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  

(第 599 章 )  

 

 

《預防及控制疾病 (規定及指示 ) (業務及處所 )規例》  

 

《預防及控制疾病 (禁止羣組聚會 )規例》  

 

 

引言  

 

  減少社交接觸是延遲本港 2019 冠狀病毒病傳播的關

鍵。在 2020 年 3 月 27 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

長官指令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 (第 599 章 ) (下稱

《條例》 )第 8 條，訂立《預防及控制疾病 (規定及指示 ) (業

務及處所 )規例》 (第一條《規例》 )及《預防及控制疾病 (禁

止羣組聚會 )規例》 (第二條《規例》 )。載於附件 A1 及 A2

的兩條《規例》將實施臨時措施應對目前的公共衞生緊急

事態，包括：   

 

第一條《規例》  

 

(a)  要求餐飲業務停止售賣或供應供即場享用的食物

或飲品，及關閉售賣或供應食物或飲品的處所全

部或部分範圍：這些限制將適用於食肆、食堂、

餐室、食店、酒館、酒吧等，但將不包括在私人

住宿、醫院及機構的餐飲業務。有關要求僅會於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在憲報刊登的公告後生效，而

每次公告的有效期不得超過 14 日。這些受影響處

所將被容許繼續以外賣及外送方式售賣或供應食

物及 /或飲品。違反上述要求的餐飲業務負責人

(即擁有人、東主及經理 )即屬犯罪。政務司司長

可就指定餐飲業務處所作出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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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限制餐飲業務的運作：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可透過

在憲報刊登的指示，就業務處所及在餐飲業務處

所進行的活動的運作模式 (包括但不限於指定業

務在處所的營業量、就處所上的人士制定距離限

制等 )、關閉處所或處所的部分範圍或就業務的

營業時段施加規定或限制，而每次公告的有效期

不得超過 14 日。違反要求的餐飲業務負責人即屬

犯罪；  

 

(c)  限制表列處所的營業：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亦可透

過在憲報刊登的指示，要求關閉表列處所或關閉

部分範圍、限制在表列處所的業務或進行的活動

的運作模式 (包括但不限於指定業務在處所的營

業量、就處所上的人士制定距離限制等 )或限制

每日營業時段，而每次公告的有效期不得超過 14

日。掌管、控制或負責管理表列處所者若違反指

示即屬犯罪；及  

 

第二條《規例》  

 

(d )  於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透過在憲報刊登的公告指明

的不多於 14 日期間，禁止在公眾地方進行四人以

上的羣組聚會，所列明的羣組聚會將被豁免。政

務司司長可准許部分羣組聚會。干犯《規例》下

的罪行將被處以相關罰則，包括定額罰款。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根據第一條《規例》及第二條《規例》

就 (b)、 (c )及 (d)將在憲報刊登的指示載於附件 B1、 B2 及

B3。  

 

  

 

 B   

 

 



3  

目前情況及挑戰  

 

2 .  在世界衞生組織 (下稱「世衞」 )  於 2020 年 3 月 11

日宣布將 2019 冠狀病毒病達至全球大流行後，疫情加速傳

播的情況更為嚴峻。截至 2020 年 3 月 25 日，全球 199 個

國家 /屬地 /地區呈報超過 430 000 宗 2019 冠狀病毒病個案，

遠高於兩星期前錄得的 310 000 宗個案。  

 

3 .  自 2020 年 3 月中，大量香港居民自高風險國家 /地區

返港，包括英國、歐洲及美國。由 2020 年 3 月 12 日至 26

日 )，在 324 宗確診個案中，超過八成曾於潛伏期内有到香

港以外地方的外遊記錄。上周，香港的確診個案數字每天

錄得雙位數字升幅。在 2020 年 3 月 19 日及 26 日期間由

193 宗上升至 454 宗，錄得雙倍增長。雖然大部分新增個案

為輸入個案或有外遊記錄的個案。我們錄得越來越多源頭

不明的本地個案。反映最新的本地情況的 2019 冠狀病毒病

確診及疑似個案流行病學曲線圖見附件 C。  

 

