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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質詢
林宇滔議員

關於近期本澳的防疫措施

    日前，中山坦洲鎮再次出現新冠病毒核酸陽性個案，據新型冠狀病毒
感染應變協調中心公佈，患者在發病前曾多次持探親證往返澳珠兩地，
在澳行蹤包括關閘廣場一帶的水貨店和藥房。事件發生後，當局要求過
去14日曾在坦洲居住的教職員及學生3月1日起暫停回校面授，又要求關
閘廣場附近特定區域居住或工作的人士、2月25至27日期間曾於關閘口岸
出入境人士進行一次強制性核酸檢測；而2月25至27日期間曾於關閘口岸
出境或入境總次數多於4次的人士、曾與坦洲女患者在澳門或內地可能有
共同軌跡人士則須在3天內共進行3次核檢，所幸暫時3萬多名受檢人群均
為陰性。

    根據珠海市香洲區新冠疫情防控指揮部當日發佈通告顯示，該名患者
曾在2月26日有五次出入珠澳並到拱北口岸市場同一商舖的紀錄。澳門保
安司司長黃少澤受訪時表示，該名人士已承認從事與身份不相符的活動，
多次走水貨，治安警初步決定禁止這名女子入境本澳 1年，並對同類人士
採相應做法。據治安警亦表示，近期已對30多名入境後的行為明顯偏離
給予許可目的之非居民依法開展禁入境程序。

    值得留意，去年十一月中生效的第16/2021號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出
入境管控、逗留及居留許可的法律制度》第廿四條已明確規定「非居民
無合理理由以多次短暫入境及出境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方式，試圖規避逗
留及居留的規定」可拒絕其入境，第廿六條及賦權主管機關可對違反者
發出預防性或連續性的禁入境限制。

    但就算法例未修訂前，即第4/2003號法律《入境、逗留及居留許可制
度的一般原則》的第四條第二款第一項，也明確規定對於「試圖規避逗
留及居留的規定而經常短暫進出澳門特別行政區且未能適當說明理由」
可拒絕其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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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意味著，針對外僱等有可能因從事與簽證不符的原因被取消「藍
卡」，而持有其他簽證，包括探親簽證的非本澳居民，若往來過於頻繁
當局也有權禁止其出入境，但為何相關的水貨行為仍然屢禁不止？

    必須強調，水貨客與水貨店「螞蟻搬家」等問題，已不只對社區衛生
和環境構成負面影響，在疫情嚴峻的情況下，水貨客一日內多次往返澳
珠兩地帶貨，造成人員的頻繁流動，亦變相加重了疫症傳播的風險。

    再者，雖然因應今次陽性個案而進行的「重點區域人士強制性核酸檢
測計劃」未發現有陽性個案，但是關閘一帶人口密度高，亦是居民、外
僱和旅客出入本澳的必經之地，當局有必要思考如何從源頭入手，透過
法律手段，避免疫情期間水貨客利用其重複出入境之便利「走水貨」，
以減低病毒大規模擴散的機會。

    另外，因應今次坦洲女患者新冠病毒檢測陽性個案，當局宣佈高校及
非高校過去14天內曾在坦洲居住的教職員及學生自3月1日起暫停回校面
授，學生改在家學習，評核彈性處理。事實上，去年10月本澳因出現本
地確診病例，澳珠兩地通關政策因此收緊，復課安排亦突然被叫停，逾
千名回澳上課的跨境生因而「被困」本澳，當中300多名跨境生須由當局
安排住宿。而今年1月中山和珠海出現疫情時，跨境師生再度被停課。長
此下去，必然會為跨境學生的身心健康和學業發展帶來負面影響。

    隨著本澳踏入「疫情常態化」階段，加上變種新冠病毒的威脅短時間
內仍未能解除，可以預見未來澳珠通關仍會持續受到本地和週邊地區的
疫情影響而收緊。當局有必要為跨境師生的上課安排訂定機制，確保跨
境學生的課業進度不因通關政策而停滯，亦避免如去年8月般突然宣佈暫
停復課，令跨境生無所適從的情況。

    為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一、本澳水貨客對社區造成的滋擾及頻繁出入境對防疫帶來額外威脅，
長期以來禁止不絕，《澳門特別行政區出入境管控、逗留及居留許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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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制度》第廿四條已明確規定「非居民無合理理由以多次短暫入境及
出境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方式，試圖規避逗留及居留的規定」可拒絕其入
境，第廿六條賦權主管機關可對違反者發出預防性或連續性的禁入境限
制。根據內地通報，今次坦州確診女子曾在2月26日有五次出入珠澳紀錄，
明顯與其探親簽證目的不符，為何當局當日未有即時依法禁止其入境，
而是在事後才追加禁止其入境一年的限制？

    二、據當局介紹，現時打擊水貨客活動的法律工具包括《對外貿易
法》、《澳門特別行政區出入境管控、逗留及居留許可的法律制度》、
《聘用外地僱員法》、《禁止非法工作規章》等等。上述法律工具是否
能夠有效打擊水貨客活動？倘是，為何水貨活動近期又轉趨活躍？倘不
是，當局會否研究修改現有法律更有效打擊？

    三、今次發現有水貨客染疫的個案，導致三月一日之前14日曾身處坦
洲的跨境師生無法回校，且至今未恢復，不單學生學業、老師授課、學
校安排都大受影響。針對類似情況已多次出現，當局能否制訂清晰的指
引及應對方案，倘若內地某區出現確診者，跨境師生的明確安排，讓家
長、老師、學校都能有更好和更及時的準備和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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