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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經濟大事回顧

（2021年6月至2021年11月）

政府推出席“電子消費優惠”惠及不同行業

“電子消費優惠計劃”自6月1日起推行，首10天產生425萬筆交易，約4.73

億澳門元注入本地消費市場，惠及不同行業。

本澳經濟受疫情影響，“電子消費優惠計劃”減輕居民生活壓力。同時，

刺激消費以擴大內需，為本地各行業注入強心針，支持中小企商戶存續，保持

整體經濟及就業穩定。

“電子消費優惠計劃”自5月7日起接受網上登記，截至6月11日中午12時，

已有約61.5萬名居民完成登記，自6月1日起，居民已陸續開始透過消費卡或移

動支付，使用電子消費優惠進行消費。首10天已有約425萬筆交易，向市場注入

約4.73億元，平均每日消費金額為4,726萬元。特區政府大力推動移動支付，對

本澳發展“數字經濟”發揮促進作用。

“澳人食住遊”第二階段豐富吸引，市民反應熱烈

“澳人食住遊”自本年4月18日起開始接受報名，本地遊方面，由4月15日

開始截至9月17日，報名人數共41,267人，已出團人數共24,426人；本地酒店體

驗方面，銷售24,283份酒店套票，所涉及的住客數量達48,566人次。

之後因疫情關係“澳人食住遊”本地遊活動一度暫停，9月18日恢復出團。

優化CEPA貨物原產地標準，助力業界拓展零關稅業務

6月17日，經濟及科技發展局表示，經上半年收集業界需求並進行共同商議

後，內地與澳門雙方同意對四項食品產品的CEPA貨物原產地標準作出修訂，並

自今年7月1日起實施。該四類產品均為含可可的食品。由2019年至今，通過磋

商機制成功落實的修訂原產地標準共18項，有關修訂為本澳企業創造更有利條



133

件享受CEPA零關稅優惠。

CEPA貨物貿易自2004年1月1日起生效實施至今年5月，經濟及科技發展局

共簽發6,872張CEPA原產地證書，以零關稅優惠輸往內地的貨物總出口貨值達

11.6億澳門元，豁免稅款7,780萬澳門元。

內地與澳門科技合作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在澳順利召開

6月18日，內地與澳門科技合作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在澳門順利召開。國家

科技部副部長黃衛、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李偉農、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行政

委員會主席陳允熙、澳門經濟及科技發展局局長戴建業等出席了會議。

李偉農表示，特區政府把科技創新作為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重

要切入點之一，將著力推進四所國家重點實驗室科硏成果的轉化及產業化；同

時，將持續促進兩地間的科硏成果轉化及產學硏合作，加快澳門融入大灣區科

創體系和國家發展大局；並將在內地與澳門科技合作委員會的框架下，多方面

加強合作，力爭拓展兩地科技交流合作的廣度和深度，為國家、為澳門的科技

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會議審議通過委員會下一年度工作計劃。

2020年12月31日的證券投資調查結果

澳門金融管理局6月24日發佈，2020年12月31日澳門居民（包括個人、政府

及其他法人，但不含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外匯儲備）持有由境外無關連實體發行

的證券投資，以當天市場價值計算為10,250億元（澳門元，下同），與2020年6

月30日及2019年底比較，分別錄得6.4% 和11.3%的升幅。在各類證券投資中，

股權證券（包括互惠基金與投資信託單位）、長期債券及短期債券的市值分別

為3,462億元、6,210億元及577億元，比上年底，股權證券、長期債券及短期債

券的市值分別上升15.5%、6.8%及46.5%。

第九屆澳門國際旅遊（產業）博覽會揭幕

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遊部支持、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主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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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旅行社協會承辦的第九屆澳門國際旅遊（產業）博覽會（“旅博會”）於