4 .  此外，正如香港大學於 2020 年 3 月 20 日公布的研

究指出，自疫情爆發起，在指定時間點 t 的有效傳染數

(Rt)(即每宗個案可感染多少宗個案 )已在過去數周首次超過

1，代表已出現本地持續爆發的顯著風險。由於潛伏期及

發病、診斷及報告個案的時間差，估算有效傳染數 (Rt)有

時間差，現時實際情況可能已比進行研究時進一步惡化。

為了預防疫情惡化，我們需要在疫情失控前實施謹慎、迅

速及前瞻性措施，以嚴厲控制疫情散播。  

 

5 .  隨著大量香港居民自英國、歐洲及美國等高風險國

家 /地區返港，最近確診及疑似個案錄得顯著上升，我們用

以診斷及檢測的醫護及隔離設施已即將爆滿。截至 3 月 25

日中午，醫院管理局 (下稱「醫管局」 )的隔離病房使用率

為七成二。公立醫院的隔離設施即將達到容量最高點及爆

滿。  

 

6 .  世衞及衞生專家一直鼓勵減少社交接觸以有效控制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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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冠狀病毒病的傳播。根據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的指

引，市民應減少外出及避免聚餐等社交活動，及應盡量與

他人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市民亦應時刻嚴加保持個人和

環境衞生，在人多擠逼的地方逗留時應佩戴外科口罩。  

 

7 .  在這方面，政府已就政府僱員實施在家工作的特別

上班安排。政府亦已自 2020 年 1 月尾起實施停課，確保兒

童及學童能盡量留在家中。儘管我們已作出上述呼籲，很

多市民已在 2020 年 2 月本地疫情看似穩定後開始鬆懈，並

沒有嚴謹地減少社交接觸。在過去兩星期的 324 宗確診個

案中，與在食肆、工業處所的派對房間、酒店宴會廳、酒

館、酒吧及健身中心舉行的聚餐、聚會、婚宴、健身活動

相關的群組個案佔超過最少 57 宗。持續性本地傳播風險日

益增長。雖然在 2020 年 3 月 19 日後，從中國以外的地區

返港人士已根據《外國地區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 (第

599E 章 )必須接受強制檢疫，我們留意到部分接受檢疫人

士違反檢疫令，對社會造成公共衞生風險。我們需要實施

更嚴厲而有效的減少社交接觸措施，以在有限時間内 (不多

於 14 天内 )大範圍地減少這些不理想的社交活動，以控制

本港疫情傳播。   

 

 

海外做法  

 

8 .  鑑於全球疫情迅速惡化，很多國家 (包括澳洲、德

國、英國及美國部分州分 )已實施不同措施以在指定時間内

進一步減少社交接觸。這些措施包括強制市民留在家中、

暫停開放指定商戶 /食肆及食店、限制營運時間及模式、暫

停交通服務，甚至宣布封閉部分城市。上述國家的主要措

施摘要見附件 D。  

 

 

加強措施  

 

9 .  我們認為有迫切需要透過《條例》制定新的緊急規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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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賦權政府在有需要時實施更嚴厲的措施減少社交接觸

及防止人群聚集。在制定所需的措施時，我們考慮到有高

2019 冠狀病毒病傳播風險的活動及處所 /場所、是否有其他

措施緩解有關風險 (例如在進行有關活動時佩戴外科口罩 )

及海外的有關做法。這些措施均有時限。我們的目標為規

管或禁止吸引一大群人長時間緊密接觸或交流的活動 /處所

及無法佩戴外科口罩的活動 (如聚餐、飲酒、沐浴及集體健

身 )，以防止疫情散播。  

 

餐飲業務  

 

10 .  第一條《規例》的主要目的為要求餐飲業務 (包括食

肆、食堂、餐室、食店、酒館及酒吧等及有餐飲業務的會

址 )停止售賣或供應供即場進食或飲用的食物或飲品，及關

閉售賣或供應食物或飲品的處所，以防止市民聚餐及飲

酒。這些業務可繼續以外賣及外送方式售賣或供應食物或

飲品。  

 

