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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总体失
业率 8年来
首次超过 2%
　　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
查局 26 日公布的最新就业调
查结果显示，2020 年 1 月至
3 月澳门总体失业率较上一期
(2019年 12月至2020年 2月 )
上升 0.2 个百分点至 2.1%。
这是自 2012 年 4 月至 6 月以
来首次回升至 2% 以上。
　　2020 年 1 月 至 3 月， 澳
门本地居民失业率也上升 0.3
个百分点至 2.9%；就业不足
率为 0.8%，与上一期持平。
　　这一期澳门劳动人口共
40.58 万人，劳动力参与率为
70.5%。失业人数为 8500 人，
较上一期增加 1000 人。寻找
新工作的失业人口中，之前从
事运输及贮藏业的失业人数增
幅较大。
　　今年第一季度的总体失
业率 (2.1%) 和本地居民失业
率(2.9%)按季度分别上升0.4
及 0.6 个百分点。

香港防疫措施渐见成效 仍需慎防输入个案

香港各界合力应对最凛冽经济“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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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加强复课防疫工作

　　澳门教育暨青年局 25 日
公布，为加强复课防疫工作，
当局实施“非高等教育学校教
职工和跨境学生核酸检测计
划”，要求教职工和跨境学生
需经核酸检测合格后，方可返
回学校。
　　澳门新型冠状病毒应变协
调中心当天召开新闻发布会，
公布澳门最新疫情及各项防控
措施。
　　仁伯爵综合医院医务主任
罗奕龙在会上介绍，澳门已连
续17天无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累计确诊病例维持 45 例，没

出现社区传播，无死亡病例。
　　罗奕龙称，澳门当天再有
1 名患者治愈出院，累计 28
名患者出院，仍住院 17 人均
属轻症，所有密切接触者均已
解除隔离。出院的 52 岁男居
民是澳门第 44 例确诊者，他
住院 21 天后痊愈，将继续安
排到卫生局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接受 14 天康复隔离观察。
　　澳门的中学将于 5 月 4 日
起陆续复课。教育暨青年局副
局长龚志明表示，所有教职工
和跨境学生需经核酸检测后可
回校。将于 4 月 27 至 30 日安

排约 5000 名教职工做检测，
费用全免；至于跨境教职员及
学生的核酸检测安排，已与珠
海市的指定医院协调好，将在
开课前分批进行。跨境教职员
及学生需要出示居住证和核酸
检测报告，才可往返珠澳。
　　与此同时，教育暨青年局
还向各学校发出“复课指引”，
要求复课前对校园进行彻底的
清洁消毒，并进行复课演习，
目前已有 10 所学校完成复课
演习。

　　香港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
局局长陈肇始 24 日表示，香
港新冠肺炎疫情有所缓和，仍
要慎防境外输入个案及减低社
区感染个案蔓延。
　　回顾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发
展趋势，陈肇始指出，香港连
续 8 日新增确诊个案录得单位
数字，其中超九成为输入个案
及其密切接触者。自 3 月初，
香港录得大量输入个案，其中
由英国抵港个案有 400 宗、美
国有 83 宗、法国有 45 宗。
　　陈肇始强调，特区政府要

防范境外输入个案及减低社区
感染个案蔓延。本地疫情有所
缓和反映出医护人员和社会各
界的共同努力，但仍要慎防逆
转，呼吁市民不要松懈。
　　陈肇始强调，内地抵港人
士入境需接受 14 天强制检疫
的安排会持续至 5 月 7 日，相
关措施将横跨“五一”黄金周，
政府会密切检视有关情况。
　　防疫措施方面，特区政府
在 3 月 25 日宣布的入境限制
措施将继续，所有经机场抵港
人士都要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为控制社交距离，政府两度延
长实施“限聚令”及多项防疫
措施，呼吁市民勿因疫情缓和
而松懈。
　　陈肇始指出，香港防控措
施渐见成效，但全球疫情仍然
严峻反复，放宽及解除因应疫
情而实施的多项管制措施仍需
多重考虑，其中本地 28 天没
有确诊个案是重要指标，也仍
需观察本地个案能否受控及考
虑医疗系统的承载能力。

　　“‘非典’时候也艰难，
但这次更大镬 ( 严重 )。”出
租车司机何志强的车正在港岛
鲗鱼涌出租车站排着队，他说
现在每天的车资收入比正常时
候要少六七成，言语间满是无
奈。
　　对于开了几十年出租车的
何志强来说，苦日子并不始于
新冠肺炎疫情。去年下半年开
始的修例风波以及夹杂其间的
暴力事件，已经让包括出租车
司机在内的许多香港普通市民
苦不堪言，“很多家庭都受到
影响”。

　　在修例风波中，暴力事件
愈演愈烈，蔓延至全港各区及
各行各业：香港机场被围堵、
瘫痪，不少商店被打砸，内地
游客也被欺凌甚至毒打……暴
力阴影之下，除旅游、饮食、
酒店等行业明显感受到切身之
痛外，美容美发等其他服务业
也开始感觉到“寒冬”到来。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
娥日前表示，过去一年，修例
风波引起很严重的社会动荡和
一些大家不愿见到的暴力事
件，加上近期受新冠肺炎疫情
冲击，今日的香港经济受到重

创，百业萧条，失业情况会不
断恶化，民心焦虑。
　　面对严峻的形势，林郑月
娥强调特区政府必须尽最大努
力，防止大规模企业倒闭和人
员失业。
　　为确保经济活力及减轻市
民的负担，特区政府推出历来
最大规模的纾困措施，总额高
达 2875 亿港元，约是本地生
产总值的 10%。特区政府在未
满两个月时间内三次动用财政
储备纾解经济民生之困。

台湾三大产业营业气候 3连跌

　　新冠肺炎疫情对台湾经济
的冲击进一步显现。台湾经济
研究院 24 日公布 3 月营业气
候测验点，制造业、服务业和
营建业皆连续 3 个月下滑。其
中，制造业82.35点，月减6.48
点，为2009年 2月以来新低。
　　服务业为 82.19 点，月减
3.44 点，写下 2016 年 1 月以
来新低；营建业 85.79 点，月
减 3.99 点， 也 是 2016 年 12
月以来新低。
　　台经院院长张建一表示，
疫情对台湾第二季度经济冲击
较明显，预估 4、5 月制造业

营业气候测验点可能会更差。
但就整体制造业景气来说，仍
有支撑力道。很多大厂积极部
署 5G，而高阶半导体需求依
旧强劲，加上疫情改变民众生
活方式，远端、视讯设备需求
热络，这些对于制造业均是正
面因素。
　　服务业方面，对当月景气
看坏比例较高者为餐旅业、保
险业与证券业，其余厂商多以
普通看待当月景气表现；营建
业方面，台经院研究员刘佩真
表示，疫情对第一季度房市影
响有限，但第二季疫情升温，

加上买卖双方对于价格认知存
有差距，预计第二季度交易状
况呈量缩价稳态势。
　　人力资源企业 1111 人力
银行当天公布的“青年就业困
境调查”显示，30 岁以下的
求职年轻族群目前最担心的五
大职场困境分别为：产业前景
不明、工作机会变少、被放无
薪假、被减薪、起薪低等。有
六成四的人因为新冠肺炎疫情
而影响求职意向。
　　目前，超过九成台湾民众
认为新冠肺炎已实质影响台湾
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