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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後，中國—葡語國家防疫交流中心舉行揭牌儀式。防疫交流中心的成立，旨在充

分發揮澳門密切聯繫葡語國家的優勢，以多種形式的交流和培訓為載體，加強中國與葡語國

家在醫療衛生領域的合作，共同提升應對疫情的能力，攜手促進全球公共衛生事業發展，共

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

部長級特別會議上，中國商務部部長王文濤與其他葡語國家參會部長就中國與葡語國家

加強防疫交流、共同推動疫後經濟復甦等議題各自發表演講。各方同意就抗疫合作、疫後經

濟復甦等領域加強對話，助力戰勝疫情，促進共同發展繁榮，各方亦希望加強澳門在中葡抗

疫合作等方面發揮重要平台作用。會後，與會國部長簽署部長級特別會議聯合聲明，並正式

吸納赤道幾內亞共和國成為中葡論壇第十個與會國。

積極應對新冠疫情，有序恢復正常生活

【第五屆特區政府 2020-2022 年工作回顧】四大產業助經濟多元

【第五屆特區政府 2020-2022 年工作回顧】保就業 穩經濟 顧民生

中國 —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 ﹞部長級特別會議 開幕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RLPcRzd6s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6A4Xha-IG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gLA-Iw04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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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進入第三年，面對病毒新變種相繼出現，特區政府貫徹一直以來將居民的健康

和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的宗旨，與國家的防控總策略和總方針保持高度一致，全力做好應對新

冠肺炎疫情的工作，同時，因應疫情調節措施，逐步實現社會常運作。

全力檢測社區感染    努力維持社會運作

2022年，特區政府堅持「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總策略和「動態清零」總方針，因應疫
情變化不斷加強防疫措施。6月 18日，衛生局接獲通報，一管 10混 1樣本新冠病毒核酸檢測
呈陽性，經複查，確認其中 1名受檢者複檢陽性。

這是澳門自 2021年秋季的疫情後，再次出現陽性個案，隨後，透過重點人群、重點地
區和全民核酸檢測，陸續發現更多本地感染個案。而引起是次疫情的新冠病毒的奧密克戎

（Omicron）BA.5.1病毒變異株，有傳染力強、傳播速度快，以及潛伏期短的特性。特區政府
立即根據預案，迅速啟動應變機制，啟動分區分級防控。在行政長官的指揮下，新型冠狀病

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和民防行動中心協同運作，採取各項措施應對，遏止疫情出現「井噴式」

的爆發。

協調中心於 6月 18日宣佈，翌（19）日中午 12時至 6月 21日中午 12時進行全民核酸
檢測，所有澳門居民、在澳門逗留人士均必須參與。同時開展重點人群（保安、清潔及物業

管理）和重點區域核酸檢測，引入快速抗原檢測，派發 KN95口罩，以及實施減少人員流動、
聚集的措施，阻斷疫情的社區傳播。

隨後，至 7月 3日期間，再進行 2次全民核酸檢測，每天新增個案由 6月 26日的 96宗，
減少至 7月 3日的 68宗，成功防止疫情「井噴式」爆發。

在國家的關懷、國務院港澳辦和中聯辦的協調，以及廣東省政府、珠海市政府的支持下，

派出 650名採樣員來澳協助核酸採樣，特區政府經過總結和優化核酸檢測的流程，在 7月 4
日至 7月 10日期間，持續每兩天進行一輪全民及重點人群核酸檢測，混管陽性數目不斷下
降，由第四輪的 94管下降至第六輪的 23管，每天新增個案，由 7月 5日一度達到 146宗，
其後逐步回落，至 7月 10日新增 59宗。

實施相對靜止措施    有效阻斷社區感染

7月 10日，行政長官賀一誠根據《傳染病防疫法》規定作出批示，由 7月 11日凌晨起進
入為期一周的「相對靜止」狀態，除公共服務及居民生活所需的公司或場所外，暫停所有非

必要的工商業公司和場所運作，其後延長至 7月 22日。期間繼續進行快速抗原檢測、每兩天
一輪的全民核酸檢測和每天一次的重點人群核酸檢測，以及開展重點區域核酸檢測，斬斷病

毒的社區傳播鏈。

採取「相對靜止」措施期間，在當局全力應對，社會各界和居民積極配合，齊心抗疫的

共同努力下，每日新增個案已大幅回落，7月 21日首現社會面清零，7月 22日錄得 1宗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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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個案，應變協調中心宣佈，自 23日起試行「鞏固期」，逐步恢復社會必要運作，並根據不
同人群的風險，設定不同頻次的核酸檢測，務求儘早發現社區裡面潛在的傳染源。

在第十四輪全民核酸檢測的結果均為陰性後，澳門由 8月 2日凌晨起進入為期 6天的「穩
定期」，在核酸檢測前已不需要進行快速抗原檢測，重點人群的核酸維持每日一檢，離家工作

人群則三日一檢。其後進入常態化防疫階段，即回復到 6月 18日出現疫情前的狀態。

 「6．18」疫情其間開展的 14輪全民核酸檢測和多輪重點區域及人群的核酸檢測，共超
過 1,180萬人次參與；特區政府不斷優化相關安排，包括增加核檢站和採樣點、增設流動採樣
車、開設更多戶外核檢站，令核檢站由原來的 53個增至 75個，並提早開放關愛站，便利居
民；每輪核酸完成採樣的時間由 48小時縮短到 28小時。同時，快速抗原檢測超過 2,180萬自
我申報人次。期間，累計設立 88個紅碼區及 301個黃碼區，並組織工作人員和義工，保障相
關居民的基本生活所需。

