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渝建合作新機制 11領域達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韓毅）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香港特區政府代表
團，與重慶市委書記袁家軍率領的重慶市政
府代表團，11日在重慶市舉行了渝港高層會
晤暨渝港合作會議第一次會議。國務院港澳
事務辦公室副主任王靈桂亦出席了會議。會
上，香港和重慶雙方成立了合作新機制，並
就渝港合力貢獻國家高質量發展，推動開展
全方位合作達成11個共識，包括鼓勵兩地企
業建立戰略夥伴關係，聯合開發「一帶一
路」沿線市場；建立渝港兩地政府間的科技
交流機制，支援兩地在基礎研究和科技應用
領域開展國際科技合作等。這是本屆特區政

府就任以來，首個與內地省市成立的新合作
機制。李家超表示，香港與重慶兩地能優勢
互補，加強合作肯定有利互利共贏，也標誌
着香港將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李家超在渝港高層會晤暨渝港合作會議第
一次會議上致辭時表示，在國家整體布局
下，渝港兩地均扮演重要而獨特的角色。重
慶是「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核心城市，亦
是「一帶一路」與「長江經濟帶」重要戰略
聯結點；香港是粵港澳大灣區其中一個核心
城市，正根據國家「十四五」規劃下建設國
際金融、航運、貿易、法律及爭議解決服
務、航空、創科、知識產權貿易，以及文化

藝術交流這「八個中心」，可充分對接重慶
正積極發展的「兩中心兩樞紐」的定位，兩
地加強合作肯定有利互利共贏。渝港合作機
制的成立，象徵着兩地友誼和關係邁上新台
階，也標誌着香港將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

李家超：雙方合作空間廣闊
他特別提到渝港11項重點合作領域中的4
個領域。在創科方面，香港歡迎重慶的創科
機構利用香港在科研、國際化、訊息基建、
知識產權等方面的力量，促成深度合作；在
經貿投資方面，香港可在多方面為重慶企業

「走出去」提供專業服務和優質資源；在金
融方面，香港非常歡迎重慶利用香港的資本
市場，在跨境投融資開展合作；在航空及物
流方面，雙方的合作空間非常廣闊。
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與重慶市
人民政府副市長張國智在會上簽署了《關於
「渝港合作會議」機制的安排》和《渝港高
層會晤暨「渝港合作會議」第一次會議備忘
錄》；兩地政府部門和法定機構亦簽署了
《重慶市商務委員會與香港貿易發展局戰略
合作備忘錄》和《渝港創新及科技合作備忘
錄》兩份合作文件。
陪同行政長官出席會晤暨會議的特區政府

官員還包括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及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副局長胡健民等。

◆李家超到訪重慶金鳳實驗室，了解當地的
創科發展。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辦公室

私煙「共用」許可證「白牌煙」肆虐難禁
議員倡善用區塊鏈 完稅煙發電子「出世紙」方便追蹤

香煙本身對人體健康就有長遠的危
害，而來歷不明的私煙、冒牌煙或者
「白牌煙」，相較主流牌子的正貨香
煙，存在更大的健康危害。因為部分
私煙山寨廠為降低成本、牟取暴利，
無論是原材料，抑或是製造過程都十
分簡陋，山寨廠生產的香煙點燃時釋
出的焦油、尼古丁、一氧化碳等致癌
物質，比正牌煙高數倍，同時私煙還
存在細菌、病毒，甚至寄生蟲。香港
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11日對
香港文匯報表示，「任何煙草都對健
康百害而無一利，私煙的安全風險更
甚。不僅來源地不明，生產過程也欠
缺監管，加上衞生環境和製造成分不
明，可能令身體『傷上加傷』。」

煙民：吸食「白牌煙」頭痛喉傷
煙民劉先生向香港文匯報表示，今

年加煙稅後為省錢曾轉吸食「白牌
煙」，但不到一個月已出現頻繁頭
痛，他懷疑與「白牌煙」有關，轉食
正牌煙後再無頭痛徵狀。
劉先生的體會並非心理作用，香煙

本身雖有害，但正牌大廠在生產時亦
會嚴格遵循生產及衞生標準，減低有
害雜質，然而私煙（包括「白牌
煙」）多數由山寨廠生產。香港文匯
報記者翻查外國不少報道發現，山寨
廠為降低成本採用不符合等級標準的
劣質煙葉、霉變煙葉，甚至摻雜其他
植物樹葉，如地瓜葉、荷葉等製造煙
絲，而這些煙葉大都有農藥超標問
題，上述物質混合燃燒後除釋放已知
的焦油、尼古丁、一氧化碳外，還會
有大量未知的有害成分，對人體的傷
害不可估量。
此外，這些劣質煙絲為求賣相討
好，製造過程常用工業上色方法，如
硫磺熏烤，令煙葉色澤金黃，結果令
捲煙中殘留硫磺。香港文匯報記者早
前在香港市面買到多包疑似「白牌
煙」，都發現捲煙散發陣陣「酸霉」
味。而劣質煙絲中殘留硫磺經點燃後
會產生二氧化硫，是一種刺激性的氣
體，在遇到濕潤的黏膜如眼睛及口、
鼻等處，則有可能產生腐蝕性，嚴重
危害健康。有私煙用家反映吸食一個
月後喉嚨極度不適，有可能是呼吸道
黏膜已受損。

