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運輸工務範疇工作

與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除總體城市規

劃外，我們已把交通、房屋及環保等重大

民生工程列為重點工作，並持續推進。

城市規劃

 配合城市發展策略研究進度，推進編制總體城市

規劃前期工作；

 展開新城 A區、B區及 E1區規劃的招標工作；

 展開澳氹第四條通道的設計；

 持續打擊非法霸佔特區土地行為；

 按照《土地法》規定對各個土地個案作出處理和

跟進；

 強化水域海事管理。

公共建設

 推動停工的公共工程重新啟動，加快已延誤工程

的進度；

 完成輕軌氹仔線主體土建，跟進石排灣線走線設

計工作；

 推進公共房屋興建工作；

 推動新通道邊檢站的圖則及方案設計；

 氹仔客運碼頭逐步交付各使用實體進場試運行；

 有序進行離島醫療綜合體建設事宜。

交通運輸

 啟動制定澳門公共運輸法律框架前期工作；

 調整私家車部分稅項收費，落實提高車輛檢驗要求；

 持續落實“公交優先”政策，優化巴士服務；

 完成《輕型出租客車（的士）客運法律制度》的

檢討工作；

 完成特別的士執照的判給程序；

“鞏固基礎、穩定發展；

促進就業、力保民生；調整結構、加快多元；

創新發展、增強活力”，與各界攜手應對挑戰、

抓緊機遇，借調整促發展，以發展保穩定，促

進澳門可持續發展。

鞏固基礎、穩定發展 

 完善法制，規範管理，促博彩業“做精做強”，有

序發展，督促博企增非博彩元素。 

 推動博企“以大帶小”，與中小微企協同發展。

 維持財儲及金融穩定；優化預算及稅收制度，節

約行政開支。

促進就業、力保民生 

 保障居民就業，加強外僱管理。

 鼓勵居民參與職業培訓及專業考證，促進橫向及

向上流動。

 加強職安健推廣及執法，保障職業安全。

 監測物價，廣拓貨源，維護消費權益。

調整結構、加快多元 

 培育經濟新增長點，促進會展、金融、中醫藥、

電子商貿等新興行業發展；推動傳統工業轉型

升級。

 推進產業發展規劃研究；完善“經濟適度多元發

展統計指標體系”。

 參與及助力“一帶一路”建設，把握自貿區及

CEPA機遇。

 配合辦好中國 - 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 ( 澳門 ) 第
五屆部長級會議。

 設專責部門，線上線下建“一平台，三中心”；增

設葡語國家食品展示中心；籌設葡萄牙和巴西服

務點。

衛生

 應對新型傳染病的威脅，全面提升控疫及救援能力；  

 加強慢性病防治，完善長者醫療服務和強化社區
保健網絡；

 通過健全醫療管理制度，培訓醫療人才和優化專
科醫療質素。

教育和青年

 完善高教法律法規，制定未來規劃方案，培育多
元人才； 

 加快落實十年規劃，推動“藍天工程”， 優化育人
環境；

 加大人才培養力度，深化品德、公民及國情教育；

 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增進青年家國情懷。

社工和社保

 致力保障弱勢社羣，強化政府民間協作機制；

 增加托額，執行長者、康復服務十年規劃，優化
服務體系； 

 完善資助制度，推動專業認證，重組架構擴充服務；

 落實雙層社保體系，持續提高服務質素。

旅遊

 深化旅遊規劃，發展電子政務，提升行業服務質素；

 推動智慧旅遊，創新多元旅遊產品，致力優化客
源結構；

 把握“一帶一路”機遇，推動區域文化旅遊合作、
創新及協同發展。

文化

 落實文化遺產保護，推進文物保育傳承；

 扶持藝文人才發展，加大普及藝術教育，促進文
創產業加快發展；

