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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八月 不容鬆懈 

 

 經過兩個多月的「苦戰」，香港基本上已遏止了由 7 月初開始
的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但零星源頭未明的本地個案，說明社區內

仍有病毒傳播的風險，大家應保持防疫意識，不能鬆懈。預期疫情

將會持續穩定一段時間，但一般估計今年冬天出現另一波疫情的機

會非常大。政府正把握這段時間，一方面分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讓經濟活動及市民正常生活逐步恢復，紓緩企業壓力及市民的抗疫

疲勞；另一方面全面檢視防控疫情的各項措施，務求在多方面提升

抗疫能力，為更好應對未來疫情做足準備。 

 

疫情發展 

 過去一個月疫情持續緩和。現時每日新增確診個案維持在個位

或低雙位數，而且以輸入個案為主，源頭不明的本地個案顯著減少，

顯示社區傳播風險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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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的累計死亡個案在本月較早前超過 100宗，我們深感
難過，並向病逝者的家人致以深切慰問。綜觀全球，年長患者的死

亡率遠高於年輕患者；在本港的死亡個案中，年齡中位數為 82歲。
為保障長者的生命安全，食物及衞生局、勞工及福利局、衞生署和

醫院管理局會共同加強對安老院舍的支援。 

 

抗疫工作 

 過去一個月的其中一項重要抗疫舉措，是在 9 月 1 日至 14 日
期間進行普及社區檢測計劃。這項由中央政府支援特區進行的計劃，

為市民提供「願檢盡檢」的病毒檢測服務，旨在讓我們更好掌握整

體社區的感染情況，以及找出社區內無病徵的隱性患者，切斷社區

傳播鏈。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的規模之大，籌備時間之短，對特區政

府來說是前所未有；能順利推行，並有超過 178 萬名市民參與，我
們實在感恩，亦要感謝參與檢測的每一位市民、檢測中心和實驗室

的工作人員、負責物流和保安的人員，以及其他統籌及支援的政府

內部同事；中央政府的支持及相關部委的配合，以至接近 600 位來
自廣東、福建和廣西的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成員的無私奉獻，更是

計劃成功的關鍵。計劃除了達致上述的政策目的外，亦讓普羅大眾

更了解病毒檢測過程，提升他們的防疫意識，並在短時間內建立了

一個有數千名受過訓練和有實戰經驗的採樣人員的網絡，可供日後

動員之用。 

 正如我們早前所說，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只是在防控疫情中病毒

檢測工作的一環，衞生署和醫管局恆常進行的流行病學監測和調查，

從無間斷，並致力加強。現時衞生署和醫管局的檢測能力已達每日

超過 7 000 個，亦可在有需要時透過向私營化驗所購買服務而再提
升；而醫管局會增加派發樣本收集包的普通科門診診所，由以往的

22 間增加至下星期的 46 間，包括離島的診所，讓有需要的市民可
更方便地獲得免費檢測服務。檢測工作的另一環是透過各相關部門，

為一些高風險、高接觸的服務提供者組群安排定期或不定期的檢測，

包括安老院舍、殘疾人士院舍及護養院的員工、公共交通工具司機、

貨櫃碼頭的指定前線員工、餐飲業務前線員工及街巿員工，以及重

要服務人員如屠房工人等。這些群組將視乎防疫需要安排定期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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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抽樣檢測。事實上，自 7月中至今，各特定群組加上各部門為前
線人員進行的檢測已超過 50萬個。我們已做好準備，當社區出現爆
發時，將可更迅速地為地區或個別群組進行檢測。就此，在業界的

努力和政府的鼓勵及協助下，香港的認可私營化驗所的整體檢測量

已大幅上升，可每天提供數以萬個檢測，應付恆常及突發性的需要。 

 除檢測外，我們亦在中央政府支持下籌建臨時醫院及社區治療

設施，加強醫管局為患者提供隔離及治療的能力。由內地委聘的工

程團隊近日已動工，在亞博館內增建的社區治療設施預計在幾個星

期内完成，而在亞博館旁空地全新興建的臨時醫院項目則爭取於約

四個月內完成。檢疫設施方面，我們預期當竹篙灣特建檢疫中心的

最後一期在年底前完成後，將會有超過 4 100個檢疫營舍可供使用，
應可應付需要。在專家口中的抗疫「四寶」（TTQI），即檢測（testing）、
追蹤（tracing）、檢疫（quarantine）和隔離（isolation），我們要再加
倍努力的是追蹤，確保衞生防護中心可在最短時間內找到確診者的

