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賑災基金諮委會
邀救援機構茶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政務司
司長林鄭月娥日前以賑災基金諮詢委員會
主席身份，主持在政府總部舉行的茶敘，
與賑災基金曾撥款資助進行賑災工作的各
救援機構代表會面及交流。出席的13間機
構分別是安澤國際救援協會（中國）、愛
德基金會（香港）、施達基金會、懲教社
教育基金、香港仁人家園、香港紅十字
會、慈福行動、樂施會、國際培幼會、救
世軍、香港救助兒童會、無國界社工及香
港世界宣明會。
委員會成員鄭耀棠、李慧琼、孔令成、
狄志遠、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以及
行政署長蔡潔如也有出席。林鄭月娥致辭
時表示，賑災基金自1993年成立至今已超
過20年，歷年來所撥出的款項超過18億
元，資助合共375個賑災項目，受惠災民
遍及五大洲不同地區。

續優化基金運作效率
過去數年間，委員會通過了一系列的精
簡措施，進一步優化賑災基金的運作效
率。林鄭月娥感謝各救援機構多年來在賑
災工作方面的貢獻。委員會成員及機構代
表在茶敘上就賑災工作事宜，分享經驗及
互相交流。
各機構代表在會上就賑災基金的撥款
範圍、實物以外的災後支援、處理申請
的時間及機構人手調配等議題提出了有
用的意見。林鄭月娥指政府會積極跟
進，稍後在委員會提出討論，務求令賑
災基金能更有效發揮為災民提供支援的
功能。

■林鄭月娥和鄭耀棠、狄志遠在茶敘上與
樂施會代表余志穩交流。

高永文關注血鉛童評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食物及
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日前在衛生署署長陳漢
儀陪同下，到訪衛生防護中心，與該中心
的電話熱線中心、項目管理及專業發展處
以及監測及流行病學處非傳染病部的人員
會面，了解他們的工作情況，其後又與在
重大公共衛生緊急事故時擔當指揮角色的
緊急應變中心的人員傾談，聽取他們的匯
報。
高永文其後前往中九龍兒童體能智力測
驗中心，了解為受食水含鉛事件影響而被
驗出血鉛水平略高的兒童進行發展評估方
面的安排。

■高永文和衛生署署長陳漢儀與電話熱線
中心的人員交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本地
劇團劇場空間將於下月演出音樂劇
《布拉格．1968》。這是一個以生命
對抗極權的真實故事，根據席連．杜
卓廸及標．建羅仕的原著劇本、音樂
及歌詞改編。音樂劇《布拉格．
1968》由康文署主辦，於下月27日及
28日晚上8時及下月28日及29日下午
3時在葵青劇院演藝廳以粵語演出，門
票即日起於城市售票網發售。節目查
詢可致電2268-7325，亦可瀏覽網頁
www.lcsd.gov.hk/CE/CulturalService/
Programme/tc/theatre/program_965.
html；網上購票：www.urbtix.hk。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為提高社會
的清潔意識以及改善環境衛生，港府於8月
1日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全城清潔2015@家
是香港」運動已經結束，亦標誌着清潔香港
的行動進入新階段。負責統籌今次運動的政
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日前感謝地區人士、組織
及不同界別積極響應運動，舉辦多項活動推
廣清潔香港的信息，加大力度清潔環境，又
採取措施處理一些老、大、難的環境衛生問
題，例如私家街與私人後巷、「三無」大廈、
海岸垃圾、建築廢物等。
運動期內，各相關決策局及部門運用現

有資源，動員各界在其範疇或透過協作加
強清潔工作，當中食環署的洗街車及卸斗
廢物車分別額外出動了7,320小時及12,688
小時；渠務署清理位於容易淤塞地方、衛
生黑點、醫院、大型診所、公眾街市及熟

食中心與食肆林立地區的污水雨水渠，總
長合共約86公里；海事處進行10次特別海
濱清潔行動；社署分別向約1,860個津助／
資助的日間及住宿照顧服務單位及707個
自負盈虧或私營安老院舍/殘疾人士院舍等
提供一筆過撥款或清潔用品，協助他們進
行清潔工作。

清潔484幢「三無」廈 做好榜樣
此外，政府在運動期間亦為484幢「三無」

大廈的公共地方、36條私家街及14條私人後
巷進行特別清潔行動，希望能起示範作用，
令私人業主樂意自行肩負起管理、清潔及維
修私人處所公用部分的責任。若私家街及私
人後巷的衛生情況持續欠佳，食環署會在資
源許可下，考慮為有環境衛生問題的私家街
及私人後巷提供日常的街道潔淨服務。

12棄置黑點安裝攝錄機
當局已在26個非法棄置建築廢物黑點舉行

「妥善處置建築廢物」宣傳及教育活動，並
在12個黑點安裝監察攝錄系統，以阻嚇非法
棄置建築廢物活動及便利隨後的執法行動。
海上垃圾方面，當局已舉行多項宣傳及教育
活動，以及在2015至2016年度於27個需優
先處理的地點增加約440次清潔行動。
運動期間，當局接獲逾200個衛生黑點的

轉介。經各方清理後，黑點的衛生情況已見
改善。食環署現正就清潔服務合約的招標制
度進行檢討，並會繼續密切監察各承辦商的
服務表現，確保其遵守合約規定。清潔香港
的工作，必須依賴社會各界積極參與並持之
以恆，方會事半功倍，市民、業主及商戶需
配合政府的工作，重視公德及保持自律，盡