 透過跨部門合作，拓展本澳文化旅遊設施，打造
具有文化旅遊魅力的文化博覽區。

體育

 為市民和青少年參與體育活動提供更佳條件；

 完善體育培訓機制，培育優秀體育人才；

 辦好大型國際體育賽事，發揮體育旅遊效應。

在 2 0 1 6 年，審計署將
貫徹實事求是，依法獨立行使審計監督權的理

念，實事求是，堅決查找公共部門不履職盡責

的問題，加大對重大項目及民生事務的審計力

度，突出重點問題，促進改善、防範風險。

推動公共部門積極支持、認真配合審計，認識

審計工作的嚴肅性和重要性，提高行政效率，

完善管理制度。

帳目審計及電腦輔助審計

 繼續採用風險基礎審計方法，根據帳目中慣常存

在或潛在的問題，針對風險較高的項目進行審計

方法上的調整。

 因應特區財政儲備投資狀況，以及新《預算綱要

法》的籌備和推行，從審計工作的實際需求進行

適當的研究和部署。

 完善“現場審計實施系統”，強化系統的數據分析

功能。

衡工量值式審計及專項審計

 按既定計劃開展衡工量值式審計及專項審計，促

進部門清楚認識自身工作的權責，把績效理念貫

徹落實於工作執行中，強化各項公共服務的質素。

 使用跟蹤審計或其他審計手段，推動審計對象審

慎運用公帑、加強管理、堵塞漏洞。

審計隊伍建設

 深化培訓工作，嚴格要求審計人員提升素質和審計

工作效能，系統地安排專業培訓課程，令所有執行

審計工作的人員都具備與國際接軌的專業知識。

推動審計文化

 持續在公務員隊伍、學校和社區進行審計文化宣

傳講座，樹立和維護公正、獨立、專業可靠的審

計形象，並推廣珍惜公共資源的重要性。 

 持續開辦各類培訓課程，全面提升公務人員的法

律素養和專業能力；

 將第三方評價納入官員績效評核，並將其推廣至

公共服務的各個層面和領域；

 完善多層次的溝通渠道和對話機制，促進政府與

社團及市民的良好互動和有效溝通；

 推行“公務人員投訴處理機制”，持續向有需要的

公務人員提供補充性經濟補助。

法務領域

 逐步落實決策、統籌、草擬和諮詢於一體的立法

統籌機制，制定中長期立法規劃，加強法律草擬

人員隊伍的建設；

 重視基礎性法律的完善，抓緊民生事務的立法，

繼續進行法律法規的清理工作；

 繼續與民間機構合作，針對推廣對象的不同特

點，舉辦《憲法》和《基本法》的系列宣傳活動；

 修訂《行政長官選舉法》及《立法會選舉法》，加

強間接選舉的競爭性及選舉的公正性。

民生事務

 加強食品安全主動監督及執法力度，完善相關標

準及指引，持續進行食安風險教育，增加區域間

食品安全管理及技術層面的合作交流；

 在諮詢結果的基礎上，確定“以冰鮮禽取代活禽

供應”的最終政策及工作規劃；

 提升社區服務，優化市政建設，完善城市綠化設

施及衛生環境。

將一如既往致力改善民

生，加大醫療改革的力度，扎實推進“教育興

澳”的步伐，傾力支持弱勢社群，深化各項長

效機制的建設；開拓更廣泛的旅遊市場、客源

及多元產品，促進旅遊、文化、體育相互協作，

發揮更大的協同效應，為市民創造更多的福祉。

緊扣完善法制、精兵簡

政及提升效率的施政方向，配合把澳門建設為

“一個中心”、“一個平台”的發展定位，因應

經濟調整的新態勢，完善、優化施政計劃和項

目，積極回應社會持續發展的期望和要求。

公共行政

 繼續落實首階段架構重整方案，推進籌設非政權

性市政機構研究，改善諮詢組織的功能及運作；

 有序落實電子政務五年規劃，提升工作效率，優

化便民服務；

 落實統一招聘的新法規，雙軌並行修定公職制

度，全面檢討職程制度；

繼續以前瞻性的執法

意識和執法模式，以民為本，強化憂患意識，

主動了解市民訴求，匯聚保安部隊及部門和

全澳市民的力量，同心協力，開拓進取，提

升執法能力，有效預防及打擊犯罪，確保社

會穩定發展、市民和遊客安全自由。