11 .  鑑於全港多種有牌及無牌的售賣或供應食物或飲品

的處所，我們認為以按照常理的方式以鼓勵市民避免聚

集，而非針對聚集的目的或某種餐飲業務作出處分，是較

為公平的做法。位於提供必須活動 /服務的處所 (例如醫院 )

的餐飲業務將不受影響。  

 

12. 第一條《規例》賦權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就餐飲業

務及其處所進行的任何活動的運作模式及日常營業時段發

出指示，甚至更為極端的措施，包括關閉處所或關閉處所

的部分範圍，及指明限期。  

 

所列處所  

 

13 .  除餐飲外，健身中心、浴室、戲院及遊戲機中心等處

所舉辦的活動亦牽涉人群聚集。這些處所的活動特質為需

要較緊密接觸或參加者無法在活動過程中佩戴口罩。為了

確保有效的減少社交接觸措施，我們認為有需要透過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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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列處所進行的任何活動的運作模式，例如在可行的情況

下實施人數限制或距離要求 (分隔 1 .5 米 )、限制營業時段以

限制訪客數目，甚至更為極端的措施，包括關閉處所或關

閉處所的部分範圍。在這方面，第一條《規例》賦權食物

及衞生局局長就這些規定或限制發出指示，而每次指示的

有效期不得超過 14 日。  

 

羣組聚會  

 

14. 第二條《規例》在指定期間禁止在公眾地方進行四

人以上的羣組聚會。有關禁止僅會於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在

憲報刊登的公告指明禁止期限後生效，而每次公告的有效

期不得超過 14 日。英國、澳洲、德國及新加坡等國家已實

施類似措施。這些國家實施的措施規定最高人數由二至十

人不等。我們認為限制聚會至兩人過於嚴苛，但十人亦過

於寬鬆。考慮到本地生活習慣及平衡有需要人士如長者和

兒童等的需求，限制任何羣組的最高人數為四人為切實可

行的安排。  

 

15.  第二條《規例》會表列受豁免的羣組聚會，包括為

執行政府職能或為執行法定團體或政府諮詢機構的職能、

為在工作地點工作、為在醫療機構提供或接受醫護服務所

進行的羣組聚會。  

 

賦權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及政務司司長  

 

16.  兩條《規例》是為應對公共衞生緊急事態而實施，

在《規例》訂立的框架下，《規例》賦權食物及衞生局局

長：  

 

(a)  有需要時指定就餐飲處所有關安排的生效及有效日

期；  

 

(b )  指明在餐飲業務及表列處所生效的特定減少社交接

觸措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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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指明禁止在公眾地方進行羣組聚會的期限。  

 

這些指示將透過在憲報刊登的公告 /指示作出公布，以迅速

應對及有彈性地調整措施處理當前疫情。第一條《規例》

賦權政務司司長將指定餐飲業務或某種類的餐飲業務豁免

第 10 及 11 段的規定 /限制。更改表列處所或規定或限制的

性質需要獲得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進一步同意。  

 

17 .  如此類推，第二條《規例》亦賦權政務司司長如信

納某羣組聚會對政府事務運作屬必要，或鑑於有關個案的

情況極其特殊，在其他方面符合香港的公眾利益，可准許

任何羣組聚會。  

 

罰則  

 

18 .  為了嚴厲地防止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散播，我們需

要嚴厲地處分違例者以達到所需阻嚇力。干犯第一條《規

例》下的主要罪行 (如不遵從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就餐飲業務

及表列處所運作模式發出的指示 )最高可被判處第五級罰款

(50 ,000 元 )及監禁六個月，即《條例》第 8 條訂明的最高

罰則。  

 

19 .  就第二條《規例》，如有人進行受禁羣組聚會，參

與、舉辦受禁羣組聚會及擁有、控制或營運進行受禁羣組

聚會的地方而明知而容許進行該聚會者，有關罪行最高可

被判處第四級罰款 (25 ,000 元 )及監禁六個月。另一方面，

為了迅速處理參與受禁羣組聚會的簡單個案，我們可向參

與受禁羣組聚會者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該人可藉繳付定

額罰款 $2,000，解除因該罪行而須負的法律責任。  

 

