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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經濟大事回顧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5 月） 

 

澳門金管局與香港積金局簽署加強兩地退休保障領域合作諒解備忘錄  

去年 12 月 14 日，澳門金融管理局與香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以視頻連

線方式舉行了《合作諒解備忘錄》簽署儀式，備忘錄內容為雙方決定加強在退休

基金領域的交流合作。 

《合作諒解備忘錄》由澳門金管局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陳守信，及香港積金

局主席劉麥嘉軒共同簽署。雙方認同退休保障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性，港澳

監管部門有需要在資訊交流、專業培訓及技術分享方面加強合作，以有效加強監

督並提升退休基金計劃服務提供者及中介人的質素，推動退休基金業務的穩健發

展，以及鞏固退休基金計劃對供款人的保障。 

 

澳門中央證券託管系統啟動 

“澳門中央證券託管系統（CSD）”於去年 12 月 15 日正式啟動，澳門金融

管理局與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公司合辦系統啟動儀式，由行政長官賀一誠等嘉

賓主禮。同日並有兩筆債券率先於澳門中央證券託管結算一人有限公司進行登記

託管。 

是次啟動儀式吸引了約 200 名本地及內地的金融機構及企業、律師事務所

及會計師事務所等機構代表出席。儀式結束後，隨之舉行由澳門證券基金行業協

會主辦的“澳門債券市場發展論壇”，邀請到內地及澳門的金融業專家學者圍繞

主題進行主旨演講及圓桌討論，基於澳門債券市場的新形勢為未來發展建言獻策。 

 

2020 年本地居民總收入 

12 月 23 日，統計暨普查資料顯示，2020 年以當年價格計算的本地居民總收

入為 2,425.6 億元（澳門元，下同），較同年以當年價格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2,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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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多 381.5 億元，反映對外要素收益錄得淨流入。2020 年人均本地居民總收

入為 356,001 元，同年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為 300,007 元。 

剔除價格變動的影響後，2020 年本地居民總收入實質下跌 39.2%，而同年本

地生產總值實質下跌 54.0%；人均本地居民總收入實質下跌 39.9%，同年人均本

地生產總值實質跌幅為 54.5%。 

 

國家發展改革委與澳門特區政府舉行支持澳門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

路”建設聯席會議第三次會議 

去年 12 月 28 日，國家發展改革委聯同有關部門與澳門特區政府以視頻形式

舉行支持澳門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聯席會議第三次會議。國家發展

改革委副主任寧吉喆、澳門特區政府經濟財政司司長李偉農出席會議並致辭。 

國家發展改革委、港澳辦、外交部、教育部、科技部、財政部、人力資源社

會保障部、商務部、文化和旅遊部、人民銀行、國資委、海關總署、銀保監會、

証監會、中醫藥局、開發銀行、出口信用保險公司、中央政府駐澳門聯絡辦、外

交部駐澳門特派員公署和澳門特區政府行政法務司、經濟財政司、保安司、社會

文化司、運輸工務司及政策研究和區域發展局的有關部門人員參加會議。 

 

2021 年第四季支付卡和移動支付統計 

2 月 7 日，澳門金融管理局發佈的統計資料顯示，2021 年第四季由澳門銀行

發行的個人信用卡及扣帳卡數量均錄得升幅，期內信用卡及扣帳卡的簽帳總額亦

按季上升。與此同時，本地移動支付工具的交易筆數及金額按季持續增長。 

 

2021 年下半年度中小企業信貸統計 

2 月 11 日，澳門金融管理局發佈的統計顯示，2021 年下半年新批核的中小

企業信貸按年錄得升幅。與此同時，未償還中小企業貸款餘額按年上升，主要行

業的中小企業貸款的佔比保持平穩。 

 

2021 年特區財政儲備投資收益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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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金融管理局 2 月 22 日公佈發佈的統計顯示，澳門特區財政儲備在 2021

