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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質詢
羅彩燕議員

促適當維持商企扶持力度、拓海外遊客、助商品尋出路

回顧2023年，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澳門旅客數字獲得倍數增長，在
特區政府以及各部門積極開展各項工作之下，失業率數字持續下降，
GDP等經濟復甦數據遠超預期，為推動澳門經濟復甦，交出了亮麗的成
績。同時，特區政府推出的各項扶持及減免措施，亦為數以千計在疫情
期間受到重創的企業商戶，提供援助以解決燃眉之急，渡過經營難關。

然而，「市場復甦步伐不一致」並非口號，政府雖然推出了大大小小、
各項多姿多彩的活動，希望分流旅客入社區消費，但礙於實際交通配套
狀況，營商環境並未改善的情況下，大批旅客仍然難以真正分流入社區，
旅客留宿時間亦未有增加，故實際狀況並未如理想，有部分社區商戶表
示在活動效應消失後生意打回原形，甚至因應宣傳活動出現而面臨加租
情況。統計數據反映出，過去一年經濟復甦的情況，主要集中於博彩旅
遊行業，諸多行業以及社區並未實質受惠，而入息中位數下降意味着市
民收入呈現向下流動，消費力下滑直接衝擊本澳各行各業，不少社區企
業商戶尚要受到消費流失、物價通脹、資金鏈斷裂等多重打擊。

與此同時，統計局數據亦反映去年1至11月，澳門總出口貨值按年下
跌3.5%；其中澳門產品出口減少接近24% 。而從金融數據方面看，存款
率增加、貸款率減少的趨勢，反映社會不論在日常消費，還是在投資、
入市意欲方面更趨向保守，在房地產市場交投量大幅下跌的情況下，也
意味着不堪還款壓力的市民或小企仍無法周轉。截至去年10月，住宅按
揭貸款、商用物業貸款等不良貸款比率依然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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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除了經濟數據中升幅亮麗的部份，參考其他指標數據其實暗藏不少風
險，面對市場復甦發展不均，且眾多不穩定的負面因素以及難以解決的
老問題仍然擺在眼前，距離真正復甦的道路仍然漫長，故此特區政府並
不能夠掉以輕心，並且需要保持謹慎態度，審時度勢適當維持一定扶持
措施。

為此，本人謹提出以下質詢：

回顧2022年，政府為減輕疫情對各行各業造成的衝擊，曾推出了1.
《銀行貸款利息補貼計劃》， 且補貼配合“還息不還本”政策，確實
協助企業解決燃眉之急，但相關措施於去年七月結束，特區政府會否
考慮重啟相關政策，或者考慮牽頭成立相關風險擔保基金，以協助企
業商戶面對當前資金鏈受壓、融資貸款、還款困難的情況，乃至協助
其升級轉型？
回顧2023年，入境澳門的國際旅客只回復到2019年的一半， 而且旅2.
客留宿的日數亦有減少趨勢，故此想問特區政府以及有關當局將會有
何更有力措施，以增加旅客留宿時間以及爭取更多國際旅客入境？例
如參考台灣地區，根據旅客入境停留日數送出千元的消費券，且涵蓋
旅遊、餐飲、購物和文化活動等多個方面，在吸引旅客入境的同時亦
能夠惠及各行各業？
分流旅客入社區消費固然是政府一個重點工作，但礙於社區承載力、3.
交通配套以及考慮到民生區的影響，畢竟有一定局限性，而隨着網絡
購物平台的普及，跨境電商成為商品走出去的重要渠道，故此想問特
區政府以及有關部門，未來將有何計劃扶持本地跨境電商發展？有何
扶持或鼓勵措施協助其參與電商平台，以幫助本地商品銷出海內外，
開拓更多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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