執法  

 

20 .  我們建議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任命巡查員執行第一

條《規例》下的條文，包括衞生主任、警務人員及其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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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維持各相關處所營運的公務人員。此外，為了促進有

效執法，巡查員將被賦權在有需要時進入及檢查相關處

所。  

 

21 .  此外，就第二條《規例》，獲得衞生署署長授權的

獲授權人員將負責執行相關條文，包括衞生主任、警務人

員及其他管理及維持各相關處所營運的公務人員。為了促

進有效執法，獲授權人員將被賦權索取個人資料及查閲身

份證明文件，以及按需要解散受禁羣組聚會或進入相關處

所的權力。  

 

22 .  兩條《規例》均載有豁免權條文，豁免巡查員或按

巡查員指示行事的人真誠地作出或沒有作出的作為的個人

法律責任。  

 

行政濟助  

 

23 .  如同行政長官在 3 月 27 日公布，政府會考慮向受實

施的措施影響的商戶及僱員提供經濟濟助及支援。。  

 

 

其他方案  

 

24 .  《條例》第 8 條賦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為防

止、應付或紓緩公共衞生緊急事態的影響，及為保障公眾

健康，訂立緊急規例，並無其他方案實施建議措施。  

 

 

《規例》  

 

第一條《規例》  

 

25.  第一條《規例》的目的是就 2019 冠狀病毒病公共衞

生緊急事態，針對餐飲業務及部分處所實施一些臨時措

施。第一條《規例》的主要條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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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指定期間，要求餐飲業務

負責人須停止售賣或供應供即場進食或飲用的

食物或飲品，及關閉該處所或其部分範圍；  

 

(b )  賦權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關閉任何餐飲業務處所

或針對餐飲業務及業務處所所進行的活動的運

作模式，發出指示，施加規定或限制，包括一

日之中的營業時段，及指明期限；及  

 

(c)  賦權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就附表 2 第 1 部的列出

處所發出指示，施加規定或限制，包括在處所

進行的任何業務或活動的運作模式、日常營業

時段及關閉處所，及指明期限。  

 

第二條《規例》  

 

26 .  第二條《規例》的目的是實施臨時措施以禁止在公

眾地方進行羣組聚會，以減少社交接觸。《規例》的主要

條文如下：  

 

(a)  第 3 條禁止在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根據第 4 條透

過在憲報刊登的公告指明的期間，於公眾地方

進行並非附表 1 所指明或被政務司司長按第 5

條准許的羣組聚會；  

 

(b )  第 6 條列明受禁羣組聚會的相關罪行。第 7 條

列明免責辯護。第 8 條列明參與受禁羣組聚會

者可藉繳付定額罰款 $2,000，解除因該罪行而

須負的法律責任；  

 

(c)  第 9 至 12 條包括賦權被衞生署署長按第 14 條

授權的獲授權人士執行權力；及  

 

(d )  第 16 條列明《規例》將於 2020 年 6 月 28 日凌

晨 (即生效後三個月 )失效。  

 



1 0  

上述第 25(a)、 (b)、 (c )及 26(a)段的指明期限不得超過 14

天。兩條《規例》有效期為生效後三個月。  

 

 

立法程序時間表  

 

27.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2020 年 3 月 27 日 1  

          2020 年 3 月 28 日 2  

 

   生效       2020 年 3 月 28 日 1  

          2020 年 3 月 29 日 2  

 

   提交立法會     2020 年 4 月 1 日  

 
1 第一條《規例》。  
2 第二條《規例》。  

 

 

立法建議的影響  

 

28.  建議方案大致符合《基本法》，包括當中關於人權

的條文。  

 

 

公眾諮詢  

 

29 .  鑑於情況緊急，公眾諮詢並不可行。  

 

 

宣傳  

 

30 .  當局已分別在 2020 年 3 月 27 日及 28 日發出新聞公

報，以及安排發言人回應傳媒和公眾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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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31. 《條例》第 8 條賦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在公

