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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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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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三月】
藝聚中環海旁

Art Central現場直擊

130多家辦要員出席晚宴
「裕澤香江」峰會揭幕

掃碼睇圖文

購買「貓狗同行證」
5·1起可攜寵物搭輕鐵

掃碼睇圖文

觀察

誰去了？誰來了？對於剛
剛落幕的 「中國發展高層論
壇 2025 年年會」，香港與北
京的視角多少有些差異。

熟悉東方大國作派的觀察
家們都知曉：開會時間、開
會地點、參會者身份、會議

主持，是決定一次會議級別和重要性的關鍵所在。迄
今已辦26屆的 「中國發展高層論壇」選擇在每年全
國兩會之後兩周左右於釣魚台國賓館召開，邀請對象
主要是世界500強企業首腦、國際組織高級官員和知
名學者，且由國務院副總理以上級別人士開幕主持，
最高領導人還會接見部分代表。這個論壇無疑是：好
緊要，好犀利！

此次香港特區派出的代表，包括財政司司長陳茂
波、港交所主席唐家成及前總裁查史美倫、港鐵主席
歐陽伯權和行政總裁金澤培、中電首席執行官蔣東
強、瑰麗酒店首席行政總裁鄭志雯等。

還有兩位，在香港引起高度關注。一位是盈科拓展

集團主席李澤楷。 「碼頭風波」之際， 「小超人」現
身京城多少有些出人意料。據了解，會議邀請函早已
寄出，相關參會企業家除了正在 「關注中國」外，當
中也不乏 「友好人士」。考慮到兩會之前，工信部頒
出的電信增值服務改革外商首批准入名單上電訊盈科
赫然在列，很顯然，北京並未因某些事件改變初衷。

另一位則是斯蒂芬．羅奇。2007年4月，羅奇從大
摩首席經濟學家轉任亞洲區主席時，扮演的是救火隊
長角色。作為一個 「頑固的中國樂觀派」，作為華爾
街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他自然為北京所樂意
接受。問題是，2024 年，已轉任耶魯研究員的羅
奇 ， 在 FT 上 發 表 了 《It pains me to say Hong
Kong is over》一文。在該文結尾，他充滿感情又頗
為哀傷地寫道：當時的香港人既有遠見，也有策略，
恰好中國經濟剛剛開始起飛，而香港正是世界上最大
經濟奇迹的主要受益者。一切進展順利，比任何人預
料的都要長。現在，一切都結束了。

或許，包括港股在內近半年一系列的市場變化，會
令羅奇再次校正自己的觀點；抑或，東方人對於 「愛

之深，痛之切」有着更加深刻的領悟和寬容。當然，
也不排除一點，眾所周知，羅奇多年來一直在強調中
國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而忽略消費提升，因此需要再
平衡，即中國經濟增長應從投資、出口主導型轉向國
內消費驅動型——而這，恰與今年《政府工作報告》
不謀而合。

其實，羅奇還有一個興趣點，那就是影響中國經濟
的地緣政治因素——中美關係。毫無疑問，如果切換
到北京視角，那麼 「美國含量」可能才是本次論壇的
最大看點，也是香港商界最關切之所在。

絕非巧合：今次論壇召開前一天，曾在中國生活、
工作10年之久的前美國通用電器中國區高管，現蒙
大拿州參議員、共和黨參議院全國委員會主席，特朗
普的密友兼特使戴恩斯抵京，而外交部也罕見地表示
了 「歡迎」。

這肯定是一個不壞的信號。畢竟2019年時，正是通
過其在北京與華盛頓間不停穿梭，才幫助中南海和特朗
普1.0時代的白宮，達成了兩國第一階段貿易協定。

一個人和一群人，一個奇妙的觀察窗口組合。如果美

企首腦到訪數量出現大幅衰減，那麼不安的情緒又會蔓
延了。官方最終給出的答案是：21個國家和地區，86
位跨國企業正式代表出席（包括30多位董事長），比
去年多了3個經濟體。其中，美企數量最多！

