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愛贈癌藥
年惠一千人
下周可申請 人均資助7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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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在香港公佈的《2011

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香港2010年外來直接

投資流入金額創下新高，達689億美元，在全球

排名中首次位列第三，僅次於美國和中國內

地。

香港吸引外資的最大優勢，在於中國內地經

濟持續快速發展，使香港的窗口作用和商業環

境優勢日益突出。因此，香港應加快與內地的

經濟融合，進一步突顯中介橋樑作用，令香港

對外來直接投資的吸引力進一步增強，鞏固國

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還應將外來直接投資

引導到本地新興產業，同時注意保持樓市平穩

發展，避免樓價及租金飆升嚇走外資。

從外來投資累積存量金額上看到，本港由

1990年的2,016億美元累計增至2009年的9,122億

美元，再增至去年的1萬億美元，可見資金不斷

湧來。香港2010年外來直接投資在全球排名中

躍居第三，充分顯示香港吸引外資的各種優

勢，包括法制完善、擁有大量人才、資訊發

達、低稅率等。特別是香港背靠祖國，一方面

是內地企業走出去的窗口，另一方面是外資進

軍內地龐大市場的跳板，造就了香港極佳的營

商環境。值得留意的是，今年本港的外來投資

金額錄得新高，大部分在香港都有實體投資，

持有企業及物業，而非像過去那樣包含大量熱

錢，這更加顯示外資來港，有長期在香港發展

和進軍中國內地的打算。

香港應抓住內地經濟快速發展的機遇，加快

兩地經濟融合。現時兩地經濟已是密不可分，

恆指過半市值屬於內地企業，貿易、專業服

務、旅遊等支柱產業都要向北望。香港的前景

將視乎與內地經濟的融合程度，視乎能否將龐

大的經濟腹地轉化為本港的市場。充分利用香

港優勢，加強兩地在金融、貿易、服務等範疇

上的合作，可令香港對外資的吸引力進一步增

強。

「十二五」規劃支持香港培育新興產業，促進

深化粵港澳合作，都需要港府制訂長遠科學的

發展規劃，才能將綱要對香港的支持轉化為發

展的動力。目前香港發展六大優勢產業，需要

相配合的政策支持。港府應制定優惠政策，將

外來直接投資引導到本地優勢和新興產業。同

時，目前的高地價、高樓價和高租金，嚴重干

預和扭曲各行各業的經營成本結構，也影響外

國企業留港投資，對此，港府要注意保持樓市

平穩發展和產業多元化發展。(相關新聞刊A2版)

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即將建成的消息近期

備受關注。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昨日在國

防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國目前正在利用

一艘廢舊航空母艦平台進行改造，用於科研

試驗和訓練。事實上，隨 國家綜合實力的

日益強大，因應保護海洋領土和權益的需

求，中國建造航母完全是水到渠成、理所當

然之事，外界不應趁機製造話題，渲染「中

國威脅論」。相反，中國堅持奉行和平發展的

外交理念和防禦性的國防政策，絕對不搞

「炮艦政策」，中國海上力量的增強，將在維護

全球海洋安全、促進國際和平穩定方面發揮

更大作用。

航空母艦是目前人類所掌握與使用的最先進

海上軍事平台，被視作一個國家綜合國力和海

軍實力的象徵。如今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

濟體，無論經濟實力還是科技實力，都達到了

建造航母的基本條件。同時，中國擁有1.8萬多

公里海岸線和300萬平方公里海洋國土，加強

保護海外利益、海上維權的需求迫切，建造航

母符合中國發展的現實需要。

目前，在聯合國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和

「金磚四國」中，中國是唯一沒有航母的國

家。世界上現有的20艘航母，「世界頭號軍事

強國」美國佔11艘，比其他國家的總數還多；

在亞洲，印度現有1艘航母，到2015年將達到3

艘，連泰國也有1艘世界上最小的航母，排水

量11000多噸。相比之下，中國的第一艘航母

是利用烏克蘭的廢舊航母「瓦良格號」改建而

成，標準排水量只有5萬多噸，由常規動力推

進，沒有彈射起飛裝置，主要用於訓練和試

驗，只是一艘試驗性、過渡性的航母。可見，

中國擁有航母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製造中國

軍事威脅氛圍顯然別有用心。

中國一向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防

禦性的國防政策，即使擁有航母，也不會實行

霸權主義。相反，作為維護地區穩定和世界和

平的重要力量，當世界要求中國承擔更多全球

責任的時候，中國可以運用更強大的海上力

量，維護全球海洋安全、促進世界和平。從

2008年起，中國海軍多次派出艦艇編隊參加亞

丁灣、索馬里海域打擊海盜、實施護航行動，

彰顯了中國負責任大國的態度。中國改建航

母、增強海軍實力，只會有利於構建「和諧海

洋」，而非威脅世界和平。

(相關新聞刊A7版)

香港吸引外資位居第三的啟示 中國擁有航母不需要大驚小怪

病人組織：癌友重燃希望

■關愛基金下月起接受癌病藥物資
助申請。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嚴敏慧）抗癌新藥價格昂貴，不