共衞生緊急事態的情況下，包括前所未見的病原體的出現

或某流行病的逼切威脅甚有可能導致大量人口死亡或罹患

嚴重殘疾 (不論是否長期殘疾 )時，為防止、應付或紓緩公

共衞生緊急事態的影響，及為保障公眾健康，訂立任何規

例。  

 

 

查詢  

 

32 .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與食物及衞生局聯絡 (電

話： 3509 8765)。  

 

 

 

食物及衞生局  

202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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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本地最新情況的流行病學曲線圖  

 

1. 按報告日期  (香港確診及疑似的 2019 冠狀病毒病個案流行病

學曲線圖  (截至 3 月 25 日 )) 

 

 

 

 

 

 

 

 

 

 

 

 

 

 

 

 

2. 按發病日期  (香港確診及疑似的 2019 冠狀病毒病個案流行病

學曲線圖  (截至 3 月 25 日 ))1  

 

 

 

                                                 
1 無病徵個案並未在流行曲線中顯示。  

香 港 確 診 及 疑 似 的 2 0 1 9 冠狀 病 毒 病 個 案 流 行 病 學 曲 線 圖  (截 至  2 0 2 0 年 3 月 2 5 日 )  
確 診 及 疑 似 個 案 總 數  = 3 1 8  

 

香 港 確 診 及 疑 似 的 2 0 1 9 冠狀 病 毒 病 個 案 流 行 病 學 曲 線 圖  (截 至  2 0 2 0 年 3 月 2 5 日 )  
確 診 及 疑 似 個 案 總 數  = 4 11  

確 診 及 疑 似 個 案 總 數  = 4 11  

 

報 告 日 期  

個
案
數
字

 

發 病 日 期  

個
案
數
字

 



附件 D 

部分海外國家所採取的社交接觸限制 

 

澳洲 德國 英國 美國 新加坡 

(1) 封鎖邊境 

只有澳洲公民、居民和其直系親屬才能前往

澳洲。1 

 

澳洲公民和澳洲永久居民不得出國外遊。2 

 

所有前往澳洲的旅客都必須在家或在酒店內

接受自我檢疫 14天。 

 

限制不適用於機場正常業務運作必需的聚

會。 

從神根地區以外入境的人士、所有非歐盟公

民和非神根地區公民乘坐飛機或輪船入境

將受到影響3。 

 

德國公民可以入境。 

 

歐盟公民以及英國、冰島、列支敦士登公國、

挪威和瑞士的公民及其家庭成員可通過德

國過境到達自己國家。上述安排亦適用於在

這些國家持有居留證的外國人。  

 

如果其他人士無法提供緊急入境原因的證

明，他們可能會被拒絕入境。 

 

- 符合以下條件的人士不得進入美

國：4 

 

過去 14 天曾到以下地方的非美國

公民或居民： 

 

(a) 中國內地； 

(b) 伊朗； 

(c) 奧地利、比利時、捷克、丹麥、

愛沙尼亞、芬蘭； 

(d) 法國、德國、希臘、匈牙利、冰

島、意大利、拉脫維亞； 

(e) 列支敦士登公國、立陶宛、盧森

堡、馬耳他、荷蘭； 

(f) 挪威、波蘭、葡萄牙、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亞共和國、西班牙、瑞

典； 

(g) 瑞士；及 

(h) 英國及愛爾蘭。 

只允許以下人士進入新加坡：5 

 

(a) 新加坡公民； 

(b) 永久居民；及 

(c) 長期准證持有人（包括工作准許

證，學生准許證，家屬准許證和

長期訪問准許證）。 

 

(2) 留在家中 

- 在巴伐利亞州範圍內進行全州封鎖。6 

 

在柏林，市民應該「長期留在家中」，只可

以為進行基本活動而外出，例如購買食物、

幫助照顧患病親人，或做運動。如必須離家，

市民必須攜帶身份證明文件，如身份證或護

照，以及住址證明文件。 

 

市民只有在購買食物、有健康理由，或在

家完全無法進行原本工作的情況下，方

可外出。7 

 

