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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質詢

宋碧琪議員

提升疫苗接種效益 逐步放寬促經濟復甦

新冠疫情爆發至今已有一年半的時間，澳門在特區政府及全社會的
努力下，通過疫情 “大考”，本地零感染已維持四百多天。這樣
的防疫成果，對本地經濟的恢復無疑是一個極大利好因素，尤其是
仍繼續保持與內地的互通發展。特區政府除了以積極財政方式穩定
澳門內部經濟發展，也十分積極主動把握時機到內地各省市加強
“安全城市”的推廣，特別是旅遊局、貿促局的同事更是馬不停蹄
、日以繼夜去做，這令澳門的旅遊業在“五一黃金周”終有些微起
色，酒店入住率高達八成。然而，好景不長，近期廣州疫情的反彈
，特區政府突然收緊防疫措施，出入境需持有48小時核酸檢測報告
，這令澳門的經濟一時之間又回到谷底，好在特區政府第三次經援
措施的消費卡計劃於近期也正式實施，令澳門內部市場的中小企業
及市民能暫時緩衝一下突然而至“半封關”影響。

當然，社會十分理解有關部門為了防疫大局，在無辦法之下只
能嚴防死守，為社會大眾的生命健康作出最大的守護。但是，此次
廣州的疫情，也再次為澳門經濟敲響警鐘。澳門始終是一個微型的
外向型經濟體，對外依賴十分大，必須早日建起免疫屏障，才有機
會早日與外部市場恢復連接發展，才能有機會融入國家的雙循環發
展。按照現時世界各地的經驗，要盡快恢復社會經濟發展以及對外
的聯繫互通，唯一的出路唯有打疫苗，并且只有盡快將疫苗的施打
列入防疫的首要任務，才能建起免疫屏障，防止再有新的疫情爆發
。
現時，不同地區都加強設立誘因條件鼓勵居民接種疫苗，更有一些
國家開始釋放以疫苗接種作為放寬出入境往來條件及作為放寛內部
居民活動的條件。回望澳門，雖然特區政府亦不斷推進疫苗施打的
進度，但相比於其他地區，本澳的接種率仍然不是太理想像，截至
6月17日現已完成接種兩劑約有八萬一千人，已接種一劑約有十萬
五千人。若按免疫屏障的建立條件要達至七成接種率的話，現時澳
門仍有不少差距，這對社會的經濟恢復影響甚為深遠。特區政府有
必要給予重視，更要將疫苗接種作為防疫新階段工作的重心，雖然
近期廣州疫情後，有關部門有加趕增設接種點，也鼓勵企業作出適
當措施便利員工接種，相對而言是令接種人數有所增加，但相比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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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鼓勵措施亦相對較少，尤其是在如何將疫苗接種作為放寬內部
活動方面的條件，特區政府有必要加以細研有關政策措施，以促進
澳門社會經濟的復甦。
為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1.	現時，多個國家已在試行接種疫苗人群免核過關措施，同時，
積極推進旅遊氣泡形成，建立疫苗通行證。當局曾表示，正研究與
內地疫苗互認增加通關便利的可行性，但不斷釋放信號，卻仍無進
一步的推進，請問當局，需具備何種情況才會形成互通條件？何時
可以落實？
2.	不少國家及地區已推行以疫苗接種率為前提，逐步放寬社會活
動等措施，本澳作為低風險地區，已逾400日無新增本土病例，然
而，本澳內部防控措施仍實行嚴密的防控措施，尤其是在娛樂博彩
業方面仍規限十分嚴格，如一張枱仍只限三人的措施，這令經濟的
恢復亦十分緩慢。隨著未來接種人數不斷增多，特區政府會否針對
已接種疫苗的群體，逐步放寬內部措施，如放寬接種疫苗者賭枱人
數限制，以平衡本澳企業與防疫工作，以推動企業發揮更大作用作
出更大發展？
3.	現時政府為提升疫苗接種率，再增加了兩間私人醫療機構作為
接種點及一個公共接種點，亦表示未來將根據需求及可行性，與其
他醫療機構商討合作，設立更多的接種點。請問當局，目前與其他
醫療機構商討落實情況如何？除了增加接種點，又有何便利及鼓勵
措施，提升居民的接種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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