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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降低樓宇強拍門檻的
《〈2024 年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修
訂）條例〉（生效日期）公告》昨日刊憲，宣布條
例今年12月6日生效實施，並於下周三（16日）提
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程序。條例生效後，
樓齡 50年或以上的私人樓宇，視乎樓齡和所屬地
區，強拍門檻將由現時必須收集最少 80%業權同
意，降低至70%或65%。
為推動企業重建老舊失修的私樓，立法會今年
7 月18日通過有關修訂條例，循四個方向更新和精

簡《條例》下的法定強制售賣（俗稱強拍）的制
度，包括降低強拍申請門檻；便利相連地段的強拍
申請；精簡強拍制度的法律程序；以及加強支援受
影響的小業主。

加快業權統一 有利舊樓重建
若樓齡介乎50年至59年，位處7個舊樓林立的指定

地區，強拍門檻降至70%；介乎60年至69年兼位處
有關指定地區，門檻再降至65%。有關樓齡大廈若在
非指定地區，門檻亦降至70%。而超過70年樓齡則無

論地區，只要齊集65%業權均可申請強拍。
特區政府發展局發言人昨日表示，修訂條例旨在加
快私人業權統一，以便促進重建老舊失修樓宇，解決
舊樓的安全隱患和改善民生，並加強對小業主利益
的法律保障。發展局成立的強拍條例小業主專責辦
事處，以及由市區重建局成立的全資附屬公司強拍
條例小業主支援中心，均已於今年8月27日投入服
務，於強拍申請過程的不同階段，向小業主提供一
站式加強支援服務，協助他們明白其法定權利和尋
求專業意見。

強拍降門檻12．6生效 70年樓齡劃一集65%業權

問：怎樣訂立預設醫療指

示？

答：訂立者須在不少於兩名

見證人在場下，簽署一

份書面指示，兩名見證

人均不得為訂立者的利

益攸關者（如遺囑或保

單受益人），其中一名

見證人須屬註冊醫生。

問：預設醫療指示會何時生

效？ 制訂時候有什麼

限制？

答：指示只會在下列情況下

生效 ：

1）訂立者罹患末期疾

病

2）陷入持續性植物人狀

態或不可逆轉的昏迷

3）罹患其他晚期不可逆

轉的壽命受限疾病

訂立者不得透過預

設醫療指示拒絕基

本護理（照顧）、

紓緩治療或要求施

用或處方某物質以

結束其生命，即不

允許透過預設醫療

指示進行安樂死。

問：我訂立了預設醫療指示

後，還可以撤銷嗎？

答：當然可以，預設醫療指

示秉承慎入易出原則，

使用紙本文件作指示

時，訂立者若改變決

定，可簡單選擇不展示

文件，亦可刪去簽名、

撕爛、燒毀指示。病人

還可在有證人見證下以

口頭方式撤銷指示。

註：法案尚未正式通過，最

終版本與上述內容或有

不同

資料來源：綜合資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預設醫療指示
問 與 答

今天是中國傳統節日重陽節。在香港，

重陽節其中一個習俗就是拜山祭祖，登山

掃墓，祭拜先人。在一年一度重陽節來臨

之際，關於生老病死話題不再是禁忌。有市民提出，當醫療手段

無法治療疾病，僅能維持生命時，對病者來說究竟是慈悲抑或殘

忍？香港現時病人預設的醫療指示並無法律地位，醫護人員未必

願遵從其意願，故香港特區政府早前提出《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

決定條例草案》，交由立法會審議中。香港文匯報

今起刊發三輯專題，報道由不同持份

者講述面對死亡的思考和抉擇。

81歲的黎老太雖未患危疾，但亦常因高血壓、心血
管疾病等慢性疾病出入醫院。她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前兩天才剛出院，身體較疲累。3年前，她丈夫
亦飽受癌症折磨，因不想妻子一同受苦，黎老先生接
受紓緩治療，走到人生盡頭。她認為，人總有離開人
世的一天，應及早作安排，故有意訂立預設醫療指
示。

臨終前一天 老伴仍打麻將耍樂
黎老太的女兒表示，父親性格樂天，愛熱鬧和交友，

但85歲首次確診大腸癌，術後病情雖得以控制，但4年
後癌細胞擴散，又進入另一場生死交戰，「2021年 3
月，爸爸因腦積水入住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7月情況變
差，癌細胞擴散。醫院問想不想化療，他說不想做，我
們都支持其決定。」接受紓緩治療令黎老先生能笑到最
後，出院回家療養，與妻兒共度最後時光。直至同年9月
病情再惡化，入住善寧之家紓緩不適，家人24小時陪
護。臨終前一天，他還坐在病榻上打麻將耍樂，在親友
陪伴下安詳離世。
家人對黎老先生的晚期治療亦不帶遺憾。作為女兒的
黎女士表示，尊重父親意願外，亦有理性考量。因父親
已是耄耋高齡，末期癌症即使積極治療，也難令病情逆
轉，只是徒增痛苦，倒不如盡可能讓父親舒服、有尊嚴
地走完人生旅程。

母：人始終要走 不想到時辛苦
經歷喪父，黎女士變得豁達，對於母親打算預設醫療
指示，也表示理解，「平時若非重病住院，家人之間沒
什麼機會主動談及這種事。這次訪問也是一個契機，可
和家人討論溝通。」黎老太亦表示，臨終安排、晚期醫
療等話題難以向人啟齒，「說到這些，大家就會覺得
『大吉利是』，不說更好。不過，人始終都要走，我不
想自己到時辛苦。」
採訪臨近尾聲，黎老太拿出一本在社工學生幫忙下製

