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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公佈的防疫抗疫紓緩措施

 第一輪防疫抗疫基金
• 提升防疫抗疫能力
• 向企業及市民提供援助

300億元

 財政預算案「撐企業、保就業、紓民困」措施
• 1萬元現金發放計劃
• 寬減或豁免稅項、收費及租金
• 向低收入群組提供額外津貼等

1,200億元

 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及其他紓困措施
• 保就業、創職位及提升工作效能的措施
• 為特定行業(企業及/或個人)提供援助
• 紓緩企業及個人現金流轉困難的措施

1,375億元

共2,875億元
相等於本地生產總值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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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及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的進展

• 兩輪基金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的總承擔金額為1,505億元

• 至今，基金共批出73個項目(包括動用基金的應急款項以推行的
16 個新項目)，總承擔金額超過1,450億元

• 截至八月尾，基金共發放超過780億元的資助
• 受惠人次*： 超過430萬
• 受惠企業/商戶等：超過45萬
• 已經完成16個項目，繼續落實57個項目
* 未計及領取「銅芯抗疫口罩+™」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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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及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的進展

• 提升防疫抗疫能力

• 加強支援醫院管理局的抗疫工作，提供額外資源

• 支援20條本地口罩生產線

• 與民共享：向全港每個住宅地址免費派送10個口罩，
共約2,800萬個

• 可重用口罩的應用科技方案： 「銅芯抗疫口罩+™」

• 第一輪已派發約590萬個

• 本星期起向已登記市民派發第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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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及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的進展

• 「保就業」計劃

• 第一期計劃涵蓋的月份為六至八月，惠及超過15萬名僱主、涉
及承諾受薪僱員人數約195萬，另有超過11萬名自僱人士已獲
批一筆過資助

• 第二期計劃涵蓋的月份為九至十一月，剛截止申請，共收到超
過158 000名僱主及26 000名自僱人士的申請。僱主當中，超
過九成的僱主成功申請「保就業」計劃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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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及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的進展

• 為特定行業提供資助

• 建造業、物業管理業、旅遊業、飲食業、零售業、會議及展覽
業、藝術及文化業、創科業、運輸業、航空業、漁農業、酒店
業、幼兒中心、教育界等

• 持牌小販、前線清潔及保安人員、低收入家庭、中小學及幼稚
園學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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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及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的進展

• 防疫抗疫基金督導委員會在考慮疫情的發展、不同行業持份者的
意見及其實際經營環境後，按有關政策局/部門提出建議而批准
動用基金的應急款項以推行16 個新項目，例如：

• 洗衣業抗疫資助計劃

• 職業介紹所資助計劃

• 車輛維修工場資助計劃

• 自願性特定群組檢測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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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及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的進展

• 政府採取降低企業營運成本和紓緩現金流問題的舉措(例如在中
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推出百分百擔保特惠低息貸款，首12個月還
息不還本)，加上對受重創行業內企業的針對性支援，向合資格
僱主提供工資補貼以及一系列創造職位的措施，已幫助一些企業
避免倒閉，保住員工的就業

• 因此，這些措施有助保持經濟元氣，減輕金融體系面對的壓力，
讓經濟在疫情受控和外圍經濟環境改善後迅速復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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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及其他措施

疫情反覆，而下一波疫情可能與冬季流感季節同時發生，我們必

須做好準備：

• 繼續竭力提升防疫抗疫能力

• 聚焦向直接受政府防疫抗疫措施影響或受疫情重創的行業和人

士提供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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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提升防疫抗疫能力

動用約130億元，主要用於：

• 採購預防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

• 進一步支援醫院管理局應對冬季流感高峯期/下一波疫情

• 使用酒店為指定檢疫設施及營運竹篙灣新檢疫中心，以增加檢
疫設施容量

• 為安老院及殘疾人士院舍院友設立檢疫中心

• 於食物環境衞生署轄下的公眾街市推廣非接觸式付款的資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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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向直接受政府防疫抗疫措施影響的行業和人士
提供援助

動用約45億元，包括：

• 綜援計劃的援助失業人士特別計劃延長六個月至2021年5月31日
• 向直接受政府防疫抗疫措施影響或受疫情重創的行業提供資助，
受惠行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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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飲食業
 旅遊業
 航空及運輸業
 體育界
 藝術文化界
 舉辦流行音樂會的

演出業公司
 會社
 電影院

 教育界(包括幼稚園、私立中小學、
補習學校、學校及專上院校餐飲服
務提供者、學校興趣班及校巴服務
提供者)

 幼兒中心
 津助機構興趣班
 美容院
 按摩院

 遊戲機中心
 浴室
 健身中心
 遊樂場所
 公眾娛樂場所
 派對房間
 夜總會
 酒吧／酒館
 卡拉 OK 場所
 麻將／天九耍樂處所



(III) 租金寬減、收費豁免和進一步差餉寬減

• 租金寬減/寬免、收費豁免和進一步差餉寬減，總值約50億元：

租金寬減/寬免及收費豁免：延長政府物業及短期租約等合資格租
戶75%租金寬減或100%租金寬免六個月，以及豁免27類政府收費
一年的措施，並豁免額外7類政府收費一年; 就非住宅用途水費及
排污費的75%減免措施延長四個月

2020-21年度第三和第四季，非住宅物業單位的差餉寬減上限由每
季1,500元增至5,000元

• 政府已要求香港房屋委員會、香港房屋協會、香港機場管理局、香港
科學園和數碼港向非住宅租戶提供租金寬減，所涉金額共約1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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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優化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

優化在「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的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

最高貸款額﹕由6個月提高至12個月僱員薪金及租金總和，
或500萬元 (原為400萬元)，以較低者為準

最長還款期﹕由三年增至五年

* 此外，早前香港金融管理局已宣布延長「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八成及九成信貸
擔保產品延遲償還本金措施6個月至2021年3月31日，並將延遲償還本金期由12個月
增至18個月; 以及延長「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6個月至2021年4月，而 「預先
批核還息不還本」下的貿易融資貸款還款期則延長9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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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影響

為實施整套總額約240億元的措施，政府會:

向財務委員會(財委會)申請向防疫抗疫基金注資54億元 (包括10% 
的應急款項)

向財委會申請追加撥款約117億元，以作採購預防2019冠狀病毒病
的疫苗及進一步支援醫院管理局應對冬季服務高峰期／下一波疫情
等用途

為推行政府及法定機構租金寬減、收費寬免和進一步差餉寬減等總
值約60億元的措施，提交所需附屬法例及作出相關行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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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影響 (續)

• 計及兩輪「防疫抗疫基金」措施，今年財政預算案的各項措

施，以及「防疫抗疫基金」新一輪措施，涉及金額合計超過

3,000億元，相等於本地生產總值約10-11%，預計可為我們的

本地生產總值提供稍高於5% 的支持作用

• 計及今日公布的新措施，已令2020-21年度的預計綜合赤字增

加至超過3,000億元，財政儲備則降至約8,000多億元，相等於

約12-13個月的政府開支，接近2003年SARS後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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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面對與新冠病毒疫情共存的新常態和嚴峻的外圍政經環境 :

繼續做好防疫抗疫工作

早日恢復經濟動力

小心運用資源，支援受防疫抗疫措施影響，以及收入受疫情
重創的企業及市民

保留財政實力，以應對已知和不時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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