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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盤除名/個人破產申請

稅務申報及顧問

年報及公司秘書服務

成立中國公司或辦事處

成立本地，海外及BVI公司

註冊地址及代理人

會計理帳

商標註冊

草擬各類合約

地址：香港皇后大道中340號
           華秦國際大廈18樓
電話：(852)2581 2828
傳真：(852)2581 2818
電郵：enquiry@butdoyeungcpa.com

(債權人自動清盤中)

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

聚信發展有限公司

(第32章)

分擔人及債權人周年會議通知書

上述會議之委託書必須於2023年3月13日中午12時前送達香港中

環德輔道中248號東協商業大廈16樓1602室。(聯絡電話：(852) 

3521 2320)

2023年2月27日

是次會議目的為上述公司之共同及各別清盤人就過去一年所執

行的職務及清盤進程作出報告。

黃新強

共同及各別清盤人

根據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32章)第247條通告上述公司

之分擔人及債權人周年會議訂於2023年3月14日分別於下午2時

30分和下午3時正於香港德輔道中248號東協商業大廈16樓

1602室舉行。

「現特通告：張佩華其地址為九

龍東沙島街149及151號地下(A部

份)，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九龍東

沙島街149及151號地下(A部份) 哈

欠 的 新 酒 牌 。 凡 反 對 是 項 申 請

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

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

對 書 ， 寄 交 九 龍 深 水 埗 基 隆 街

333號北河街市政大廈4字樓酒牌

局秘書收。

日期：2023年3月1日」

申 請 新 酒 牌 公 告

哈欠

口罩廠將向環保醫療轉型
撤令不「收爐」 林健鋒望向大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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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料約十廠可繼續營運

新冠疫情已持續三年多，本港一度有約200間口
罩廠投入運作，口罩令取消勢影響供求。香港口
罩及防疫設備總會主席胡翠婷對本報表示，口罩
令取消後，預料全港只有 10 多間口罩廠繼續營
運，涉及20至30個品牌；又指50條生產線足夠應
付本地需要。她續說，有能力經營的口罩廠，本
身已做到成功轉型、產品多元化，在口罩以外生
產消毒液、檢測劑、與消毒相關的生活用品等；
個別廠家更生產消毒機械人。她說，業界的努力
讓本港的口罩成名牌、國際指標，在內地、國際
市場均極具實力，並預料粵港澳大灣區會是未來
業界對準的市場之一。

胡翠婷昨日表示，口罩令終於解除，香港口罩
及防疫設備總會衷心地向本地口罩生產商致敬，
多謝他們無私奉獻，當 2020 年 「一罩難求」時
期，令香港可以自給自足，繼而在2021至2022年
提供不同款色及型號讓市民戴得開心；又經常大
量捐贈口罩及防疫用品給基層，老人院舍及學校
等不同機構和組織，並支持18區慈善活動。

特區政府於2020年曾推過 「本地口罩生產資助
計劃」，涉及20條生產線。胡翠婷指出，受資助
生產線中部分是該會成員，不過政府除推出該計
劃外，對於口罩業界無再提供額外資助。

冀政府助更多企業轉型
口罩令解除後，她希望政府會為與口罩相關企

業設立新資助或補助計劃，讓合資格申請的本地
口罩廠，可以用津貼或資助支持經營及轉型。現
時能繼續成功營運的，本身是有一定數額的資
金，也有發展計劃；但更多廠家考慮不再做下
去，原因除是需求減卻外，營運及資金都是考慮
因素。

回首三年疫情，本港生產商從起初 「零技術、
零經驗」，到之後得到國際檢測機構幫助和加入
國際協會，行業發展迅速，得到國際認可。胡翠
婷說，為了同心抗疫，業界團結一致，眾人願意
彼此分享機器、技術知識，業界由最初沒有口罩
機操作員，到後來造就數千名與口罩行業相關的
人員。在檢測和認證方面，本港最初沒有國際檢

測中心，相關程序需要在外國進行，產品往往在
半年至一年才得到國際認證，到現時擁有五個註
冊中心，可以進行全球產品驗證，在東南亞城市
都較為罕見。

當疫情漸趨穩定，以至是口罩令解除，當中最
大的挑戰是市民不再需要限制戴口罩，需求量自
然減低，部分廠家不再營運。胡翠婷說，可繼續
經營下去的廠家，多是將在疫情賺到的資金用以
研發其他產品，做到產品多元化——如具消毒功
能產品可應用於日常生活中，如洗地水、洗衣
液、車用清潔劑等。她認為，這三年來業界真正
「賺取」到的，是國際認可資格，香港製造的是

達到國際認可標準的口罩，有些出口產品的廠家
甚至成了外國醫療機構、政府的供應商。

未來勢對準灣區市場
展望未來，胡翠婷說，得以生存下去的口罩廠

家，不僅提供本地需求，同時會接外貿貨單。業
界由年初開始進軍內地市場，粵港澳大灣區城市
自然是目標之一。

她又說，本港的口罩、防疫產品，三年累積成
國際認可的標籤，進軍內地市場時，也非常有實
力。在恢復通關後，市面除有內地遊客買手袋、
表、金飾；更從本地零售商得悉，不少遊客特地
購買本港製造口罩。她說，三年本港做到高防
護、高級別、高透氣的口罩，實在得來不易，不
僅是名牌，更是國際指標。