7月9至11日舉行。今屆旅博會再次結合線上線下形式舉行，融合“旅遊＋”元

素，打造五大亮點，助力旅遊及相關業界促進交流合作、共拓商機。

“促進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聯合工作委員會”2021年度工作會議在

澳門召開

“促進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聯合工作委員會”7月19日在澳門召開

2021年度工作會議，內地和澳門雙方分別介紹了2020至2021年度聯委會的工

作，以及兩地文化和旅遊發展情況，並就優化完善工作機制進行了討論。

“國際基建論壇”舉行多場平行論壇 各界分享專業見解

由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共同主辦的“第12屆國際

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於7月22至23日在澳門舉辦，此次採用線下為

主、線上為輔的舉辦形式，邀請全球基建範疇之政、商、學界精英出席，今屆

主題為“攜手共促國際基礎設施合作新發展”。其間舉行了：“發揮澳門平台

作用，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共建‘一帶一路’”及“碳中和與國際電力合作”

等五場平行論壇。

MIECF綠色平台顯成效 線上洽談助力企業拓商機

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主辦的“2021年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壇及展

覽”（2021MIECF）於8月7日結束。今屆展覽進行247場雲配對，收到10份雲

簽約，超過400個展商參與，上線展品數逾750項。受疫情變化影響，大會通過

雲配對、雲簽約、綠色交通線上推介以及線上展廳等一系列線上活動，全面助

力內地、葡語國家、本地以至世界各地企業把握綠色商機，充分呼應“共創綠

色低碳新時代”的大會主題並發揮MIECF的國際綠色平台作用。

2021年上半年度中小企業信貸統計

澳門金融管理局8月12日發佈，2021年上半年新批核的中小企業信貸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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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1年上半年，澳門銀行新批核的中小企業信貸限額，較2020年下半年

上升137.1%至194億澳門元，與2020年同期比較亦增加26.8%。至6月底未償還

中小企業貸款餘額為945億澳門元，較2020年底上升8.3%，按年增6.4%。按經

濟用途分析，銀行對“製造工業”及“批發及零售貿易”的貸款分別上升49.2%

及13.9%；而對“酒樓、餐廳、酒店及有關行業”的貸款則錄得8.7%的跌幅。

未償還信貸餘額佔信貸限額的比率為82.4%，分別較六個月前及2020年同期下

跌0.6個百分點及0.5個百分點。6月底中小企業拖欠貸款結餘較六個月前增加

13.4% 至5億5千萬澳門元。

2021年6月澳門國際性銀行業務統計

澳門金融管理局8月16日發佈的統計顯示， 2021年6月底，國際資產佔銀行

體系總資產的比重從2021年3月底的85.5%上升至86.2%；而國際負債佔銀行體

系總負債的比重，亦從2021年3月底的82.6%上升至83.9%。

2021年第二季澳門綜合利率

澳門金融管理局8月24日發佈2021年第二季澳門銀行業的澳門元及港元綜合

利率錄得跌幅。6月底澳門元及港元綜合利率從2021年3月底的0.56%及0.93%，

分別下降6基點及7基點至0.50%及0.86%，反映本地銀行資金成本普遍下跌。

公佈澳門特別行政區國際收支平衡表（2020年初步估算）

澳門金融管理局8月26日發佈澳門特別行政區國際收支平衡表初步估算。

2020年澳門整體國際收支初步錄得盈餘213億元（澳門元，下同）。其中，經常

帳錄得237億元，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資產淨值則增加319億元。

澳門金管局與香港保監局簽署諒解備忘錄　加強金融科技合作

澳門金融管理局與香港保險業監管局於9月1日簽訂了《金融科技合作諒解

備忘錄》，深化雙方金融科技協作，促進金融創新服務。《諒解備忘錄》為兩

地監管當局合作提供框架，闡明當局如何在各自市場共享和使用有關金融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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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的信息、加強監管當局之間的金融科技合作，同時確保雙方信息交流的保

密性。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為澳門締造良好新機遇

中央政府9月5日公佈的《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是中央政

府支持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重大部署，為澳門長

遠發展注入新動力，特區政府對總體方案的出台表示熱烈歡迎和衷心感謝，將

積極把握總體方案為澳門締造的良好機遇，為謀劃特區長遠發展注入新動力。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明確了合作區“一條主線”、“四

