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冠狀病毒病帶來的挑戰及
經濟影響  
2020 年 12 月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持續至今將近一年，情況依然未許樂觀，
第四波疫情更迎來艱巨的挑戰。即使政府已全方位加強防疫抗疫
工作，但不明源頭確診個案數字近日仍急升。為鼓勵身體不適的
民眾及早求醫，以減低病毒在社區傳播的風險，新加坡政府採取
更積極措施，例如補貼呼吸道感染病人的診治費用，以及向他們
發出醫生證明書和強制必須留在家中，除非其病毒檢 測結果
呈陰性。  

 
在經濟方面，雖然本港兩大支柱產業的抵禦能力較強，但本地
旅遊業與全球各地一樣，在疫情拖累下一蹶不振。一些海外地方
如日本、新加坡和英國，除了繼續向受疫情重創的行業發放工資
補貼，助其渡過難關外，亦推出各種利便措施，以重新調配工作、
進行求職配對及 /或創造就業。  

 
在未有有效療法或疫苗推出之前，各地在 "新常態 "之下仍須致力
在恢復社交活動與遏止疫情之間取得平衡。新加坡已強制規定
一眾商業機構和處所 (包括酒店、教育機構和舉辦活動的場地 )

必須使用訪客登記系統，而民眾到訪上述場地時亦必須以應用
程式或防疫裝置登記入場。面對旅遊業全面癱瘓的困局，日本和
南韓等多個亞洲地方選擇向民眾派發折扣券，以刺激本地消費，
提振深受打擊的服務行業。  

 
有關 2019 冠狀病毒病帶來的挑戰及經濟影響 的議題，涉及
多個事務委員會 (包括衞生事務委員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工商事務委員會和人力事務委員會 )的政策範疇。  

 

研究簡報 
2020 – 2021 年度 

第 1 期  

 

立法會秘書處  
資料研究組  

 

 
 
 
 
 
 
 
 
 
 
 
 
 
 
 
 

 

 

 

 

 

 

 

 

 
1.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爆發  

 

 
1.1 自 2020 年年初爆發 2019 冠狀病毒病以來，疫情猖獗令世界

各地深陷危機，幾乎無一倖免。由於病毒傳播力極強，全球感染個案

數字突破 6 600 萬宗，死亡人數則高達 150 萬。 1 自今年初開始，

香港錄得逾 7 000 宗感染個案及超過 110 宗死亡個案。當前的公共

衞生危機，嚴重打擊本港經濟。今年上半年，本港錄得歷來最大的

經濟下滑幅度。為挽救經濟，政府除落實 2020-2021 年度財政預算

案提出的 1,200 億港元財政紓緩方案外，更史無前例地動用

約 1,915 億港元，先後推出 3 輪紓困措施。  

 

  

                                                      
1 請參閱 WHO (20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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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本地疫情雖在過去兩個月稍見緩和，但近期卻急轉直下，

情況令人憂慮。世界衞生組織 ("世衞 ")指出，在未有有效疫苗或療法

推出之前，人類仍要面對感染新冠病毒風險，距離戰勝疫情之日還有

一段時間。在這 "新常態 "之下，本港必須克服控制疫情及經濟兩方面

的挑戰。  

 

 

香港的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  

 
1.3 香港在 2020 年 1 月 23 日錄得首宗 2019 冠狀病毒病感染

個案，確診個案數目更在短短一個月內急升至逾 70 宗。為應對

疫情，政府歷來首次在 2020 年 2 月實施入境防疫管制措施，並一併

推出各項保持社交距離措施，包括下令學校停課及安排公務員在家

工作。在 "圍堵 "策略下，其他主要防疫抗疫措施還包括檢測、追蹤

密切接觸者和設置檢疫及隔離設施，務求達致 "早發現、早隔離、

早治療感染者 "的目標。  

 
1.4 截至 2020 年 11 月底，本港每 100 萬人口約有 840 宗感染

個案。相對於全球數字 (即每 100 萬人口有逾 7 500 宗感染個案 )，香港

雖非疫情最嚴峻的地方，但抗疫之路卻跌宕起伏。自今年初，香港

經歷過所謂的四波疫情爆發 (圖 1)。自 12 月，本港每天新增確診個案

平均飆升至 98 宗，當中不到 10%屬輸入個案。按人口組別分析，佔

整體人口比例 31%的 15-39 歲人士，其確診個案比例高達 35%(圖 2)，

這可能是由於該年齡組別人士的社交活動較為活躍。至於 80 歲及

以上的長者，雖然確診個案比例只佔 4%，但他們的健康卻受到極大

威脅。該年齡組別受感染人士的死亡率接近 23%，遠高於整體人口

平均的 2%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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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19 冠狀病毒病在 2020 年的四波疫情爆發 (1)  

 

 

 

 

 

 

 

 

 

 

 

 

 
 
 

註：  (1)  取自 2020 年 1 月 23 日起，並截至 2020 年 12 月 10 日的數據。所有個案之中，

一宗為疑似個案，而輸入個案約佔 25%。  

資料來源： GovHK (2020f)。  

 
 

圖 2   確診和死亡個案的年齡分布 (1)  

 

 

 

 

 

 

註：  (1)  截至 2020 年 12 月 10 日的數據，不包括約 4%屬非居民 /居住地不明的個案。  

 (2)  死亡率指死亡個案佔感染個案的比例。  

資料來源： GovHK (2020f)及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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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醫療系統造成的影響和帶來的挑戰  

 
1.5 隨着抗疫成為新常態，做好感染管理工作和應對不同情況的

準備至為重要，亦為醫療系統帶來各種新挑戰。為了在無需大規模

封鎖社交和經濟活動的情況下令疫情受控，各地廣泛採取的可行

方法是進行有效的檢測、追查及追蹤 (testing, tracking and tracing，

即 "TTT"策略 )。2 在檢測方面，截至 2020 年 12 月 1 日，香港已進行

約 438 萬次病毒測試，當中 41%是在 2020 年 9 月推出的普及社區

檢測計劃 ("普及計劃 ")下進行 3，另有 19%是在特定群組檢測計劃下

由私營檢測服務提供者進行。  

 
1.6 由於不同檢測策略針對的人口組別不同，識別患者的機會率

亦各異 (圖 3)。例如，為較高風險群組和有病徵病人進行檢測的陽性

比率，一如預期高於普及檢測的陽性比率，因為普及計劃的目的，

是從廣大健康人口中找出隱形傳播者 (即無病徵及未出現病徵的

患者 )。為此，政府及醫學專家一直勸喻市民，如身體不適，應盡快

求醫。最近，政府更訂立規例，強制感染風險較高的特定群組 (如曾

身處某些處所或從事某種職業的人士 )接受檢測，並授權註冊醫生

要求懷疑感染 2019 冠狀病毒病的人士接受檢測。 4 

 
 

