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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儘管立法
會終於日前三讀通過落實財政預算案的
《2014年撥款條例草案》，但反對派已聲
言會「明年繼續拉布」，並將「戰線」伸
延至其他事務委員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局長陳家強昨日批評，極少數議員的拉
布，是以少數的聲音騎劫多數人的意見。
他擔心拉布文化一旦蔓延，將損害香港將
來的發展。
陳家強昨日在出席中華總商會一演講時，

談到反對派拉布對香港發展所帶來的影響。
他表示，自己完全尊重不同的聲音，但

立法會本身的規定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交給
事務委員會跟進，可以充分監察政府，而
極少數人利用拉布，只會令香港發展需要
的政策不能成功推出，將對香港造成大損
害，使香港的走勢不適應將來的機遇。

拉布淪做騷 少數騎劫多數
他續說，拉布不可能爭取到「全民退休保障」，也不
可能通過拉布討論監察政府，而在拉布過程中，部分議
員浪費其他議員時間，將立法會作為自己個人表演舞台，
以達到個人目的，故不應美化和認同拉布行為。
陳家強強調，拉布不是議會民主能夠接受的地方，

「議會民主是通過程序辯論民主決定事情，不能將少
數人的意見騎劫大部分人的聲音」。他對拉布文化的
蔓延表示擔憂，對未來可能有更多人利用拉布將少數
的聲音騎劫多數人的意見。
被問及應對拉布的方法時，陳家強指出，拉布文化一

定需要有政治智慧的處理方法，一旦蔓延就會癱瘓議會
運作，使經濟發展出現問題，並相信社會會正視此事。

林順潮眼科醫院
獲深納醫保擴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CEPA協
議中，港資內地開設醫院政策落實又有新進展，內地
首家港資獨資眼科醫院——深圳希瑪林順潮眼科醫院
近日獲批納入社會醫療保險定點醫療機構。為應對即
將增加的門診量，醫院已經啟動全球招聘醫生及實習
醫生，而院長林順潮未來在深圳就診的時間也將超過
50%。業內人士表示，政府的政策「鬆綁」或將吸引
更多境外醫療機構來深辦醫。

近四成患者外地來 半數選港籍外籍醫
去年3月20日，深圳希瑪林順潮眼科醫院在深成立，

加闊深港兩地推進CEPA補充協議的落實。一年來，醫
院共完成門診量1.5萬餘人次，手術1,500餘宗，年底時
已達到收支平衡。林順潮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就醫者大
多都是疑難雜症患者，近四成患者是從深圳以外的地方
慕名而來，一半的患者選擇了港籍或外籍醫生。
但在業務蓬勃開展的同時，醫院一直未能獲批成為

醫保定點醫院，也影響了部分市民就診的積極性。

林順潮：政策「鬆綁」或吸境外醫療機構
在逐漸融入深圳發展的過程中，如何能吸引更多患

者就診是港資醫院長遠發展必須要破除的障礙之一。
根據深圳推進引進國內外名醫、名院、名診所等優質
醫療資源的新政，5月30日，醫院被正式納入醫保定
點醫院。林順潮表示，該政策的「鬆綁」或將吸引更
多境外醫療機構來深辦醫。
林順潮透露，下一步醫院將加快信息系統對接、藥

品代碼對接、診療項目代碼對接等相關對接工作。
「醫院將採用醫保報銷和自費相結合的方式，涵蓋基
本檢查的500元打包收費的診金未來也可能醫保卡支
付。同時，醫院還將組織部分外籍專家醫生納入醫保
就診的範圍。」
據悉，今日（6日）是全國愛眼日，瑪林眼科將開展
「愛眼月」6月公益義診活動，多名外籍專家將免診金看
病，讓更多市民享受到一站式高端國際化診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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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經局：創科局前期準備足
專注更好應用科技推科研 最快下月中成立

「研究有關成立新的創新及科技局
的法例修訂建議小組委員會」

昨日舉行首次會議，經民聯工程界議員盧
偉國在無對手下成為委員會主席，不設副
主席。何淑兒在開場發言時說，創科局會
從現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通訊及科技科，
接掌創新科技署和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
室相關政策職能，決議案屬技術性修定，
以確保法定職能順利移轉。
她續說，倘小組委員會覺得當局草擬的

議案無問題，特區政府將於6月18日向立
法會提交有關的決議案，在獲通過後再向
財委會申請批准撥款，倘財委會可於本月
28日通過，議案就在14日後生效。

馬逢國質疑不包廣播影視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在提問時指出，他支

持政府成立新局，但擔心「兩大問題」，
一是創科局與商經局會否架床疊屋，二是
新局並無涵蓋通訊職能。民建聯議員鍾樹
根也認為，廣播通訊同屬創意產業，但並
非由創科局負責，做法「不倫不類」，建
議「分工乾淨啲」。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

則指，業界對創科局不負責廣播、電視、

電影有保留，事實上，現時數碼廣播等技
術均快速提升，並質疑商經局及創科局今
後如何作政策配合。

何淑兒：兩局分工清晰
何淑兒回應時說，創科局與商經局分工

清晰：創科局將專注集中更好應用科技，
及重點推動科研發展，廣播通訊的監管性
及發牌性較重，未必與科研有關係，故由
商經局處理。兩局未來在通訊、廣播、創
新產業等方面，定會緊密合作。政府深信
現時職能切割合適，未來並會作職能檢
討。
政府計劃於立法會通過決議案或財委會