年採取審慎的投資管理，全年錄得 147.4 億（澳門元，下同）投資收益，年度回

報率為 2.3%。過去五年，財儲的平均年回報率為 3.5%，同期的平均年度通貨膨

脹率為 1.6%。 截至 2021 年底，財政儲備的資本金額為 6,431.7 億元，其中，基

本儲備及超額儲備分別為 1,390.8 億元及 5,040.9 億元。  

 

2021 年第四季澳門綜合利率 

澳門金融管理局 2 月 24 日發佈的統計顯示，2021 年第四季本地銀行的資金

成本略為下跌。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澳門元綜合利率按季大致持平於 0.48%，

而港元綜合利率則從 2021 年 9 月底的 0.82%，微跌 1 基點至 0.81%。 

 

經濟發展委員會舉行 2022 年全體大會 

“經濟發展委員會 2022 年全體大會＂3 月 14 日下午召開，大會由經濟發展

委員會主席、行政長官賀一誠主持。會議上，經濟發展委員會副主席、經濟財政

司司長李偉農介紹了澳門的經濟情況，經濟發展委員會下設的經濟適度多元、人

力資源及社區經濟發展三個政策研究組的組長分別報告了過去一年的工作情況，

多位委員亦就澳門經濟發展提出了意見及建議。 

 

粵港澳大灣區首個跨境數據驗證平台上線試運行 

3 月 25 日，粵港澳大灣區首個跨境數據驗證平台——粵澳跨境數據驗證平

台在粵澳兩地正式上線試運行。這是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及《橫琴

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發佈後，粵澳加快跨境數據便捷有序流動，探索

建立開放型、合作型、示範型跨境數字服務融合的又一創新實踐。該平台技術方

案與粵澳“健康碼”跨境互認一脈相承，首階段以金融信息作為試行範疇，亦將

為粵港澳跨境深度合作提供實踐經驗。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發佈《降低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企業綜合成本的十

條措施》 

3 月 28 日，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管委會發佈《降低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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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綜合成本的十條措施》（以下簡稱《橫琴降成本十條》）。根據該政策，合作

區計劃通過擴大補貼範圍、制定專項政策等綜合措施，回應區內企業痛點、堵點

及難點問題，從涉及企業經營的多個環節提供具體支持。 

 

紓解民困，關顧民生： 現金分享提前 4 月 1 日分批發放 

特區政府於 4 月 1 日至 5 月 13 日推行《2022 年度現金分享計劃》，透過銀

行轉帳或郵寄劃線支票兩種方式，分批向約 697,000 名澳門永久性居民每人發放

1 萬澳門元，以及向約 42,000 名非永久性居民每人發放 6 千澳門元。 

 

“澳人食住遊”復活節反應踴躍 

2022 年“澳人食住遊”本地旅遊及酒店體驗活動期為 1 月 29 日至 8 月 31

日，每名澳門居民可獲最多 280 澳門元本地遊旅費補助一次，當中包含 100 澳門

元餐飲卡(行程有提供餐飲的路線除外)。此外，每間客房最多可使用兩位澳門居

民的名額即 400 澳門元資助金額。 

旅遊局 5 月 11 日公佈，“澳人食住遊”今年先後推出 35 條路線，截至 5 月

10 日，合共錄得 72,767 人次報名，其中 31,999 人次報名參加本地遊，40,768 人

次住客參與酒店體驗，酒店套票已銷售 17,120 間。 

 

惠譽維持澳門特區“AA”長期信貸評級 

4 月 7 日，惠譽國際評級有限公司（Fitch Ratings，下簡稱“惠譽”）公佈維

持澳門特區的“AA”長期本外幣發行人信貸評級，評級展望為“穩定”。 

惠譽維持澳門特區屬於第三高級別的“AA”評級，主要是基於特區的穩健

財政和對外收支狀況，以及政府在經濟調整期仍堅守審慎的財政管理。與此同時，

惠譽預期經濟逐步復甦將支持澳門銀行業的穩定營運環境及財務狀況。根據惠譽

的評級定義，“AA”評級表示擁有非常穩健的財政實力來兌現財務承諾，而且

這種實力不易受到可預見的事件影響，因此預期違約的風險極低。 

 