除非有理由必須外出，市民若離家會被

罰款。 

 

 加州： 

除必須要外，所有人士應留在家中。
8 

 

 紐約州： 

除提供必要服務的人士外，所有人

士不應在外聚集。9 

 

敦促外傭在休息日留在家中。10 

 

 

                                                 
1由 2020年 3月 20日起生效，直至另行通知。 
2由 2020年 3月 25日起生效，直至另行通知。 
3由 2020年 3月 17日起生效，直至另行通知。 
4由 2020年 3月 17日起生效，直至另行通知。 
5由 2020年 3月 23日起生效，直至另行通知。 
6由 2020年 3月 20日起生效，預計有效期為兩週。 
7由 2020年 3月 23日起生效，有效期為三星期。 
8由 2020年 3月 19日起生效，直至另行通知。 
9由 2020年 3月 22日起生效，有效期為 90日。 
10由 2020年 3月 21日起生效，直至另行通知。 



澳洲 德國 英國 美國 新加坡 

警察和其他執法機構將對違反新規則的人

士採取行動。 

(3) 於公共場所聚會 

禁止超過 500 人同時在單一室外空間聚集，

或超過 100人同時在單一室內空間聚集。11 

 

四平方米的規則不適用於必要的聚會（例如

在學校、醫院、交通工具、辦公室）或在家

中的聚會。 

 

 

鼓勵市民將與自己家庭以外人士的接觸減

至最低。在公共場合，人與人之間應保持至

少 1.5米的距離。12 

 

僅允許市民本人，與其他同住者或家庭成員

在公共場合逗留。 

 

鑑於情況嚴重，不容許在公共場所和私人住

宅或設施中進行慶祝活動。 

 

禁止到訪過國外，特別是德國受影響地區的

人士進入醫院、療養院、復康設施、幼兒園，

學校和大學。 

 

全面禁止在俱樂部、體育及休閒設施、成人

教育中心，和禮拜場所（例如：教堂、清真

寺、猶太教堂）聚會。13 

 

停止所有有兩人以上的社交活動，除非：
14 

 

(a) 參與聚會的人士為同住在一起；及 

(b) 因工作目的必須聚會—上班人士亦

應盡量減少會議及其他在上班地點

的聚會 

 

與他人保持至少兩米（六呎）距離。 

 

停止舉辦婚宴、浸禮或其他宗教儀式等

社交活動（直系親屬出席的葬禮不受此

限）。 

 

關閉公共場所，包括： 

 

(a) 公園內的公共空間，例如遊樂場、運

動場，及戶外健身場； 

(b) 禮拜場所（直系親屬出席的葬禮不

受此限）；及 

(c) 圖書館、社區中心及青年中心。 

 加州: 

停止舉行公眾活動、聚會、會議中

心等。15 

 

 紐約州: 

所有非必要的集會或聚會，不論參

與人數或舉行原因，應取消或延期；

身處公眾地方時，所有人士應保持

至少六呎的社交距離。16 

 

限制聚會人數在十人以內。 

 

推遲或取消所有活動和群眾聚會，例

如會議、展覽、節日、音樂會、婚禮、

體育賽事和貿易會。 

 

葬禮和守夜盡量只限於家庭成員出

席，而任何時候最多只能容納十人或

以下出席。 

 

暫停宗教服務和聚會。禮拜場所可以

開放予私人使用，但人數不得超過 1

十人。 

 

就食客而言，人數在十個以下才可同

坐一餐桌。每張餐桌之間必須隔開。 

 

購物中心，博物館和景點： 

 每 16 平方米的可用空間減少至

容納不超過一個人； 

 聚集人數不得超過 10人；及 

 如果無法遵守要求，必須關閉。
17 

(4) 停止商業活動 

下列設施將被禁止營業：18 

 

(a) 酒吧、註冊及持牌俱樂部（不包括與這

些場所相連的賣酒商舖）； 

大部分行業暫停運作，包括但不限於酒吧、

俱樂部、劇院、博物館、電影院、體育館、

游泳池、動物園和主題樂園。19 

 

