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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疫手環、疫情資訊地圖、抗菌塗層、銅芯可重
用口罩……新冠肺炎疫情甫蔓延到香港，創新及科技
局（下稱 「創科局」 ）就未停止過科技抗疫的腳步。
上周，創科局研發可重用60次的 「銅芯抗疫」 口罩，
為市民雪中送炭。然而，有人卻因為政府最初未公開
銅芯口罩生產商而質疑其 「黑箱作業」 ，有 「利益輸
送」 。面對質疑聲音，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為同事鳴冤
。她表示，事前保密生產可重用口罩，是怕提前曝光
會影響物料供應， 「肯定不是 『黑箱』 ，是為了維護
香港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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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三原則 逆境打疫仗
【大公報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分享

香港防疫抗疫經驗時表示，政府始終秉持
三大原則展開防疫抗疫工作。加之疫情往
往發生得很快，首要的原則是 「迅速應變
」 ，由於對新病毒認知有限，有時甚至要
冒少許風險，作出果斷決定；第二個原則
是 「嚴陣以待」 ，即凡事要做情況最差的
應對準備，過程不能鬆懈、不能自滿；第
三個原則是 「公開透明」 ，她坦言，由於
有的市民對政府信任度較低，一些議員及
團體甚至對政府有負面看法，政府更須毫
無隱瞞。

「我們是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打這場疫
仗。」 特首表示，特區政府在去年12月底
獲中央通知武漢有疫情時，已即時啟動應
變機制，但她承認，香港在經歷去年史無

前例的社會動盪後，政府施政困難，要得
到市民支持，有效推動公共衛生措施，比
其他地方更困難。

四專家負責提供專業意見
特區政府在1月25日將防疫工作提升為

緊急應變級別，特首親自主持每一個跨部
門會議。同日，她亦委任了一個專家顧問
團，包括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梁卓
偉教授、港大李嘉誠醫學院微生物學系傳
染病學講座教授袁國勇、前世界衛生組織
助理總幹事福田敬二及中文大學防治傳染
病研究中心主任許樹昌，他們可以直接向
特首就疫情及防疫抗疫工作提供意見。

林鄭月娥形容委任四位專家顧問是 「
明智決定」 。她透露，每次與專家顧問開

會，政府代表會先向他們匯報政府過去一
段時間的工作、成效、困難，以及希望他
們就哪個範疇提供意見，之後就讓他們自
由發揮，但最後是政府內部委員會做決定
， 「香港的環境很政治化，我們不想四位
專家 『孭飛』 ，承受政府決策造成的社會
反應」 。她又說，政府做決定不只是聽專
家意見，亦要考慮社會接受程度、市民反
映、經濟影響等不同因素，但問責團隊抱
謙虛、學習態度聽取意見，是特區政府抗
疫工作的特色。

林鄭月娥亦表示，在抗疫過程中重視
公開透明及向公眾交代，包括她自一月以
來已27次見記者，亦有68個社交媒體帖文
，每個月都撰寫公開的抗疫報告。她視察
了54個地方，事後亦發出了新聞稿交代。

「全球防疫用品資源緊張，好多口罩都需要用到同一物料，
可以說全世界都在搶這些物料。」 林鄭月娥透露， 「銅芯抗疫」
口罩（又稱 「CuMask」 ）在製作的時候其實非常困難，從構思
到落實、再到生產都需時。在完工前，林鄭月娥自己也曾問過創
科局的同事： 「做了八億元的項目，不如講下有關進度吧？」 但
同事一致認為未到 「講得」 的時機。同事擔憂，講了就拿不到這
些貨，拿不到貨就做不到事。因此，直到最後一批口罩過關來到
香港，政府 「先夠膽講」 。

