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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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碼上看

三個多月前，香港商報創刊70周年慶典隆重舉
行，嘉賓雲集，各界誌盛。在一片祝福與冀望聲
中，人們也不免有疑問：在見證了70年風雲變幻
之後，在媒體生態急劇變化的當下，香港商報將作
何選擇？未來的命運又將如何？

在這個春天，在今天，香港商報以全新的報紙版
面，向外界呈現商報人一向的追求：與香港一起成
長，與時代一起進步。

作為香港本土一份有深厚歷史積澱的中文財經
報章，香港商報將藉由今次改版， 「經濟味」 將更
醇， 「國際味」 將更厚， 「大灣區煙火色」 將更
亮， 「網絡感」 「融媒體」 的時代特徵當然也將更

加凸顯。商報將以內容建設為根本，做彈眼落睛的
新聞，做有效服務的新聞，做香港人、灣區人最關
注的新聞，用商報人的專業精神和獨特視角，向全
世界講好香港故事、灣區故事以及中國故事。

改版之效，見於讀者口碑。 「好看」 「有用」

……讀者若有此等印象，無疑將是對我們最好的褒獎。
發生於報紙版面的變化，只是商報守正創新、銳

意進取的一端；接下來，種種變化還將出現在全平
台，出現在融合傳播的各環節，出現在跨境、多
元、服務的特色中。種種變化承載的是在新時代的

雄心壯志：再造一個新商報！
有變化，亦有不變。 「愛國愛港、服務大眾」 的

立場未變， 「修辭立誠、通商惠工」 的初心未變，
「公正持平、言責必盡」 的報格未變。作為香港歷

史最悠久的中文財經大報，作為中國內地發行量最
大的香港報章，商報 「為商界代言，為商家服務」
的宗旨未變，溝通香港、灣區和世界的 「窗口」
「橋樑」 「超級聯繫人」 的屬性未變， 「財經大

報 商界平台」 的作用與追求也未變。
趁取春光，不負今朝。睇商報、有數，且與全

平台讀者諸君共勉之。

睇商報 有數
香港商報改版致讀者

商報改版
燃爆朋友圈

馬英九大陸行

【 香 港
商 報 訊 】
記 者 林 駿
強 報 道 ：

本港疫情初期一度出現口罩荒，特區政府由此推
出 「本地口罩生產資助計劃」，到2021年6月止，
支持了20條生產線。益成醫療用品有限公司就是受
資助生產商之一。取消口罩令後，該公司總經理楊
展帆接受本報訪問時強調仍會繼續營運口罩生產
線，但承認難免會縮小香港生產線，並希望政府繼
續給予業界資助，特別是採購時可支持本地工業。
他說，口罩屬戰略資源，本港應有固定生產商，以
防疫情再發生；另外，本港可以推動醫護人員優先
使用本地口罩。

楊展帆受訪時表示，早在疫情前，公司就已製
造口罩，惟生產線多在內地；其他業務包括製造
即棄醫療用品，為其他公司供應口罩物料等。

大部分口罩廠將轉行
楊展帆回顧，疫情之初香港曾一度緊缺口罩，即

使公司有在內地生產，但運到香港都極困難。當

時，他決定運用口罩物料、機
器在本港設立生產線，不過設
廠需要投入大量資金，機器、
零件等方面更出現過炒價。
「當時，（政府）資助計劃的

確幫助公司成立了生產線，加
強了推動力。」

楊展帆稱，本地廠家投入
過龐大資源，有成熟的生產
線，惟大部分廠家在計劃
後、在疫情後幾乎都會離開
行業，令人感到十分可惜。

事實上，楊展帆早在一兩
年前就已預料到口罩令的撤
銷，所以，當口罩令真正取消後對公司影響就比較
小。 「無論是否有疫情，我們都已身處口罩這個行
業。我也有將產品出口到其他地方，包括歐美、日
本等地。」他說， 「內地業務沒有受到太大影響，
日後生產會更多涉及大灣區發展。」

