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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質詢
王世民議員

優化粵澳產業融合 推動傳統產業發展

    產業結構單一仍然是困擾澳門長期發展的重要問題，疫情衝擊下澳門
經濟適度多元化任務更加艱巨。特區政府近年來一直致力於推動多元產
業發展，鼓勵傳統產業重新定位，通過推出不同政策，推動企業不斷改
善經營及生產條件，實現轉型升級再發展。
    其中，當局先後推出《鼓勵企業升級發展補貼計劃》以及《傳統產業
政策範圍內稅務鼓勵》等措施，以協助生產企業改造升級設備，提升競
爭力；同時，亦希望藉助加大投資，幫助本地傳統產業集群提高生産效
率及質量水平，促進新產品研發製造。但上述兩項政策具有局限性，例
如若要享受4厘利息補貼所購買的生產設備，設備就只能放在澳門生產，
這些限制條款降低了投資者的投資意欲。
    粵港澳大灣區和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如火如荼，目前相關政策宣
傳主要集中在民生領域上，商業上具體的措施及內容則較少，而相關內
容其實是商界非常關注的要點，因如何部署商業投資發展上，商界往往
希望早佔先機。商界希望未來新政策以及舊政策的調整，可以涵括大灣
區及深合區，大家都希望政策可以覆蓋到澳門與內地，以實現「前店後
廠」的經營模式。
    為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1.特區政府會否考慮配合未來發展需要，將上述政策的受惠對象和適用
領域再作拓展，向有意在深合區或大灣區投資發展的企業，提供補貼或
稅務鼓勵，吸引本澳企業及外來投資者到深合區，甚至到大灣區中的珠
海、中山、江門等城市投資設廠、進行設備改造，打造區域產業集群？
    2.深合區的稅務優惠政策、“30%增值”的政策、報關所需的文件、及具
體操作的規則和手續等資訊，我們理解大部分資訊需要在一二線放開後
才可逐步向公眾公開，但某些部分資訊肯定有條件提早向公眾公佈，相
關資訊可否分享一下，讓商界提早進行部署？
    3.立法會議員們在十月份參觀了澳門大學科研成果，多個研究機構展示
了許多內容，當中甚至有些已成功推出市場，是令人振奮的。有關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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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將如何推動產學研，以及如何吸引更多本地和外來資金投入和促進
本澳大學的研究成果市場化？另外，部分研究符合橫琴門檻的，當然要
留在橫琴發展，有部分成果適合在其他地區發展的，例如中山、珠海、
江門等，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對此又有甚麼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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