製作無衞生標準 有鼠糞蟲卵
除原材料外，山寨廠的生產環境也
無衞生標準可言，過往外地有關注機
構對劣質香煙進行檢測，在捲煙中發
現毛髮，人類及老鼠糞便，甚至寄生
蟲卵等，因而其製成品的細菌、病毒
嚴重超標，外加其中濫用的工業香
精，這些成分或造成吸食者感染細
菌、寄生蟲，嚴重者對視覺、生殖系
統及大腦神經系統或造成傷害。
香港有售的正牌完稅香煙，每支煙
最高焦油含量一般不超過13mg，但山
寨煙缺乏品質控制，部分香煙每支的
焦油含量高達30mg至50mg，尼古丁
及一氧化碳也超出正牌煙，大大增加
致癌風險。
除煙絲製造標準外，濾嘴也極其重
要，正規煙廠研發各類濾嘴，雖然未
能完全過濾有害物質，但起碼能隔除
細菌，然而山寨煙的濾嘴通常就是普
通棉芯，根本無法過濾細菌及其他雜
質，加劇了吸入有害物質的風險。

香港報販協會主席林長富日前接受香港文匯
報專訪時解釋，「白牌煙」之所以肆無忌

憚湧現香港各區，原因是走私集團看中香煙入口
許可證沒有識別不同批次香煙的漏洞，只對其中
一小部分香煙申請入口許可證，完稅單據其後淪
為「萬能KEY」不斷重用，「當其餘大部分未
完稅私煙偷運來港，即使被截查，也能出示該單
據蒙混過關，海關亦無實質證據，證明那張單據
不屬於該批次香煙，在香港寧縱毋枉的司法制度
下，海關都無可奈何。」

下載煙包警告圖 無須出示許可證
另一個漏洞是香港特區政府的香煙健康警告圖
的下載門檻太低。林長富說：「現在無規定煙商
必須出示入口許可證，或其他完稅證明才能下載
煙包警告圖，所以東南亞地區山寨廠生產香煙
後，直接在網上下載圖案進行印製和包裝，市民
也無法憑煙包設計分辨真偽。」
香煙每包零售價70多港元，過往生產商基於
成本效益的考慮，未有投放資源為每條或每包香
煙設立獨有編號。不過，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日前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在科技進步下，源
頭追蹤的成本已變得低廉。她解釋，區塊鏈就像
一個「不可篡改」的「出世紙」，若能要求煙草
商對其所生產的每個批次的香煙在區塊鏈上登
記，並要求在該批次包裝上印上相應識別碼，這
樣生產日期、生產地址、入口日期、批次貨物數
量、完稅紀錄等信息都可通過該識別碼讀取，所
需成本低，也易於物流管理。

倡跨區搜集情報 籲業界提供線索
附帶電子「出世紙」後，循走私途徑偷運來港
的香煙，由於未在區塊鏈上登記，海關便能執
法。葛珮帆補充，若採用區塊鏈技術打擊私煙，
香港特區政府必先要立法規定所有入口生產商在
區塊鏈登記，基於私煙威脅着合法煙草商的權

益，相信煙商樂意配合政府。
香港藥學會前會長龐愛蘭贊同香港海關近年打
擊私煙的力度，但始終是杯水車薪，建議政府進
一步加強對私煙的相關罰則，同時在本地執法方
面，建議海關與水警加強合作，以遏制水上走私
活動。情報搜集方面，她建議考慮加強跨界、跨
地區合作，「由於山寨煙多產自東南亞，建議香
港海關與東南亞地區及內地部門加強溝通、交換
情報。」
她還指，特區政府可考慮和煙草業界合作，獲
取更多私煙線索。
龐愛蘭認為，除加強執法外，公民教育也不可
忽視，「吸煙有害健康，政府應加強戒煙宣傳工
作，而對於短期內無法戒煙的人士，應向他們強
調私煙危害更大，切勿嘗試來歷不明的香煙。」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10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查詢時指出，世界衞生組織於2008年推出的
《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第15條提及減少及消除
煙草製品非法貿易的措施，建議各地政府確保所
有煙草製品每盒和單位包裝，以及此類製品的任
何外包裝有標誌，以協助執行機關確定煙草製品
的來源。

