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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常設委員會 

 

意見書第 2/ II / 2003號 

 

事由：《批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承擔債務》法案。 

 

I. 引言 

 

《批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承擔債務》法案於本年度四月十一日由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交，并於同日由立法會副主席根據《立法會議事規

則》予以接納。 

 

該法案於四月二十二日在立法會全體會議上獲一般性通過，並於同日

被分發給第三常設委員會以進行細則性分析及提交有關的意見書。 

 

委員會分別於四月二十四日、二十八日和五月九日召開會議，政府代

表列席了於四月二十八日舉行的委員會會議，並給予了相應的合作。在這

合作的基礎上，政府提交了有關該法案的新文本。 

 

II. 概括性審議 

 

1. 根據政府在提交法案時所附的理由陳述，促使政府提交本法案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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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在於政府決意推行援助澳門中小企業的措施，該等措施將通過“中小企

業信用保證計劃”以及“中小企業專項信用保證計劃”加以實現。政府將

藉此落實在立法會審議二零零三年施政方針時所宣佈的刺激以及振興經

濟的有關措施，特別是考慮到當前嚴重呼吸道綜合症──非典型肺炎

（SARS）將給澳門經濟所帶來的不利影響時，該等措施就更顯急迫及適

宜。 

 

2. 政府認為，援助中小企業的最適當方式是通過為這些企業向銀行借

款時提供擔保，以方便該等企業向銀行借款，這樣一來，企業無論是進行

一般的經營活動，還是為開拓市場或者為設施及裝備的現代化等目的而進

行新的項目，都較容易得到銀行的融資。在政府對有關借貸提供保證的前

提下，商業企業主就可以較為容易地從銀行獲得經營發展所必要的資金，

以克服現時經濟環境所帶來的問題。 

 

3. 委員會認為，政府推行該等措施的目標應得到支持，並相信此舉將

有利於經濟增長，有助於企業的現代化以及活躍澳門的企業組織。委員會

也相信，政府為向銀行借貸的企業提供擔保，在企業不履行還款時負責賠

償，將有利於銀行界增強為企業發展提供必要資金的信心；另一方面，因

有關的融資只有在政府適當審查有關的計劃或項目後方獲批准，所以此種

援助方式也將促使被擔保的融資能夠得到審慎的利用。 

 

委員會認為，因為中小企業在澳門經濟中的主導地位，政府對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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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援助計劃非常重要；另一方面，與通常所說的“無償基金”的刺激手

段不同，現在我們正在討論的刺激方式將迫使企業承擔其應有的責任，規

定其必須在一定期限內分期攤還由政府擔保的借款，在違約時將被施以處

罰，因而這種刺激方式也是非常適當的。 

 

4. 根據基本法所賦予立法會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承擔債務事宜上

的權限，並依照八月十九日第 23/96/M號法律中所規定的“本地區給予保

證的法律制度”，委員會對法案作出了分析，認為該法案中的規定並不充

分，與第 23/96/M號法律所規定的前提並不協調且沒有以清晰及客觀方式

指明法律的宗旨與意圖。 

 

委員會深知，現在的經濟現實與決定制定第 23/96/M號法律時已有所

不同，而且政府在當下所欲提供的貸款保證的財政種類及其廣度也有差

別。另外，委員會也認識到，調整該等事宜的憲制性規範與以往的相關規

定已經不同，但即使如此也不可對現時生效的制度置之不理，因為有若干

事宜例如在企業不履行時政府所享有的擔保、政府對因保證而受惠企業的

監察權、決定提供保證的權限等，將之規範於將來的法律中仍然具有意

義。另一方面，委員會也認為法律應清楚界定其範圍與標的，以便於將來

的使用者能清楚理解法律的內容及立法目的。 

 

有鑒於此，在得到提案人的緊密配合下，委員會為充實法案中的規定

進行了努力，這種努力現已體現於政府重新提交予立法會的新文本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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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細則性審議時我們將進行分析。 

 

III. 細則性審議 

 

除上述概括性審議外，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一百一十八條的規

定，委員會亦對法案的具體內容是否與法案的立法精神相符進行審議，並

確保有關法律規定在法律技術層面無不妥之處。因此，在得到提案人的緊

密合作下，委員會對法案進行了細則性分析，對法案中的若干問題進行了

討論，並在原來的法律條文中加入了相關的如下內容： 

 

第一條──批准 

 

在該規定中立法會批准政府承擔總額為澳門幣＄300,000,000.00 的債

務。因為只有在獲得信貸保證的企業違反其與銀行間的協議時，政府方須

承擔債務，因而這種債務屬間接債務，換句話說，本批准並不意味著政府

即刻承擔任何債務，對於由自己所擔保且認為能滿足企業需要的項目，只

有在企業一方不履行，政府才對銀行實體承擔責任，負責支付由銀行所給

予的貸款。 

 