緊密接觸者。為此，創新及科技局正研發一套感染風險通知系統，

利用科技幫助市民記錄自己所到之處，並在有關處所出現確診個案

時發出通知，讓市民評估感染風險。研發工作即將完成，我們會與

業界（例如的士及食肆）探討如何推出，並由市民自願決定是否使

用。 

 各項抗疫措施按時序簡列於下表︰ 

 

日期 事件 

8月 28日 落實首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包括延長食肆堂食至晚上

九時，維持不多於兩人同坐一桌，以及重開戲院、美容院

和部分戶外運動場所等  

9月 1日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展開，全港 141個社區檢測中心為市民
進行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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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4日 實施第二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包括延長食肆堂食至晚

上 10時，以及重開健身中心、遊樂場所(除溜冰場)、電影
院、美容院及按摩院、會址和部分室內和戶外運動場所 

9月 11日 實施第三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包括放寬在公眾場所進

行群組聚集和食肆同坐一桌的人數限制由兩人增至四人；

重開遊戲機中心、所有遊樂場所、公眾娛樂場所、麻將天

九耍樂處所及體育場所 

9月 15日 政府部門在實施社交距離和感染控制措施的前提下，全面

恢復正常公共服務 

9月 15日 政府公布推出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措施，支援受嚴重

影響的企業和市民，並增加撥款提升防疫抗疫能力，包括

採購疫苗，以及提供政府租金及收費寬免，總財政影響約

為 240億元。政府並同時公布九月底關閉駿洋邨第一至三
座的檢疫中心，讓準住戶可提早兩個多月，於明年一月底

前入伙；和委託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為居於廣東的醫管局病

人提供跟進診症服務 

9月 18日 實施第四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包括食肆堂食時間延至

午夜十二時；重開酒吧／酒館、浴室、所有公眾娛樂場所、

派對房間、夜店／夜總會、卡拉 OK及泳池；放寬健身中
心和體育場所佩戴口罩及小組安排限制 

9月 23日 全港學校分階段恢復面授課堂 

 

恢復跨境出行 

 香港是國際城市，亦是一個外向型的經濟體，要經濟復蘇，必

須恢復與其他地方的人員往來。此外，很多香港市民因為家庭、工

作、學業或其他個人原因，有確切需要跨境出行，特別是往來內地。

特區政府在 7 月初新一波疫情發生前已大致準備就緒，並分別與廣
東省和澳門特區政府磋商相互以核酸檢測來達致豁免強制檢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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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而「香港健康碼」系統的技術開發工作亦已基本完成，但有關

安排因本地疫情反彈而未能落實。隨着本地疫情漸趨穩定，我們會

爭取與有關當局重啟討論，早日讓市民成行。至於與其他地方建立

「旅遊氣泡」，我們已成立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領導的跨部門小

組，積極與疫情相對穩定並與香港有密切經貿關係的國家進行探討。

一紙（或電子版）核酸檢測陰性的證明看來在短期內將會是出行必

不可少的要求。 

 

同心抗疫 共度佳節 

 隨着社交距離措施放寬、處所重開及學生分階段復課，市面人

流明顯增加。為避免病毒在社區傳播，令疫情再次反彈導致政府須

收緊措施，我呼籲市民及商業處所的營運者為己為人，必須嚴格遵

守有關防疫措施，包括佩戴口罩和限制處所內人數等，相關部門亦

會加強執法。只要大家齊心、自律，我有信心市民可以在風險可控

的情況下逐步恢復正常生活。 

 再過幾天就是國慶節加中秋節的雙重節日，預祝大家在保持防

疫警覺下，與家人共度溫馨愉快的國慶中秋佳節。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林鄭月娥 
2020年 9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