希
望做到備而不用。他表示，擔心中秋過後疫情反彈，
會維持調配病床機動性，有需要時可調動至 3500 至
4000張病床。

另一方面，食環署與警方昨前兩日（周六、周日）
凌晨加強巡查各區酒吧/酒館、其他餐飲處所及若干
其他處所，並向違反防疫規例的處所負責人、員工及
顧客採取嚴厲執法行動。食環署發言人表示，本地疫
情近日持續嚴峻，執法部門會持續積極採取嚴厲執法
行動，處所負責人及市民切勿以身試法，應同心協力
減低病毒在社區的傳播風險。是次巡查了16間酒吧/
酒館及501間其他餐飲處所，共向3名處所負責人展
開檢控程序，及4名顧客/員工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中秋節食肆生意減業界失望
稻苗飲食專業學會主席徐汶緯表示，中秋節不少食

肆晚市生意比預期差，較去年中秋節少約三至四成，
其中中式酒樓生意少約五至六成，有些食肆侍應數目
甚至比顧客還多，業界感到失望。

他說，中秋節食肆生意減少，包括因為部分客人近
日確診要取消訂、疫情升溫下長者不敢外出令家庭
聚會取消等，預料下半年經營狀況趨向悲觀。他又認
為，當局應考慮將每人數放寬至12人、宴會活動人
數上限由120人放寬至240人，以擴闊業界生存空間。

【 香 港 商 報
訊】記者馮仁
樂報道：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昨發
表最新網誌稱，
這兩日適逢中秋
佳節也是長周末
假期，市面增添了
輕鬆的節日氣氛，惟
在追月秋意中希望大家做
好防疫，保護自己、保護家人。
他指，過去幾年香港經濟備受新冠肺
炎疫情打擊，因此有效管控疫情才是
穩住經濟大局的最根本。現屆政府一
直朝這方向穩慎推進，只有進一步擴
大疫苗接種，才會有更廣闊的空間。

連兩日少於萬宗 疫情似現回落河套4000房間可供逆向隔離

鄧炳強表示，河套檢疫設施可提供約4000間房間約一萬張床，可作為
「逆向隔離」 的起點。 資料圖片

財爺網誌

◀最近兩日適逢中秋佳節亦是長周末
假期，本港節日氣氛濃厚。圖為市民昨
日傍晚在尖沙咀碼頭打卡中秋燈飾。

中通社

▲陳茂波表
示，受到新冠
疫情反覆、金
融狀況趨緊及
外圍環境轉差
等因素影響，
香港樓市、股
市境況偏弱。

疫下大家又迎來了一年一度
的中秋假期，團圓時刻社會自
然再起強烈聲音，希望盡快恢

復通關，香港經濟社會能早日正常化。
本港疫情曠日持久，各界唯恐抗疫和經濟失衡，

憂心忡忡，好不容易才略有放寬，市民不想走上
「一刀切」 收緊限聚措施的 「回頭路」 。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昨在網誌中表示，有效管控疫情是穩住經
濟大局的最根本，只有進一步擴大疫苗接種，才會
有更廣闊的空間，最大程度恢復與境外的往還，穩
住經濟、重啟發展動力。的確，港府當務之急，是
採取有效措施遏止疫情上升，市民亦切實要配合各
項防疫措施，本港才有條件推動對內對外通關，力
保競爭力不失。

近期本港確診個案在一日萬宗左右徘徊，入院
率、重症率均有上升，因疫死亡人數也在增加，醫
療系統面對的壓力在加大，顯示控疫的基礎仍有薄
弱環節。早前，香港放寬入境檢疫實行 「3+4」 政
策，就目前的實施效果而言，暫未見對本港的防疫
增加額外風險，故此有聲音促請港府改為 「0+7」
方案，希望能夠通過鬆綁進一步提振經濟。惟是否
可行其實取決於香港的承受能力，因為境外輸入病
例是變數，隨限制的放寬，輸入風險肯定會增
加，但現時本港醫療系統已因疫情關係，削減了三
成非緊急服務，在沒有做好應對疫情突增的準備
前，政府必須謹慎行事。

更重要的是，本港 「一長一幼」 的疫苗接種率並
不盡如人意，一旦疫情再度爆發，首當其衝的必是

這些最需要保護的人群，而保障生命健康，必然是
政府的第一選項。數據顯示，當前有 33.5%幼童未
打針或只打一劑，32.7%的80歲以上長者未打針或
只打一劑。恰恰在確診個案中，有八成留院患者是
長者；在危殆或嚴重患者中，長者約佔82%。近日
亦接連有幼童染疫後出現重症甚至死亡，後果可以
很嚴重，不得不防。

香港只有穩控疫情，才能推動與內地和國際通關
復常。對於現有的防疫措施，包括落實 「紅黃
碼」 、安心出行等，政府都應嚴格執行；要提升檢
測追蹤能力，盡快切斷社區傳播鏈，全力阻止疫情
出現惡化。而進一步提升疫苗接種率，構築堅實免
疫屏障，是至為關鍵一環。事實證明，接種疫苗能
夠有效減少重症和死亡的發生，有助減少傳播。政

府除了到院舍、校園，上門催谷 「一老一幼」 接種
疫苗外，亦降低接種年齡，並把疫苗通行證的適用
年齡降至5歲，全力 「谷針」 。疫苗接種率越高，
越能保障整體安全，本港也才越有條件和能力爭取
全面通關，市民對此理應積極配合。

精準抗疫兼顧經濟發展和社會復常，是香港目前
的現實需要。爭取與內地實現更大範圍、更多人員
的通關，以及對海外更大力度的開放，是眾人之期
望，也是香港再出發的必要條件，這一切都取決於
香港疫情控制的情況。安全通關復常的大前提是安
全，希望政府將疫情防控的工作做細做實，市民提
升對防疫的重視，配合防疫工作，接種疫苗應接盡
接。只要社會各界共同努力，持續有效控疫，相信
通關的大門必將愈開愈大。

通關眾所望 控疫是關鍵

香港商報評論員 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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