IMF 第四條款磋商報告發佈 肯定澳門特區穩經濟政策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結 2022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第四條款磋商，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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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4 月 13 日發佈代表團工作人員報告。代表團肯定澳門特區政府有效運用財政

資源減輕疫情對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預測澳門今年經濟增長 15.5%，明年經濟

增長 23.3%。 

IMF 肯定澳門防疫情、穩經濟的政策 

IMF 代表團於今年 1 月 10 至 21 日期間，以視頻會議形式進行 2022 年澳門

特區的第四條款磋商，已於 1 月 24 日發佈了總結聲明，並於今日（美國時間 2022

年 4 月 12 日）發佈代表團工作人員報告，對澳門特區宏觀經濟及金融狀況作更

全面的評估分析。 

IMF 肯定澳門特區政府有力的防疫政策，以及有效運用財政資源減輕疫情對

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經濟展望方面，IMF 預期本地需求及訪澳旅客回穩將帶動

今年特區經濟增長 15.5%。同時，預測與博彩牌照重新批給的有關投資增加，及

澳門特區與粵港澳大灣區的進一步融合，將支持澳門特區明年的經濟增長提速至

23.3%，而長期潛在增長率則約為 3.5% 的水平。 

IMF 指落實適度多元政策可增澳門經濟韌性 

IMF 認同澳門特區的經濟多元政策，認為若得到有效實施，將有助增強澳門

特區的經濟韌性，建議可採取多管齊下的方式增加有助經濟多元的專業技術型勞

動力供應、增加資訊和通信技術等基礎設施的投資、促進區域合作，以及優化營

商法規等。 

在促進現代金融業方面，包括建立“澳門中央證券託管系統”、“跨境理財

通”的成功落地，以及協調金融機構推出“聚易用”等工作均獲得 IMF 肯定。 

IMF 並提示在發展過程中亦要持續強化金融監管框架，以維護金融穩定和誠信，

且歡迎特區政府的反清洗黑錢及反恐怖融資活動政策措施，建議應不斷強化。 

IMF 再次確認澳門元與港元的聯繫匯率制度，有助維護澳門特區的經濟金融

穩定，並有賴於執行逆週期財政政策、維持充裕的外匯儲備及穩健的銀行體系，

以及保持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 

2022 年 4 月份外匯儲備數字及澳匯指數 

澳門金融管理局 5 月 13 日公佈， 2022 年 4 月底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外匯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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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資產總額，初步統計為 2,146 億澳門元（265.5 億美元），較 2022 年 3 月經修訂

總額 2,154 億澳門元（267.2 億美元），下降了 0.4%。2022 年 4 月底的外匯資產總

額，約相當於 2022 年 3 月底澳門流通貨幣的 10 倍或廣義貨幣供應（M2）中屬於

澳門元部份的 86.7%。 

 

“第三輪抗疫電子消費優惠計劃” 5 月 10 日起登記 6 月 1 日起使用 

經濟及科技發展局、澳門金融管理局和社會工作局 4 月 29 日舉行聯合新聞

發佈會，公佈“第三輪抗疫電子消費優惠計劃”的登記、領取及使用詳情。為提

振內部需求，紓緩疫情下居民和商戶的經濟壓力，特區政府推出“第三輪抗疫電

子消費優惠計劃”這項臨時性措施。經聽取社會意見後，“優惠計劃”在使用限

期及使用範圍上均作出了優化。 

凡於登記期間內持有效或可續期的澳門永久性或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人

士，成功登記及經核實後，每人將獲發 8,000 元（澳門元，下同）的電子消費優

惠，包括 5,000 元“啟動金”及 3,000 元“立減額”。5 月 10 日起接受網上登記，

登記期至明（2023）年 1 月 13 日；成功登記的居民最快可於 5 月 23 日起領取優

惠，領取期至明年 1 月 17 日。其中，本輪電子消費優惠的使用期為 6 月 1 日至

明年 2 月 28 日，較去年延長了兩個月。 

使用範圍方面，本輪電子消費優惠允許用於自來水、電力、天然氣、燃料、

電訊及視聽廣播服務，讓居民按需要自主作出合適的消費應用及選擇，包括用於

支付民生方面的費用負擔。其餘不可用範圍與去年相同。 

 

