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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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峰論壇開講 探討醫健產業

港打造世界級醫療研究中心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
立報道：一連兩日的 「亞
洲醫療健康高峰論壇」
昨日在港開講，吸引
逾90位來自全球主管
醫療衛生的主要政府
官員及專家學者，
共同探討醫療健康
產業的前景與商
機。行政長官李家
超致開幕辭時表
示，新冠大流行全
球危機終於在香港
和世界各地結束，
對此感到如釋重
負。他又提到，政
府致力發展香港成
為世界級生命健康
科技中心和醫療研
究中心。

華僑華人大灣區大會開幕
李家超：凝聚僑力為灣區添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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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
記者周偉立報道：
本港新冠確診數字近期
上升，有分析指屬新冠風
土化現象。衛生防護中心傳
染病處署理主任、首席醫生
歐家榮昨表示，Omicron 的威力
沒有比以往病毒株大，社會更廣
泛使用抗病毒藥，減低了病毒威脅。

歐家榮當日出席醫管局研討大會時指，隨
了醫療系統、院舍和公眾的抗疫能力增強，本
港在去年下半年開始逐步放寬防疫措施，並開始復
常，政府對新冠疫情的管理，亦過渡到如普通上呼吸道感染一
樣。他提到，目前污水監測數據與去年12月疫情高峰期相若，可以說已經
「見頂」，現時疫情仍有待觀察。
歐家榮在會上介紹了本港新冠疫情數據，由2020年初疫情爆發至2022年

5月，其間共錄得超過9300人不治，當中年齡最大為112歲。首四波疫情個
案病死率為1.69%，第五波則跌至0.47%，若將第五波分為兩個階段，首階
段（2021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病死率為 0.78%，第二階段
（2022年6月1日至2023年1月29日）病死率大跌至0.23%，主因是本港於
第五波第二階段已具有混合免疫保護。他說，本港新冠死亡個案主要為長
者、長期病患以及沒有接種疫苗的人士，絕對致死率在第五波疫情後逐漸
下降。

今年以來二次感染率約11%
他又稱，截至今年1月底，本港二次感染比率約11%，相距日數中位數為

276日，即約9個月。另外，院舍長者二次感染率為71.7%，遠高於社區長
者的6.1%。他解釋，去年初院舍出現大規模感染，加上院舍檢測較頻繁，
因此院舍長者被驗出再度感染的機會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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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
多位政府官員和醫學界專家在昨日
「亞洲醫療健康高峰論壇」上探討醫

療健康產業的前景與商機。本港醫務
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於 「醫健躍變 重
塑未來」主題環節發表演說時表示，
政府會致力重建香港醫療衛生系統，
讓本港成為具可持續及適應力的醫療
系統，並會多管齊下，包括發展基層
醫療、重建醫院、改善公立醫院專科
門診輪候時間等，提升公立醫院服務
效率，令本港醫療健康服務蓬勃發
展，強調會與內地緊密合作，推動跨
境醫療，讓身處大灣區的港人到港大
深圳醫院接受資助診症服務。

粵港澳大灣區正從傳統製造業基
地，迅速轉型為發展蓬勃的先進技術
和創新樞紐。這種演變催生強大生物
醫藥生態系統，並正在重塑全球醫療
保健的格局。粵港澳大灣區的成功建
基於數個關鍵支柱之上，包括人才及
資本的匯聚、政府的支援政策，以及
跨境研發協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
長孫東在 「亞洲醫療健康高峰論壇」
的 「粵港澳大灣區驅動醫健創新發
展」環節分享時指出，香港具有國際
公認的生命健康科技及基礎研發實
力，亦有蓬勃的生物科技生態系統，
有利於相關初創發展。生命健康科技
是重點發展的產業之一，致力發揮好
自身優勢，全速推進香港發展成為國
際創新科技中心，更好地融入大灣區
和國家的發展。

今年 「亞洲醫療健康高峰論壇」繼續設有為
期五天至 5 月 23 日的環球投資項目對接（AS-
GH Deal-Making），配對來自世界各地的資金
及投資項目，投資項目涵蓋醫藥、醫療器械與
診斷、智慧醫療及社區健康與保健等行業。論
壇首日的場內及線上設置有 InnoHealth Show-
case及展覽專區，展示超過140個醫療健康業相
關的創新科技企業及公司的項目與服務方案，
讓他們與世界各地的投資者聯繫，尋找潛在的
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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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昨日出席亞洲醫療健康高峰論
壇，與其他嘉賓合照。 政府新聞處