個戰略定位”、“四項主要任務”，橫琴開發進入粵澳全面合作共商共建共管

共享的新階段。特區政府將在中央的指導下，按照總體方案的要求，與廣東省

政府、珠海市政府一起積極推進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建設。

9月17日，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管理機構揭牌儀式在橫琴舉行，行政長官賀

一誠率領特區代表團出席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管理機構揭牌儀式。他表示，粵

澳雙方將精誠合作、積極作為，以“時不我待、只爭朝夕”的精神投入橫琴粵

澳深度合作區的建設，確保深合區開好局、起好步。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

副總理韓正，以及廣東省委書記李希為深合區管理機構揭牌；全國政協副主席

何厚鏵，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行政長官賀一誠和廣東

省委副書記、省長馬興瑞在台上見證；本澳各界代表逾100人出席。

青茂口岸開通

粵澳新通道（青茂口岸）開通儀式於9月8日上午舉行，出入境通道於下午

3時正式啟用。行政長官在開通儀式上致辭表示，青茂口岸項目在《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規劃綱要》中被列為建設大灣區快速交通網絡的重點推進項目，是澳門

與廣東省珠海市第五條陸路跨境通道。青茂口岸開通對澳門社會、民生，經濟

和政治等方面均具有重大意義，口岸的開通將進一步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基礎設

施互聯互通和人員高效便捷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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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博彩業調查結果

9月10日，統計暨普查局資料顯示，2020年經營博彩活動的企業維持9

間。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下，入境旅客大幅減少，行業全年總收入同比

下跌78.4%至639.4億元（澳門元，下同），其中博彩收入（603.2億元）減少

79.4%，租賃（3,800萬元）亦減少29.1%；此外，利息收入（26.5億元）下跌

1.9%。

行業總支出共464.2億元，較2019年減少60.6%。博彩收入下降，令以往總

支出中比重最高的購貨、佣金及客戶回贈同比大幅縮減83.3%至94.3億元，其佔

比由2019年的47.9%下降至2020年的20.3%。經營費用同比減少68.8%至99.5億

元，相關佔比由27.1%下降至21.4%，當中提供予顧客的免費酒店住宿、餐飲等

商品/服務支出（46.4億元）顯著下跌74.5%。員工支出按年減少12.5%至197.1

億元，其佔比則由2019年的19.1%上升至42.5%。另一方面，利息支出（38.8億

元）按年上升23.2%，帶動非營運支出增加6.5%至73.3億元。

反映行業對經濟貢獻的增加值總額按年減少79.6%至418.5億元；行業盈利

下跌87.9%至221.3億元，盈利比率（36.1%）亦下降26.1個百分點，盈利與支出

比率（56.6%）更下滑108.0個百分點。此外，行業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為18.8億

元，按年減少37.5%。

“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啟動，促進灣區金融市場互聯互通

中國人民銀行、廣東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澳門特別行政區

政府，9月10日共同視頻連線舉辦了“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啟動儀式”。人

民銀行副行長潘功勝、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黃柳權、廣東省省長馬興

瑞、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以及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賀一誠

在啟動儀式上致辭。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主任姚堅、

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李偉農、澳門金融管理局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陳守信及委

員黃立峰陪同出席啟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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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推出保內需擴客源穩定經濟措施

特區政府於3月起推出“保就業、穩經濟、顧民生計劃”等一系列措施，其

中核心部份的“電子消費優惠計劃”，減輕了居民的生活壓力，同時有效促進

本地消費，從而達至保內需、穩經濟的作用。在保內需的同時，特區政府全力

推進擴客源工作，雙管齊下，加快經濟復甦，保障本地居民就業。

 “電子消費優惠計劃”自6月1日起推行，首三個多月產生約4, 697萬筆交

易，約37.8億澳門元的優惠款項已注入本地消費市場。透過金融機構及商戶加

推的優惠活動，進一步激發消費活力。受惠商戶遍及不同行業。以“飲食業＂

的交易金額佔比最高，達23%，其次是“超市貨品”（17.8%），其他行業亦有

受惠。

 