少病人未能負擔，惟有繼續使用副作用較多的舊藥，大

受癌魔煎熬。香港關愛基金昨日宣布，將資助低收入的

病人購買6種自費癌症標靶藥物及化療藥物，以治療肺

癌、血癌、大腸癌等7種癌症。該計劃下月1日接受申

請，估計首年約1,000名病人受惠，平均資

助金額7萬元，總資助額達6,80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嚴敏慧）關愛基
金醫療援助計劃第2階段，預計明年首季
推行。該基金醫療小組委員會主席胡定
旭表示，下階段將會放寬申請資格，進
一步資助有經濟困難、收入卻未能符合
撒瑪利亞基金要求的病人，詳情將於稍
後公布。有醫療小組委員會委員透露，
第2階段整體資助金額約800萬元，受惠
人士包括兩大類，一為已獲撒瑪利亞基
金非全額資助，因要自費部分藥費導致
經濟負擔沉重的病人，以及入息和資產
等剛超過申請撒瑪利亞基金要求，現要
自行負擔昂貴藥費的「邊緣中產」病
人。
現時，倘若使用醫管局藥物名冊內的

非標準藥物，病人需要自費購買。若有
經濟困難而又通過經濟審查的病人，可
向撒瑪利亞基金申請資助。惟不合資格
人士要自行負擔沉重藥費，中產病人花
盡積蓄購藥治病，「因病致貧」的故事
時有所聞。

非全額資助者可減負擔
胡定旭表示，關愛基金第2階段援助計

劃將放寬申請準則，處理這批「邊緣中
產」個案。至於為何不同時推出首兩階
段計劃，讓更多病人更早受惠？關愛基
金醫療小組委員會委員張偉麟解釋，若
簡單地放寬申請癌症藥物資助的經濟審
查標準，將對撒瑪利亞基金的現有申請
人不公平，故需時研究，而且實行上亦
有技術性困難。
關愛基金醫療小組委員會委員、病人

互助組織聯盟副主席張德喜則表示，第2
階段援助項目的整體資助額涉及約800萬
元，除會資助「邊緣中產」外，亦會資

助現時已獲撒瑪利亞基金資助，但需自行支付部分藥
費，並出現財政困難的病人。他解釋，現時撒瑪利亞
基金批出的資助金額，是按病人可動用財政資源計
算，病人最多要自行承擔的藥費相等於可動用資源
30%，對病人家庭來說可謂沉重負擔。若病人突然出
現工作上的
轉變等，隨
時未能支付
藥費，關愛
基金則計劃
資助30%以
下的部分藥
費，以減低
病人經濟壓
力。

關愛基金醫療援助項目首階段實施詳情昨日公布。關愛基金醫療小
組委員會主席、醫管局主席胡定旭強調，資助人數不設上限，亦不會
因申請人數超額而攤薄資助。他又表示，第2階段資助計劃將於明年
首季推出，屆時會擴大資助範圍，讓有經濟困難但未受惠於撒瑪利亞
基金的病人，包括「邊緣中產」人士獲得藥物資助。

6種藥物 治7種癌症
胡定旭表示，該委員會在聆聽各界意見及詳細考慮後，決定向經濟

上有困難的病人提供資助，購買自費藥物。該計劃首階段會涵蓋6種
尚未納入撒瑪利亞基金安全網的特定自費癌症藥物，有關藥物適用於
醫治7項不同的癌症，包括肺癌、血癌、大腸癌、腎癌、腸胃癌、乳
癌和卵巢癌。
胡定旭表示，有關藥物包括4種標靶藥及2種化療藥，均屬於累積大

量醫學實證及相對療效較高，但收費昂貴的癌症藥物，日後在關愛基
金的資助下，有經濟困難的病人能及早使用有關藥物，控制病情。關
愛基金醫療小組委員會委員、醫管局聯網服務總監張偉麟補充稱，有
關藥物名單會每年檢討，以便引入更新藥物，若現有藥物已累積足夠
醫學證據，則會納入撒瑪利亞基金資助名單，或直接納入醫管局藥物
名冊內，讓病人繼續使用。

需資產審查 資助各異
張偉麟續稱，主診醫生會根據專業判斷，以決定是否建議病人使用

有關藥物，若病人有經濟困難未能支付所需費用，又符合指定的臨床
規定，醫生可以轉介病人至醫務社工進行經濟審查，以評估病人是否
符合資助資格。至於經濟審查則會沿用現時撒瑪利亞基金的制度，即
把入息和資產扣除可扣減項目，計算出病人每年可動用財務資源，
「可動用資源越低，補貼會越高」。

他估計，每名病人可獲6萬至20萬元資助，按以往經驗，部分病人
需自行支付部分藥費，平均補貼率為92%至95%。而根據累進計算
表，申請人的可動用資源為2萬元以下，才可獲全額資助。