睹同事被屈 有責任發聲
其實，在科技抗疫的數月中，創科局已不是第一次受委屈。

林鄭月娥憶述，自新冠肺炎疫情在本港蔓延以來，有數以萬計的
返港人士要接受14天的家居檢疫。然而，靠分配人手去時時上
門巡查隔離人士，以確保隔離人士在家，明顯是效率低、而且效
果差。為了解決巡查問題，創科局和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開
始研發電子手環，且在運用後的三個月內不斷改進。然而，電子
手環惹來反對派指摘，稱有港人入境近一周仍未收到密碼可啟動
手帶，認為手帶 「甩漏」 多。林鄭月娥認為，事物發展和完善需
要一個過程，面對符合事實的批評政府欣然接受，但有的人卻因
手環有瑕疵而對研發部門 「抓住不放」 ，更強硬要求資訊科技總
監在電台上道歉。 「不做事還好，一做事，而且真的是日以繼夜
地做，卻還要被要求道歉、被屈 『黑箱』 操作。作為特首，我覺
得我有責任為同事平反。」

創科潛力大 抗疫見真章
特首相信，同事們依然會保持做事的熱情，不忘初心。 「事

實證明，電子手環在改進下依然起到監督家居檢疫的作用；而
CuMask在開放登記後的第一日，就有200多萬市民登記。從數
據可以看到，市民還是歡迎有這樣的可重用口罩的。所以我會以
這些事例去鼓勵我的同事，迎難而上，不要畏懼他人批評，我們
如果做的是對的，最終社會是看得到的。」

「今次的抗疫工作，真的凸顯了香港在創科應用方面的潛力
。」 林鄭月娥表示，以前創科方面似乎較少看到轉化成果，很多
都是做了研究、參加比賽、拿獎之後 「就放在那裏」 。而抗疫以
來，除了電子手環和CuMask，本港高校研發的殺菌塗層、官民
合作研發的互動地圖儀表板等，皆能證明創科轉化的潛力。她續
說，為將香港打造成國際創科中心，自己上任以來就很關注這一
行業，例如每年財政預算案中，投入大量資金到科學園、大學的
研發機構等。她希望今後本港創科行業與大灣區繼續加強合作。

談及新上任的創科局局長薛永恆，林鄭月娥亦給予其充分的
肯定： 「他不是一個簡單的工程師，在機電工程署任職時，亦將
創科應用得非常好，相信他能推動香港創科發展。」

大公報記者 湯嘉平、曾敏捷、文軒（文） 蔡文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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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抗疫日誌

••特首離港特首離港
赴瑞士達赴瑞士達
沃斯出席沃斯出席
世界經濟世界經濟
論壇年會論壇年會

••香港出現香港出現
本地首宗本地首宗
確診病例確診病例
，，特首翌特首翌
日馬上坐日馬上坐
飛機返港飛機返港

••特首清晨六點抵港後隨特首清晨六點抵港後隨
即會見專家即會見專家，，並於當天並於當天
公布將香港的應變級別公布將香港的應變級別
提升至最高的緊急級別提升至最高的緊急級別
，，此後所有的跨部門會此後所有的跨部門會
議都由特首主持議都由特首主持

••特首表示特首表示，，作出抗作出抗
疫期間最困難的一疫期間最困難的一
個決定個決定，，即禁止湖即禁止湖
北省居民和過去北省居民和過去1414
日到過湖北省的非日到過湖北省的非
港人入境港人入境（（該措施該措施
於於2727日推行日推行））

••落實強制檢疫安排落實強制檢疫安排，，所所
有內地抵港人士需要有內地抵港人士需要
1414天強制檢疫天強制檢疫，，至今至今
為止發了超過為止發了超過1010萬張萬張
檢疫令檢疫令，，相關檢疫人士相關檢疫人士
零確診零確診

••宣布將防疫宣布將防疫
抗疫基金加抗疫基金加
碼至碼至300300億元億元

••向所有於抵港前向所有於抵港前1414日日
曾到該等國家或地區曾到該等國家或地區
的人士的人士（（不論是否香不論是否香
港居民港居民））發出檢疫令發出檢疫令

1月20日

1月23日
1月25日（大年初一）

1月26日2月8日2月19日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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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到口罩廠了解生產情況，並向紡織師傅及工友們致謝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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