疫情期間，區域聯防聯控機制再次發揮重要作用，特區政府與廣東、珠海保持高度緊密

聯繫，持續交換疫情訊息，商議疫情防控工作，協調供澳鮮活產品、抗疫物資及必要人員的

正常通關安排。

配合國家防控政策    有序推進社會復常

12月 8日，特區政府根據國家優化疫情防控政策，宣佈澳門疫情防控進入「過渡期」，社
會文化司司長歐陽瑜指出，疫情出現 3年以來，帶來許多挑戰，特區政府傾力保護廣大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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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澳市民共同努力下，澳門新冠肺炎感染病例數量相對低，死亡有 6例；有見已在世界各
地流行的 Omicron病毒株感染力增強，但染病後病症相對容易恢復，而澳門疫苗注射率超過
90%，可看到已具備條件調整防疫措施。

歐陽瑜指出，雖然逾 50%感染感染 Omicron病毒株者為無症狀患者，但仍有相當部份人
士有輕微症狀，同時病毒傳播力強，預計短期內出現相對大量的感染者，也會出現一定數量

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的個案，為免增加醫療負擔，呼籲居民當好自身健康的第一責任人，

保護自己和身邊人，並呼籲長者應儘快接種疫苗，及早獲得保護，邁向新生活。

歐陽瑜又透露，特區政府經過兩個月積極準備，制訂疫情防控過渡期應對預案，預備國

家公佈新政策時，作出適當調整後推行各項措施。根據預案，各部門已進行了相關的物資儲

備、系統配置、場所設置、人員培訓等工作。

12月 9日，澳門特區取消入境人士的落地核酸檢測、入境後的核酸檢測和快速抗原檢測
措施。12月 10日，應變協調中心更新防疫指引，除進入四類重點場所須出示健康碼外，其他
場所可自行決定是否需要出示健康碼。感染者允許居家隔離治療，健康碼轉為紅碼，同時，

只將出現個案「單位」列為紅碼區，連續 5天內超過 10%的住戶單位出現感染個案，大廈才
列為黃碼區，連續 5天內沒有新增感染個案後解除。

一系列的措施還包括：分階段向全澳市民派發抗疫包，根據不同年齡人士，免費發放備

用藥物及防疫物資，並公佈用藥指引及影片。推出密切接觸者居家隔離指引；開設感染者社

區門診；逐步減少核酸檢測要求，過渡至簡便的快速抗原檢測。

同時，將逐步放寛由內地來澳人士的檢測要求，並根據國家的最新政策調整內地以外人

士的入境防控措施，包括外國、香港和台灣地區進入澳門的人士之防控措施。

進入疫情防控過渡期後，澳門出現較多的感染個案，特區政府按照預案有序推行感染者

分級管理制度，透過「新冠病毒感染者自我評估及社區門診預約平台」分流患者進行居家隔

離、預約到社區門診、前往社區治療中心或傳召救護車送至仁伯爵綜合醫院特別急診，並設

置社區門診西醫電話問診服務，為有不同程度醫療需要的感染者提供適切的治療。並設立 60
條「感染者支援熱線」，回應感染者或家屬對各項措施的疑問，「熱線」由 12月 14日 9時起，
線開始投入運作，12月 31日 24時，感染者支援熱線共收到來電 37,843通。

官民合作抗疫三年    取得較佳防治成果

在 3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特區政府衛生當局在防治工作上取得了較佳的成果，繼
續全力推動新冠疫苗接種，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累計已接種新冠病毒疫苗共約 179萬劑，
已接種人數約 67.7萬人，其中僅接種第 1劑有 3.8萬人，已接種第 2劑有 24.6萬人，已接種
第 3劑有 31.4萬人，已接種第 4劑有 7.8萬人。對感染者的治療上，引入和儲備多種治療新
冠肺炎的藥物，包括參考內地經驗加入中醫藥的應用，提升治療成效。截至 2022年 12月 31
日，累計確診病例 2,501例，出院 2,207例，死亡 45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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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接種疫苗和治療感染者外，衛生當局肩負了多項重點的工作防控工作，包括：

- 維持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和仁伯爵綜合醫院的隔離治療設施運作，並按疫情發展增設

隔離治療酒店、康復中心、社區治療中心住院區等臨時隔離治療設施，合共提供約

6,400個床位。

- 推出保障口罩供應澳門居民計劃，確保每人每天均有口罩使用，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共售出約 2.4億個口罩。

- 按風險評估對不同地區入境人士。推出電子健康申報和健康聲明系統，實施體溫篩

查、醫學觀察等口岸檢疫措施，並根據實際情況調整入境政策。

- 2021年 11月下旬推出健康碼手機應用程式，增設「行程記錄」功能，提高流行病學
調查的效率。截至 2022年底，健康碼手機程式註冊量約 105.7萬，累計約 4.8億人
次透過手機應用程式申領澳門健康碼。

- 開展核酸檢測，並與第三方機構合作，逐步提高檢測能力。截至 2022年底共檢測樣
本數約 3,564萬例。

- 2022年 4月成立中醫抗疫小組，在「618」疫情期間，首次使用中西醫並重的治療方
法，按感染者意願，為超過 1,350名感染者（約佔總感染人數的 74%）和超過 110名
陪同人士，合共約 1,500人安排中醫藥治療，包括派發連花清瘟膠囊、藿香正氣軟膠
囊／口服液。而在 408名外籍感染個案中，有 268人使用中藥治療，外籍人士使用
比率為 67%。

澳琴一體化新局面，各項建設全面推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