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第五波疫情因傳播力極強的Omicron爆發、加上入口倉鼠Delta變異病毒株的傳播，
感染大幅擴散；農曆新年前後多跨家庭聚會，令確診個案自2月起幾何級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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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極為嚴峻 形勢十分危急

本港確診個案七天移動平均數字

—— 總數

—— 本地感染個案

—— 輸入個案

• 第五波至今錄得53 943宗確診個案，是疫情前過往兩年總和的四倍



疫情極為嚴峻 形勢十分危急(續)

• 自第五波疫情爆發以來，145人已不幸離世，絕大部分是年邁長者並有長期
病患，但3宗幼兒離世令人十分憂慮，須詳細調查原因

3

• 第五波至今145宗死亡個案，是疫情前過往兩年總和的六成多

死亡個案數字



疫情極為嚴峻 形勢十分危急(續)

• 各項監測指標顯示病毒在社區廣泛傳播

 污水監測系統：絕大多數取自定點或非定點的污水樣本皆呈陽性

 「圍封強檢」發現的初步陽性個案比例愈來愈高(由月初行動的低於0.5%，即
每1 000受檢住客找出5人，到近日的2-8%，即每1 000受檢住客找出20-8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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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負起抗疫主體責任，用好中央支持

• 香港一直嚴格按照「外防輸入、內防擴散」策略，多管齊下「圍堵」病毒，
做到「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以「動態清零」為目標，保障市民生命
安全、身體健康

• 因應第五波疫情，政府不斷通過自身努力，按着疫情性質不斷優化、調整措
施，惟疫情急速惡化遠超政府應對能力，極須中央支援抗疫

• 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中央永遠是香港最堅強後
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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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負起抗疫主體責任，用好中央支持(續)

• 中央高度重視香港疫情，關切香港市民福祉，支援措施力度大、速度快

•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重要指示，特區政府要切實負起抗疫主體責任
 三個「一切」：把盡快穩控疫情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動員一切可以
動員的力量和資源，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兩個「確保」：確保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確保香港社會大局
穩定

• 由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向行政長官傳達

•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深圳主持支援香港抗疫工作協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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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負起抗疫主體責任，用好中央支持(續)

• 中央全方位回應特區政府提出請求：

 提升核酸檢測量：採樣人員、流動檢測車、檢測技術人員等分批到港；協
助特區政府的本地檢測承辦商加大實驗室能力—馬鞍山體育館「火眼實驗
室」已啟用，黃竹坑體育館「氣膜實驗室」已完成建設並將可啟用，亦將
在九龍公園體育館設立「氣膜實驗室」

 供港抗疫醫療物資：快速抗原測試包、KN95口罩、中成藥、保護裝備及
醫療用品分批到港

 建設社區隔離及治療設施 [稍後交代]

 保障跨境鮮活食品：為香港跨境貨車司機作特別安排、開闢水路運輸及粵
港原則上同意開放蓮塘/香園圍陸路口岸作為額外臨時的緊急蔬果活魚口
岸，以進一步穩定鮮活食品供港

 派出專家協助：內地流行病學專家、重症醫學專家分批到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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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快穩控疫情的整體行動計劃

• 未來兩、三個月至為關鍵，須堅持並加大力度：

 「早發現」、「早隔離」，切斷病毒傳播鏈

 分流治療，減少重症及死亡個案

 嚴守「外防輸入」邊境管制措施

 進一步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大幅減少人流，防止傳播

 提升疫苗接種率，特別是長者和兒童

• 為此，大部分措施須延續至４月中、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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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學校2021/22學年上學安排
• 作出特別安排，將原本在7、8月的假期提前至3、4月，讓各界集中精力抗疫，
同時讓政府充分利用校舍作檢測、隔離及接種疫苗之用。待疫情緩和後，同
學可安心回到健康校園上課

• 適用於全港幼稚園和中小學(包括國際學校及特殊學校)，但不包括專上院
校

• 預計3月初落實，以便學校有時間作出準備，並讓家長可為照顧子女作出
安排

• 學校將於復活節假期後恢復教學，爭取香港中學文憑試(DSE)按原定考期4
月22日開考。視乎疫情發展，計劃本地小學及國際學校可先恢復面授課堂，
而中學生則維持在家學習直至完成DSE核心科目考試後，才恢復面授課堂

• 2021/22學年的最後一個上課日將為2022年8月12日，而2022/23學年的
安排則會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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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早發現」能力：推行「全民強檢」

• 於3月內推行「全民強制檢測(Compulsory Universal Testing)」，簡稱CUT，
具法律效力，有處罰機制，期間全港市民須進行三次核酸檢測

• 在中央支持和本地檢測承辦商努力下，把採樣/檢測量提升至每日不少於100
萬次

• 在全港各區設立數百個檢測中心，市民以出生年份分批按日預約進行檢測(考
慮設關愛安排，方便居民攜同兩位長者或小孩一起檢測)