提升能力，強化執法

 調整執法模式，全面預防，重點打擊，高效偵查

嚴重犯罪，確保社會安全和秩序。

 推進科技強警，改進培訓，提升警務效率和技

能。完善安全機制，增強防災救援能力。

完善制度，推動革新

 啟動籌備建立網絡安全中心的工作。研究人員制

度並設計新型的晉升模式。

 配合立法修法的進程以共同推動法律改革。貫徹

特區整體政策，切實推行精兵簡政。

嚴肅紀律，改善管理

 落實各項警務理念，推進新型的執法模式。持續

嚴肅警隊紀律，時刻保持警鐘長鳴。

 完善監督機制，嚴格執行剛性管理制度，同時重

視以警為本，提升士氣，引進柔性組織文化。

創新合作，緊密關係

 創新警務合作與交流，協同保障區域安全，提升

各領域安全防控的效率及執法成效。

 推動警民同心的節目製作及推廣，高效凝聚警民

合力。開展多元宣傳，切實推進警民互動。促進

警記彼此瞭解，提升合作效率。

優化通關，維護形象

 優化通關的軟硬件配置，釋放更多警力，開展禮

儀培訓，強化高效通關服務，合力建設旅遊休閒

中心。

 做好充分準備，應對未來劃定專屬的澳門水域後

的管理工作。

推進感化，協助重返

 多方合作推動新監獄的建設工程。貫徹多元輔

導，協助及支持在囚人士重建新生。

 嚴格監獄內部監管，強化管控能力。協調推進將

少年感化院併入澳門監獄的系列工作。

 調整公共泊車收費，新增公共停車設施，優化電

子收費方式；

 深化道路工程協調工作。

房屋

 有序推進公共房屋規劃；

 做好公共房屋分配及管理；

 完成新類別公共房屋構想研究；

 全面檢討公共房屋的法律制度。

環境保護

 推進“建築廢料管理制度”和“限制使用塑膠購

物袋”計劃的相關法案草擬工作；

 深化與廣東省合作促進處理廢舊車輛項目；

 於建築廢料堆填區興建惰性拆建物料篩選設施；

 展開“項目環境影響評估制度”公開諮詢。

 推出進出轉口信用保險制度。

創新發展、增強活力

 搭建政社合作平台，優化營商環境，推動社區

經濟。

 優化行政服務，營造“優質、規範、便民、便商”

的營商環境。

 多元措施支持、協助中小微企創新發展、誠信經

營；“授人以漁”，多點支撐青年創業。

2 0 1 6 年， 廉 政 公 署
將堅持依法辦事原則，以肅貪倡廉為第一要

務，並持續發揮行政申訴職能。

反貪方面

 監督易誘發貪污賄賂的公共行政活動，監察私營領

域的貪腐行為，維護廉潔的社會環境。

 善用廉署資源，完善打貪策略，加強現代化技術支

援，進一步提高執法水平。

 提升調查人員的專業技術水平，強化其偵查能力。

 檢討與廉署職責相關的法律制度，提出完善建議。

 提升跨境合作成效，確保跨境案件協查工作順利

進行。

行政申訴方面

 檢視現行工作流程，以更簡便高效的方式處理行政

申訴個案。

 就與民生關係較密切的公共服務或行政程序進行

專案調查，從行政運作和法律制度層面提出改善

建議。

 提升私營部門防貪工作績效，加強與私營機構和社

團的合作，向其提供防貪指引。

 加強資訊科技的應用，優化行政申訴工作的管理和

提升工作人員的調查能力。

宣傳教育方面

 深化公務人員廉潔教育，加強公務人員對利益衝突

的警覺性和自律守法精神。

 加強《預防及遏止私營部門賄賂》法律的宣傳推

廣，促進私營領域誠信管治和商業道德的發展。

 持續向青少年及市民推行倡廉教育，進一步拓展社

區關係網絡，營造社會的廉潔風尚。

政府資訊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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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安保  安