本港雖已取消口罩令，楊展帆預期市民短期內
仍有戴口罩需要。

他分析，以後戴口罩的市民是否足夠支持
香港口罩廠的營運，要視乎會否戴香港生產的
口罩，以及政府會否有對應的資助以減輕口罩
製作成本。

「不能讓口罩荒再出現」
楊展帆強調，口罩廠未必有龐大的產值，

但口罩屬於固定的戰略資源。因此，本港有
需要扶助一些固定的生產商，以防另一次疫
情的暴發。 「至少不能讓口罩荒再度出
現！」他說。

「最近三年來，香港口罩科研發展比其他
地區快很多，進度猶如前進20年！」楊展帆
說，本港製造的口罩無論在效力、佩戴要求

方面都符合醫學應用，期望政府帶頭讓醫管局等
部門購買本港製造的口罩。他又說，醫管局現時
採購仍以N95作標準，希望當局將採購標準調整
至國家標準、歐盟標準，這樣既能開啟龐大的市
場，免受地緣政治的影響，並做到內循環推動本
港工業，讓醫護人員使用港產口罩做保護，進而
形成潛在的產業鏈。

可否優先使用本地口罩？本港醫護本港醫護本港醫護本港醫護本港醫護本港醫護本港醫護本港醫護本港醫護本港醫護本港醫護本港醫護本港醫護本港醫護本港醫護本港醫護本港醫護本港醫護本港醫護本港醫護本港醫護本港醫護本港醫護本港醫護本港醫護本港醫護本港醫護本港醫護本港醫護本港醫護本港醫護本港醫護
訪談商家

商報對話林毅夫
掃
碼
睇
片

掃
碼
追
蹤

掃
碼
追
蹤

胡翠婷胡翠婷

張重高張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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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啟恒區啟恒 郭浩賢郭浩賢

記者 林駿強攝

早前受到特區政府資助
的口罩生產線有的還在堅
持運作。 記者 林駿強攝

益成醫療用品有限公司
總經理楊展帆接受商報訪
問。 記者 崔俊良攝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
報道：隨本港口罩令撤
銷，口罩及防疫設備業界
人士都在積極求變，希望
在新形勢下繼續營運。日
前，口罩及防疫設備總會復
辦實體會員大會，各持份者
直抒胸臆，總會主席胡翠婷強
調將繼續為業界提供協助；有口
罩廠家預料，日後本港每月仍有
約2000萬個口罩需求，惟必須降低
成本，故提出口罩生產合併計劃，希
望盡量做到生產自動化；有工廠機器
技師代表建議，口罩廠可將現有機器
調整，轉型至保健產品包裝、面膜等
行業；亦有檢測界代表指，本港現時
可做不同種類的國際檢測，將能協助
本港口罩廠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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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口罩及防疫設備總會會員大會是新冠疫情出現以
來久違的實體活動。胡翠婷向一眾與會業界人士表示，
口罩令解除後，做生產尤其是做口罩的，產品必須走向
多元化。日常生活中，將愈來愈少人佩戴口罩；不過，
醫院、老人院舍、海外市場等仍對口罩有殷切需求，故
希望大家在未來仍能營運。

疫情期間，香港不少廠家生產口罩由零開始，這幾年
建立的口罩品牌及生產線得來不易。胡翠婷亦重申協會
仍會為業界提供幫助，在口罩生產合併計劃、多元化產
品、代工生產（OEM）、開拓海外市場等方面給予支
援。

廠家冀達成口罩「無人化生產」
目前，已有口罩廠家自發提出口罩生產合併計劃，希

望闖出另一條生路。開設口罩生產線的商家張重高表示，
將包裝機、口罩機這些機器合併處理，為不同對象一同生
產口罩，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據之前所做的統計估
算，本港每月仍有約2000萬個口罩的需求，當中涉及醫
院、診所、老人院、美容院等。當然，現時整體市民中
不少人仍有數百個存貨，料未來3至5個月仍有人佩戴口
罩，估計到了6月份炎夏之際將很少人戴口罩了。