• 每位接受檢測居民，將獲派足夠在兩次檢測之間進行快速抗原測試的測試包
和供每天使用的KN95或同級口罩，加強防護

• 在CUT實施前，會聚焦加強輔以污水檢測進行「圍封強檢」(RTD)、「強制檢
測」(CTN)和特定群組的定期檢測

• 在CUT完成後，仍會以各類檢測行動監測疫情和防止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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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早隔離」能力：全速增加社區隔離及治
療設施

• 確診人士，無論有無病徵不宜留在家中，應盡早隔離，防止感染其他人。但
目前隔離設施嚴重不足，估計有30 000個確診/初步確診人士仍在家尚待進入
社區隔離設施或入院；衞生署和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正為這批人士提供一定支
援(包括派發電子手環、抗疫物資包、醫療查詢熱線、「指定診所」預約服務
及專屬的士接載等)，但把他們隔離仍是政策目標

• 政府正全力建設社區隔離設施，接收檢測陽性但徵狀輕微或無病徵人士

 預計2月內可由目前約5 000個倍增至約12 000個單位，分別來自竹篙灣
隔離設施、鯉魚門公園及度假村、未入伙的三座公共屋邨和社區隔離酒店

 預計3月內可另增加主要來自社區隔離酒店和啟德郵輪碼頭改裝的16 000
多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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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早隔離」能力：全速增加社區隔離及治
療設施(續)

 在中央支援下：

已開建在竹篙灣二期和啟德郵輪碼頭毗鄰土地的隔離設施，數月內分
階段提供約10 000個單位

已敲定在五幅位於落馬洲河套、元朗、青衣的政府土地和私人發展商
借出土地興建多最少20 000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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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仍在跟進其他由發展商、大學、慈善團體等提供的場地，設立更多社區
隔離及治療設施

• 為紓緩市民大眾對社區隔離設施的需求：

 各政府部門將盡量使用其轄下處所，作檢測呈陽性的公務員或公職人員隔
離之用，如：懲教署騰出柴灣歌連臣角懲教所(原為職員實境訓練場地)和
大嶼山沙咀懲教所；海事處考慮使用尖沙咀中國客運碼頭

 大學、自資專上院校及職業訓練局、港鐵、社福機構等亦計劃安排其合適
設施，作相關確診人士(如學生、員工、服務使用者)隔離之用

加強「早隔離」能力：全速增加社區隔離及治
療設施(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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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早治療」能力

• 與其他病毒株比較，Omicron症狀較輕，目前留院治療確診個案，屬嚴重和
危殆的為49宗，公立醫院仍能應付

• 現時所有公立醫院，包括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即年前由中央全力
援建的約820張病床的「臨時醫院」)，共提供超過3 000張隔離病床，並同時
使用位於亞洲國際博覽館、設有約 1 000張病床的社區治療設施

• 中央已同意派內地施工隊在落馬洲河套區籌建應急醫院

• 為防止再次出現求診長者因公立醫院急症室爆滿而須長時間滯留在室外帳篷
內等候，政府在社福機構協作下已設立專門接收由醫管局轉介的長者的治療
及暫託中心，首個已啟用的設於觀塘彩榮路體育館，2月底計劃另設一個於石
硤尾公園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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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守「外防輸入」措施

• 因應香港嚴峻情況和疫情在多國仍然肆虐，香港現正實施適用於九個國家的

地區航班熔斷機制(澳洲、加拿大、法國、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菲律

賓、英國、美國)將會延長至4月20日；政府會繼續檢視各地疫情發展，有需

要時作出調整

• 至於因有輸入個案或其他原因而觸發的個別航班熔斷機制將會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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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收緊社交距離措施

• 「疫苗通行證」2月24日起於所有餐飲業務及表列處所全面實施

• 於2月23日午夜到期的一系列社交距離措施，將須以每14天一周期延長，直

至4月20日，並進一步收緊午市堂食每枱人數和戶外配戴口罩的規定。食物

及衞生局稍後公布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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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速提升疫苗接種率，減低重症和死亡個案

• 市民接種疫苗意欲上升

 第一針︰582萬(佔合資格人口86.4%)

 第二針︰512萬(76%)

 第三針︰149萬

• 政府已不斷加強接種量，盡快為更多市民接種；平均每日疫苗接種量2月底提
升至超過85 000劑

• 2月中至今，已增加10個接種點

• 動員千多間私家診所提高接種量，並協助地區團體舉行外展接種服務

• 13間醫院疫苗接種站2月26日起延長開放時間，星期一至六都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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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速提升疫苗接種率，減低重症和死亡個案(續)

