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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政府降低核酸價格減居民生活負擔

  疫情發展至今，核酸檢測已逐漸成為市民日常生活開支的一部分。而澳
門昂貴的核酸價格亦一直受到市民詬病。在特區政府以及應變協調中心
的多番積極協調下，核酸檢測費用經已由當初的百多元下降至現今的68、
70元，其工作是值得肯定的。但反觀與澳門聯防聯控的珠海，核酸檢測
在當地政府的協調及補貼下，收費一降再降，並且推出政策措施嚴格規
定全市檢測機構的統一收費上限標準，費用只可下調而不得上漲。

  有關當局曾經指礙於兩地成本不一，暫時沒有降價空間。社會大眾亦理
解兩地之間的人力資源成本、物流成本有一定差距，當然不可能跟珠海
的價格相比。但受長期珠澳生活圈習慣影響，有實際需求的澳門居民需
頻繁往來於兩地之間，直接導致其對核酸檢測的需求大大增長，核酸檢
測支出經已成為澳門居民生活中的一大負擔。
 
  另一方面，日前特區政府公布於5月8日凌晨起，指定地區之入境人士須
分別自付2000及1500澳門元的核酸檢測費用，消息引起社會廣泛討論，
有市民質疑每次250元的核酸檢查收費不合理，有關當局率先將針對學生
的檢測費用減免一半，其做法值得肯定。但平心而論，隔離政策已經讓
漂泊在外的澳門人回家不易，車票機票隔離酒店搶得焦頭爛額，如今再
添費用難免怨聲四起。而相關規定亦涵蓋所有申請外籍家傭先導計劃的
家庭，無疑令更多的家庭經濟負擔百上加斤。

  如今的澳門正處於經濟低迷下的非常時期，政府在善用公帑原則下亦應
該顧及政策牽連層面，以及一般家庭的經濟負擔，避免引起民眾情緒負
面對立而觸發更多社會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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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本人謹提出以下質詢：
 
1. 抗疫常態化下的持續核酸已成為居民日常支出一部分，故請問特區政
府以及有關當局，會否考慮參考鄰近珠海市做法，透過行政手段對市場
作出調控，同時考慮對核酸檢測機構給予成本扶持以及營運補貼？
2. 對於檢測機構當中涉及水、電、網等公共資本的成本部份，政府能否
介入促使其公共企業承擔起社會責任，對檢測機構運營的部分成本給予
豁免，以減輕分攤在市民身上的成本，促使檢測價格控制在居民可負擔
的範圍？
3. 上述需自付檢測費用的措施範圍亦涵蓋外籍家傭，變相增加本地家庭
僱主的申請費用，故特區政府會否考慮對其核酸檢測費用提供優惠或適
度減免，以減輕家庭的經濟負擔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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