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施疫苗通行證有效提高接種率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徐德義接受大公文匯傳媒專訪

香港爆發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以來，特區政府一直強調接種疫苗能有效減低重症及死亡率，並輔以推
行 「疫苗通行證」 以鼓勵更多人接種疫苗，同時讓市民安全恢復正常生活。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徐德義近
日接受大公文匯傳媒專訪，談及 「疫苗通行證」 的成效、執法情況及優化空間。

徐德義指出，數字顯示 「疫苗通行證」 的實施，對提高接種率有明顯成效，亦達到了推行目的，特區
政府正籌建一個康復平台，讓新冠康復者可更便利地使用二維碼進入必須使用 「疫苗通行證」 的處所。

記者: 自 「疫苗通行證」 實施以來，政府共採
取了多少次執法行動？主要是哪些處

所？能否提供檢控數字？

徐德義: 從2月24日推行 「疫苗通行證」 開
始，截至4月10日，執法部門就

《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
所）規例》（第599F章）及《預防及控制疾病
（疫苗通行證）規例》（第599L章）防疫措施
於餐飲處所總共巡查75275次，先後作出6次口
頭勸喻、發出297張5000元定額罪款告票及提出
84宗檢控。同期間，各執法部門亦在其負責的表
列處所進行20594次視察，先後作出1859次口
頭勸喻、發出227張定額罰款告票及提出60宗檢
控。
…………………………………………………

記者: 「疫苗通行證」 能否達到推行目的？有
否考慮過加強罰則與監管？

徐德義: 我認為注意力不在檢控數字之上，
重點是提高疫苗接種率以保障生命

及醫療系統。自從新冠疫情開始以來，全球都覺
得接種疫苗是防止重症及死亡非常重要的手段，
特區政府亦已於年多前開始接種計劃。

除了立法以外，特區政府也採取行政手段去
推高疫苗接種率，例如在政府建築物、辦公
室、醫院、安老院舍、學校及康文署管理的
室內場所等，都是透過行政手段讓在該處
工作、居住以至探訪者都要接種疫苗。推
行 「疫苗通行證」 正是希望減低人群聚集
或因無接種疫苗而染疫的風險。香港的第
五波疫情截至4月10日已有8557宗死亡個
案，當中約7503宗即88%為70歲或以上
長者。他們當中，75%未有接種疫苗、
15%打了一針、9.7%打了兩針，只得
0.56%即42人打了三針，足以顯示接種疫
苗明顯地能減低死亡風險。

數字亦顯示，去年第四季跌至每日只
數千人接種第一劑疫苗，但自從宣布推行
「疫苗通行證」 後，今年1月平均每日增
至兩萬人接種第一劑，到2月進一步增至
三、四萬人，提高接種率的意義遠高於罰
了多少人。當然，有法例而不去執法是沒
意思，故巡查工作會繼續進行。同時，如
有確診個案，亦會追查其行蹤並進行搜證
工作，若發現對方原來在某些地方沒有出
示 「疫苗通行證」 ，可作出懲處。
……………………………………………

記者: 「疫苗通行證」 對個案追蹤有什
麼作用？

徐德義: 隨着疫情的發展，個案追蹤的
方法亦不一樣。根據衞生署衞

生防護中心的呈報數字，目前每日仍有數
千宗確診個案。當個案這麼多的時候，正
如行政長官所言，整個疫情的控制已超越
我們平時可應付的能力。個案追蹤辦公室
除了要就每宗個案展開追蹤外，亦要找出
所有的密切接觸者，因此目前的焦點及策
略上是與過去有所不同。

若每日只有百多宗確診個案時，仍可
就每宗個案仔細地去追蹤其過去行蹤，但
當有數千宗時，便要透過電子平台的呈
報，看看會否有某些地方或區域有密集個

案，然後再作出下一步行動，例如強制檢測公告
等。
…………………………………………………

記者: 大公文匯傳媒在商場、超市及街市實地
統計發現，部分市民進場時沒有使用

「安心出行」 ，局方有否執法？

徐德義: 599F章下的表列處所由最初6個逐
步增至23個，超市、百貨公司及街

市等因屬市民日常會到的地方，故亦列入其中，
但亦由於人流實在太多，不方便在入口主動檢查
進入者有否使用 「安心出行」 ，以免造成人流聚
集，所以法例上這些處所只屬 「被動執法」 ，與
會脫下口罩及曾爆發多個群組個案的餐飲處所須
主動檢查和更強執法有所不同。 「安心出行」 的
設計是香港特有，其中一個重點是希望市民養成
出入時掃描二維碼的習慣。如前所述，若在個案
追蹤時發現對方原來在某些地方沒有使用 「安心
出行」 或出示 「疫苗通行證」 ，可作出懲處。
…………………………………………………

記者: 不少市民認為出入商場、超市時要使用
「安心出行」 造成不便，出入口擠滿人

潮亦增加播疫風險，局方有何見解？會否考慮使

用藍牙自動記錄等更方便的記錄方法？

徐德義: 以電子方式去記錄出行，世界不同
地方都有，藍牙亦非新技術。在如

何應用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一直有與大
學研究單位及其他持份者進行研究，但大學研究
單位認為香港太密集，藍牙信號或會因重疊而分
不清是到了哪一間商店，未能協助精準追蹤，變
成費時失事，似乎不是最可行的方法，資訊科
技總監辦公室會與大學團隊探討有否其他適