關愛基金醫療援助計劃
第1階段—資助病人購買自費癌症藥物

申請資格： 符合臨床用藥規定的醫管局病人，且須獲該局訂定的

「符合資格人士」，並需通過與撒瑪利亞基金準則相同的

經濟審查。

受惠人數： 估計1,000人

資助金額： 每人每年6萬至20萬元

推行日期： 2011年8月1日

資助範圍： 6種尚未納入撒瑪利亞基金安全網的自費癌症藥物

藥物 治療癌症類別

利妥昔單抗（Rituximab） 血癌

西妥昔單抗（Cetuximab） 大腸癌

舒尼替尼（Sunitinib） 腎癌／腸胃癌

阿霉素脂質體多柔比星 卵巢癌
（Pegylated liposomal Doxorubicin）

拉帕替尼（Lapatinib） 乳癌

培美曲塞（Pemetrexed） 肺癌

第2階段—資助未能受惠於撒瑪利亞基金，但有經濟困難的病人

資助計劃：擴闊基金申請資格，讓有經濟困難但未受惠於撒瑪利亞

基金的病人，例如「邊緣」中產人士，獲資助使用撒瑪

利亞基金涵蓋的藥物。

推行日期：2012年第1季（詳情稍後公布）

資料來源：關愛基金醫療小組委員會及醫院管理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嚴敏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綜援單親媽媽詹穗萍
挑戰房委會 她遷出彩盈 公屋單位的決定，在2009年
申請司法覆核被拒，但昨日上訴得直，案件將排期聆
訊。上訴庭指出，詹於2008年6月簽下公屋租約，但因
資金周轉不靈，未能完成裝修。而房委會表示，曾於
2009年3月至5月期間，巡查詹的公屋單位18次，皆不見

其影蹤，遂以簽訂租約後1個月內未有入伙為由，決定
終止租約。上訴庭認為此案有可議之處，故批准司法覆
核。

裝修未完工 陪伴中風父
申請人詹穗萍2008年6月獲配公屋單位，與子共同登

記成為公屋租戶，簽下租約，並購置電器進行裝修，但
因財政問題，遲遲未能竣工。2009年1月，詹父母來
港，遂向家人借9萬元，以完成裝修。後來，詹母須往
廣州照顧其弟，詹遂搬往美孚與中風父親同住，亦方便
其就讀中五的兒子在石硤尾上學。
房委會2009年曾18次巡查詹的公屋單位，但不見其

人，遂發出警告信。

接獲警告信 解釋不接納
詹得悉後加快裝修，待中風父親2009月6日返回加拿

大後，便於6月18日入伙，並致信房委會解釋原委。然
而，房委會據2009月5月27日調查報告，決定向詹發出
「遷出通知書」。

詹曾於2009年10月向房委會審裁處上訴被判處敗訴，
申請司法覆核又被拒，今次上訴獲准司法覆核之餘，並
獲法援資助聘得代表律師。

遲入伙遭逼遷 綜援戶准覆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佩琪）關愛基金為癌
症病人提供醫療援助購買6種治癌藥物，下月1
日起生效。病人互助組織聯盟歡迎有關計劃，
認為可讓癌症病人使用較新、療效較佳的藥
物，重燃抗癌希望。
病人互助組織聯盟副主席張德喜昨表示，關

愛基金的資助安排，對許多癌症病人是好消
息。他指出，現時許多病人需向親友借錢買
藥，或透過不同渠道申請不同的基金，很迂迴
才能取得資助購買藥物。下月起合資格的病人
可申請關愛基金，購買未納入撒瑪利亞基金的
6款藥物。他說，屆時病人可以使用較新及療
效較佳的藥物。
張德喜表示，關愛基金的第2階段資助計劃

將會放寬申請資格，容許「邊緣中產」申請，
或獲撒瑪利亞基金部分資助後仍要自資買藥的
病人申請，受惠層面更廣。
患腸胃癌多年的黃女士癌細胞已轉移至肝

臟，早年獲撒瑪利亞基金資助，購買肝癌標靶
藥，惟因長期服食，身體對該藥物已產生抗藥

性，治療腸胃癌的標靶藥「舒尼楚尼」是她唯
一的希望，惟該藥一直未納入撒瑪利亞基金資
助範圍。昨日關愛基金宣布，下月開始接受病
人申請購買「舒尼楚尼」在內的6種治癌藥
物，為黃女士帶來曙光。

癌症基金會指杯水車薪
不過，癌症基金會服務總監梁玉珍形容，關

愛基金的資助是杯水車薪，批評受惠人數太
少。她質疑，部分常見癌症的標靶藥有一定療
效，但相信費用太昂貴，政府不肯承擔，不願
納入關愛基金的資助名單內。
現年70歲的譚先生於2006年開始，自費購買

治療肝炎的藥物，及後證實患末期肝癌，須服
食標靶藥物。多年來，譚先生為購買抗癌藥物
已耗光積蓄，現時須向親友借錢買藥。雖然關
愛基金資助病人購藥，但他批評資助有選擇
性，「只關愛一部分病人，其他病人就不用關
愛？」他認為關愛基金應把所有標靶藥列入資
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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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管局昨公布，關愛基金將資助低收入的病人，購買6種自費癌症標靶及化療藥物，以治療
肺癌、血癌、大腸癌等7項癌症。病人組織表示歡迎。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政祁 攝

■張偉麟表
示第二階段
資助需時研
究。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潘政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