• 整體目標：

 第一針︰3月初接種率達90%

 第二針︰3月中接種率達80%

 第三針︰現時已有接近一半(46%)的合資格市民(即第二針6個月後)已接種
第三針；更有約七成(67%)的60歲或以上的合資格市民已接種第三針。專
家原則上同意可縮短第二針和第三針的相隔時間，加快接種，加強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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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3-11歲)接種工作：

 現時接種率(第一針)︰101 000劑(19.14%)

 目標接種量︰4月中90%

 學童可通過學校組隊進行外展、以團體預約形式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或
自行前往疫苗接種中心盡快接種疫苗

全速提升疫苗接種率，減低重症和死亡個案(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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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老院/殘疾人士院舍接種工作：

 現時接種率︰34%

 目標：不遲於4月90%

 調動醫療機構資源，優先為院舍提供服務；最近一星期經「主動評估、接
種」外展服務接種第一劑疫苗的院友大幅增加至約3 600人，比之前平均
每星期約240人增加10多倍

全速提升疫苗接種率，減低重症和死亡個案(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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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同德，社會各界與政府攜手抗疫

• 政府由衷感謝社會各界一呼百應，加入特區政府堅實的抗疫團隊，例如：

 醫護界：為病人提供診治服務、協助在院舍為長者接種疫苗；醫管局正與
私家醫院商討將部分病人轉到私家醫院治療

 中醫藥界：與政府及醫管局協作支援正在/等待接受檢疫及隔離的人士；
浸大中醫特別為確診者提供網上諮詢及診症服務，並提供中藥，費用全免

 私營檢測承辦商：配合政府各項檢測行動

 香港大學跨學科團隊及化驗所：支援政府污水檢測

 物業管理業界：配合政府「居安抗疫」計劃，支援居家檢疫人士

 酒店業界：供政府租借其商業酒店作為社區隔離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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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同德，社會各界與政府攜手抗疫(續)

 的士業界及中小型巴士業界：為確診但徵狀輕微或無病徵人士提供前往指定
診所／社區隔離設施專車服務

 大學及自資專上院校：預留校園部分範圍作設立檢測或疫苗接種設施、調配
宿舍作隔離設施供有需要人員使用，安排教職員和學生參與防疫工作

 社區服務團體：動員義工進行包裝及派發快速測試套裝、在檢測站維持秩序、
協助長者及少數族裔人士網上預約檢測、打針等

 退休公務員及醫護人員：再上場支援政府和醫管局各項抗疫工作

• 商界方面：

 響應政府呼籲盡量讓員工在家工作

 捐贈現金或實物全力支援抗疫工作

 政府亦呼籲地產商和業主能為其商業租客(特別是中小企)減免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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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同德，社會各界與政府攜手抗疫(續)

• 政府正修訂《僱傭條例》，以在防疫大前提下，平衡僱員僱主權益：

 釐清僱員因接受檢疫而無法上班可視為病假，並在符合資格下可獲僱主支
付疾病津貼，從而清楚反映政策原意

 訂明如僱主因為僱員須接受強制檢疫而把他解僱，屬於不合理解僱

 訂明僱主因僱員在無充分醫學理由下拒絕接種新冠疫苗而將他解僱，並不
屬於不合理解僱

• 政府呼籲僱主在「全民強檢」計劃推行時，方便僱員按時接受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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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強烈呼籲市民：

 應繼續遵守社交距離措施

 應避免非必要離家外出，不應出席人多或跨家庭活動或聚會

 應就政府發出的「圍封強檢」、「強制檢測」或日後的「全民強檢」公告，
按時接受檢測

 如僱有外籍家庭傭工，應與他們商討休息日安排，呼籲他們在當前的特殊情
況，避免在休息日及假日聚集(包括在住宿設施聚會)

 應更注重個人衞生，減少感染風險，如對身體狀況有懷疑，或有高暴露風險
應盡快進行快速檢測，以及早識別有否被感染

 應盡快接種疫苗，以及安排家中長者及小童接種

 應保持信心，無須過份擔憂，親友間多用電話、電郵、社交媒體溝通問候

要打贏抗疫戰，市民支持和配合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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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市民提供更快、更準確資訊，政府責無旁貸：

 香港電台電視32台為「防疫資訊台」

 「疫苗通行證」單張現已派送到每住戶

 「抗疫小錦囊」小冊子下周派送到每住戶

 政府新聞網、YouTube、添馬台Tamar Talk、
新聞公報

• 領軍局長輪流向傳媒交代工作進度

要打贏抗疫戰，市民支持和配合是關鍵(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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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是一個社會向前的動力，而信心是希望的基礎。過去三年，香港經歷

過前所未有的政治及社會動盪和四波新冠疫情的衝擊，在中央支持、各界努

力下，都可以克服困難，由亂轉治；今日，同樣在中央大力支持下，只要香

港市民齊心，我們定必戰勝疫情，風雨後再見彩虹！」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2022年2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