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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經濟大事回顧

（2020年7月至11月）

經濟發展委員會舉行2020年全體大會

7月9日，“經濟發展委員會”召開2020年全體大會。大會由賀一誠行政長官

主持。經濟財政司李偉農司長介紹了澳門的經濟情況，多位委員就推動疫後澳門

的經濟復甦提出了意見及建議。

行政長官在發言時表示，必須加快思考優化澳門經濟結構的具體方向及措

施，推動經濟適度多元，並且付諸落實。特別是發揮好“一國兩制”的制度優

勢，為積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做好準備，為特區長遠的可持續發展，奠定更牢

固的根基。

首期消費卡發揮拉動效應

7月17日，首期電子消費卡領卡期結束，總結共624,000多名居民領卡，佔登

記人數近95%。逾17.8億元注入市場，惠及多個行業和中小企。旅遊學院調硏估

算，實施總體效益約18億至24億澳門元，發揮了拉動效應。多個行業不同程度受

惠，其中飲食業及零售業分別佔交易總額約24%、71%。

金管局環保局銀行公會簽倡議書推動綠色金融發展

8月20日，澳門金融管理局、環境保護局及澳門銀行公會簽署了《共同動澳

門綠色金融發展》倡議書，支持澳門經濟朝多元、綠色及可持續發展的方向推

進，提升本地金融產品在粵港澳大灣區及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和吸引力；主張把綠

色理念融入社會的長遠發展；鼓勵澳門金融機構開發多元化的綠色金融產品，規

範相關業務採用國家和國際認可的綠色金融標準，鼓勵透過獨立公正的第三方認

證，提升產品的公信力和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鼓勵培育澳門綠色金融人才，等

等，為澳門打造灣區“綠色金融平台”奠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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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澳門特別行政區2019年國際收支平衡表

8月21日，金融管理局發佈2019年澳門國際收支錄得121億澳門元盈餘。其

中，經常帳盈餘1,428億元，非儲備性質金融資產淨值增加835億元。

內地與澳門簽訂深化知識產權交流合作的安排

在2003年簽署的《關於在知識產權領域合作的協議》基礎上，8月26日，國

家知識產權局和澳門經濟局換文簽署《國家知識產權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

濟局關於深化在知識產權領域交流合作的安排》。雙方將深化在專利實質審查、

發明專利延伸、專利和商標信息自動化、知識產權信息交流、人員培訓以及共同

舉辦研討會與技術交流會議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在現有合作基礎上新增國家知識

產權局為經濟局提供專利爭議及糾紛處理中的技術協助，以及加強雙方在知識產

權信息管理、利用和服務方面的合作。

“粵港澳中醫藥政策與技術研究中心”在中醫藥科技產業園揭牌

8月28日，在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支持指導下，廣東省藥品監督管理局、國

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南方醫藥經濟研究所及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三方共建的

“粵港澳中醫藥政策與技術研究中心”，在中醫虊產業園揭牌。

促進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聯合工作委員會在京開年度工作

會議

9月27日，“促進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聯合工作委員會”在北京舉行

2020年度工作會議。會議討論了粵港澳大灣區旅遊教育培訓基地建設；深化內地

與澳門旅遊交流合作，利用雙方海外機構，加強市場聯合宣傳推廣、建立“一程

多站”國際精品旅遊路線和旅遊產品等多項議題。

特區政府持續做好職業培訓和轉介工作

10月1日，經濟財政司司長李偉農指出本澳最新失業率為4%，主要集中在博

彩中介、酒店服務、批發零售及建築業等。由1月至今，政府已轉介近1,320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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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工人對接工作；對零售業及餐飲業已轉介近2,940名工友對接工作。特區政府已

預留了6萬個培訓名額，為本地居民尤其是待業人士提升其技能。

“心出發•遊澳門”受訪者滿意本地遊項目安排

“心出發•遊澳門”本地遊項目自6月17日到9月30日間共推出25條遊路線，

初步數據顯示，共有近14萬人次逾4,300團參與暢遊澳門。調查整體滿意度超過8

成5。此舉為澳門本地市場已帶來超過5,600萬澳門元的經濟效益。

澳門金管局與中國證監會簽署備忘錄加強跨境金融合作

10月15日，澳門金融管理局與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簽訂《合作備忘

錄》，訂定監管協助、信息互換、人員交流培訓和技術援助等方面的合作框架。

這將有助加強澳門與內地證券領域的合作，共同維護兩地金融市場的穩健運行。

MIF、MFE、PLPEX三項大型會展開幕

10月22日，“第二十五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澳門國際

品牌連鎖加盟展2020”（MFE）及“2020年葡語國家產品及服務展（澳門）”

（PLPEX）於澳門威尼斯人展覽館開幕。一連三天共逾1,000家來自中國內地及港

澳、葡萄牙、巴西、日本、加拿大、德國等企業於線上展廳及線下展場參展，線

上線下共安排逾670場洽談，助力參展各方透過澳門會展平台共商合作。

2019年直接投資統計

10月27日，統計暨普查局資料顯示，2019年本澳外來直接投資539.9億澳門

元，按年大幅增加167.8%。按行業劃分，流入博彩和金融業分別為433.1億元和

85.2億元，不動產發展及租售業則錄得負值（-16.9億元）。資金主要來自開曼

群島（307.5億元）、英屬處女島（102.0億元）、中國內地（79.5億元）及香港

（34.8億元）。全年外來直接投資的收益有803.3億元，按年增加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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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至9月份貨幣及金融統計

