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5 香港新聞/特刊 ■責任編輯：勞詠華 2015年5月28日（星期四）

煙民一生花114萬買煙
料累港每年損失113億元 可建1.8萬公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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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華人社會都是全球花膠
的主要市場，價值不菲的「金錢鰵」
花膠，原本是活躍南中國海一帶的黃
唇魚魚鰾，但多年來被大量濫捕，現

近乎絕迹。由於黃唇魚與石首魚的外形相似，令商
人近年改以加利福尼亞灣的石首魚魚鰾取代。
石首魚魚鰾所製成的花膠與一般花膠在外貌上

有所不同，綠色和平項目經理張韻琪指出，初步
用肉眼就可分辨，鰾前端有一對細長的鬚，亦是
價值所在，若要再確定，就要作出科學分析。她
稱，由於價錢極高，由數萬至幾十萬不等，估計
並非用來食用，主要用作炒賣、收藏或送禮。而
根據石首魚專家的觀點，其保健作用不得而知；
中醫則認為花膠有療傷鎮痛及滋補的功效。
雖然能否強身健體未有定論，但隨着中國社會

愈來愈渴求，在利潤極高的情況下，令不少墨西哥
漁民無視禁令，以身試法。來自墨西哥的綠色和平
海洋項目主任Silvia指，面對可觀的利潤，當地仍
有大量漁民在夜間偷捕，而捕獲石首魚的方式與鯊
魚相近，均是割下有用的部分後再拋落海。
Silvia 續稱，在高峰期，漁民可以在一晚捉

100條至300條石首魚，最高售價可達10,000美
元一斤。亦由於捕魚及走私的收入高於犯毒，
吸引黑幫想分一杯羹，令當地罪案增加；同時
亦令與石首魚同一海域、屬極瀕危動物的加灣
鼠海豚因誤入刺網，窒息而死，極有可能於兩
三年內絕種。 ■記者 鮑旻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鮑旻珊) 高級花膠「金錢鰵」
有價有市，體積較大的金錢鰵的售價動輒數十萬到數
百萬元 ，吸引不少人鋌而走險。有環團早前進行偵
查，到訪上環及荃灣70多間海味店，發現有7間店舖
非法售賣極瀕危的金錢鰵，更可派員帶貨過關。環團
更發現，海關職員視花膠等同乾貨，可自由出入境，
沒有意識到花膠當中也有瀕危物種。漁護署昨回應
指，在本月21日，巡查位於上環的海味店時，檢走一
些可疑的花膠樣本作化驗，至今未有檢控個案。香港
海關則指，過去兩年有兩宗檢獲加利福尼亞灣石首魚
花膠的個案。
石首魚的魚鰾可製成利潤極高的高級花膠「金錢
鰵」，棲息於墨西哥北部的加利福尼亞灣，屬墨西哥
本土魚，由於其魚鰾大及膠質豐富，主要用作製造工
業用漿糊。自1940年開始被大量捕獵，在30年間，
一年產量由2,000公噸，即70,000幾條，急速下跌至
一年產量僅得50公噸，即2,000多條。當地政府於是
在1975年實施禁捕，石首魚在翌年列入《瀕危野生動
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嚴禁國際貿易。

7海味店涉售瀕危魚花膠
環團綠色和平於今年2月及4月進行兩次偵查，到

訪上環及荃灣共70多間海味店，發現有7間店舖涉嫌

非法售賣極瀕危石首魚花膠，更可直接展示現貨。他
們表明花膠是來自墨西哥，而且知悉該些花膠屬瀕危
物種。有店舖指出，只需額外付出每塊花膠2,000
元，店舖就會派員帶貨過關，由香港陸路到深圳。
為了測試海關的情況，綠色和平成員從美國唐人街

購買墨西哥出產的疑似石首魚花膠，經空路、陸路及
郵寄回港，均順利入境。項目主任鄧敏琳表示，海關
職員指花膠等同乾貨，即乾冬茹及乾瑤柱等，可自由
進出入境，即使是「自投羅網」向海關詢問是否需要
申報，所得回應是不需要。她認為，海關職員是沒有
意識到花膠當中也有瀕危物種。

漁護署護瀕危物種資源不足
香港由1976年起已制定法例《動植物（瀕危物種保
護 )條例》，實施《公約》的規定，該條例在2006年由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取代，禁止任何石首魚
的商業買賣。項目經理張韻琪批評，海關與漁護署從來
未曾就走私花膠作出任何檢控，亦沒有抽驗市面上的花
膠；現時漁護署每年就保護瀕危物種的開支只佔該署整
體預算開支的不足3%，資源嚴重不足。
綠色和平促請政府必需拿出決心，增加資源打擊跨

國走私瀕危物種；漁護署亦必須盡快進行調查，將不
法商人繩之於法。

漁護署表示，在本月21日，巡查位於上環的海味店
時，檢走一些可疑的花膠樣本作化驗，以確定魚類的
品種，至今未有檢控個案。署方人員不時巡視相關的
店舖，如發現可疑個案，會跟進調查。署方又指，為
加強各執法部門的合作，漁護署、海關及警方已成立
「保護瀕危物種聯絡小組」。各執法部門並會與海外
執法機關交換情報，加強堵截非法出入口個案。