  

                                                      
2 檢測識別受感染人士，以遏止疫情擴散；追查患者，以堵截傳播病毒之路；

有效追蹤密切接觸者，以防止病毒在社區傳播。  
3 在中央人民政府支持下，該計劃動員約 570 名內地專業人員組成核酸檢測支援

隊來港，協助提升本地檢測能力。請參閱 GovHK (2020k)。  
4 除加強社區檢測外，政府亦收緊入境人士 (例如機組人員及外國領館人員 )

豁免強制檢疫下的檢測及隔離安排，包括要求豁免人士必須在出發前及到港

後接受病毒檢測，和豁免期間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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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檢測策略及陽性比率 (1) 

 

 
 
 
 

註：  (1)  截至 2020 年 10 月 18 日的情況。請參閱食物及衞生局 (2020)。  

 
 
1.7 即使當局已採取上述強制措施，但仍有意見關注到，有病徵

市民會否延遲甚或拒絕求醫，尤其是不少人憂慮一旦確診便會因

住院而 "手停口停 "。為減低相關人士接受檢測的障礙，政府會向確診

感染 2019 冠狀病毒病的基層市民提供 5,000 港元的恩恤津貼。 5 

此舉無疑可稍為紓緩確診病人的經濟壓力，但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

為鼓勵民眾及時延醫診治卻有不同做法。當地居民如被診斷患上

呼 吸 道 感 染 ， 可 獲 提 供 補 貼 接 受 診 治 ， 每 次 求 診 金 額 只 需

10 新加坡元 (58 港元 )6；相關服務由 20 間公營診所及逾 900 間參與

計劃的私家診所提供。 7,  8 為審慎起見，新加坡向醫生發出指引，

可對有呼吸道感染病徵的人士發出不多於 5 天的醫生證明書；同時

                                                      
5 恩恤津貼不設經濟審查，但受惠對象僅限於那些沒有有薪病假的基層市民，

如的士司機或散工。  
6 根據新加坡家庭醫生 (Singapore Family Physician)期刊在 2013 年進行的一項調查，

普通科醫生診所每名病人的診金中位數為 20 新加坡元 (115 港元 )，每名病人

的總收費中位數則為 35 新加坡元 (201 港元 )。請參閱 The Singapore Family Physician 

(2017)。  
7 參與計劃的診所列為 "公共衞生防範診所 "(Public Health Preparedness Clinics)，佔

當地普通科醫生私家診所總數逾 50%。  
8 截至 2020 年 6 月，受惠病人數目超過 45 萬，發放的補貼金額約為 3,100 萬新加坡元

(1 億 7,800 萬港元 )。請參閱 Ministry of Health (2020e)。  

樣本的陽性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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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頒布法例，規定任何患者如在期內離家外出，即屬犯罪，除非其

病毒檢測結果呈陰性。 9 考慮到私家診所參與計劃需要投放財政及

人力資源，當局會為它們提供一筆過 10,000 新加坡元 (57,500 港元 )

的商業補貼 (business grant)，以示肯定。10 按照當地現行的檢測策略，

如 13 歲及以上人士首次到任何參與計劃的私家診所求診時，被醫生

診斷患上急性呼吸道感染，會獲安排進行 2019 冠狀病毒病檢測。在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 16 日期間，76%被診斷患上急性呼吸

道感染的 13 歲及以上病人曾接受病毒檢測，陽性比率約為 0.03%。

至於拒絕接受檢測的病人，他們仍會獲發醫生證明書，但期間須按

法例規定留在家中。 11 

 
1.8 除了藉不同檢測策略及早識別患者外，另一關鍵在於進行

有效率的追查及追蹤工作。為此，香港最近推出全新的 "安心

出行 "(LeaveHomeSafe)通知流動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 ")，並強制規定若

干處所 (如娛樂場所及食肆 )必須使用 "安心出行 "場所二維碼。市民

只需掃描店舖展示的二維碼，一旦其所到之處發現曾有確診者

到訪，應用程式便會發出通知。其他地方如日本和新加坡，亦已採用

類似的追蹤接觸者工具。特別一提的是，新加坡於 2020 年 3 月推出

"合力追踪 "(TraceTogether)計劃，並率先同時引入流動應用程式和可

隨身攜帶的防疫裝置，以助識別曾在確診者附近的人士。 12 應用程

式和防疫裝置均以藍牙功能追蹤接觸者，而後者主要是供沒有流動

電話或較少接觸數碼科技的長者使用。目前，新加坡過半人口已下載

應 用 程 式 或 領 取 防 疫 裝 置 。 13  透 過 " 合 力 追 踪 " 計 劃 識 別 的

2019 冠狀病毒病個案密切接觸者，估計多達 25 000 人。 14 入境

新加坡的旅客，亦必須下載 "合力追踪 "應用程式，並於逗留當地期間

一直開啟程式。  

 
1.9 除 "合力追踪 "應用程式及防疫裝置外，新加坡更推出數碼

登記系統 (SafeEntry)，又稱 "訪客登記系統 "，供商業機構使用。個別

人士到訪某場所時，只需以 "合力追踪 "應用程式或防疫裝置掃描

                                                      
9 違例者可被處以罰款最高 1 萬新加坡元 (57,500 港元 )或監禁最多 6 個月，或

兩者兼施。請參閱 Ministry of Health (2020c)。  
10 請參閱Ministry of Health (2020e)。  
11 請參閱Ministry of Health (2020a)及 The Straits Times (2020)。  
12 若使用者的檢測結果呈陽性，衞生部會擷取相關數據，用以追蹤與確診者有

密切接觸的人士。  
13 過去數月，新加坡政府在市內增加多個地點派發防疫裝置，以配合民眾到訪

高風險場地 /處所時必須以應用程式或防疫裝置登記入場的安全規定。在這

情況下，使用率或有所提高。  
14 請參閱 WHO (202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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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維碼，其入場資料即會記錄下來。 15 與香港一樣，新加坡亦強制

規定，訪客有非短暫接觸的較高危場所必須使用 "訪客登記系統 "，

涵蓋範圍不一而足，除食肆及娛樂場所外，亦包括工作場所、教育

機構、大型零售商店、酒店、銀行，以至殯儀館。 16 到訪上述場地

時，民眾必須以應用程式或防疫裝置登記入場，否則會被拒諸門外。

新加坡可能由於採取上述多管齊下的措施，當地 2020 年 11 月的新增

確診個案數字跌至每天只有約 7 宗，遠低於 4 月及 8 月分別錄得的

每天平均 506 宗及 139 宗新增個案。 17 新加坡推行的預防措施及

"TTT"策略摘要載於圖 4。  

 
 