其責任保持周邊環境衛生。
「全城清潔」運動10月會進入另一階

段，為後續的工作展開序幕，令運動的精
神延伸下去。當局會總結是次運動過去兩
個月的經驗，研究如何保持政府和市民合
力取得的成果，令清潔香港的措施能持之
以恆。

全城潔港結束 林鄭感謝各界響應
《布拉格．1968》下月演出

■灣仔清潔
運動，馬紹
祥（右）與
其他主禮嘉
賓於耀華街
一幢「三無
大廈」參與
清潔工作。

中小企欠經驗 署方開班「授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知識產權署署長梁家麗

表示，逾75%的中小企認同知識產權貿易可促進香港經
濟，最大障礙是公司專業人才相關知識及經驗不足。有見
及此，署方在今年5月舉行知識產權貿易管理人員計劃，
讓中小企的管理層代表參與，加深他們對知識產權貿易的
理解。計劃推出數月，至今已有逾150間企業參與，今年
12月將進行第二期培訓班，加深企業對知識產權貿易的認
識。
梁家麗稱，署方在2014年6月委託顧問進行統計調查，

曾參與知識產權貿易的受訪機構普遍認為，「員工的經驗
及知識」是主要挑戰，其次是「客戶對知識產權貿易的認
識」、「知識產權使用者支付使用費的意慾」及「尋找合

適的知識產權使用者及購買者」等。署方因而在今年5月
舉辦「知識產權管理人員計劃」，協助中小企建立知識產
權方面的人力資源，及透過知識產權管理去提升企業競爭
力，把握知識產權貿易所帶來的機遇。

12月加推第二期培訓班
計劃設有為期兩天的培訓課程，每間企業可以派出管理

層代表出席，傳授何為知識產權、如何推廣、保護及管理
商標，如何在進行貿易及尋求投資時提升企業知識產權資
產價值等多方面。梁家麗指，至今已有逾150間企業參
與，合共180名人員參與，反應良好，將在今年12月加推
第二期培訓班。她表示，不排除日後會推出相關的文憑及

學位課程，「行業有需要就會做」，讓企業更清楚知識產
權貿易。
被問到內地近年知識產權貿易發展，梁家麗指，內地專

利服務人員較香港多及專業，加上內地近年專利及科技發
展迅速，專利申請數目連年取得全球第一，香港可乘勢與
內地結合發揮各自優勢，互相促進知識產權貿易。《粵港
保護知識產權合作協議2015至16年》中提及，未來粵港
仍會繼續在「粵港澳知識產權資料庫」及有關網站上載知
識產權貿易信息，並鼓勵兩地進行交流合作。
香港知識產權署將在今年12月舉辦「亞洲知識產權營

商論壇」，向企業推廣知識產權貿易的概念，並積極組織
粵方成員單位及企業報名參加。

知產署長：制度助育本地專利代理人 推創科發展促進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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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署署長梁家麗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指，近年香
港、新加坡、馬來西亞、韓國及歐洲等地，都在討論及

發展知識產權貿易，形容是世界大趨勢。她表示，發明者及
擁有一方均能透過買賣知識產權去發展商機，而企業更能提
升其商業價值，達致升級轉型的效果。梁家麗續說，知識產
權貿易更能推動其他專業服務發展的機會，如法律、會計、
管理、諮詢、保險、融資等，形容與社會經濟發展環環相
扣。

涵商標版權專利外觀設計
她解釋，知識產權包括商標權、專利權、版權、外觀設計

權、植物品種保護權及集成電路的布圖設計權等，而本港企業
對商標註冊的認識較多，單是去年就有逾4萬個申請，但專利
申請就只有1萬多個。梁家麗稱，香港的專利制度是再註冊制
度，即是商家或發明者，由內地的知識產權局或歐洲的專利局
取得專利後，在香港進行再註冊。

外企申請專利佔98.9%
香港現時多由外國企業在港申請專利，佔整體申請的

98.9%。梁家麗稱，此情況與其他國際都市相若，來自世界
各地的商家及發明家藉香港的優勢，再踏足亞洲及內地市
場。不過她稱，香港亦有短期專利申請，當中50%至60%
的申請者是本地人，相信是香港的創新發明者窺準香港多
變市場，產品的商業壽命較為短，故申請為期8年的短期專
利。

港企內地申請專利多10倍
梁家麗續說，每年本港企業在港申請長期專利（20年）數目
平均約100個，短期專利(8年)為200至300個，而到內地申請專
利就有3,000多個，相信本港部分創新發明企業的目標市場放
在內地。她認為，情況亦反映香港科技研發工作相對較少，需
要鼓勵香港創新科技要進一步發展，故署方正準備研究及準備
工作，發展專利營售制度，最快在2017年落實。
由於香港未有屬於自己的專利營售制度，故難以培養本地專

利代理人，一直都是依靠來自世界各地，如內地、英國及澳洲
等地的專業專利代理人去處理知識產權貿易。梁家麗稱，正作
出研究及培訓工作，發展本地專利從業員的制度，望有屬於自
己的專利代理人考試及認可資格，進一步考慮如何規管行業，
讓行業發展更加健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

韻）知識產權看似艱澀難懂，

但其實每日都出現在你我身

邊，如衣物牌子、流行歌曲及

電影等，均與知識產權息息相

關，而各種處理知識產權的商

業行為泛指為知識產權貿易。

知識產權署署長梁家麗表示，

中小企近年對知識產權貿易有

所認識，惟認知度不足，需要

提供培訓。由於香港未有屬於

自己的專利營售制度，故難以

培養本地專利代理人，署方正

進行研究及準備工作，發展專

利營售制度，最快在2017年落

實，有助推動香港創意及創新

科技發展，促進經濟。■知識產權署署長梁家麗。 劉國權 攝

■■時裝時裝

■■手工皮鞋品牌手工皮鞋品牌。。

■■產品的外觀產品的外觀設計可以申請專利設計可以申請專利。。

■香港鐘錶展上的新
款手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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