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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一月 決不言敗 

 
 一月二十五日農曆新年年初一，特區政府把應變新型冠狀病毒

(COVID-19) 的級別提升到最高的「緊急」(Emergency)，由我親自領

導跨部門督導委員會暨指揮中心。今天過了漫長的一個月，是時候

做個小結。 
 
 香港有穩健的抗疫機制，也經歷過令人傷痛的非典肺炎疫情，

面對所知不多的新型病毒，我們不敢掉以輕心。防疫工作由本港衞

生署首次接獲國家衞健委通知有關武漢情況後便即時展開 : 加強

邊境管制站健康篩查、要求醫院及醫生通報懷疑個案、建立監察系

統、提醒市民注意個人衞生等措施同步推行。我早於 1 月 7 日公開

表示，特區政府的抗疫工作須符合「迅速應變」、「嚴陣以待」和「公

開透明」三大原則。在各級同事的全情投入下，我們的工作符合這

三項要求。 
 
 
迅速應變 
 
 政府在多位專家的協助下，不斷評估疫情而採取行動，務求阻

斷病毒在港的傳播鏈。在過程中，可以說是與病毒競賽，分秒必爭，

決策往往是在數小時內。重要的應變行動可見於以下的事件簿: 
 

日期 事件 

1 月 8 日 把新型病毒納入《預防及控制疾病條例》，為往後工

作提供法律基礎 

1 月 13 日 落實「加強化驗室監測」，主動找出懷疑個案 

1 月 23 日 隨着香港出現首兩宗確診個案，啟動首個檢疫中心 

1 月 24 日 暫停往來湖北武漢的航班和高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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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5 日 提升「應變計劃」級別至「緊急」；行政長官委任四

位專家為專家顧問團，並宣布延遲全港學校在農曆

新年假期後復課日子至 2 月 17 日 

1 月 27 日 限制湖北省居民以及任何過去 14 天到過湖北省的非

香港居民入境 

1 月 30 日 暫停六個陸路和海路跨境口岸旅客服務 

1 月 31 日 宣布全港學校復課日期延至 3 月 2 日 

2 月 4 日 暫停另外四個陸路和海路口岸旅客服務，跨境陸路

客運只剩下深圳灣口岸和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2 月 5 日 暫停啟德郵輪碼頭和海運大廈郵輪碼頭旅客服務;香
港的出入境口岸只有香港國際機場和上述兩個陸路

口岸 

2 月 7 日 行政會議確立香港已進入公共衞生緊急狀態 (Public 
Health Emergency)，並制定規例強制所有從內地入境

人士接受家居檢疫(除獲豁免人士) 

2 月 8 日 落實強制檢疫安排。截至 2 月 24 日，每天平均 1 204
人須接受 14 天強制檢疫 

2 月 9 日 完成「世界夢號」郵輪全體船員(約 1 800 名)病毒測

試，隨後 1 800 名旅客可以登岸 

2 月 10 日 撤離長康邨康美樓有關住客至檢疫中心，經全面檢

查單位和住客病毒測試後，2 月 15 日安排住客返家 

2 月 13 日 宣布全港學校不早於 3 月 16 日復課 

2 月 14 日 宣布申請不少於 250 億元成立「防疫抗疫基金」，立

法會財務委員會於 2 月 21 日撥款 300 億元作基金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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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5 日 宣布安排免費包機接回「鑽石公主號」郵輪上經病毒

測試後可登岸的香港居民 

2 月 19 日 推出進一步「加強化驗室監測」計劃，為普通科門診

和急症室相關病人進行病毒測試 

2 月 23 日 完成安排「鑽石公主號」郵輪上香港居民分三批包機

返港行動 

2 月 24 日 宣布安排包機接載滯留湖北港人分批返港 

2 月 25 日 限制從韓國來港或過去 14 天曾到過韓國的非香港居

民入境，並對所有從韓國抵港香港居民實施 14 天醫

學監察，而曾到過韓國大邱及慶尚北道的香港居民

則須到檢疫中心接受 14 天強制檢疫 

 宣布全港學校不早於學校復活節假期完結前(即約 4
月 20 日)復課，香港中學文憑試則在 3 月 27 日開始

舉行 

 
 