旅遊局調整資助機制率先啟動“社區旅遊經濟拓展”資助申請

旅遊基金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自治基金開展資助工作的最新原則，調整目

前資助機制，由9月20日起分兩個階段推出2022年度的4個專項資助計劃：“社

區旅遊經濟拓展”、“美食文化推廣”、“濱海旅遊”和“旅遊業界培訓”，

受資助活動/項目必須於2022年內開展。

2020年酒店業調查結果

9月20日，統計暨普查局資料顯示，2020年有對外營業的酒店及公寓按年增

加2間至124間，在職員工則減少9,181人至42,672人。疫情影響下全年客房平均

入住率28.6%同比減少62.2個百分點，令行業收入下跌66.2%至129.3億元（澳門

元，下同），支出亦減少34.2%至222.2億元；錄得93.6億元虧損。

經科局代表中國澳門出席APEC第52次中小企業工作組會議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中小企業工作組（SMEWG）第52次會議（9

月23日至24日）透過視像形式舉行。經濟及科技發展局代表中國澳門以“客席

經濟體”身份出席。是次會議主要探討企業創新及初創企業的發展、中小企參

與國際市場及全球價值鏈、中小企數字化發展、企業融資，政府與企業互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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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特區政府推8項經濟支援措施

鑒於本澳近期疫情反覆，對經濟造成衝擊，社會普遍期望特區政府對受影

響的中小企提供精準支援，並期望能密切分析疫情和經濟的短期波動作適時調

整，以堅定市場信心。特區政府經聽取社會意見及綜合硏判之後，透過動態管

理策略，於10月11日推出8項中小企疫情支援措施，紓緩中小企的經營壓力及僱

員困難。特區政府在謹慎及善用財政資源的前提下，制訂這項緊急性的支援措

施。

支援措施共有8項：

1、補貼中小企銀行貸款利息開支

臨時性開放《中小企業銀行貸款利息補貼計劃》申請，向中小企業提供上

限為 4 厘的銀行貸款利息補貼，補貼期為 3 年，計劃申請期為12個月。

2、放寬中小企免息貸款申請條件

臨時放寬《中小企業援助計劃》的申請資格，由開業滿2年下調至 1年，申

請期為12個月。合資格者可申請一筆最長8 年還款期，上限 60 萬澳門元的免息

貸款。

3、調整免息貸款還貸

經濟及科技發展局推出的“調整各項援助計劃的還款”臨時措施的申請期

再延長1年，即由2022年1月31日延長至2023年1月31日結束。正在償還相關計劃

的援助款項者，可申請將最近2期未償還款項下調至每期1,000元，餘款在還款

期內平均攤還。

4、推動銀行紓緩企業還貸

金融管理局推動銀行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為中小企業調整還款計劃，如

還息不還本、延長貸款期等，相關貸款將不視為逾期貸款。

5、推動提供收單費率優惠

金融管理局推動“聚易用”金融機構，為中小企業的“聚易用”交易， 提

供半年的收單手續費減免或回贈，減低商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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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豁免政府物業租金及回報金

澳門特區或其他公法人出租或批給予私人用作經營用途的物業，豁免3個月

租金及回報金。

7、鼓勵業主減租

財政局按開始減租月份，回調包括房屋稅及租賃印花稅的實際可課稅款，

並設專門窗口接受減稅申請及加快處理相關申請。

8、向經營者及就業人士提供支援

向2020年度工作收益不超過144,000澳門元的職業稅納稅人中的特區居民，

以及合資格的自由職業者，每人發放1萬澳門元的援助款項。

向2020年度無經營盈利的本澳所得補充稅納稅人及職業稅第二組納稅人，

發放按其過去3個年度平均經營成本的5%計算的援助款項，援助款項金額下限

為1萬澳門元，上限為20萬澳門元。

廣東省於澳門發行22億元離岸人民幣地方政府債券

10月12日，特區政府祝賀廣東省人民政府成功在澳門特區發行其首隻離岸

人民幣地方政府債券，這也是在澳門發行的首隻內地地方政府債券。是次發行

的債券面向機構投資者，發行規模為22億元人民幣，期限為3年，發行利率定價

在2.68%。最終獲得超過3倍的超額認購，發行圓滿成功。

2021年9月份外匯儲備數字及澳匯指數

10月15日，澳門金融管理局公佈2021年9月底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外匯儲備資