關閉任何提供非必要的店舖及商業活

動，包括：20 

 

(a) 餐廳（可選擇維持外賣及外送服

 加州: 

只有提供必要服務的行業會繼續營

運。21 

 

關閉酒吧和娛樂場所，包括夜總會、

舞廳、電影院、劇院和卡拉 OK。23 

 

 

                                                 
11由 2020年 3月 20日起生效，直至另行通知。 
12由 2020年 3月 23日起生效，直至另行通知。 
13由 2020年 3月 17日起生效。 
14由 2020年 3月 23日起生效，預計有效期為三星期。 
15由 2020年 3月 19日起生效，直至另行通知。 
16由 2020年 3月 22日起生效，有效期為 90日。 
17由 2020年 3月 26日起生效，預計將有效至 4月 30日。 
18由 2020年 3月 20日起生效，並在 3月 26日更新﹐將每月進行檢視。 
19由 2020年 3月 17日起生效，直至另行通知。 
20由 2020年 3月 23日起生效，有效期為三星期。 
21由 2020年 3月 19日起生效，直至另行通知。 
23由 2020年 3月 26日起生效，預計將有效至 4月 30日。 



澳洲 德國 英國 美國 新加坡 

(b) 酒店（住宿服務除外）； 

(c) 體育館和室內運動場； 

(d) 電影院、娛樂場所，及賭場； 

(e) 餐廳和咖啡店將僅限於外賣和或外送服

務； 

(f) 在封閉室內空間舉行的宗教聚會、禮拜

或喪葬場所（如僅少數人參與並遵行每

4平方米 1人的規則可獲豁免） 

(g) 美食廣場（外賣除外）； 

(h) 拍賣行、房地產拍賣和房屋參觀； 

(i) 個人服務（包括美容、美甲、照燈、蜜蠟

脫毛和紋身）； 

(j) 水療和按摩院（與健康有關的服務，如

物理治療除外）； 

(k) 主題樂園、遊戲機中心和室內外遊樂中

心； 

(l) 脫衣舞俱樂部、妓院和在私人物業營運

的性服務； 

(m) 美術館、國營機構、歷史遺跡和博物館； 

(n) 健身會所、健身室、瑜伽、槓鈴和健身操

及單車健身設施、桑拿室、澡堂、保健中

心及游泳池； 

(o) 社區設施，例如社區禮堂、圖書館、青年

中心、退伍軍人協會俱樂部，和警察公

民青年俱樂部； 

(p) 遊戲及賭博場所；及 

(q) 室內外市場（不包括食品市場）（各州及

地區將各自公布有關安排）。 

 

另外– 

(a) 婚禮連同結婚夫婦、主持人和見證人在

內不得超過五人參與； 

(b) 葬禮參加者不得超過十人；及 

(c) 美髮師和理髮師可以繼續在嚴格的新規

定下營業，但必須遵守四平方米的規定。

顧客在場內不得停留超過 30分鐘。 

 

要求食堂、餐廳和酒店透過調整每張餐桌之

間的距離和減少來訪者人數等措施，大幅度

減少冠狀病毒傳播的風險。 

 

限制餐廳和咖啡店的開放時間：開業時間不

可早於上午 6時，關門時間不得遲於下午 6

時。 

 

務）； 

(b) 咖啡店及食堂，位於醫院、療養院、

監獄、軍事基地及為無家者提供飲

食的店舖除外（可選擇維持外賣及

外送服務）； 

(c) 夜總會、酒吧、酒館、電影院及劇院； 

(d) 售賣包括衣服及電子用品的零售商

舖、理髮店、美容店、美甲店，及室

內外市集（食品市場除外）； 

(e) 室內外康樂設施；及 

(f) 酒店、旅館、民宿、營地、露營車公

園、商用及康樂用宿舍（為長期居民

及重要員工提供的住所，及為露宿

者提供緊急收容服務的地點不受此

限）。 

 

 

 紐約州: 

非必要服務的行業將暫停營業。22 

 

 

 

                                                 
22由 2020年 3月 22日起生效，預計有效期為 9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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