嚴陣以待 
 
 過去一個月，特區政府把防疫抗疫工作放在首位，督導委員會

暨指揮中心一共召開了八次由所有司局長和相關部門首長參與的全

體會議，行政長官召開了五次專家顧問團會議，而籌備各項行動的

工作會議、實地視察則數以百計，能調動的人手和資源都集中到抗

疫工作。為應對疫情可能會更加嚴峻，須要接受檢疫的人士會有所

增加，有關部門聯同承建商、供應商爭分奪秒加建隔離和檢疫設施、

安排交通、運送物資等，大家都抱着「為最壞情況做最好準備」的

心態，為抗疫出一分力。我多次到前線探訪醫護人員、同事和義工，

深受他們的工作熱誠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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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透明 
 
 要有效處理疫情，須透過快速和簡單易明的訊息傳達，減少市

民焦慮。面對網上傳播的假消息、謠言及無稽的指控，更須及時澄

清，以免引起社會恐慌。在抗疫工作中與公眾溝通的途徑包括： 
 

 衞生防護中心和醫管局每天下午 4:30 舉行記者招待會，交代確

診個案和疫情； 
 行政長官和司局長就政策回應會見傳媒 47 次； 
 衞生防護中心設立專題網頁，整合發放訊息； 
 推出「本地情況互動地圖儀表板」（Interactive Map Dashboard），

令公眾對疫情及數據一目了然； 
 設立政府特設網頁 coronavirus.gov.hk，提供綜合一站式資訊； 
 推行宣傳活動，透過網上及實體媒體，及中、英文以外的多個

少數族裔語言，發放個人衞生訊息； 
 推出「添馬台」(Tamar Talk) Facebook 專頁，以更簡單易明文

字和數據提供訊息和澄清謠言。 

 
 
疫情發展 
 
 截至 2 月 25 日凌晨，本港確診個案(包括五宗「鑽石公主號」

郵輪返港人士)為 81 宗，考慮到香港與內地地理和人流上的密切聯

繫和香港的城市密度，這個目前比日本、韓國、新加坡要低的數字

得來不易；除了幾宗聚會活動的組群感染個案外，本港並沒有出現

廣泛的社區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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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效應對這場可能是持久戰的疫情，特區政府會竭力做好以

下十項工作： 
 

1. 按專家意見，繼續採取圍堵策略，加強公眾教育，呼籲市民做

足防疫措施，減少社交接觸，切斷病毒傳播鏈； 

2. 增加隔離和檢疫設施，積極參與新藥物臨床實驗，應付可能出

現的更多治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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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亞洲國家及地區確診個案數字

香港確診個案數字 日本確診個案數字
澳門確診個案數字 新加坡確診個案數字
韓國確診個案數字 台灣確診個案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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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強衞生署公共衞生檢測中心檢測能力，配合醫管局推行的

「加強化驗室監測」，務求更早發現有潛在風險的人士（事實上，

在目前 81 宗確診個案中，有 32 宗是透過該計劃由醫管局主動

找出）； 

4. 解決口罩和個人防護物資的短缺，並優先照顧醫護人員和其他

在前線參與防疫抗疫工作人員的需要； 

5. 用好「防疫抗疫基金」的相關資助項目，加強全城抗疫能力，

特別是促成口罩的本地生產和科技應用； 

6. 照顧兩批因疫情滯留日本和湖北省的香港居民，並盡快安排湖

北省港人分批回港； 

7. 在做足防疫措施和減少社交接觸的前提下，調整公務員特別上

班安排，以逐步恢復為市民提供正常公共服務； 

8. 協助考評局安全、有序地舉行本年度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並

為各試場和應考學生提供足夠的防護物資； 

9. 關懷受疫情影響人士，包括提供電話熱線、支援接受家居檢疫

市民、分發獲捐贈口罩給長者和弱勢社群、安排送遞藥物給因

口岸管制而未能回港就診的廣東及福建計劃長者；盡快落實各

項支援受重創界別及員工的「防疫抗疫基金」項目；及 

10. 密切留意各國和地區的疫情發展，以科學為本和專家意見為基

礎，採取所須的果斷措施。 

 
 
同心抗疫 
 
 我衷心感謝所有參與抗疫的醫護人員仁心仁術、政府同事緊守

崗位、義工無私奉獻，和專家顧問團的梁卓偉教授、福田敬二教授、

袁國勇教授和許樹昌教授的鼎力協助。我亦讚賞各界別積極配合政

府抗疫工作，包括立法會火速批准 300 億元的「防疫抗疫基金」和

各業主為商戶提供租金減免。這是一場持久戰，大家還須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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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國勇教授每次出席專家顧問團會議後都對我說：「只要大家

愛香港，我們一定可以打贏這場抗疫戰！」我相信憑着愛，香港不

但可以走出疫境，也可以浴火重生。 
 
 
 
 
香港特別行政區行政長官林鄭月娥 
2020 年 2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