澳門貼現窗基本利率調升至 1.25% 

澳門金融管理局 5 月 5 日把貼現窗基本利率調升 50 個基點至 1.25%。鑑於

澳門元與港元掛鈎，兩地政策性息率變動必須基本一致，以維持港澳聯繫匯率制

度的有效運作。因此，澳門金管局跟隨香港金管局同步調整其基本利率。在港元

與美元掛鈎的聯繫匯率制度下，香港相關的利率調整是基於美國聯邦儲備局在 5

月 4 日（美國時間）調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 50 個基點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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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局陸續發佈本地多項經濟統計數據 

2022 年第 1 季旅遊物價指數為 116.96，按年上升 1.02%，主要是手信餅食和

煙花爆竹的價格上調所致，而酒店房價和手袋售價下調則抵銷了部份升幅。各大

類指數中，娛樂及文化活動的價格指數受煙花爆竹價格上揚帶動，按年顯著上升

22.27%。食品及煙酒(+5.86%)和藥物及個人用品(+3.64%)亦錄得同比升幅，住宿(-

3.70%)和衣履(-1.36%)的價格指數則有所下降。 

受鄰近地區疫情反覆的影響，3 月入境旅客按年減少 30.2%至 526,912 人次，

按月亦減少 19.6%。不過夜旅客（369,661 人次）同比增加 5.7%，而留宿旅客（157,251

人次）則減少 61.2%。受留宿旅客數目下跌的影響，旅客平均逗留時間同比下跌

0.4 日至 1.2 日；不過夜旅客的平均逗留時間維持在 0.1 日，留宿旅客則增加 0.7

日至 3.6 日。 

3 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103.39)按年上升 1.07%，升幅主要由家傭薪酬和外出

用膳收費調升，以及汽油、電力和機票價格上升帶動，而住屋租金、通訊服務費

用和豬肉售價下調緩減了部份升幅。 

受訪飲食商戶在 2022 年 2 月的營業額按年下跌 5.3%，當中西式餐廳、中式

酒樓飯店和日韓餐廳分別下跌 8.5%、7.7%及 7.2%。零售業方面，受訪商戶在 2 月

的營業額按年上升 29.7%；鐘錶珠寶(+49.3%)、百貨(+41.1%)和皮具(+37.8%)的營

業額升幅較顯著，汽車(-22.5%)的營業額則明顯下跌。 

3 月向公眾提供住宿服務的酒店業場所共 120 間（不包括用作醫學觀察及自

我健康管理，下同），同比增加 1 間，可提供客房數目上升 8.7%至 3.9 萬間。由

於留宿旅客減少，3 月客房平均入住率同比下跌 24.8 個百分點至 30.4%。 

同月酒店業場所住客同比減少 41.3%至 36.5 萬人次；內地住客（26.9 萬人次）

下跌 50.2%，本地住客（7.0 萬人次）則上升 23.6%。住客的平均留宿時間按年增

加 0.1 晚至 1.8 晚。 

今年首季酒店業場所的客房平均入住率同比下跌 4.2 個百分點至 40.7%，住

客減少 5.6%至 137.2 萬人次，平均留宿時間則增加 0.2 晚至 1.9 晚。 

3 月份在本地參團的旅客有 1,700 人次，同比減少 51.6%；而透過旅行社購買

交通、住宿及遊覽等外遊服務的本澳居民亦下跌 81.4%至 2,800 人次。首季的本

地參團旅客同比增加 92.6%至 1.1 萬人次，透過旅行社購買外遊服務的本澳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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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減少 55.8%至 1.1 萬人次。 

今年 3 月底總人口為 681,700 人，按季減少 1,500 人，主要是居澳外地僱

員減少所致。女性人口多於男性，有 361,300 人，佔 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