圖 4   新加坡為應對疫情而採取的預防、檢測、追查及追蹤措施  
 

 
 

 
資料來源︰Ministry of Health (2020a and 2020b)、 TraceTogether (2020)及 Gov.SG (2020a)。  

 

 

1.10 雖然一些西方地區對 2019 冠狀病毒病推出的防控措施較

寬鬆，但香港卻一直嚴陣以待。確診個案的密切接觸者均會被移送

檢疫設施，而所有 2019 冠狀病毒病患者須入住公立醫院或治療

                                                      
15 使用者可透過 "合力追踪 "應用程式掃描二維碼和提交個人資料，或出示印於

防疫裝置背面的二維碼，供到訪場所進行掃描。  
16 請參閱 Smart Nation and Digital Government Office (2020)、Ministry of Health (2020f)及

TraceTogether (2020)。  
17 請參閱 covid19 SG (2020)。  

 為鼓勵及早求醫，被診斷患上呼吸道

感染的民眾可獲發診治補貼。  

 

 建 議 醫 生 向 呼 吸 道 感 染 患 者 發 出

不多於 5 天醫生證明書，並將患者在

期內離開居所的行為訂為罪行，除非

其病毒檢測結果呈陰性。  

 

 為所有被診斷患上急性呼吸道感染

的 13 歲 及 以 上 人 士 安 排 進 行

2019 冠狀病毒病檢測；拒絕接受檢測

的病人仍會獲發醫生證明書。  

  為民眾提供具備藍牙功能的 追蹤

應 用 程 式 及 可 隨 身 攜 帶 的 防 疫

裝置，以識別曾在確診者附近的

人士。  
 

 所有到訪新加坡的旅客必須下載

"合力追踪 "應用程式，並一直開啟

該程式。  
 

 開 發 訪 客 登 記 系 統 (SafeEntry) ， 並

強制規定訪客之間會有非短暫接觸

的 較 高 危 地 方 ( 如 酒 店 及 醫 療

機構 )，必須使用該系統 (訪客入場

及離場時須以 "合力追踪 "應用程式

或防疫裝置掃描二維碼 )。  
 

 

  

 
Precaution and Testing 

 

 
Tracking and Tracing 

 
預防及檢測  追查及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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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18 儘管上述策略是遏止疫情在社區蔓延的重要一環，但非必要

及非緊急醫療服務卻無可避免地須予暫停。隨着近日疫情轉趨

嚴峻，當局已再度暫時縮減若干醫療服務。醫療服務不時需要暫停，

難免會對長期照顧服務造成影響，因此當局有必要制訂較長遠的

應對機制。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表示，鑒於疫情對常規醫療服務構成影響，各地政府

紛紛倡議發展遠程醫療 19，配合當地的情況盡量 "拆牆鬆綁 "。 20 

 
1.11 例如，在英國，一般診所應可安排醫生透過視像系統為病人

診症。在 2019 冠狀病毒病爆發之初，國民保健服務 (National Health 

Service)已訂出預先批核的網上診症系統供應商和解決方案清單，

方便相關委託單位可立即付諸實行。 21 在新加坡，政府向中小型

醫療服務機構資助使用預先批核服務供應商提供的遙距診症數碼

方案，金額為相關合資格費用的 80%。22 衞生部亦會向有意進行遠程

醫療的醫生提供網上培訓課程。 23 在香港，遠程醫療發展仍在起步

階段。部分公立醫院正試行為病人進行遠程診治，而一些私家醫生

亦會提供有限度的遠程醫療服務。鑒於疫情走勢不明，香港或許有

需要評估是否已準備好加強使用遠程醫療服務，為市民提供方便。  

 

1.12 自疫情爆發以來，政府一直同步擴充檢疫及治療設施。值得

留意的是，一所設有至少 800 張病床的臨時醫院，可望在短期內

落成。計及該臨時醫院，屆時本港至少可提供 5 230 張隔離及治療

病床，較 2020 年 8 月的數目增加約 60%。儘管病床數目大增，但當局

是否有足夠人力支援配合卻鮮有討論。鑒於病毒傳播力強，部分內地

(如武漢 )和海外地方 (如巴塞隆拿 )的醫院，已改為利用 5G及人工智能

等先進科技進行非接觸式工作流程或診斷。 24 在 2019 冠狀病毒病

                                                      
18 請參閱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2020)。  
19 根據世衞的資料，遠程醫療未有一致公認的的定義。概括而言，遠程醫療指

"在衞生保健服務方面，衞生保健專業人員利用信息和通信技術交換有效信息

進行疾病和損傷的診斷、治療和預防、研究和評估，以及進行衞生保健服務

提供者持續教育，其中距離是一個重要因素，並一切以推動個人及其社區的

健康為目標。"有些人將遠程醫療和遠程衞生保健 (telehealth)區分，前者只限於

由醫生提供的服務，而後者則主要涵蓋由衞生專業人員 (包括護士、藥劑師等 )

提供的服務。請參閱 WHO (2010c)。  
20 請參閱 OECD (2020a)。  
21 請參閱 NHS Digital (2020)。  
22 請參閱 Gov.SG (2020c)。  
23 新加坡在 2020 年 1 月通過的《醫療保健服務法》(Healthcare Services Act)，除其他

規定外，亦引入按服務類別劃分的發牌制度。根據該法令，遠程醫療可望

由 2022 年起獲發相關醫療服務牌照。  
24 請參閱 China Daily (2020)、 European Commission (2020)及 IDIBAPS & FCRB (2020)。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news/using-ai-fast-and-effectively-diagnose-covid-19-hospi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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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的契機之下，南韓將致力在 2025 年前興建 18 所智慧醫院 (smart 

hospitals)。 25 

 
1.13 雖然疫情加快技術應用及創新，但社會在全力應付危機之餘

難免令大量經濟活動陷入癱瘓。具體而言，在疫情肆虐下，為盡量

減少面對面接觸，政府曾在不同期間實施停課、取消活動，以至暫時

關閉設施和限制商業運作等保持社交距離措施，對本港各行各業

造成沉重打擊。香港經濟面對的各項挑戰將在下文論述。  

 

 

2. 對經濟的影響  

 
 
2.1 受 2018 年貿易摩擦及 2019 年社會事件的影響，本港經濟

飽受不明朗因素困擾而呈下滑趨勢。爆發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

香港再受重擊， 2020 年上半年的按季本地生產總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急挫約 9%，為歷來最大跌幅 (圖 5)。第三季跌幅收窄至 3.5%，

主要是因為貨物出口表現受惠於內地經濟逐步復蘇而有所改善。

儘管如此，經濟活動水平仍低於一年前未步入衰退的水平。  

 

 

圖 5   按季實質本地生產總值的按年變動率  

 