社會文化社會文化

運輸工務運輸工務

廉政公署廉政公署 審計署審計署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5

 -2.4 5.7 2.9 8.9 12.6 26.9 8.6 14.4 14.3 3.4 1.7 27.5 21.3 9.1 10.7 -0.4 -24.5 -26.4
 6.3 6.8 6.4 6.3 6.0 4.9 4.1 3.8 3.2 3.0 3.5 2.8 2.6 2.0 1.8 1.7 1.7 1.8
 4 920 4 822 4 658 4 672 4 801 5 167 5 773 7 000 8 000 8 000 8 500 9 000 10 000 11 300 12 000 13 300 15 000 15 000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

0

2 000

4 000

6 000

8 000

10 000

12 000

14 000

16  000
澳門元

-30.0

-25.0

-20.0

-15.0

-10.0

-5.0
-2.4

-0.4

-24.5

-26.4

5.7

2.9

8.9

12.6

26.9

8.6

14.4
14.3

3.4
1.7

27.5

21.3

9.1
10.7

6.3 6.8 6.4 6.3 6.0
4.9

3.8 3.2 3.0 3.5 2.8 2.0 1.8 1.81.7 1.72.6
4.1

4 920 4 822 4 658 4 672 4 801 5 167
5 773 7 000

8 000
8 000 8 500

9 000
10 000

11 300
12 000

13 300

15 000 15 000

增長率(%) 失業率(%) 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

-16 000

-14 000

-12 000

-10 000

-8 000

-6 000

-4 000

-2 000

第一季 第二季

1999 年 - 2015 年實質經濟增長、工作收入中位數及失業率變化

保安當局有效預防及打擊犯罪，確保市民和遊客安全，
維護本澳社會穩定發展。

與青年有約溝通活動  -  回歸匯演演藝精英

氹仔客運碼頭

二零一六年度收入與開支的預算草案一覽表
收 入 項 目 2 0 1 6 年預算建議 收 入 項 目 2 0 1 6 年預算建議

政府一般綜合收入
經常收入 93,070,245,300.00 資本收入  1 ,759,040,900.00 

直接稅  79,456,698,600.00 投資資產之出售  152,245,300.00 
間接稅  4 ,473,083,400.00 轉移  21,000.00 
費用、罰款及其他金錢
上之制裁

 1 ,875,848,100.00 財務資產  424,691,000.00 

財產之收益   1 ,726,800,800.00 其他資本收入  1 ,150,655,500.00 
轉移  4 ,197,203,000.00 非從支付中扣減之退回  31,428,100.00 
耐用品之出售  2 ,456,300.00 
勞務及非耐用品之出售  1 ,236,741,000.00 政府一般綜合收入  94,829,286,200.00 
其他經常收入  101,414,100.00 

特定機構收益
法定收入及特區預算轉移收入  22,231,705,200.00 特定機構收益匯總  26,123,152,200.00 
銷售及服務收入  229,830,000.00 
財務及投資收益  3 ,561,685,900.00 調整  17,700,915,400.00 
其他收入  99,931,100.00 總收入  103,251,523,000.00 

開 支 項 目 2 0 1 6 年預算建議 開 支 項 目 2 0 1 6 年預算建議
政府一般綜合開支

澳門特區政府  19,752,200.00 司法警察局  857,795,500.00 
行政長官辦公室    296,879,300.00 環境保護局  333,639,200.00 
行政會  32,182,800.00 法務局  252,089,000.00 
行政法務司司長辦公室  36,855,600.00 土地工務運輸局  458,886,900.00 
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45,523,800.00 體育發展局  179,834,200.00 
保安司司長辦公室  32,121,500.00 文化局  445,463,200.00 
社會文化司司長辦公室  188,719,700.00 投資計劃  11,068,782,000.00 
運輸工務司司長辦公室      31,679,800.00 指定之帳目 - 指定撥款、共同分擔