新陳代謝注定不能避免。比如，已轉向環大西洋內
循環的埃克森美孚就消失了；傳統化工醫藥巨頭雅培
同樣如是；還有美光、AMD兩大美資半導體巨頭，
以及傳聞即將出售中國區業務的星巴克。不過，雅詩
蘭黛和旗下擁有蔻馳品牌的泰佩思琦成了新面孔，這
必然和消費有關。專長於新能源汽車的博通（智能芯
片）和新思科技（電子設計自動化）也興沖沖光臨，
這讓韓國半導體產業舵主、三星會長李在鎔的首次亮
相，有了更戲劇化的意味。

就在論壇結束的當日，也就是美東時間3月24日，
美國政府的關稅立場又出現部分軟化：特朗普表示，
隨着對等關稅生效日臨近，美國可能會對更多國家提
供關稅優惠。由此，隔夜美股應聲大漲。

在此之前，特朗普一直將4月2日新關稅執行日，
比作二戰時美軍登陸諾曼第的 D-Day。但至少在
Beijing-Day的日子裏，人頭攢動的國際巨企老闆們
卻在努力地釋放着信息：

生意，終究是要做下去的！ （子瑜）

生意，終究是要做下去的！

港府推公營醫療收費改革

各界促做好新收費方案解說

公院收費改革摘覽

服務

急症室

急症室入院費用

急症室住院費用

住院費用（療養/康復、
護養及精神科病床）

日間程序及治理入院費

日間程序及治理病床費

社康護理服務
（普通科）、

社區專職醫療服務

社康護理服務
（精神科）

精神科日間醫院

現有收費

$180

$75

每天$120

每天$100

$75

每天$120

$80

免費

$60

2026年1月1日後
收費

$400（第I（危殆）、
II（危急）分流類別費用豁免）

取消入院費

每天$300

每天$200

取消入院費

每天$250

$100

免費

免費

資助率

~80%

~95%

~95%

~95%

~95%

~95%

~85%-95%

100%

100%

公院收費改革
強化醫療保障

1. 優化費用減免機制：放
寬申請資格及涵蓋範圍和期
限，預計合資格受惠人數會
由現時約30萬增加至約140
萬。

2. 增設每人每年1萬元收費
上限：適用於所有收費項
目，預計約70000名因病情
需經常使用醫院服務的重病
病人受惠。

3. 加強危重病人藥械保
障：加快引入更多有效創新
藥械，放寬安全網申請資
格，讓更多中等收入家庭病
人可獲安全網資助購買自費
藥械，而現時獲部分資助的
病人亦可獲得更多資助。

急症室加至$400
明年1月起生效

各界回應

▲現時本港急症室所有本港居民劃一
收費為180元，根據改革方案，新收費
將增至400元，第一類危殆及第二類危
急病人可獲豁免。

▶3月25日，港府舉行記者會，公
布公營醫療服務收費改革的詳情。

記者 蔡啟文攝

急症室危殆危急病人豁免收費
據介紹，改革方案按不同公營醫療服務釐定政府資助水平和共

付比例。
眾所關注的急症室收費，將由現時180元增加到400元；第一

類危殆及第二類危急病人豁免收費。急症醫院住院病床，每日
收費300元；療養、復康、護養及精神科病床，每日收費200
元；日間程序及治理取消入院費，每日收費250元；日間醫
院（老人科、復康）由60元增至100元；社區護理服務（精
神科）及精神科日間醫院同樣豁免收費。

藥物收費方面，專科門診和家庭醫學門診的標準
藥費，每項藥物分別收費20元和5元，每次最多4星
期用量。病人住院期間和急症室病人的緊急放射診
斷、病理檢驗和藥物將維持免費。

非緊急放射診斷及病理檢驗方面，基礎項目繼續免
費，例如X光檢查、驗血紅素、腎和肝功能等；但進階
項目，例如超聲波和特殊基因檢查等，以及高端項目，
包括基因排序、電腦掃描及磁力共振等收費50元至500
元。

病理檢驗方面，基礎項目例如血紅素，肝功能等繼
續維持免費，但一些較高端項目，例如涉及基因檢測，
收費由50元至200元不等。

今次改革方案有五大原則
盧寵茂表示，香港一直有高效、高質量的醫療系

統，發揮全民安全網角色，但系統面臨很大挑戰，
人口老化令醫療需求不斷上升，醫學進步、診治能
力提升及先進新藥械和治療方法，亦令醫療成本上
升，本港奉行簡單低稅制，沒有全民醫保，市民以
3%的超低共付率使用公營醫療服務，政府資助達
97.6%。