 
資料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20a)。   

                                                      
25 智慧醫院運用 5G 科技可實時遠程監察病人情況，而不同醫療機構亦可協作

進行診治。請參閱 Policy Coordination Bureau – General Policy Coordination Division (2020)。 

4.5% 4.5%

0.4%

-2.8%

-9.1% -9.0%

-3.5%

(6,646億港元 ) 

(6,784億港元 ) 

(6,736億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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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受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拖累， 2020 年 8 月至 10 月的失業

率顯著上升至 6.4%的 16 年高位，近乎 26 萬人失業 (圖 6)。失業人數

最多的是 15-29 歲青年人和 45-59 歲人士，各佔 32%和 33%。同時，

就業不足人數升至 14 萬 8 000 人，而工作時數中位數亦下跌。26 隨着

失業或就業不足人數不斷增加，2020 年的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

急跌至第三季的 26,200 港元 (圖 7)，按年下跌 8.4%，是 2002 年以來

最大的第三季跌幅。  

 

圖 6   失業及就業不足情況  

 

 
資料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20a)。  

 

 

  

                                                      
26 指統計前 7 天內所有工作的工作時數中位數。  

3.7 3.8 3.8

3.3

6.2 6.4 6.4

就業不足率 (%)

失業率 (經季節性調整 )  (%)

就業不足人士的工作時數中位數

22 
24 24 

16 

(257 800) 

(14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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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自 2017 年起的住戶收入中位數走勢 (1)  

 

 

 
 

註：  (1)  數據不涵蓋外籍家庭傭工。  

資料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20a)。  

 
 
2.3 社交活動放緩、職位流失和住戶入息減少，均嚴重打擊消費

意欲。今年第三季，私人消費開支整體而言按年下挫 10%(圖 8)，當中

耐用品 (如電器 )和非耐用品 (如衣物及鞋類 )的跌幅最大，食物和服務

開支 (如交通、醫療及保健服務 )的跌幅則最小。  

 

  

24

26

28

30

29,200 

26,000  
26,2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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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本地市場私人消費開支的最新情況 (2020 年第三季按年

變動率 ) 

 

 
 

 
 
 

 
 
 
 
 

資料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20a)。  

 

 

2.4 然而，按經濟行業而論，某些行業顯然受到較大衝擊。在四大

支柱產業之中，金融服務業的抵禦能力最強。 27 金融服務業之下的

資產管理及金融等主要行業的機構數目和就業人數在 2020 年

第二季均錄得正增長 (圖 9)。金融服務輸出雖錄得 4.1%的負增長，

但仍與整體服務輸出急挫 47.8%的情況截然不同。 28 

 

 

  

                                                      
27 按 2018 年的增加價值數據計算，金融服務業是第二大支柱產業。  
28 請參閱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20b)。  

整體消費  

服務  

-19% 

-13% 

食品  

耐用消費品  

非耐用消費品  

-8% 

-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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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四大支柱產業下各行業的表現 (1)(2020 年第二季的按年

變動率 ) 

 

 

 

 

 

 

 

 

 

 

 

 

 

 

 

 

 

 

 

 

 

 

 

 

 

 
 
 

註：  (1)  相關數字僅涵蓋個別支柱產業下的主要行業。  

 (2)  "其他工商業支援服務 "涵蓋提供予本地經濟體系內其他公司作中間投產消耗

的服務，包括餐飲服務、住宿服務及零售，但未有相關統計數據。  

資料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20a)。  

 
 

2.5 作為本港最大的支柱產業，貿易及物流業受到的影響似乎

尚算溫和。在 2020 年第二季，進出口貿易及批發業均顯著放緩，但

前者的表現在第三季有所改善。 29 旨在反映香港貿易商短期出口

                                                      
29 請參閱 GovHK (2020g and 2020h)。  

 

(a) 業務收益指數  

 郵政及速遞  +30.2% 

 貨倉及倉庫  +0.9% 

 進出口貿易  -8.9% 

 批發  -12.6% 

 

(c) 就業人數  

 郵政及速遞  +1.8% 

 貨倉及倉庫  -2.6% 

 批發  -10.0% 

 進出口貿易  -12.3% 

 

(b) 機構數目  

 貨倉及倉庫  -0.4% 

 郵政及速遞  -2.1% 

 批發  -3.7% 

 進出口貿易  -4.3% 

 

 

(a) 業務收益指數  

 金融  +9.4% 

 資產管理  +5.9% 

 保險  +0.7% 

 銀行  -8.1% 

 

(c) 就業人數  

 金融服務  +1.3% 

 保險  +0.6% 

 

(b) 機構數目  

 保險  +2.3% 

 金融服務  +0.5% 

 

 

專業服務及其他工商業支援服務 ( 2 )  

(a) 業務收益指數  

 專業、科學及

技術服務  
-3.2% 

 

(c) 就業人數  

 專業、科學及

技術服務  
+0.5% 

 

(b) 機構數目  

 專業、科學及

技術服務  
+1.3% 

 

 

(a) 業務收益指數  

 膳食服務  -26.0% 

 零售  -31.4% 

 住宿服務  -70.4% 

 "旅遊、會議及

展覽服務 "界別  
-94.8% 

 

(c) 就業人數  

 零售業  -8.1% 

 住宿服務  -14.4% 

 餐飲服務  -15.4% 

 

(b) 機構數目  

 零售業  -4.2% 

 住宿服務  -8.8% 

 餐飲服務  -8.6% 

 

貿易及物流  

金融服務  

旅遊服務  

第一大  
產業  

第二大  
產業  

第三大  
產業  

第四大  
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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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的香港貿發局出口指數亦連續第 3 季回升，顯示業界應對當前

挑戰的信心有所增強。30 物流相關行業 (即郵政及速遞服務和貨倉及

倉庫服務 )在疫情期間甚至錄得正增長。  

 

2.6 作為第三大支柱產業，專業服務及其他工商業支援服務業

所受的影響好壞參半。專業服務中主要的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 "，

其機構數目及就業人數在第二季均錄得輕微增長。至於其他工商業

支援服務業 31  (即指提供予本地經濟體系內其他公司作中間投產

消耗的服務，以及向公司和個別人士輸出的服務 )，或因商業活動

放緩和企業加大裁員幅度而受到較大衝擊。雖然這方面的最新統計

數據仍有待公布，但工商業支援服務業中零售業、餐飲服務、住宿

服務等界別的表現，或許對情況有預示作用 (圖 9)。  

 

2.7 若論最受重創的產業，則非第四大支柱產業旅遊業

莫屬。多個口岸實施邊境管制措施，令入境及外訪旅遊活動前所未有

地完全停頓。"旅遊、會議及展覽服務 "的業務收益指數在第二季大幅

下挫 95%，正好反映上述情況。旅遊業全面崩潰，對服務業各界別

造成不同影響，其中尤以餐飲服務業、零售業、住宿服務業及跨境

運輸所受衝擊最為嚴竣。  

 