以及預算轉移金額
 17,698,915,400.00 

澳門駐里斯本經濟貿易辦事處  11,656,900.00 
澳門駐布魯塞爾歐盟經濟貿易辦事處  4 ,923,100.00 學生福利基金  429,328,100.00 
澳門特別行政區駐北京辦事處  22,900,200.00 居屋貸款優惠基金  43,128,100.00 
澳門駐世界貿易組織經濟貿易辦事處  13,423,200.00 工商業發展基金  784,422,400.00 
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  63,856,200.00 旅遊基金  870,268,400.00 
建設發展辦公室  66,712,200.00 社會工作局  2 ,967,808,400.00 
能源業發展辦公室  37,433,500.00 司法警察局福利會  7 ,520,800.00 
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常設
秘書處輔助辦公室

 157,696,900.00 治安警察局福利會  32,710,900.00 
法務公庫  220,664,600.00 

金融情報辦公室  27,210,600.00 印務局  85,976,500.00 
人力資源辦公室  56,851,900.00 澳門監獄基金  6 ,398,100.00 
運輸基建辦公室  80,393,100.00 房屋局  445,973,100.00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政策研究室  49,897,300.00 民航局  77,165,300.00 
澳門經濟文化辦事處  16,396,700.00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660,920,700.00 
禮賓公關外事辦公室  89,504,600.00 廉政公署  353,144,800.00 
行政公職局     408,292,700.00 衛生局  7 ,075,154,800.00 
教育暨青年局  5 ,495,290,200.00 澳門大學  2 ,340,705,800.00 
統計暨普查局  196,917,400.00 澳門理工學院  749,879,100.00 
電信管理局  169,864,100.00 體育發展基金  816,754,000.00 
財政局  464,037,100.00 文化基金  538,097,500.00 
退休金及退伍金  7 ,941,200.00 消費者委員會  39,382,400.00 
共用開支      16,809,186,300.00 旅遊學院  414,859,800.00 
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  243,242,700.00 澳門公共行政福利基金  49,590,600.00 
交通事務局  1 ,662,557,200.00 消防局褔利會  6 ,970,000.00 
法律改革及國際法事務局  52,086,400.00 審計署  209,135,700.00 
身份證明局  272,984,200.00 檢察長辦公室  418,340,800.00 
經濟局      208,363,500.00 終審法院院長辦公室  541,062,500.00 
澳門監獄  525,179,100.00 立法會  183,914,500.00 
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  719,228,600.00 民政總署  2 ,607,202,800.00 
地球物理暨氣象局  107,051,200.00 海關福利會  3 ,598,500.00 
旅遊局  317,680,800.00 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269,433,200.00 
新聞局  122,823,100.00 海事及水務局褔利會  2 ,727,600.00 
警察總局  40,537,700.00 漁業發展及援助基金  90,853,100.00 
博彩監察協調局  255,121,500.00 樓宇維修基金  78,446,200.00 
海事及水務局  1 ,115,549,900.00 教育發展基金  915,408,200.00 
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  4 ,313,106,900.00 大熊貓基金  7 ,383,600.00 
勞工事務局  354,976,200.00 環保與節能基金  149,530,100.00 
法官委員會  605,800.00 文化產業基金  244,948,200.00 
地圖繪製暨地籍局  80,558,800.00 政府一般綜合開支  91,359,968,300.00 

特定機構費用
郵政局  355,510,000.00 澳門基金會  2 ,922,743,700.00 
郵政儲金局  43,835,800.00 存款保障基金  3 ,125,000.00 
退休基金會  2 ,013,894,400.00 
社會保障基金  4 ,467,831,200.00 特定機構費用匯總  11,378,987,500.00 
澳門金融管理局  1 ,563,637,400.00 調整  17,700,915,400.00 
汽車及航海保障基金  8 ,410,000.00 總開支  85,038,040,400.00 

預算結餘及本年度預計盈餘
中央預算結餘  3 ,469,317,900.00 預算結餘及本年度預計盈餘  18,213,482,600.00 
特定機構本年度預計盈餘  14,744,164,700.00 總開支和預算結餘及本年度預計盈餘 103,251,523,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