批出撥款後14日，創新及科技局正式生
效。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擔心，屆時
「有局無人」。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就借題
發揮，聲言特首梁振英早有「心水局
長」，但「拒絕開誠布公」。
公民黨議員毛孟靜則稱，即使立法會通

過成立創科局，新局長職位或會懸空，故
毋須急切立例，「整件事可能是空殼子，
何必要急就章？」聲稱支持創科局成立的
資訊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稱，即使立法會
通過成立創新及科技局，但法例通過初

期，新局長職位仍然懸空，不需要急切立
例。

各界盼快開局 局長或先署任
何淑兒回應說，各界都期望盡快開局，也

有必然的程序要做，同時要爭取立法會支持，
故政府已開始成立創科局的前期工作，準備
充足，而非待財委會通過後先開工。
她續說，一旦未能物色局長人選，也可先

行署任，「政府設局計劃不是急促，只是希
望盡快開始發展香港科技，開局亦非商經局
多事做──人人都多事做，最重要是對科技
的尊重，並致力增加香港經濟動力。」

創新科技非易 局長薪金睇齊
自由黨紡織及製衣界議員鍾國斌則質

疑，商經局以至運房局都涵蓋很多工作範
疇，但新的創科局處理課題相對較少，將
會出現「同酬不同工」的情況，不應與其
他局長薪酬相同。
何淑兒回應指，創科局局長薪金與其他

局長一致，認為創新科技發展涉及不同持
份者，當中由科研變成商品化從而推動經
濟發展，此路絕非易事，不可單純以課題
多少作比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

祖) 特區政府提出設立「創

新及科技局」發展知識型

經濟。立法會「研究有關

成立新的創新及科技局的

法例修訂建議小組委員會」

昨日舉行首次會議。反對

派質疑政府將新局的生效

期，設定為立法會大會通

過決議案或財委會通過撥

款後14日，過於倉促。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

長何淑兒指出，特區政府

早已開展前期工作，相信

準備時間充足。倘進展順

利，創科局可望於下月中

成立。

拜會納吉布 林鄭盼早簽東盟協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正在馬來西亞訪問的

特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在拜會馬國總理納吉
布時表示，香港和東盟將於7月就「東盟─香港自由貿
易協定」展開正式會談。協定是香港在區域推動經濟
融合及共同繁榮的重要一步，她期待雙方早日達成協
議，並相信隨東盟經濟共同體在2015年年底成立，
協定正好為區內各個市場提供增長動力，並為商業活
動增值。

感謝大馬挺港與東盟簽協定
林鄭月娥昨日拜會納吉布，推廣馬來西亞和香港的
雙邊關係。林鄭月娥在會面中指出，香港自回歸祖國
近17年以來，一直成功落實「一國兩制」，並向對方
簡介了香港不同方面的最新發展，包括經濟、教育及
就業、房屋及基建和政制發展。
她又感謝馬來西亞支持香港透過尋求締結「東盟─
香港自由貿易協定」，加強香港與東盟的聯繫︰「協
定將是香港在區域推動經濟融合及共同繁榮的重要一
步。我很高興東盟和香港將於7月展開正式會談，亦期
待雙方早日達成協議，讓兩地商人及投資者可受惠於
這份重要協定。」

助區內市場商業活動增動力
林鄭月娥在香港駐新加坡經濟貿易辦事處和本港及
當地商會合辦、旨在加強香港與東盟區域合作的論壇

上，發表了主題演說。她表示：「隨東盟經濟共同
體在2015年年底成立，我們相信香港與東盟之間的自
由貿易協定正好為區內各個市場提供增長動力，並為
商業活動增值。」
她在論壇上見證馬來西亞投資發展局和投資推廣署

簽署合作諒解備忘錄，加強雙方的投資推廣合作。

晤大馬部長 推銷港獨特地位
同日，林鄭月娥和馬來西亞國際貿易與工業部部長慕

斯達法會面，就投資及貿易機遇交換意見。她指出，香
港金融、專業和商業服務業發展完備，並有強大的國際
聯繫。香港與馬來西亞在貿易上互補性強，而CEPA並
無限制資金來源，讓海外公司可以利用香港作為平台，
進入龐大的內地市場。「我非常鼓勵更多馬來西亞公司
善用香港的獨特地位，在區內尋求商機。」
林鄭月娥其後轉往檳城，與檳州第二副首長拉馬沙

米會面，並於晚上主持「照亮香港在檳城」活動的開
幕儀式，推動兩地文化交流。

■林鄭月娥和慕斯達法會面，就投資及貿易機遇交換意見。

■陳家強批評，極少數議員的拉布，是以少
數的聲音騎劫多數人的意見。

長者醫券倍增至2,000元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李慧妍）立法會昨晚三讀

通過財政預算案撥款條例，衛生署昨日宣布，長者醫
療券計劃資助金額由現時的1,000元增至2,000元，而
在2014年新增的金額將於本月7日發放至每名合資格
長者的「醫健通」戶口。
政府於2009年試行長者醫療券計劃，並由今年1月
1日起轉為恆常支援計劃。衛生署指，凡年滿70歲或
以上的本地居民，每年均可獲發醫療券，以資助他們
到私家診所求診。
在新規定的長者醫療券計劃中，由於醫療券金額每

年增加1,000元，並可累積未使用的醫療券留待後年使
用，因此，累積金額上限亦由原來的3,000元調整至最
多4,000元。
長者醫療券計劃網頁www.hcv.gov.hk，查詢熱線

2838 2311，可取得更多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