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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發展

•確診個案在過去一星期有所上升，顯示疫情仍然嚴峻，政府高度
關注

•前日首位患者康復出院，政府感謝盡心盡力照顧病人的醫護人員，
希望其他患者早日康復

•並未出現廣泛社區感染，個案基本上可追蹤到感染源頭，包括在
農曆新年期間的一宗涉及11個個案的聚餐活動

•專家 : 必須堅持圍堵策略，目標是切斷本地的傳染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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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重大事件

•「世界夢號郵輪」

• 2月5日抵港，載有1 800多名旅客（1 700多名為港人）及1 800多名工作
人員

• 為保障公眾健康，要求乘客及工作人員留在船上，進行港口衞生檢疫工
作；期間與船公司緊密聯繫，為乘客提供生活所需

• 在聽取專家的意見後，2月8日開始為船上1 800多名船員進行病毒測試

• 經各部門努力，病毒測試在2月9日完成，所有樣本呈陰性反應，所有乘
客於當天可以登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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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重大事件

•長康邨康美樓

• 2月10日晚上得悉不同層數的同一單位分別出現確診個案

• 為審慎起見，當晚立即按專家意見主動調查該單位100多位居民的健康情
況，並安排他們暫時遷往檢疫中心，讓房屋署工程人員及衞生署專家進
一步調查單位情況

• 房屋署人員同步在邨內加強清潔，衞生署及民政事務署向其他居民進行
解說

• 房屋署今日已完成各層單位的清潔工作，工程人員亦檢查了渠管，大部
分單位狀況正常，而小部分曾作改動，工程人員已作出修正

• 衞生防護中心亦為遷離的居民進行病毒測試，爭取盡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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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在外港人

•高度關注在內地及海外受疫情影響港人的情況

• 收到超過1 100宗在湖北省港人的求助個案，涉及2 200多名分布在該省超
過30個城市的人士，有10名香港人確診感染，在當地醫院接受治療

• 「鑽石公主號」郵輪 : 共有330名港人（260名持特區護照）乘坐該郵輪，
其中11人確診，正在當地醫院接受治療；其餘留在船上

•特區政府駐當地經貿辦及香港入境處人員正提供一切可行協助，
在擬訂醫療保障、檢疫配套和交通安排的具體方案後，特區政府
必定盡力盡快安排他們回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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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檢疫措施
• 減少內地與香港的跨境人流是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一環，而跨境人士以香港居民
為主

• 自2月8日開始實施由內地抵港人士須強制檢疫14天的安排，運作至今大致暢順

• 入境人數已經大幅下降超過八成，且絕大部分（超過八成）是經香港國際機場從
外地入境

• 兩個陸路口岸每天只有港珠澳大橋的1 000多人（包括來自澳門）和深圳灣口岸的
數百人

• 截至昨晚午夜，累積須接受強制檢疫人數為5 362，約九成是香港居民，絕大部分
在家居進行檢疫

• 積極透過電話、實時地點分享、電子手環及突擊檢查等方法進行監察。

• 現有數宗違規個案，律政司及衞生署正研究提出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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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口罩供應及節省使用量

•全球口罩供不應求，政府物流服務署繼續多管齊下，盡全力加緊
全球採購，主要透過直接採購，亦非價低者得

•在政務司司長的統領下，各政策局和部門再加大力度壓縮口罩需
求，總用量約為每月800萬個。此外，政府認為有需要為政府合約
內外判清潔工友和全港安老和殘疾人士院舍提供口罩，每月用量
分別為70萬及100萬

•為了確保香港有足夠的防疫抗疫能力，以及維持必要及緊急的公
共服務，物流署的庫存量只足夠應付兩個月

•理解到零售市場同樣供應緊張，我們會將近日收到幾批捐贈予政
府共160萬個口罩，透過非政府機構全數轉贈對象主要為長者的弱
勢社群，與社會共享資源，共渡時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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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I) 加強全城防疫
(II) 支援受創界別及員工

此外，更廣泛支持經濟及利民紓困措施，包括檢視早前四輪紓困措
施（涉及250億元）是否需延長有效期或加大力度，將於2020-21年
《財政預算案》由財政司司長公布

防疫抗疫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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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抗疫基金

(I) 加強全城防疫

確保口罩及其他個人防護物品供應

1. 由政府斥資繼續全球採購

2. 資助私營企業在本地建立口罩本地生產線

3. 資助研發及生產可重用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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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加強全城防疫

確保抗疫工作持續有效推行

4. 向醫院管理局發放額外47億元
（衞生署2019-20及2020-21年預算將可應付預計的相關額外開支）

5. 提升家居檢疫的電子監察

6. 提升流動手機發放緊急訊息的效率

7. 加強建造業工地的防疫措施和地盤工友的防護裝備

防疫抗疫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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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加強全城防疫

確保抗疫工作持續有效推行

8. 為全港公私營住宅物業提供一次性26,000元防疫津貼，包括為
物管公司聘用的清潔工友和保安員在疫情期間提供每月1,000元
額外津貼

9. 向提供政府合約服務的清潔工友和保安員在疫情期間提供每月
1,000元額外津貼

10.向已獲分配火炭駿洋邨和粉嶺暉明邨的公屋輪候家庭發放一次
性6,000元特別津貼

防疫抗疫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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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 支援受創界別及員工

11.向持牌旅行社發放一次性80,000元津貼

12.向持牌食肆及工廠食堂發放一次性200,000元津貼；而持牌小食
食肆、食物製造廠、新鮮糧食店及燒味及鹵味店則發放一次性
80,000元津貼

13.向各零售行業商戶發放一次性80,000元津貼

14.向持牌小販發放一次性5,000元津貼

防疫抗疫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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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 支援受創界別及員工

15.為支持會展業，向參展商和會議主辦機構提供資助

16.為支持文化事業，向各藝團提供資助

17.為支持創科業，向科學園及數碼港租戶提供租金資助

18.為與再培訓局合作的培訓機構提供資助

防疫抗疫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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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 支援受創界別及員工

19.為自資及津助的幼兒中心提供資助
（教育局也會用現有資源為全港幼稚園提供一筆過資助）

20.向全港中學、小學、幼稚園、特殊學校領取2019/20學年學生學
習津貼的學生提供額外1,000元（即由2,500元增加至3,500元）

21.為全港約20萬戶低收入家庭提供一次性特別津貼，平均約為每
戶5,000元

防疫抗疫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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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將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一次性撥款不少於250億元
（包括應急費），盡快落實上述措施，和按疫情所需作迅速回應

•政務司司長將聯同相關局長出席2月19日舉行的立法會會議，回答
議員就疫情提出的質詢

•由於事態緊急，受惠市民眾多，已向財務委員會主席建議在下周
舉行特別會議

•懇請立法會議員支持撥款

抓緊時間 全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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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抗疫共渡時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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