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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九月 精準防控 

 

 過去一個月，肆虐全球的疫情未有息止的跡象，確診個案甚至

再創單日新高（例如 10 月 16 日全球確診個案首次超過 40 萬宗），
部分地區須再次採取極嚴厲的社交距離措施，餐廳和大部分商店須

停止營業。本港疫情大致穩定，讓我們除了有喘息空間，亦可以採

取更精準的防控措施，並在有效控制疫情的前提下，逐步恢復較多

的經濟和社交活動。 

 

疫情發展 

 過去一個月每日確診個案在個位數至低雙位數之間徘徊，由 9
月 25 日至 10 月 24 日，共錄得 233 宗個案，但超過六成是輸入個
案，都是通過抵港後的「test & hold」檢測找出或在 14 天強制檢疫
期間確診，並無進入社區。至於本地確診個案，曾出現連續 10天（9
月 30 日至 10 月 9 日）有源頭不明的個案，涉及泰裔人士、殘疾人
士院舍、酒店及酒吧的群組。我們極度關注疫情反彈，採取了具針

對性的措施應對。在過去兩星期（10 月 11日至 10 月 24 日），雖然
其中有七天沒有任何源頭不明的本地個案，但反映社區仍有未切斷

傳播鏈的不明源頭個案 「一宗都嫌多」，加上進入秋冬季節，病毒可
能變得活躍，社會必須保持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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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工作 

 相對於五、六月第二波疫情後的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為免香港

出現部分西歐國家的疫情急速反彈情況，政府採取的態度是更審慎，

特別是在國慶和中秋節長假期中見到大量市民外出和聚集，以及在

10 月初的疫情反彈跡象，我們更不能掉以輕心。因此，我們過去一
個月未有大幅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只是以較精準的做法應對，務求

在抗疫的同時，將對市民的影響減至最低。 

 各項主要措施按時序簡列於下表︰ 

日期 事件 

9 月 28日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及其他措

施，涉及總額 240億元的撥款 

9 月 29日 全港學校全面恢復面授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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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9日 醫管局延長 46間普通科門診診所派發樣本收集包的時段 

10 月 9日 中央政府支援在亞洲國際博覽館增建社區治療設施的項目

順利完成，並交付醫管局備用 

10 月 9日 食物環境衞生署一連三晚安排流動檢測車到酒吧區派發樣

本瓶，鼓勵酒吧/酒館員工和顧客進行免費病毒檢測，而衞
生署則因應有泰裔人士受感染，為九龍城區的泰裔居民安

排免費病毒檢測服務 

10 月 10日 針對出現社區爆發群組的地點，政府陸續在灣仔、葵青、
九龍城及油尖旺四區設立臨時檢測中心，免費為市民採樣，

合共 16 802人使用服務 

10 月 14日 香港與新加坡就建立雙邊「航空旅遊氣泡」達成原則性協
議 

10月 先後將英國、法國及俄羅斯加入指明地區，與其他 10個指
明地區一樣，規定 14天內曾在這些國家停留的人士，必須
具備病毒檢測呈陰性的證明，以及在香港預訂酒店房間作 
14 天強制檢疫之用的確認書，方可登機來港 

10月 大致延續以七天為周期的社交距離措施，但先後擴闊豁免

群組聚集，容許宗教活動、婚禮、股東/團體會議和本地旅
行團不受四人限聚規定及某些隊際運動恢復進行 

 

嚴陣以待 未雨綢繆 

 在有效疫苗面世和廣泛應用前，難以完全消除病毒傳播的風

險；特區政府會繼續全力以赴，做好準備，包括: 

  進一步加大病毒檢測能力，並希望通過政府帶動和市場力
量，降低檢測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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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高風險、重要基建服務及高接觸行業的工作人員提供免
費的特別群組檢測服務； 

  落實應用資訊科技，提升追蹤緊密接觸者工作的效率； 

  完成建設竹篙灣檢疫中心第三和第四期的工程，提供額外
2 000個單位，屆時所有檢疫中心將合共可提供超過 4 000
個檢疫單位； 

  配合中央委派的工程團隊，完成興建一間可容納 800 張負
氣壓病床的臨時醫院；以及 

  全力推進「雙管齊下」的疫苗採購工作，保障市民的健康。 

 

衷誠合作 重啟經濟 

 持續九個月的疫情，令全球經濟萎縮，香港的大部分行業都受

到重挫，只要看看以下的陸路和航空旅客數目的下挫，就知道疫情

對航空、旅遊和相關行業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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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爭取復業，業界代表和有關機構都很努力配合政府的防控

措施，例如: 

  香港旅遊發展局與香港品質保證局合作，推出一套統一的
衞生防疫指引，幫助旅客認識旅遊相關行業（涵蓋購物商

場、酒店、餐廳、零售業、旅遊巴士公司、各大景點及旅

行社等）已採取的措施，為迎接旅客重臨香港做好準備。

目前已有超過 1 800 間公司和商店表示有意參與計劃； 

  配合「本地遊」旅行團人數放寬至 30 人，旅遊業議會負
起監察角色，確保旅行社落實措施，並會安排導遊和領隊

等接受一次免費病毒檢測； 

  酒吧業界自復業以來亦自願實施多項防疫措施，包括有幾
百間酒吧簽署「抗疫承諾約章」，承諾要求入場人士填寫

電子健康申報表、加設空氣消毒裝置、消毒店內的食具等。 

 此外，政府亦會不遺餘力，協助企業在疫情期間繼續營運和提

供服務。自 5 月推出的「遙距營商計劃」已批出超過 17 000宗申請，
涉及總資助額約 9 億 7 千萬元。該計劃將於 10 月 31 日截止申請，
我們鼓勵更多有需要的企業提出申請。此外，由食物環境衞生署執

行的「公眾街市推廣非接觸式付款資助計劃」亦正接受申請。 

 

結語 

 面對香港的疲弱經濟和急速惡化的就業情況，特區政府在處理

抗疫持久戰的同時，會多管齊下力保經濟。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林鄭月娥 
2020 年 10 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