2.8 政府實施的各項保持社交距離措施，亦為新興第五大產業

文化及創意產業帶來不明朗因素和挑戰，因為該產業涵蓋一些以

表演為主及 /或需要觀眾親身到場的行業。在 2020 年第二季，該等

行業的機構數目及就業人數均顯著下跌 (圖 10)。另一方面，軟件、

電腦遊戲及互動媒體等部分其他行業則在疫情下錄得業務增長。 32 

 

 

  

                                                      
30 請參閱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2020)。  
31 "其他工商業支援服務 "指金融服務、貿易及物流、旅遊和專業服務以外的

工商業支援服務。  
32 請參閱頭條日報 (2020)及 Engadge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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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文化及創意產業下各行業的表現 (1)(2020 年第二季的

按年變動率 ) 

 

 

 

 

 

 

 

 

 

 
 
 
註：  (1)  所涵蓋的行業 /界別並非詳盡無遺。  

資料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20a)。  

 
 
3. 政府推出的援助措施及未來路向  

 
 
3.1 鑒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對社會帶來嚴重的衝擊，政府在

2020 年 2 月成立專項的防疫抗疫基金 ("基金 ")，先後推出 3 輪紓困

措施。基金及其他相關開支帳目的總承擔金額高達 1,915 億港元，

相當於 2019 年本地生產總值約 6.7%。此外，政府在 2020-2021 年度

的財政預算案亦推出 1,200 億港元的紓困措施。以 3 輪紓困措施合計，

最大筆財政承擔額用於保就業 (原預算開支為 811 億 5,000 萬港元 )，

其次是向受影響商戶及行業提供援助，涉資 418 億 3,000 萬港元，

另有 240 億 8,000 萬港元則用於提升防疫抗疫能力 (圖 11)。  

 

  

 

文化及創意產業  

機構數目  

 圖書館、檔案保存、博物館

及其他文化活動  

+8.6% 

 電影、錄像及電視節目製作

活動、錄音及音樂出版

活動；節目編製及廣播活動  

+0.8% 

 廣告及市場研究  +0.2% 

 創作及表演藝術活動  -1.8% 

 出版  -3.6% 

 遊樂園及主題樂園  -9.1% 

 

就業人數  

 圖書館、檔案保存、博物館

及其他文化活動  

-1.0% 

 創作及表演藝術活動  -3.4% 

 出版；電影、錄像及電視

節目製作活動、錄音及

音樂出版活動；節目編製

及廣播活動  

-3.9% 

 廣告及市場研究  -4.9% 

 遊樂園及主題樂園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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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3 輪財政承擔額的主要用途 (1)  

 

 
 
 
 
 
 
 
 
 
 
 
 
 
 
 
 

 
 
 
 

註：  (1 )  財政承擔額為原本預算金額。有關貸款保證及損失收入 (例如寛減或豁免商業

機構或個人應繳的費用 )的部分沒有計算在內。  

數據來源： GovHK (2020b、 2020c、 2020d 及 2020e)。  
 
 
3.2 疫情之下，政府推出的 "保就業 "計劃是基金的旗艦項目。

第一期 "保就業 "計劃惠及受薪僱員總人數逾 190 萬，第二期計劃的

受惠僱員人數則逾 160 萬。據政府資料顯示，該計劃的最新預算開支

為 923 億 5,000 萬港元，較原預算高出 14%。儘管該措施有效地遏止

整體失業率飇升，但膳食服務業、建造業和藝術、娛樂及康樂活動業

的失業率仍突破 10%(圖 12)。  

 

  

6.36

7.97

24.08

41.83

81.15

20 40 60 80 100

10億港元

向學生、住戶或個人發放

津貼/資助

在職培訓和提高工作效率

提升防疫抗疫能力

為特定界別、行業和處所提供

紓困資助

保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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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257 800人 (6.6%，未經季節性調整 )  

圖 12   各行業的失業人數及比率 (2020 年 8-10 月 ) (1)  
 

 

 

 

 

 

 

 

 

 

 

 

 

 

 

 

 

 

 

 

 

 

 

 

 

 

 

 

 

 

 

 

 

 

註：  (1 )  2010 年至 2019 年的失業率 (未經季節性調整 )平均約為 3.3%。  

數據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20a)。  

  藝術、娛樂及康樂活動   6 000 (10.5%) 

 

 

 進出口貿易  16 800 (5.3%) 

 貨倉及相關輔助活動   6 400 (8.0%) 

 郵政及速遞   1 100 (5.3%) 

 批發   700 (3.6%) 

 

 

文化及創意產業  

 

 

旅遊服務  

 
 餐飲服務  34 800 (14.8%) 

 零售  25 400 (8.6%) 

 運輸  13 100 (6.2%) 

 住宿   3 700 (9.2%) 

 

 金融   7 000 (3.1%) 

 保險   1 800 (2.5%) 

 

 

 建造  37 800 (11.0%) 

 教育  10 300 (4.5%) 

 製造   7 200 (6.5%) 

 人類保健服務   4 000 (2.5%) 

 社會工作   3 100 (3.8%) 

 公共行政   1 300 (1.0%) 

 

 

專業服務及其他工商業支援服務  

 專業及商用服務 (不包括清潔 )  19 600 (5.5%) 

 資訊及通訊   7 400 (5.2%) 

 地產   6 400 (4.0%) 

 

貿易及物流  
 

金融服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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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隨着第二期 "保就業 "計劃在 2020 年 11 月完結，失業人數

預計會進一步攀升。然而，政府已表明，鑒於推出 3 輪防疫抗疫措施

令財政盈餘銳減，當局不會推出新一輪全民 "保就業 "計劃，但會採取

更具針對性措施支援相關行業。 33 

 
3.4 有意見認為，政府可重新調配基金之下各個項目的剩餘

款項，以應付其他財政需要，此舉既可加強支援，亦可節省資源。

舉例而言， " 可重用口罩的應用科技方案 " 的最新預算開支為

2 億 3,000 萬港元，較原預算減少 70%。 34 惟政府表示，在現階段

難以準確估計個別措施的最終開支或餘款多少。當局會監察基金的

運用情況，並於有需要時善用餘款，提供支援及協助。  

 
3.5 疫情推高失業率，同樣困擾着海外地方。在保就業的大前提

下，各地有不同舉措，其中一些集中於或只會向最受影響的界別或

行業提供支援。例如，在新西蘭和日本，因疫情導致收入跌破某個

水平的商戶可申領工資補貼；在英國，按規定須強制停業的零售店

舖可申領工資補貼；在法國，政府會向營業額銳減的自僱人士發放

收入援助。對於航空業、住宿及膳食服務業等最受重創的行業，

新加坡亦推出相類措施，當地政府甚至將工資補貼延長至 2021 年

首季，而先前多輪工資補貼共涉資 235 億新加坡元 (1,350 億港元 )，

佔當地幾輪紓困預算的 25%。  

 
3.6 鑒於香港經濟下滑，政府已放寛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 ")