委員會認為該項規範應僅規定批准承擔債務以及相應的債務總額，從

立法技術角度講，有關企業申請信用保證的計劃，為將來法律制定行政規

章以及行政長官的參予，更適宜在法案中分開加以規定。另一方面，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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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應訂明，僅對獲准在澳門經營的銀行實體而非任何其他的信貸或金融

機構所給予的信貸由政府提供保證，這一點非常重要。政府接受委員會意

見，並重新擬定了第一條的條文。 

 

第二條──範圍 

 

原來提交予立法會的法案並沒有澄清政府僅對所給予貸款的本金負

責提供保證還是對由借款所產生的利息、因借款攤還所引致的負擔以及因

法律、慣例以及當事人的約定而產生的其他費用一並提供保證。對於委員

會所產生的疑問，政府解釋本法案旨在對中小企業在法案最初文本第一條

所指計劃範圍內取得的貸款本金提供保證。就政府所作的解釋，委員會建

議以更為清晰的方式界定本法的範圍，政府因而將之納入新文本中的第二

條。 

 

第三條──目的 

 

該條明確指出了法案的立法目的。政府欲藉本法案協助中小企業取得

銀行貸款，該種貸款或者用於企業的營運並可以通過“中小企業信用保證

計劃”加以申請，或者用於特定項目的發展與落實並由企業通過“中小企

業專項信用保證計劃”要求政府提供保證。根據保證貸款是用於企業的營

運或是用於具特定目的的項目落實，這些計劃有不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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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權限 

 

該條規定行政長官具有作出信用保證的權限。該事宜原規定於法案最

初文本的第一條第三款，但是適宜將之獨立規定。 

 

第五條──負擔 

 

第五條規定在企業一方不履行其對銀行所承擔的新文本第三條所指

的計劃範圍內的協議時，政府將承擔其責任，通過工商業發展基金保證支

付還款，並為此將向該基金轉移必要的款項。根據政府向委員會所作的介

紹得知，現時正對有關該基金權限的法規作出修改，以便於將來能支付因

提供保證所產生的負擔。 

 

第六條──監察 

 

委員會認為，在法案中有必要規定特別行政區對因其提供信用保證而

受惠的企業活動有權進行監察，這種監察權體現了對特別行政區的保證，

因為此舉有助於明確保證借款以何種方式被使用，企業的財務穩定性以及

相應的管理和財務程序等等。政府接受委員會的建議並在法案的新文本中

規定了政府對企業的監察權，因而法案吸納了第 23/96/M號法律的相關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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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優先受償權 

 

委員會認為，對於因所提供的信用保證而必須支付的款項，澳門特別

行政區的利益應得到維護。或者說，假如澳門特別行政區對於因自己提供

的保證而須向銀行支付全部或部分借款，將會擁有何種手段向受惠企業取

得賠償？在與提案人分析了有關事宜後，認為適宜在將來的法律中加入第

23/96/M號法律的相關規定，因此規定了澳門特別行政區對於保證的受惠

企業的財產享有動產一般優先受償權（企業財產中的全部動產）。也就是

說，對於因提供擔保而實際支付的款項，享有優先於其他債權人而受償的

權能。 

 

然而對於民法典第七百三十七條關於優先債權受償順序的規定，有必

要規定對於因提供本法案所規定的信用擔保而產生的債權，將與因稅項而

產生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債權，具有同樣的優先受償順序，因為根據民法

典第七百三十九條 a）項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僅對因稅項而產生的債權

享有優先於其他債權人的優先受償權。 

 

該條規定不僅有利於保護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利益，也因為其所具有的

懲戒性質，使受惠企業不能免除其還款責任 。 

  

第八條──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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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條規定將“中小企業信用保證計劃”及“中小企業專項信用保證計

劃”的制度由行政法規加以核准，有關內容載於法案最初文本第一條第二

款。 

 

第九條──生效 

 

基於該問題的急切性，以及企業界的熱切期待，法律在其公佈翌日即生效

是適當的。 

 

 

IV結論 

 

委員會經審議及分析法案後，作出結論如下： 

 

a) 認為本法案具備在全體會議作細則性審議及表決的必需要件； 

b) 在細則性表決本法案的全體會議中，建議政府派代表列席以提供

必需的解釋。 

 

 

二零零三年五月    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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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鄭志強 

(主席) 

 

歐安利 

 

高開賢 

 

許世元 

 

許輝年 

 

張立群 

 

鄭康樂 

 

容永恩 

（秘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