盧寵茂又稱，研究總結本港醫療系統面對四大困
境，包括系統失衡，基層、專科存在小病大醫；公
私營服務兩極化；資助錯配，輕症個案堵塞急症；
資助優次不精準以致服務浪費；以及病人資助成本
低。因此，今次改革方案有五大原則：一是政府對
市民健康的承擔不變、不減，所有額外收費均會投
放到公營醫療服務；二是能者、輕症者應該共付，
擴展及提升共付機制及比率；三是有加有減，加強
對貧、急、重、危疾病人的保障，減少浪費；四是
改革後維持高度資助，整體公營資助率目標維持在
90%；五是為令市民明白、接受改革過程，改革會循
序漸進，目標在5年內達至。

公立醫院新增「萬元封頂」制
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陞表示，急症室需要集中照

顧危急病人，期望調整收費後可減少非危急的病人
前往急症室。公立醫院亦新增 「封頂」制度，
全年收費上限，每人每年收最多1萬元，適用
於自費藥械以外的所有收費項目，預料約7萬
名經常要使用醫院服務的重症病人將受惠。

當局亦將改善費用減免機制，放寬申請資格、涵蓋範圍及
期限，預料合資格受惠人數，將由現時約30萬人增至約140
萬人。另外，醫管局會加強危重病人的藥械保障，加快引入
更多有效創新藥械，放寬安全網申請資格，讓更多中產病人
獲安全網資助，購買自費藥物。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道：特區政府昨日
公布公營醫療服務收費改革方案，明年起實施。其
中，急症室收費將由現時180元增至400元，危殆
及危急兩類病人豁免收費；非緊急放射診斷及病理
檢驗，進階及高端項目，包括電腦掃描、磁力共
振、介入治療等將逐項收費，費用50元至500元不
等；專科門診和家庭醫學門診標準藥費，每項藥物
分別收取20元和5元，每次最多4星期用量。醫務
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政府目前在公營醫療服務
的資助達97.6%，目標5年內減至90%。

【 香 港
商報訊】
記者馮仁
樂報道：

本港各界高度關注公營醫療收費改革方案
收費詳情。昨日，多個團體及政團表示歡
迎政府檢討收費架構，亦促請慎重考慮收
費價格，並做好解說和教育工作等。

團結香港基金醫療及社會創新研究主管
周嘉俊表示，檢討公營醫療收費架構，有
助提升醫療體系可持續性，讓公帑更為用
得其所。改革後整體補助率仍維持約九

成，與新加坡等發達經濟體（補貼
率約80%）相比，香港仍維持高補

助水平，確保市民健康得到保障。同時，
他促請政府提升門診及其他基層醫療服務
承載量，包括提供更多夜診服務和善用社
區藥房；亦建議按市民收入水平釐定多層
級收費上限，並在檢討收費時多考慮市民
負擔能力差異。

社區組織協會擔心收費調整不利基層市

民及夾心階層的長期病患者，認為應透過
全面收費減免制度確保他們得到適切治
療；促請政府改善公營基層醫療服務，如
增加家庭醫學診所、社區護理服務等，以
分流急症室服務使用者。

民建聯衛生事務發言人、立法會議員梁
熙形容今次改革 「大刀闊斧」，惟擔心有
市民因收費較以往昂貴而避免就醫，期望
政府多聆聽市民意見，慎重考慮調整收
費。他亦期望延長夜間普通科門診服務時
間至凌晨1至2時。

工聯會會長、立法會議員吳秋北形容今
次改革是 「迎難而上」，可確保醫療系統
可持續性，及精準運用有限資源。工聯會
強調，政府須確保整體醫療 「量」和
「質」都不能減，要讓醫療資源更精準幫

到有真正需要的群體；促請政府主動協調
私人診所在屋邨商場的合理布局，建議除
增加診所數量外，推動私人診所延長服務
時間，包括發展假日門診及夜間診症服務
等。

掃碼睇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