李家超表示，香港必須隨時準備迅速應對各
種公共衛生威脅。 記者 蔡啟文攝

由特區政府及香港貿發局合辦的
「亞洲醫療健康高峰論壇」，今屆以

「醫健躍變 重塑未來」為主題，匯聚來自
20 個國家及地區、逾 90 位來自全球主管醫療

衛生的主要政府官員及組織、國際科研及醫學界
專家、投資者及相關產業的商界翹楚、金融界專

業人士和專業服務業代表等，共同討論並分享他們
在醫療科技、公共衛生、國際商貿合作及投資等方
面的寶貴經驗及最新發展，探討醫療健康產業的前
景與商機。

特首：須隨時準備應對公共衛生威脅
李家超指，過去三年，新冠大流行在全球範圍內造

成嚴重破壞，展示出全球衛生合作至關重要。他感謝
醫護人員、科學家、個人和機構的堅持及致力創新，
以實施公共衛生措施，以至開發新的治療方法及疫
苗。

李家超稱，現時全球危機終於在香港和世界各地結
束，生活和商業活動正恢復正常，對此感到如釋重
負。他亦表示，儘管世界衛生組織早前宣布新冠不再
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但並不意味病毒
永遠消失，香港必須隨時準備迅速應對各種公共衛生

威脅。
李家超又介紹，截至3月底已有56間未有盈利的

生物科技公司在港上市，市值達150億美元，政府
正致力發展香港成為世界級生命健康科技中心和
醫療研究中心。

國家衛健委黨組成員、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黨
組書記余豔紅表示：二十大報告中強調，要推
進 「健康中國」建設，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
優先發展的戰略位置。中國希望與亞洲國

家和地區的醫療衛生界同仁一起合作，
共謀發展，攜手在包括醫學科技創新

與應用、臨床實踐等方面加強合
作，整合生物醫藥科研力量和

產業優勢，資源互補、互
利共贏，同時眼

全 球 ，

開放發展，共同構建人類衛生健康
共同體。

對香港醫療發展，她提出三大 「眼
點」：一是注重創新，促進應用；二是資源互
補，互利共贏；三是眼全球，開放發展。

譚德塞：更致命病原體威脅仍存
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以視像形式致辭表

示，仍須高度關注全球醫療衛生健康課題，以應對
未來可能出現的疫症。他表示，過去幾年，疫情給了
我們非常沉重的教訓，這次大流行的影響遠超衛生領
域，已經擾亂社會、經濟、商業。他指，疫情可能現
在已不是全球級的緊急狀況，但另一些可能更致命病
原體的威脅仍然存在，仍須高度關注全球醫療衛生健
康的課題，以有能力更好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疫症。
他提到，世衛已提出加強治理、融資、系統和工具的
行動框架，正商議有關協議，讓世界更安全應對各種
緊急情況。同時，還須推動不同地方的政府建立更好
的醫療系統及支援，希望未來各領域的醫療機構都可
以參與這個商討的流程。

香港貿發局主席林建岳致歡迎辭表示，全球各地
正迎向復蘇，應趁現在回顧疫情時期並從中汲取經
驗，構建醫療保健行業未來的願景。 「我相信大家
亦同意未來醫療產業須保持彈性，進一步推動可
持續發展，以應對未來任何公共衛生危機。而香
港正是醫療保健行業重塑美好未來的理想平
台。」

論壇今日還將有多場線上專題環節，範圍涵
蓋人工智能、醫療及生物科技、亞洲醫健業
新焦點、氣候變化與健康、未來醫療服務走
向、醫健界的女性創新者及投資者、長壽
科研的突破及投資前景、中西醫藥結合
的潛力、精神健康及全人健康等，
邀請來自世界各地及本地的學術
權威、醫療專家、科研領袖、
創科翹楚及金融精英，分
享獨到見解。

（
相
關
報
道
刊
A12
版
）

19 五

S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