產總額，初步統計為2,110億澳門元（263.1億美元），較2021年8月經修訂總額

2,122億澳門元（264.6億美元），下降了0.6%。2021年9月底的外匯資產總額，

約相當於2021年8月底澳門流通貨幣的11倍或廣義貨幣供應（M2）中屬於澳門

元部份的87.1%。

統計局陸續發佈本地多項經濟統計數據

第三季旅遊物價指數為116.58，按年上升1.26%，主要由餐飲服務收費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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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餅食售價上升所帶動。

9月入境旅客較8月增加53.7%至629,085人次；同比增40.1%。不過夜旅客

（348,058人次）及留宿旅客（281,027人次）按年分別上升20.2%及76.1%。旅

客平均逗留時間為1.6日，同比增加0.6日；留宿旅客的平均逗留時間（3.3日）

上升0.6日，不過夜旅客（0.1日）則持平。

9月份有營業的酒店及公寓共115間（不包括用作醫學觀察用途，下同），

同比減少1間，可提供客房數目則增加2.9%至3.6萬間。客房平均入住率按年上

升33.5個百分點至50.6%；按月亦增加12.2個百分點。

9月貨物出口總值為9.8億元，按年上升5.8%。再出口7.8億元，升3.7%；本

地產品出口2.0億元，上升14.9%。

7月至9月總體失業率為2.9%，本地居民失業率為3.9%，較上一期（2021年

6月至8月）分別上升0.1及0.2個百分點。就業不足率上升0.2個百分點至3.9%。

9月底總人口為 682,300人，按季減少200人。女性人口362,900人佔53.2%。

2020年直接投資統計

10月29日，統計暨普查局資料顯示，截至2020年底本澳外來直接投資累計

總額按年減少14.5%至3,002億澳門元；按投資的直接來源地統計，香港、開曼

群島、內地、及英屬維爾京群島等主要投資均減少。按行業劃分，金融業的直

接投資累計總額增加4.6%至868.8億元，博彩業則減少30.1%至1,267.7億元。

2020年，本澳外來直接投資流出共574.8億元，主要是博彩企業虧損所致。

2021年第三季支付卡和移動支付統計

11月5日，澳門金融管理局發佈的統計資料顯示，2021年第三季由澳門銀行

發行的個人信用卡及扣帳卡數量均錄得升幅，簽帳總額按季下跌。本地移動支

付工具的交易筆數及金額則按季持續增長。

行政長官發表2022年度施政報告

11月16日行政長官賀一誠在立法會發表題為“凝心聚力、共創新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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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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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針

是：防疫情、穩復甦、保民生、促多元、強合作、謀發展。

行政長官首先回顧和總結2021年的施政工作，評估2022年澳門發展形勢，

並闡述了2022年特區政府施政總體方向，重點提出明年施政的主要任務，包

括：落實《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二個五年規劃（2021-2025年）》

和《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2022年將從：築牢疫情防控體系，

推動經濟穩定復甦；大力培育發展產業，加快經濟適度多元；共商共建共管共

享，務實推進橫琴建設；優化社會民生工作，提升民生服務水平；切實維護國

家安全，鞏固城市安全防線；深化公共行政改革，強化重點領域立法；加強教

青文體工作，完善人才引進制度；有序完善城市規劃，建設智慧宜居城市；積

極推進區域合作，更好融入國家發展等九個方面，展開政府施政工作。

“2021粵澳名優商品展”圓滿閉幕

11月28日，由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廣東省商務廳聯合主辦的“2021粵澳名

優商品展”圓滿閉幕。今屆名優展內容豐富，有近400家企業參展，氣氛熱鬧。

線上線下安排逾90場洽談，達成21項簽約項目。三日直播及回放的總觀看量逾

100萬次。

第26屆MIF、2021MFE、2021PLPEX十二月聯動暢遊三展

“第二十六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第26屆MIF）、“澳門國際

品牌連鎖加盟展2021”（2021MFE）及“2021年葡語國家產品及服務展（澳

門）”（2021PLPEX）於12月10至12日假澳門威尼斯人同期同場舉行。延續

“三展聯動、雙線融合”模式，助力各地客商透過三展線上線下平台，開拓商

機，共創多贏。“科技周”活動亦首次與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同

場舉辦，可發揮協同效應，締造交流合作的機會，有29個科研成果進行路演，

進行280多場的對接，展出127個2020年度科研結題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