計劃下申領失業支援的資格。 35  然而，由於整體資格規定仍屬

嚴苛 36，只有約 7%的失業人士申領該項綜援資助。政府過去曾在不同

場合表明，不會設立無須供款的專項失業援助金，因為此舉會對政府

的財政承擔帶來壓力。 37 雖然政府在基金下撥出 60 億港元，創造

約 30 000 個有時限的職位，並提高青年、殘疾人士和長者的在職培訓

津貼金額上限，但受惠人數仍然有限。   

                                                      
33 請參閱香港電台網站 (2020)。  
34 請參閱GovHK (2020b 及 2020i)。  
35 政府透過綜援計劃實施一項有時限的 "援助失業人士特別計劃 "。綜援計劃下

適用於身體健全申請人的資產限額，在 2020 年 6 月至 2021 年 5 月期間暫時

上調 100%。請參閱 GovHK (2020j)。  
36 現時單身人士的資產限額為 66,000 港元；若申請人有 1 名至 3 名家庭成員，

資產限額將增加 44,000 -132,000 港元；若申請人有 4 名或以上家庭成員，該

限額將增加 176,000 港元。資產限額不包括住宅物業。根據施政報告的建議，

身體健全的綜援申請人 /受助人的所有保險計劃現金價值將獲豁免計算為

資產，為期一年。  
37 請參閱勞工及福利局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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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政府在最新一份施政報告內，推出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初步名額 2 000 個。此外，政府亦會提供工資補貼，藉此創造更多

適合青年人投身的行業為本就業機會。為增加職位，新加坡亦實施

類似措施，當地政府會與僱主分擔聘用新員工的開支，為期一年，

涉資 10 億新加坡元 (57 億 5,000 萬港元 )。38 有別於香港的措施，該

計劃受惠對象主要是 40 歲及以上的中高齡就業人士，因為他們失業

後往往較難找到新工作。聘用該年齡組別人士的合資格僱主，可獲

政府分擔 50%薪金開支，該金額並設有上限。至於聘用 40 歲以下人士

的僱主，政府只會分擔其薪金開支的 25%。疫情影響較輕微的行業

(如金融服務和資訊及通訊科技 )，預期職位增幅將會較大。 39 

 
3.8 此外，新加坡亦為航空業推出臨時調配工作計劃，至今已有

500 名機組人員獲派到醫院擔任 "關懷大使 "(care ambassadors)。瑞典

亦有相類措施，當局為被裁的前航空業僱員提供短期醫療訓練，並

安排完成培訓的人士到醫院擔任行政工作或接待入院病入等，讓他

們之前的工作技能 (如注意安全和擅長照顧別人 )用得其所。 40 法國

和愛爾蘭政府則分別設立免費網上求職平台，方便醫療和電訊等

急需人手的行業進行招聘。愛爾蘭的網上平台更利用科技，將招聘

者的職位要求與求職者的履歷進行配對。 41 

 
3.9 在香港，政府除了在基金之下推出全民 "保就業 "計劃外，亦

為特定界別、行業和處所提供紓困資助，助其渡過難關，並為疫情

過後的復蘇做好準備。受惠對象涵蓋各行各業，包括食物 /餐飲業、

建造業、私立學校、藝術團體、健身室和遊戲機中心。政府推出 3 輪

資助，合計涉資約 418 億 3,000 萬港元，當中逾 80%或 354 億港元

用於支援零售業、食物 /餐飲業、運輸業、建造業及旅遊相關行業

(圖 13)。各行業獲提供的資助水平不一，例如每家合資格零售商戶

可獲得 8 萬元的定額資助；每家酒店視乎其房間數目，可獲發

30 萬港元或 40 萬港元的現金津貼；每家旅行代理商獲得的資助則

按其職員數目而定。政府最近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由於旅遊業復蘇

之路漫長又充滿變數，當局會特別為支援旅遊業增撥 6 億港元。  

 

 

  

                                                      
38 請參閱 Gov.SG (2020e)。  
39 同上。  
40 請參閱 OECD (2020b)。  
41 請參閱 Jobsireland.i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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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為特定界別、行業或受影響處所提供的紓困資助 (1)  

 

 
註：  (1 )  第二輪資助措施下餐食業的受惠對象，不包括那些已申請 "保就業 "計劃的

食肆。以上運輸業並不包括航空業。  

數據來源： GovHK (2020b、2020c、2020d 及 2020e)。  
 
 
3.10 其他援助措施包括提高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的最高貸

款額、延長還款期及提供還息不還本的選擇，協助企業紓緩現金流轉

負擔。然而，企業能否及何時復蘇，很大程度取決於疫情的走向和

政府提供的政策支持，其中尤以旅遊相關行業為甚。在 2003 年沙士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爆發期間，零售業和住宿及膳食服務業

同樣亦最受重創，但疫情過後該等行業復蘇勢頭強勁，往後數年職位

空缺急增，相信在某程度上與當時在《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

經貿關係的安排》之下推行的 "個人遊 "計劃有關。 42 

 
3.11 疫情持續至今已接近 11 個月，香港在應對感染數字回升

之餘，仍須苦思良策重啟經濟活動。各跨境口岸的入境及離境旅客人

數維持在紀錄低位，零售業銷業額和食肆生意亦未見起色 (圖 14)。

酒店和賓館入住率微升，主要是由本地需求帶動，亦因為抵港人士

必須在酒店接受檢疫。 43 為重振經濟，政府表示會視乎疫情發展，

逐步放寛旅遊限制。政府早前已取消身處廣東省或澳門的香港居民

                                                      
42 該計劃於 2003 年起首先在 4 個內地城市推行，一年後再擴展至 20 多個城市；

於 2007 年，該計劃進一步擴展至涵蓋 49 個城市。  
43 該規定最初適用於來港的外籍家庭傭工。自 2020 年 11 月 13 日起，所有從海外

地方抵港的人士均須在酒店接受 14 天強制檢疫。  

合計：354 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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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港須接受 14 天檢疫的規定。然而，本港最近疫情爆發，與新加坡

建立的旅遊氣泡計劃需要延遲啟動。  

 
 

圖 14   自 2020 年 1 月起旅遊相關行業的表現  

 
邊境管制站抵港及離港旅客人次  

 

酒店及賓館入住率  

 

零售業銷貨價值指數  

 

食肆收益價值指數  

 

數據來源：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20a)、PartnerNet (2020)及 Transport Department (2020)。 

 
 