張重高指，口罩銷路是否仍寬闊，值得同業去切身思
考和處理。他希望日後能盡量做到口罩無人化生產，
「機器能在1分鐘裏做到140個口罩，而且保持較好的品

質，這樣的情況下，口罩廠可以生存到。」他估計整間
口罩工廠只需要有5個人左右，就可操作到4至6條生產
線， 「如果做到每隻口罩約3毫半的成本，在市場上會相
對地具有競爭力。」

口罩中央工廠助同業繼續合作
營運口罩代工生產工廠的徐楠稱，一開始就希望減低

口罩生產成本，這樣才可與內地、海外的廠家競爭。他
舉例指，內地生產成本很便宜，日本等地則在設計上優
勝，本來疫情期間香港有自身的市場保護，惟政府取消
口罩令後就出現了需求減少問題，以往可以一天做三班
的廠，現時只可以做一班，在這情況下最重要就是控制
成本。廠家們與其各自在機器、人手、租金、水電、檢
測等方面花費金錢，不如將資源集中同一間廠，將口罩
生產成本壓至三四毫一個，大家用同一個價錢做單；至
於出售的價錢則可各自決定。他說，類似的口罩中央工

廠能讓大家合
作，生產、貿易
等亦可再作分工。

協助不同口罩廠調校機器的技師區啟恒表示，疫情爆
發至今，見證了本港逐步解決口罩生產上的問題，見證
了這個行業一步步的發展， 「本港業界是用心去做口
罩。」隨疫情減退，口罩廠需轉型，相信大家的心血
不會白費。他建議，包裝機可以改裝成包裝保健品、食
品、化妝品；至於立體口罩機，只要更改模具，就可製
造面膜、濕紙巾等；無塵車間則可以轉租、轉手予相關
的行業。 「希望業界人士繼續努力，創新轉型，開拓新
市場，為香港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

檢測機構襄助口罩廠家轉型
本地檢測機構CMA Testing顧問郭浩賢說，後疫情時

代，口罩廠需轉型，機構願意為業界提供技術支援。本
港檢測公司在不同國際認證上都可進行，如自己所屬公
司就獲得香港認可處、日本玩具協會、德國VDE環球服
務有限公司、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加拿大工業局等的
認可，審核服務則包括質量體系審核、生產能力分析
等。

郭浩賢表示，口罩業這幾年在本港迅捷發展，檢測公
司協助業界形成完整的產業鏈，接下來即使廠家轉型至
中西藥、保健產品、衛生產品等，亦都可在本港進行檢

測，並取得國際認證。他說，未來，業界可向綠色產
業、再生能源等轉型，這些新型發展都能夠帶來更多的
機遇。

港府撐中小企把握復常商機
隨口罩令取消，業界期望政府仍有進一步支援。負

責審批計劃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回應本報查詢時表示，
一直協助企業開拓更多元化市場，希望便利中小企復
常。

商經局發言人回應說，本地口罩生產資助計劃實施
後，口罩供應增加，價格大大降低，質量亦大大改善，
資助計劃政策目標完全達到。發言人亦說，政府一直透
過各項資助計劃，協助企業提升競爭力和開拓更多元化
的市場。其中， 「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
的專項基金」（即 「BUD專項基金」）資助中小企業透
過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營銷，促進他們在內地及
其他已與香港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及/或促進和保護投資協
定經濟體的業務發展。繼去年11月落實提高每家企業資
助上限至700萬元，政府於2023至24年度財政預算案宣
布再度注資5億元，並於今年第二季推出 「BUD專項基
金」——申請易，加快審批申請資助金額10萬元或以下
的項目，以便利中小企業把握復常的商機。

負責管理及擔任秘書處的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亦回應
說，局方會繼續及樂意為香港各界企業提供適切的技術
支援，協助有需要企業升級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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