作的《生命故事》，以照片和口述記錄一生。翻開一頁
頁，彷彿看到一個廣東東莞少女數十年的成長蛻變，嫁
到香港、生兒育女、親友往來、操持家務、兒孫繞膝。
最後送走相伴62年的丈夫，依然努力過好晚年生活，豁
達面對未知的人生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紓緩治療讓夫笑到最後
老妻同盼設醫療指示

編 者 按

����
之自主人生

●●譚老太面對死亡雲淡風輕譚老太面對死亡雲淡風輕。。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攝攝

●●譚老太和輕度智障的女兒譚老太和輕度智障的女兒。。

●●黎老太和女兒黎老太和女兒。。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攝

●●譚老太表示譚老太表示，，無意在女兒壯年時就替其作決定無意在女兒壯年時就替其作決定。。

●●修訂條例旨在加快私人業權統一修訂條例旨在加快私人業權統一，，促進重建促進重建
老舊失修樓宇老舊失修樓宇。。圖為大角咀舊樓圖為大角咀舊樓。。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在香港，隨着近年來社會風氣愈趨開放，有市民

已突破思路禁區，思索當罹患不可逆轉的末期頑疾時，在

仍能自主時，規劃生命最後一里路，減少自己和身邊人的痛

苦。76歲譚老太過去十年先後見證丈夫和至親歷盡病魔折磨，

「我母親是患肺氣腫離世的，她總是唞不到氣，最後拖拖拉拉近兩

年……我看她那麼辛苦，卻什麼都幫不了她，寧願她早點解脫。」

為免成為輕微智障獨生女的負擔，早已關注預設醫療指示的議題，

惟香港沿用的預設醫療指示沒有法律地位，醫護普遍拒絕作見證

人。香港立法會正審議的《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草

案》則賦予醫療指示法律地位，消除醫護的疑慮。一旦維生

條例草案審議通過並生效實施、有了法例依據，譚老

太希望能自主人生的結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預設醫療
指示其實

一直在香港沿用，但
未有專門法律框架清晰化
相關制度，醫護擔心背負着謀殺、
協助他人自殺等刑事責任，普遍拒絕為預設醫療指示簽
署見證，更遑論是執行指示。

倡三情況下能執行預設指示
香港立法會正審議的維生條例草案，一旦審議通過，
可消除醫護的疑慮。不過，醫療指示並非可隨意履行，
根據草案建議只有三種情況下，能執行預設的指示，包
括訂立者罹患末期疾病、陷入持續性植物人狀態或不可
逆轉的昏迷，以及罹患其他晚期不可逆轉的壽命受限疾
病。
維生條例草案還在審議，譚老太已規劃那一天來臨，
「我如果哪天病了，丈夫和女兒都不能照顧我，我想自
己先簽訂指示。」她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語氣
不帶悲傷，反是豁達爽朗，面對死亡雲淡風輕，皆因她
近年陪伴家人經歷多場生死交戰，已看慣生死。
數十年前，她陪伴患肺氣腫的母親走過人生最後階
段，其後又見證其他親友離世，想法更為強烈，「她
（母親）總是唞不到氣，一
直出入港島的醫院。兄弟姊
妹當時都住在新界，我照顧
母親最多，也看着她受苦最
多。那時我們不懂什麼是醫
療指示，只見母親情況愈來
愈差，住兩三個禮拜醫院，
回家沒幾天又要叫救護車送
院。她早就不認得誰來探
望，插喉兼綁手綁腳，也講
不到話。」
今年初，另一名親屬過世
亦令她感觸良多，「疫情期
間，他（該親戚）還住在院

舍。那時我隔着玻璃探望，他已
不認得人，我感覺到他狀況好差。後

來他入院，其子女還是很堅決要維持他的
生命。如果換了是我，在那種情況下就不希望

被救了。」

見證人難尋 連社工也不太懂
譚老太80歲的丈夫近年與病魔多次交手，早前丈夫

重病住院，康復返家後身體大不如前，行動力和溝通能
力都有所減退，家務主要由譚老太操持。40多歲獨女患
輕微智障，智力稍遜於常人，並受腦癇困擾，平日住在
院舍，周末才回家。
譚老太目前身體健壯，但自覺年事漸高，人生旅程總
有一天要終結。儘管她早已有意願和決心預設醫療指
示，但香港舊有法例下，醫療指示未制度化，她唯有到
處參與相關講座，盡力搜集資料，但靠自己始終找不到
一個簽署文件的切入點，「居所附近診所的家庭醫生不
肯簽署作見證人，問他們（醫護）也不太懂，照顧我女
兒的復康社工，亦未必了解臨終關懷和晚期醫療這回
事。我們老人家閱讀能力不太好，太複雜的東西也看不
懂，日後有法案是好事，很希望多一些宣傳、講解，能
夠讓我們容易去做。」

無意替女兒作決定
至於女兒，她無意在對

方壯年時就替其作決定，
「 如 果 我 和 她 爸 爸 都 不
在，像她這種情況，監護
委員會會幫她委任其他監
護人，也會有主診醫生與
她商量醫療決定。之前院
舍有人做小手術，關於是
否做麻醉，醫生與他們都
是有商有量，我相信到那
個時候，醫生也會參考她
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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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維生條例草案若通過可釋醫護疑慮港維生條例草案若通過可釋醫護疑慮 末期病患者可預設醫療指示末期病患者可預設醫療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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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河套等7大集中承載區
深圳打造全域創新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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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溫25-29℃ 濕度5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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