3.12 雖然最近各地確診個案數字均見回升，令國際間恢復旅遊

活動一事蒙上陰影，但香港合作夥伴的新加坡卻在疫情早前稍見

緩和之際，已積極放寛旅遊限制。舉例而言，來自澳洲、新西蘭、

越 南 和 汶 萊 的 旅 客 獲 豁 免 接 受 檢 疫 ， 並 只 需 在 抵 埗 後 完 成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病毒檢測。至於來自內地、馬來西亞和台灣的

旅客，強制檢疫期已由 14 天縮短至 7 天。為了重啟商務旅遊，日本

分別與新加坡和南韓訂立互惠安排，容許來自該等地方的商務旅客

在 14 天檢疫期內進行有限度商業活動，惟旅客須遵循若干額外檢疫

措施，包括提交該 14 天的行程表，詳細列明住宿地點和所到之處。

離港 :  

10 049 984 

離港 :

55 759 

抵港: 

10 075 427 

抵港:

61 131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2020年

離港

抵港

59%

52%
48%

56%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2020年

賓館入住率

酒店入住率

93.6

68.1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2020年

2020年1月 - 10月 (按年變動率 )

百貨公司: +11.7%

超級市場: +2.6%

珠寶首飾、鐘錶及名貴禮物: -26.6%
112.7

93.5

73.5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2020年

2020年1月 - 9月 (按年變動率 )

酒吧: - 48.1%

中式餐館: -39%

非中式餐館: -27.4%

快餐店: -20.5%

file://///snobfle02/j_isd/research/res/AA(IS)4_HO/RB-Jennifer-Tiffany/Draft/Census%20and%20Statistics%20Department%20(20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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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日本正考慮進一步豁免來自低風險國家的短期商務旅客接受

檢疫的規定。 44 

 
3.13 各地尋求逐步放寛旅遊限制之餘，繼續恪守安全措施亦同樣

重要，這樣才可以令社交活動有序地恢復。為此，南韓在其重振經濟

方案下提出計劃，利用最先進科技打造無接觸 ("untact")社會，涵蓋

範圍包括遙距辦公、網上購物以至遠程醫療。 45 新加坡則看重追蹤

接觸者的工作，若某些場合的出席人士或會有緊密接觸，例如大型

"企業對企業 "活動或現場表演，當局強制規定舉辦單位必須使用

"訪客登記系統 "(SafeEntry)，而所有參加者亦必須以接觸者追蹤應用

程式或防疫裝置登記入場。目前，新加坡更正在進行一項試驗計劃，

利用可在半小時內得出結果的抗原快速測試，進行入場前檢測。

然而，當地政府亦承認，快速測試的準確程度低於傳統的聚合酶連鎖

反應測試 (亦稱核酸檢測 )。 46 

 
3.14 經過將近一年的防疫抗疫工作，全球各地慢慢適應新常態，

並不斷摸索各行各業的復蘇之路，特別是旅遊業的前景未許樂觀。

為支援本地旅遊業，香港旅遊發展局曾推出 "賞你遊香港 "活動，市民

若在零售及餐飲商戶消費滿指定金額，即可免費參加本地遊。其他

地方為刺激本地消費亦各出其謀。在內地，不少地方政府向市民發放

電子消費券，可直接在食肆或零售店舖使用。在日本，政府為挽救

受重創的餐飲業，推出涉資 616 億日元 (46 億港元 ) 的 " 外出

用餐 "(Go To Eat)計劃，為期 4 個月。市民在參與食肆用餐可獲得點數

(惠顧午餐或晚餐可分別獲得價值 500 日元 (37 港元 )或 1,000 日元

(74 港元 )的點數 )，並於下次用餐時折抵現金使用。 47 除鼓勵本地

消費外，日本據報將於年底推出一套新的振興經濟方案，致力推動

數碼創新和綠色投資，以提高長遠生產力。  

 
3.15 台灣則推出 "振興三倍券 "計劃，以提振經濟。市民可以

1,000 元新台幣 (272 港元 )購買價值 3,000 元新台幣 (816 港元 )的消費

券，低收入或弱勢社群家庭更可免費獲得消費券。 48 南韓的情況亦

不遑多讓，在其振興內需消費計劃下，向市民發放 8 大類消費

                                                      
44 請參閱 The Japan times (2020)。  
45 政府會投資研發無接觸服務的相關科技，包括機械人科技、航拍機及高速

互聯網。請參閱 World Economic Forum (2020)。  
46 請參閱Ministry of Health (2020b)。  
47 消 費 者 若 多 次 到 同 一 家 食 肆 用 餐 ， 其 在 該 食 肆 可 獲 得 的 點 數 每 月 限 為

20  000 點。請參閱 Go To Eat (2020)。  
48 請參閱 Global News for New Immigrant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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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扣券，可用於文化、消閒及服務業等。49 在 2021 年的財政預算案

中，南韓政府宣布將向民眾再派發共 5,000 億韓圜 (35 億港元 )

消費券，以刺激消費。新加坡亦採取同樣策略，刺激本地消費。每名

合資格新加坡公民可獲發 100 新加坡元 (580 港元 )消費券，用於酒店

渡假住宿 (staycation)、購買旅遊景點門票或參加本地旅行團。計劃

涉資約 3 億 2,000 萬新加坡元 (18 億 6,000 萬港元 )，相當於其 4 輪紓困

預算總額不足 1%。  
 
 

圖 15   海外地方因疫情重創經濟而採取的對策例子摘要  
 

 

數據來源： OECD (2020b 及 2020c)、Jobsireland.ie (2020)、Ministry of Health (2020f)、Go To Eat (2020)、

The Korea Herald (2020)、Minist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2020)、JETRO (2020)、GovUK (2020)、

World Economic Forum (2020)、Gov.SG (2020d 及 2020e)、 Chinese Briefing (2020)、

振興三倍券 (2020)、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20a、2020b 及 2020g)及

ILO (2020)。  

                                                      
49 請參閱 The Korea Herald (2020)。  

支援重創行業"保就業"

支援失業人士

重振入境旅遊

重啟社交活動

刺激本土消費

  工資補貼對象：在新西蘭和日本，因疫情導致收入下跌超過某個水平
的商戶；在英國，按規定須強制停業的零售店舖；在法國，營業額
銳減的自僱人士。  

 在新加坡，向受影響行業 (如住宿及膳食服務業 )發放工資補貼的措施
將延長至 2021 年首季。  

  在新加坡和瑞典，將前航空業僱員重新調配至醫護崗位工作；新加坡
則在表現較佳行業 (如金融服務業 )創造更多就業職位。  

 在愛爾蘭，設立利用科技進行配對的免費網上求職平台，方便人手
短缺的行業招聘員工。  

  來自低風險地方 (如澳洲和馬來西亞 )的旅客到訪新加坡，無需進行
檢疫或檢疫期已縮短。  

 來自新加坡和南韓的商務旅客在日本接受檢疫期間，可進行有限度
商業活動。  

  在南韓，打造無接觸社會。  
 在 新 加 坡 ， 強 制 規 定 舉 辦 大 型 活 動 時 必 須 使 用 " 訪 客 登 記

系統 "(SafeEntry)，以加強追蹤密切接觸者。  

 日本、新加坡、南韓和台灣均向民眾派發消費券或折扣券，以支援
零售業及 /或特定行業 (如食肆、文化及消閒相關行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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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2019 冠狀病毒病除重創經濟外，亦嚴重衝擊一貫以來的