合香港的方法。
…………………………………………………

記者: 對於有人建議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也應使
用 「安心出行」 ，局方持什麼立場？執

行上有否困難？

徐德義: 根據運輸署的數字顯示，4月初每天
有逾500萬人次使用公共交通工

具，數量太多，如果每人上車時都要做掃描動
作，可能影響人流、班次及路面情況，故暫時不
作考慮。我們會先觀察 「疫苗通行證」 的使用情
況，也會透過其他方法提高疫苗接種率，例如增
加流動接種車及上門接種服務等。
…………………………………………………

記者: 政府有什麼措施確保 「疫苗通行證」 能
真正發揮作用？還有優化與改善空間

嗎？

徐德義: 「疫苗通行證」 是分三階段推行，
我們已將第三階段實施時間由原來

的6月30日，提前至5月31日起施行，屆時所有
「疫苗通行證」 適用的一般市民均須已接種第三
劑疫苗（除個別特殊群組外）。有關安排是考慮
到自年初以來市民積極接種疫苗，以及政府有足
夠疫苗和接種能力為全港合資格市民於限期前接
種全數三劑疫苗。

另外，部分人獲得醫生證明書可豁免接種疫
苗，亦有人因屬新冠康復者而可延期接種疫苗，
但他們要在進入必須使用 「疫苗通行證」 的處所

時提供相關證明，例如
出院紀錄、康復紀
錄、由政府或獲衞生
署認可計劃承認的認
可私營醫務化驗所發
出的陽性核酸檢測短
訊或紀錄、快速抗原
測試陽性結果申報系
統的成功申報短訊／
電子紀錄，又或隔離
令等，林林總總，文
件比較零碎及不統
一。特區政府正計劃
透過整合一個康復平
台，讓他們可將資料
一次過掃描而不用將
不同款式的紙本文件
出示，方便處所管理
人識別。有了新平台
後，康復者進入處所
時只需透過一個二維
碼，令使用障礙得以
減少，更加便利；處
所掌管人也可透過科

技更易識別。籌備工
作正在進行中，估計4

月或5月可以出台。
我認為，從疫苗接種情況足

以反映，自我們宣布推出 「疫苗通行證」 後，已
有很大誘因令接種率迅速提高，已達到政策原
意。雖然接種速度近來又慢下來，但 「疫苗通行
證」 並非唯一一種
方法提高接種率，
而是要透過多種途
徑，例如教育及由
醫生向病人及其家
人解釋接種疫苗的
好處，希望他們願
意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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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在更多地方推廣使用 「疫苗通行證」 ，尤其是學校
等場所，但如果要求在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時使用 「疫苗通行
證」 可能較難處理。建議在 「疫苗通行證」 、 「安心出行」
等軟件中，加入追蹤功能，與內地 「健康碼」 對接。

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葛珮帆：

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林筱魯：

議員
建言

應增追蹤功能
對接健康碼

目前的 「疫苗通行證」 有兩大不足，一是缺乏追蹤功
能，將來如有疫情，無法利用 「疫苗通行證」 梳理、追蹤
個案；二是沒有開放與外地訪客對接，將來如果實現通
關， 「疫苗通行證」 應該方便外地訪客使用，以符合香港
國際城市的形象。另外，建議政府可以考慮使用藍牙等技
術，方便乘客在交通工具使用 「疫苗通行證」 。

「疫苗通行證」 技術上可以並行使用二維
碼、藍牙等手段進行登記，並無衝突。但增加
藍牙功能需要處所添置藍牙接收器與用戶的手
機通訊，會產生額外成本，需要政府權衡。

香港公共交通密度很高，在公共交通工具
上使用 「疫苗通行證」 有一定困難。如沿用目
前的二維碼會影響運行效率，而使用藍牙等自
動登入技術又容易令乘客在不經意間掃到。其
實乘客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時，如使用電子支
付工具，亦可形成紀錄，政府可以考慮如何將
「疫苗通行證」 與電子支付工具整合。

電子支付乘車
可作出行紀錄

專家
意見

香港智慧城市聯盟創辦人楊全盛：

接種自助助人打齊三針更安心市民
回響

市民 吳先生：

市民 楊小姐：

身邊有朋友因為醫療原因無法接種疫苗，我會覺得自己有責任接種疫苗，形成免疫屏障
保護這些無法受到保護的人。目前我已經接種三針，之前去髮型屋使用 「疫苗通行證」 感覺
十分方便。如果政府認為有必要在更多地方推廣，我十分支持。

之前有些 「黃絲」 炒作疫苗副作用，但 「走佬」 之後又 「轉軚」 急急忙忙打針。前些日
子有些媒體仍然炒作邊款疫苗好、邊款疫苗差，我在電台都聽到專家說打齊三針保護力一

樣，保護效力並不能單單看抗體數目，希望大家都放下成見，相信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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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德義認為 「疫苗通行證」 的實施，對提高接
種率有明顯成效，達到了推行目的。

◀政府透過不同方法提高疫苗接種率，例如設兒
童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圖）、增加流動接種車及
上門接種服務。

▲不少市民覺得出入超市、商場時要掃 「安心出行」 ，有點
不便，政府與大學研究單位正研究如何改善。

▲數字顯示自宣布推行 「疫苗通行證」 後，今年
1月平均每日增至二萬人接種第一劑，2月進一
步增至三、四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