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城起動  快打疫苗 

 第四波疫情在 5 月底結束，我們亦同時開展了「全城起動 快

打疫苗」運動，希望聯合社會各界人士的力量，盡快提升疫苗接

種率，為香港築起免疫屏障。過去一個月，雖然出現了兩次零星

的本地個案，但在迅速、嚴厲及密集的個案追蹤、檢測和檢疫行

動下，至今未有出現任何社區傳播。經評估疫情發展，以及為回

應社會各界的訴求，我們在 6 月底進一步調整社交距離措施。 

 

疫情發展 

 自 4 月 23 日之後的一個多月，香港都沒有錄得本地個案；

根據專家的意見，纏繞香港半年的第四波疫情在 5 月底結束。雖

然如此，在 6 月上旬和下旬，本港仍錄得兩宗源頭未明而且涉及

變種病毒株的個案，一共有四人感染，包括屬於同一家庭，感染

N501Y 變種病毒的三母女，和一宗涉及一位感染 L452R 變種病毒

的機場地勤人員。根據其他地方的經驗，以及變種病毒的特性，

有專家認為社會需接受難以完全避免間中出現零星個案的情況，

重要的是我們要第一時間針對個案採取有效措施，盡快截斷傳播

鏈。 

 此外，我們在 6 月亦錄得 60 多宗輸入個案，來自印尼和英

國等地。我們必須繼續按不同地方的疫情調整「外防輸入」的措

施，減低病毒傳入社區的機會。 
 

抗疫工作 

 我們按 4 月 12 日公布的抗疫新路向，針對本地出現的零星

個案採取嚴厲而且具針對性的措施應對。在 6 月初再次出現一宗

本地源頭不明個案及兩宗關連個案時，我們嚴陣以待，短時間內

就其居住的大廈作圍封檢測、追蹤並安排 143 名緊密接觸者進入

政府的檢疫中心進行檢疫，並就超過 30 個處所發出強制檢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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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綜合計算，我們就有關個案共進行了超過三萬次檢測，並無

發現其他感染者。我們亦曾聯同專家到確診者曾到訪的一些地方

進行現場流行病學調查，包括一間寵物店、一名患者在工廠大廈

補習的地方和她們的家居處所等，採集了超過 100 個樣本，沒有

發現感染源頭。我們又聯同大學的團隊將個案與深圳和台灣的個

案以及全球新冠病毒基因數據庫作基因對比，看不到有共同源頭。

雖然至今我們未能找出病毒源頭，但可幸的是病毒沒有在社區擴

散。 

 因應 6 月下旬出現的另一宗本地源頭不明個案，我們亦同樣

採取嚴厲防控措施，包括已立即安排圍封大廈進行檢測，安排超

過 100 名緊密接觸者到檢疫中心接受檢疫，另安排確診者家人的

超過 100 名緊密接觸者接受三天檢疫，和進行了超過三萬次病毒

檢測。值得一提的是，在該感染人士證實確診前，由香港大學和

政府渠務署及環境保護署組成的研究團隊已驗出確診者居住區域

的污水樣本有病毒，再次證明應用科技的重要性。 

 在「外防輸入」方面，我們因應柬埔寨、泰國、越南、英國、

哥倫比亞、韓國及印尼的疫情調整了它們的風險級別，亦加強了

從內地及澳門、台灣及新加坡抵港人士的檢測安排。 

 各項主要防抗疫情的措施按時序列於下表: 

日期 事件 

5 月 25 日 政府公布疫苗接種計劃將於 5 月 28 日起覆蓋持「雙

程證」並將會在香港逗留一段時間的內地居民，以

及計劃於 7 月開始為在香港的免遣返聲請人及獲聯

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署確認為難民的人接種疫苗 

5 月 31 日 政府公布「全城起動 快打疫苗」運動展開，政府僱

員在接種每一劑疫苗後可享「疫苗假期」一天；呼籲

商界和團體鼓勵其僱員接種疫苗，並進行推廣疫苗

接種的各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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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 日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批准復必泰疫苗接種年齡下限由

16 歲降低至 12 歲，相關人士 6 月 11 日起可透過

網站預約接種 

6 月 18 日 政府向安老院、殘疾人士院舍、護養院等員工發放

800 元一次性的「疫苗特別津貼」，並在繼續維持減

低社交接觸和採取預防感染措施的前提下，在院舍

實施有限度探訪安排 

6 月 21 日  政府公布 6 月 24 日起調整部分社交距離措施，

包括放寬一些聚集活動的參與人數上限，特別

是已接種疫苗的人士；餐飲業務處所和一些表

列處所每桌人數上限、本地旅行團人數上限等

亦可放寬 
 政府亦公布計劃分階段調整已接種疫苗人士的

抵港檢疫要求，包括縮短已完成接種疫苗及取

得血清抗體測試陽性結果的人士抵港後的強制

檢疫期 
 醫院管理局公布便利已完成接種疫苗人士到公

立醫院探病的安排 

 

全城起動 快打疫苗 

 過去兩個多月，我們按着 4 月 12 日公布的抗疫新路向推行

防疫抗疫工作，取得一定成效；我們樂見社會恢復了一定的活力，

市民亦可稍為紓緩他們的「抗疫疲勞」。絕大部分處所已恢復不同

程度的營業；大型活動如國家盃場地單車賽、巴塞爾藝術展香港

展會、法國五月藝術節，以及很多機構舉辦的研討會、座談會均

相繼安全地舉辦；中學文憑考試順利完成，所有學校皆可讓學生

回校接受面授課堂；市民聚會及社交活動亦明顯增加。自 6 月 24
日起，我們按疫情以及各行各業和普羅市民對回復正常經營和生

活的訴求，進一步放寬了社交距離措施，其中在炎炎夏日，放寬

泳池的入場人數，相信會特別受市民大眾歡迎。隨着商業活動和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6/22/P2021062101059.htm
https://gia.info.gov.hk/general/202106/22/P2021062101059_370189_1_162430104268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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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人流增加，經濟及就業情況近月已有明顯改善。 

  我們十分希望貫徹抗疫新路向，維持現在的良好勢頭，並在

條件許可時對社交距離措施作進一步放寬；但這些都必須建基於

理想的疫苗接種率。自我們啟動「全城起動  快打疫苗」運動後，

感謝商界及不同機構積極響應，推出不同活動或措施鼓勵接種疫

苗。事實上，疫苗接種率在 6 月有所上升，但仍難言理想。截至 6
月 26 日，接種了第一劑疫苗的市民共 212 萬，約佔合資格人口

31%。 

 
 簡言之，我們必須依靠疫苗，才能真正防範變種病毒在社區

傳播，甚至發生第五波疫情；亦只有理想的疫苗接種率（專家一

般認為須達合資格人口的 70%），我們才更有條件考慮進一步放寬

社交距離措施，或回復與其他地方的跨境人員往來。 

 請立即起動，鼓勵或安排你的僱員、家人、朋友快打疫苗！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林鄭月娥 
2021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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