經濟格局。因此，上述刺激消費舉措帶來的影響，充其量只屬

暫時性。行政長官近日發表施政報告，提出一連串振興經濟措施，

涵蓋範圍包括商業、創新及科技，以及有關大灣區的發展和合作

計劃。雖然該等建議落實需時，難收立竿見影之效，但政府相信相關

政策舉措將對香港的長遠經濟復蘇發揮關鍵作用。  

 
 
4.  觀察所得  

 
 
4.1  香港正面對前所未有的公共衞生危機，疫情持續至今將近

一年，情況依然未許樂觀，第四波疫情更迎來艱巨的挑戰。在衞生

方面，政府過去數月已加強其檢測及追蹤與確診者有密切接觸人士

的工作，例如強制規定有關人士須進行檢測，以及向確診感染

2019 冠狀病毒病的基層市民提供恩恤津貼，以紓緩其經濟壓力。

然而，仍有關注指，若身體不適的市民拖延求醫，會增加病毒傳播

風險。在這方面，新加坡採取更主動的做法，向所有呼吸道感染的

病人提供診治補貼。為審慎起見，醫生會向診斷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徵

人士發出不多於 5 天的醫生證明書；病人期間必須按法例規定留在

家中，除非其檢測結果呈陰性。為肯定參與防疫抗疫的私家診所作出

的努力，當局會向它們發放一筆過補貼。  

 
4.2  香港最新推出 "安心出行 "應用程式，以便追蹤曾與確診者有

接觸的人士，並規定一些高風險處所 (如食肆及娛樂場所 )必須展示

二維碼。本港商界和市民仍在適應使用新應用程式之際，新加坡已

強制規定一眾商業機構和提供服務處所必須使用相類的登記系統，

包括酒店、舉辦活動的場地、大型零售商店和教育機構。到訪上述

場地時，民眾亦必須以應用程式或防疫裝置登記入場。在 "新常態 "

之下重啟社交活動，該項安全措施至關重要，特別是當在場人士可能

會有緊密接觸，或因活動性質而不能全程戴上口罩。新加坡政府

指出，應用程式及防疫裝置已協助追蹤到 2019 冠狀病毒病確診者的

25  000 名緊密接觸者。鑒於新加坡的對策收效顯著，有意見促請政府

應在社會上更廣泛使用 "安心出行 "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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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在疫情嚴重威脅公共衞生期間，公私營醫療機構需要暫停

一些常規醫療服務或變更其服務模式，因此對遠程醫療產生更大

需求。與此同時，新加坡和英國等海外地方已加強對遙距服務的

支援，例如為購置解決方案提供資助、訂出預先批核的服務供應商

名單，及 /或向醫生提供相關的電子培訓。目前，香港的遠程醫療發展

仍在起步階段。借鑒海外地方的相關發展，香港為了與時並進，或需

審視本地遠程醫療在規管架構和技術方面能否配合。  

 
4.4  為防範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當局採取了歷來最嚴格的

邊境管制，並實施多項保持社交距離措施。在 2020 年上半年，香港

經濟錄得創紀錄最大跌幅。即使貿易及物流和金融服務這兩大支柱

產業所受影響相對温和，但作為第四大支柱的旅遊業已幾近癱瘓。

失業及就業不足情況不斷加劇，私人消費及住戶入息中位數亦在

下跌。儘管政府已在防疫抗疫基金下動用 900 億港元盡力保就業，

但建造業、膳食服務業和藝術、娛樂及創作行業的失業率仍高於

10%。  

 
4.5  隨着 "保就業 "計劃於 11 月屆滿，而其他紓困措施亦陸續

完結，政府在 2020 年施政報告中宣布會為失業人士和旅遊業推出

更多支援措施。然而，最近出現的第四波疫情再次嚴重打擊各行

各業。一些地方如日本、新西蘭和新加坡，繼續向因須強制暫停

營業，或因疫情以致收入銳減的商戶或行業提供工資補貼。為協助

失業的前航空業僱員，瑞典特別推出重新調配工作計劃。在新加坡，

為 了 在 表 現 較 佳 的 行 業 創 造 更 多 職 位 ， 政 府 推 出 一 項 涉 資

10 億新加坡元 (57 億 5,000 萬港元 )的計劃，與僱主分擔員工的薪金

開支，並為聘用中高齡新員工的僱主提供較高分擔比率。愛爾蘭則

開發了網上求職平台，可自動將招聘者的要求與求職者的履歷配對。 

 
4.6  作為重開邊境的第一步，香 港與新加坡建立旅遊氣泡。

然而，最近疫情再爆發令計劃受阻。事實上，一些地方在早前疫情

有所緩和之際，已靈活調整其邊境管制措施。例如，來自低風險國家

的旅客到訪新加坡，已無需進行檢疫或檢疫期已縮短至 7 天。日本

方面，來自新加坡和南韓的旅客可在檢疫期間進行有限度商業

活動。日後若疫情逐漸受控，或可考慮循這些方向制訂新的管制

措施。南韓甚至更多走一步，積極推動以先進科技在社會上提供更多

無接觸服務，為旅遊業的長遠復蘇建立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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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儘管世界各地正努力逐步重啟經濟，但復蘇之路仍充滿

變數，更遑論要在短期內重振旅遊業。香港早前曾推出 "賞你遊香港 "

活動，為在零售及餐飲商戶消費滿指定金額的市民提供免費參加

本地遊的機會。亞洲多個地方亦有相類計劃，形式和受惠對象不一。

例 如 ，台 灣 民 眾 可 以 1,000 元 新 台幣 (272 港 元 ) ， 購 買 價 值

3,000 元新台幣 (816 港元 )的消費券，作一般本地消費之用。日本為

支援受重創的餐飲業，凡市民外出用餐會獲得點數，可於下次用餐

時作消費使用。南韓和新加坡的消費券甚至可用於文藝表演、購買

旅遊景點門票及 /或酒店渡假住宿。這些優惠措施雖屬暫時性質，但

卻頗受商戶和市民歡迎，在構思刺激本地消費的舉措時或可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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