香港海關近年已加強力度打擊走私煙，但正所謂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私煙集團瞄準香煙申請入口

許可證，沒有綁定不同批次香煙的漏洞肆意經營

「白牌煙」，蠶食正牌完稅煙生產商的合法權益。有香港立法會議員日前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指出，現今的區塊鏈科技進步，建議香港特區政府與合法煙草商加強

合作，利用科技識別完稅香煙，例如為不同批次的完稅香煙發出電子「出世紙」方

便追蹤來源，並與煙商和鄰近地區強化情報工作，多管齊下打擊「白牌煙」。

◆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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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報販協會主席林長富表示，私煙猖獗令報
販蒙受損失。 資料圖片

◆山寨煙廠生產環境惡劣，無衞生標準可言。
網上圖片

◆山寨煙廠內堆放大量劣質煙草原材料。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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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緝煙逐年增
巿面巡查待加強

香港海關近年偵破私煙案數字

案件數目（宗）

檢獲私煙數目（支）

價值（港元）

應課稅值（港元）

拘捕人數（人）

註：以上案件包括走私、儲存及分銷、販賣及入境者攜帶超額免稅香煙而以罰款代替訴訟等個案

◆資料來源：香港海關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2018年

13,852

5,340萬

1.42億

1.02億

13, 040

2019年

17,368

5,550萬

1.51億

1.06億

17,334

2020年

3,159

2.05億

5.63億

3.91億

2,498

2021年

4,009

4.27億

11.76億

8.15億

3,555

2022年

3,436

7.32億

20.17億

13.95億

2,812

2023年1至2月

1,334

1.81億

5.16億

3.63億

1,224

香港海關今年首兩個月已檢獲1.81億支走私
香煙，拘捕了1,224名涉案者，較以往幾年檢獲
的數字均有增加，主要是透過情報主導鎖定目
標，搜查偷運私煙的貨櫃起獲大量私煙。對於
巿面有不少售賣懷疑私煙的零售點，香港海關
11日回覆香港文匯報表示，會從不同層面包括
在各區進行監察，全方位予以打擊。

去年檢獲逾7億支 勁升超12倍
根據海關的統計顯示，過去5年檢獲的私煙

數目均有所上升，去年檢獲7.32億支私煙，較
2018年的 5,340萬支勁升 12.7 倍，總值亦由
1.42億元（港元，下同）升至20.17億元。海關
今年頭兩個月亦先後採取多次執法行動，如1
月展開代號「迅雷」行動，偵破49宗私煙案；

2月亦先後在貨物裝卸區、貨櫃場的不同貨櫃內
檢獲大批走私煙，另搗破涉嫌利用躉船走私香
煙的案件，令該兩個月內檢獲的私煙數目達
1.81億支，總值5.16億元（見表）。
海關表示，一向採取情報主導的執法策略，
從不同層面包括上游堵截跨境走私、中游取締
儲存及分銷，以及下游掃蕩買賣私煙的全方位
打擊活動，並不時在市內各區監察，加強情報
蒐集，密切留意私煙活動最新情況，倘發現違
法行為，必採取果斷執法行動。任何人若處
理、管有、售賣或購買私煙即屬違法，一經定
罪最高可被判罰款100萬元及監禁2年。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11日對香港文匯報
指出，政府提高煙草稅後，令更多煙民有意購
買私煙，需求增長下到處也有明目張膽出售懷

疑平價私煙的零售點，直言情況猖獗，相信海
關已知悉有關情況，認為除蒐集情報搗破走私
活動和私煙貯存倉外，仍要加強巡查巿面售賣
私煙的店舖。

議員倡增海關資源 加強剿私煙
香港立法會議員張欣宇亦對香港文匯報表
示，不少零售店舖公然售賣懷疑走私的香煙，
「煙價太便宜明顯不合理，有店舖可能是正規
途徑購入一些香煙，但混雜走私煙出售，當中

更可能有一些是假煙，經包裝當正規煙出售，
海關巡查時賣方則提供完稅單據，企圖蒙混過
關。」他亦認為海關要加強情報蒐集和巡查巿
面零售情況，而由於私煙活動猖獗，特區政府
亦應增加海關的資源如人手等，以加強打擊。
不過，他指政府長遠應進行社會研究，確切
掌握吸煙人數，「海關近年檢獲私煙數目龐
大，要了解原因是執法成效欠高，還是非法巿
場擴大。」他認為要有指標掌握有關情況，才
能制定策略減低吸煙人口和需求。

3 香 港 新 聞
東南亞版

◆責任編輯：于大海 2023年5月13日（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