11月4日，澳門金融管理局發佈：9月份廣義貨幣供應量持續回落；居民存款

及貸款均按月減少。流通貨幣及活期存款分別增0.5%及 1.1%，M1因而較上月升

1%，準貨幣負債下跌1.9%；廣義貨幣供應量M2遂按月減少1.6%。與2019年同期

比較，則M1下跌8.2%；M2上升2.8%。按幣種分析，澳門元、港元、人民幣及美

元在M2分別佔33.6%、47.6%、4.6%及12.4%。

澳門國際旅遊（產業）博覽會圓滿閉幕

11月8日，由澳門旅遊局主辦、澳門旅行社協會承辦的第八屆澳門國際旅遊

（產業）博覽會圓滿閉幕。有188位來自內地的線下特邀買家和近120位國際線上

特邀買家以及專業買家參與，近23,000觀眾入場。現場進行逾5,800場商業配對洽

談，達成了4組簽約項目。

博鰲亞洲論壇國際科技與創新論壇首屆大會開幕

11月10—11日，博鰲亞洲論壇—國際科技與創新論壇首屆大會在澳門舉行。

東道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來賀信，國務院副總理韓正發表視頻主旨演講。論

壇理事長潘基文（視頻連線）、大會主席何厚鏵、論壇副理事長及中方首席代表

周小川、論壇理事菲律賓前總統阿羅約（視頻連線）、澳門行政長官賀一誠、香

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分別致辭。論壇秘書長李保東主持開幕式。論壇探討了，科

技創新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最重要的力量；科學無國界；推動科技創新與加強科

技治理離不開國際合作。

在新冠肺炎疫情給世界各國帶來巨大挑戰的背景下，國際科技與創新論壇的

舉辦有助於促進各國轉變增長方式，實現疫後復蘇，推動可持續發展。

穗澳加快推動兩地產業多方位合作

11月12日，2020年穗澳合作專責小組會議在澳門世界貿易中心蓮花廳舉行，

澳方組長、經濟財政司司長李偉農表示，澳門將以國家構建經濟“雙循環”新發

展格局為契機，共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充分發揮穗澳合作機制，深化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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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多方位合作發展。

2020年10月份外匯儲備數字及澳匯指數

11月13日，澳門金融管理局公佈，澳門外匯儲備資產總額至10月底為1,876億

澳門元（235.0億美元），較年9月經修訂的1,848億澳門元上升了1.5%，約相當於

9月底澳門流通貨幣的10倍或M2貨幣供應中屬於澳門元部份的80.8%。10月貿易加

權澳匯指數為104.6，較上月及去年同期分別跌0.60點及3.41點。

行政長官發表2021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

11月16日，賀一誠行政長官在立法會發表題為“強基固本，迎難而進”的

《2021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行政長官表示，特區政府明年施政的總體方向

是：防控疫情、振興經濟、惠顧民生、促進多元、推進改革、創新發展。2021年

將從：切實做好常態防疫工作；加快推動經濟復甦振興；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

展；持續優化民生建設工作；深入推進公共行政改革；育才引才並舉興澳建澳；

推進智慧宜居城市建設；打造文化交流合作基地；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穩定；主動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等十個方面，展開政府施政工作。行政長官強調，必須進一步

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產業結構需要調整，這也是澳門特區日後制訂第二份五

年發展規劃的方向。並非所有產業都適合發展，而是要開拓一些符合澳門發展和

市場需求的產業，包括中醫藥、現代金融、科技等，而本澳在發展其他產業的同

時也要繼續保持旅遊娛樂業的健康發展。

統計局陸續發佈本地多項經濟統計數據

11月17日發佈，第3季完成繳納印花稅程序的樓宇單位及停車位買賣共2,542

個，按季下跌3.6%，成交總值則上升1.6%至149.4億澳門元。

11月18日發佈， 9月飲食業及零售業景氣調查。與8月比較，受訪商戶表示營

業額同比上升或相若的比例減2個百分點至21%；按年下跌的比例增加2個百分點

至79%。所有受訪西式餐廳均表示9月營業額同比下跌。

11月19日發佈，第3季入境旅客總消費（不含博彩）10.1億澳門元，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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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留宿旅客7.3億元，不過夜旅客2.9億元，分別下跌94.0%及90.5%。

11月19日發佈，10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為101.91，按年下跌0.75%，主要受旅

行團、通訊服務和電力收費下調及汽油、衣履價格下降所帶動。其中，通訊、康

樂及文化分別跌13.46%及9.27%；醫療、家居設備及服務則上升2.81%及2.24%。

消費物價指數中的甲類（102.02）及乙類（101.75）分別減少0.65%及0.89%。

11月20日發佈，2019年澳門整體行業增加值總額實質下跌2.4%，主要由於博

彩及博彩中介業下跌2.7%及不動產業務下跌9.8%所致。增加值總額佔生產總額

百分比按年上升0.2個百分點至70.2%。第二產業增加值實質上升5.5%，佔整體行

業增加值總額的比重上升至4.3%；第三產業增加值實質下跌2.7%，比重下跌至

95.7%，其中非博彩服務業的比重為44.8%，較2018年減少0.3個百分點。

11月20日發佈，第3季本地生產總值按年實質下跌63.8%，跌幅較上季的負

68.0%收窄。本澳第3季服務出口跌幅收窄至87.5%，其中博彩服務出口及其他旅

遊服務出口分別下跌93.6%及87.9%；貨物出口按年上升252.2%。內部需求跌幅收

窄，按年下跌6.1%，主要由於私人消費支出跌幅收窄。貨物進口上升17.6%，服

務進口則下跌44.1%。今年第3季度整體價格變動的本地生產總值內含平減物價指

數按年下跌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