海關兩年兩宗檢獲石首魚花膠
香港海關則指，過去兩年有兩宗檢獲加利福尼亞灣

石首魚花膠的個案。又表示，會繼續與漁護署保持緊
密合作，進一步提高海關前線人員的警覺性，打擊瀕
危物種動植物的走私活動。

中大醫學院計算，每天吸食一包價值56元
香煙的煙民，每年平均花費20,440港元

購買香煙產品，按18歲起吸煙，港人平均吸
食55.75年，每人一生約花費114萬港元購買
香煙產品。

煙民逾64萬 九成知傷身
學院又引用1998年一項本地研究，指吸煙
引致額外心血管疾病醫療開支、病假開支及提

早死亡率，導致每年達53億元的經濟損失，
根據每年4.5%的通脹率計算，本港現時吸煙
人士超過64萬，吸煙為本港每年帶來超過113
億港元的經濟損失，相當於建造18,458個公屋
單位。
中大醫學院藥劑學院副教授李詠恩昨日表

示，學院早前調查顯示，九成受訪者知道吸煙
有損健康，但大部分煙民並無因此戒煙。他希
望透過公布吸煙成本數據，讓市民明白除了健
康問題，戒煙亦可省錢。若把這些金錢善用於
投資的話，有機會為他們增進不少財富。

買煙錢作投資 60歲儲1410萬
李詠恩續指，推算若一般煙民由18歲開始

把買煙的錢用於投資項目上，直至60歲退休

時可獲得471萬港元（每日吸一包煙的煙
民）至1,410萬港元的回報（每日吸三包煙的
煙民），相同價錢現時分別可於新界購買一
個實用面積400多呎的單位，及於港島購買
一個實用面積800多呎的單位。
心臟病病友互助組織「關心您的心」主席

梁艷貞表示，其父親煙齡至少50多年，每日
起碼抽一包半至兩包煙，「盒裝煙、手捲
煙、煙斗，通通都抽！家人因而吸了不少二
手煙。」後來其父親先後發現有心臟發大及
胃癌，但仍然未能成功戒煙。
她指出，現代人壓力大，不少人以為抽煙

可減壓，其實對自己及身邊人都有不良影
響，「有哮喘病友，在街上見到有人抽煙，
都會掉頭走，聞一聞臉都青！」

中大
推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吸

煙危害健康，亦為社會及吸煙者本

身帶來龐大經濟損失。中大醫學院

研究推算，港人吸煙成本在亞太7個

地區排第三，僅次於澳洲及新加

坡，每名煙民一生花掉約114萬元

買煙。以本港逾64萬名煙民推算，

吸煙每年為本港招致約113億元經

濟損失，相當於建造1.8萬多個公屋

單位的成本。中大醫學院更指，若

煙民將吸煙的錢省下用作投資，有

機會增進不少財富。

■■有調查指吸煙會為有調查指吸煙會為
社會及吸煙者本身帶社會及吸煙者本身帶
來巨大經濟損失來巨大經濟損失。。

■■已被取走花膠的美國已被取走花膠的美國
石首魚魚屍石首魚魚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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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香港、上海和昆明的恒生義工，最近遠
赴雲南省昭通市大關縣吉利鎮，驗收於

2014年竣工的沼氣設施，了解當地村民使用新設
施後的生活狀況，並教導村民沼氣能源的知識。

長遠推動再生能源發展
計劃透過「一池三改」，為每個農戶興建沼氣

池，改建豬欄、洗手間和廚房，人畜糞便得以轉
化為免費的沼氣能源，供農村居民煮食及照明之
用。計劃令當地每年減少砍伐逾3,700英畝樹林
（相等於約115個九龍公園面積），並縮減逾

53,000公噸二氧化碳排放。
帶領義工到當地進行驗收的恒生銀行商業銀行

業務總監林燕勝表示：「首次到訪雲南驗收沼氣
設施及在當地小學教授沼氣能源知識，是一次難
忘經歷，亦令我十分感動。期望計劃可繼續從社
會、經濟及生態環境三方面，為雲南的可持續發
展作出貢獻。」
長春社副總監黃子勁表示：「計劃推動當地環

境及社區的長遠發展，感謝恒生銀行過去8年一
直支持計劃。期望計劃可繼續推行，村民能世世
代代與青山綠水為伴。」

來自恒生銀行環球資本市場營運
服務的鍾秀儀說：「可以親身到雲
南了解『恒生雲南沼氣能源計劃』
如何改善村民的生活，是工作以外
的一種寶貴經驗，這次活動不但能
代表公司為有需要人士送上祝福，
更能身體力行，回饋社會。」

恒生銀行自2007年起支持長春社與雲南省綠色環境發展基金會推行

「恒生雲南沼氣能源計劃」（計劃）。本年度將於雲南農村增建800套

沼氣設施，8年內共興建4,600套沼氣設施，超過17,000名村民受惠。

恒生夥長春社建沼氣設施
惠及17,000雲南村民

恒 生 義 工 心 聲
恒生銀行合規籌劃部的林源發認

為到當地教學是一個難忘和寶貴的
體驗，他說：「我們藉遊戲令學生
投入學習，讓他們了解使用沼氣能
源的好處和對環境保育的重要性。
看到學生踴躍參與問答環節，我也
感到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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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糞為寶 村民告別「土坑廁所」
在香港，廁所是家家戶戶必備的基本設施，但在「恒生
雲南沼氣能源計劃」推行的吉利鎮上，所謂的「廁所」，
都是豬欄裏的簡陋土坑。隨意處理人畜排泄物，不但令衛
生情況惡劣，更會為泥土和河溪帶來長期而嚴重的污染。
在計劃的資助下，受惠農戶現在每家都設有位於室內的廁
所，其排污管道和豬欄皆與地下沼氣池相連，人畜糞能直
接流入沼氣池產氣，過程既環保又衛生。村民現在不愁不
夠柴薪做飯，難怪他們都對計劃讚口不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