當局調查新冠藥可疑紀錄
【香港商報訊】政府表示，早前透過醫

健通系統發現可疑的新冠口服藥物處方紀
錄，包括有病人短時間內從多名私家醫生
取得由政府供應的新冠口服藥物，有關個
案已轉交執法部門跟進調查。

疑有人短時間狂取新冠藥

政府一直密切監察由政府供應的新冠口
服藥物使用情況，包括公營醫療機構醫生
和私家醫生透過醫健通系統輸入的藥物處
方紀錄。

為進一步減低濫用藥物的可能性，當局
不時根據醫健通的實際使用情況強化功
能，例如在系統加入提示，方便醫生查看

病 人 過 往

獲處方新冠口服藥物的紀錄，並已再次發
信提醒私家醫生處方藥物時應同步輸入處
方紀錄。

政府提醒巿民切勿試圖以欺瞞醫生等
不當手段取得新冠口服藥物，否則可能
觸犯欺詐罪，一經定罪，最高可判監 14
年。

另一方面，合法地從醫生取得的處方新
冠口服藥物，
不論屬政府免
費供應或市民
向醫生自費購
買，均不得轉
售 或 給 予 他
人。任何人非
法 管 有 、 售
賣、轉售或無
償供應此類藥
物 ， 即 屬 違
法，最高可被
判罰款十萬元
和監禁兩年。

香港商報廣告效力宏大

香港在新冠病毒疫
情初期，一度面對 「一
罩難求」 的困境，市民為搶
購口罩更曾四出奔波。牽頭成

立 「CareHK」 口罩廠的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健鋒，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
即使取消口罩令都不會 「收爐」 ，未來廠方會保留部分生產線，同時為廠方進行
轉型，製造環保、醫療類別的產品。在本港與內地全面通關後，粵港澳大灣區亦能
為業界帶來機遇，林健鋒舉例指，大灣區城市可為環保產品提供原料乃是半製成品，
本港則可進行包裝等最後工序。 香港商報記者 林駿強

設廠因不忍長者「周圍撲」
回望三年前左右，林健鋒決定做口罩廠，是因為當時香港確實很缺乏

口罩，已是去到 「一罩難求」的地步。當他看到長者在三更半夜排隊五
六小時，卻只買到 「十隻八隻口罩」，對此感到心酸。所以他希望製造
口罩給香港人使用，為市民解決燃眉之急。他堅定地說： 「由開始到現
在，口罩廠一直都在服務香港，沒有將口罩出口。」他憶及政府曾說
過，在 「危急的時間，希望香港人做到自己的口罩，供應給香港，不用
『周圍撲』。」
雖然他過往未曾做過口罩，但當三年前向合作夥伴提起時，大家

很快有共識及決定。當年從外地公幹回港後，就立即對外公布會製
造口罩，開始時間是在宣布後一個月。之後，即時購買機器及
原料、設計口罩機，並安排廠房改裝成無塵廠房。僅僅在數天
內，就將整個口罩廠的構思落實。

然而，口罩廠運作的首兩三星期絕非一帆風順，箇中辛酸外
人難以了解。所幸最終可兌現承諾，在30天後製造出首批口
罩，他笑言，最重要是 「有心做」，並感受到香港人很有愛
心。

高峰時月製口罩逾千萬個
他憶述，廠方最初只製造平面樣式口罩，後來製造更高規格

的KN95、KF94等口罩；最初是原料有什麼就做什麼，顏色只
限藍色、綠色；去到現在，許多人已將口罩視為時裝配搭 「服
飾」之一。高峰時期，口罩廠每月製造過千萬個口罩，即每天
六七十萬隻，但現在市面已沒有此等需求；廠房亦由一日三班
減為一日一班運作。

林健鋒說，不想放棄口罩廠，初心是幫助香港人，自己也沒
有拿取政府資助。他直言不會 「收爐」，仍會將口罩廠運作下
去。不過，現在都要想一想，將部分廠房進行哪一方面的轉
型。現時口罩廠本身是合規格(包括ISO標準)無塵廠房，至於
日後製造哪一產品，與醫療、環保相關的都在考慮之列。他
稱，最重要的是善用香港資源，環保相關轉型符合經濟原則，
亦有發展空間，而政府給予的實際支持很重要。

在香港與內地通關後，林健鋒在2月初立即到粵港澳大灣區
的內地城市考察過，認為當中存在發展機遇，有利口罩廠轉
型。他以環保產品為例，日後塑膠製品需要使用取代品，包括
紙、竹等；而香港可以進行將半製成品加工的程序，這當中需
要原材料，香港未必有，例如取代品之一的竹。日後牙刷膠柄
不用塑膠製造，或會以竹製造，可是在哪裏種植對香港而言是
一大問題，北部都會區所提供的空間都不會足夠。

灣區可提供轉型商機及市場
不過，他從大灣區城市看到機會，當地可種植竹林並做成

半製成品，之後在香港進行包裝等最後工序。
他說，大灣區除了有商機，更有市場，日後大灣
區發展也趨向一體化，出口可伸延到內地其他省
市。

「工商界已準備好，期望與政府合作。」林健鋒希望政
府在資助計劃上可以更靈活。他舉例說，口罩的原材料之一
熔噴布價錢浮動，價錢從20萬元一噸，後來可以 「三級跳」，
變成 50 萬、60 萬，甚至是 80 萬元一噸，但如過程中 「問來問
去」，就未必能做到有貨即買、貨如輪轉的程度。另外，他亦希望
政府檢視 「價低者得」的採購原則，並簡化資助計劃的申請程序，
在招標過程引入本地生產優先元素。

昨日是口罩令實施最後一日。 記者 馮瀚文攝

現在市面已無
大需求，廠房亦

由一日三班減為一
日一班運作。

本欄圖片均由
記者 馮俊文攝

林健鋒指未來
仍會保留部分生
產線。

林健鋒表示，
口罩廠經歷數年
發展，現已成時
裝配搭的 「服
飾」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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