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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展場地面積有所增加

會展活動質量有所提升

開展“會議大使”計劃，推介澳門舉辦國際會議的優勢，爭取更多區域性及國際

性會議落戶澳門。

舉辦大型會展活動，主要包括“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壇及展覽（MIECF）”、

“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 (MIF)”、“葡語國家產品及服務展 (PLPEX)”、“粵澳

名優商品展”、“澳門國際品牌連鎖加盟展（MFE）”。

2016年

19.7
2020年目標

2018年

2017年 19.7

1,427
1,381

7

1,2762016年

2018年

2017年

6

8

至2016年

至2018年

至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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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扶持會展業的措施

2. 中醫藥業進步明顯

橫琴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建設初具規模，項目的註冊和入駐進展理想，至

2018 年第四季，累計接洽的項目 528 個，註冊的項目 108 個，其中澳門項目 26 個。

（粵澳合作中醫藥產業園效果圖）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6.12千萬元

4.88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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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與葡語系國家的中醫藥文化交流

設立莫桑比克中醫藥中心籌備辦公室並舉行揭牌儀式，舉辦莫桑比克衛生部－粵

澳中醫藥科技產業園中醫藥合作培訓班，為莫桑比克公立醫院醫生和高等衛生學校畢

業生進行中醫技法的專業培訓。舉辦“葡語國家傳統醫藥研修班”，為來自多個葡語

國家的 21 名傳統醫藥領域相關官員和技術人員提供中醫藥課程培訓。

參與主辦“里斯本中醫藥文化國際論壇”，提升澳門中醫藥產業發展在葡語系國

家及歐洲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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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培育文化創意產業逐步推進

至2020年目標

至2020年目標

至2017年

至2016年

至2018年

至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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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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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18年

8

2018年



《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 年）》中期評估 (2016-2018 年實施情況 )

54

4. 特色金融進一步發展

持續完善制度建設，《融資租賃公

司法律制度》及《融資租賃稅務優惠制

度》獲立法會一般性通過，引入更多融

資租賃企業進駐本澳，目前已有總部設

於內地的大型融資租賃公司在澳門正式

開業。

積 極 開 展“ 特 色 金 融 業 務 季 度 調

查”，按季度收集有關“融資租賃”及

“財富管理”的數據，定期發佈季度報

告。

與高等院校合作，籌備開辦融資租

賃專業培訓課程，培養特色金融專業人

才。

澳門金融管理局與中國銀行業監督

管理委員會於 2017 年 12 月在北京共同

簽署了《關於發展澳門特色金融的合作

備忘錄》。

持續豐富本澳作為“中葡金融服務

平台＂內涵，加強與內地及葡語國家金

融機構合作，支持金融機構在澳門拓展

葡語國家資產交易業務。

2018年

9千萬元

2017年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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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優化扶持中小企的措施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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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多 個 社 區 工 商 團 體 合 辦“ 社 區

消費無限 FUN”系列活動，共吸引超過

3,206 間商戶參與，超過 102 萬人次參

加。

2. 推動社區經濟發展 3. 加快制度建設

持續推動修改《印花稅規章》及《印

花稅繳稅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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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助力“一帶一路”建設行動積極

舉辦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

舉辦“一帶一路”主題圖片展。

與民間智庫共同主辦“一帶一路”與澳門發展國際研討會。

落實推動“一帶一路”民間研究。

獲白俄羅斯及緬甸等 11 個“一帶一路”沿缐國家給予免簽或落地簽證待遇；與

尼日利亞聯邦共和國及蒙古共和國簽訂《移交被判刑人協定》。

2. 多項區域合作得到深化

參與“泛珠三角區域省會城市市長聯席會議”。

組織“泛珠 9+2 省區代表巴西及葡萄牙商務洽談團”到巴西和葡萄牙考察。

2020年目標 2-3間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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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青年參與區域合作有序落實

組織“全澳青年創業創新大賽”的優勝者代表澳門參與“2017 前海深港澳青年

創業創新大賽”。

通關服務水平不斷提升

至2020年目標

已簽訂協議

4個口岸

2016年

2018年
2017年

約490

2017年
2016年

9個口岸
5個口岸
5個口岸

至2020年目標

2018年
至2020年目標



致力經濟發展

59

3. 積極配合制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2017 年，在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上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推

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

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

2017 年 7 月 1 日，在國家主席習近平見證下，國家發改委與粵港澳三地政府簽

署了《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

按照協議，粵港澳三地將在中央有關部門支持下，完善創新合作機制，促進互利

共贏合作關係，共同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更具活力的經濟區、宜居宜業宜遊的優

質生活圈和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的示範區，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

2018 年 8 月，中央成立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澳門特區行政長官

擔任小組成員，體現了中央全力加強大灣區建設的頂層設計、統籌規劃、協同發展，

體現了中央對澳門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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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特區政府正式成立了“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工作委員會”，落實參

與大灣區建設的組織領導，推進相關體制和機制的建設及路徑。把大灣區建設納入特

區五年發展規劃，進一步與國家總體規劃對接，並細化到年度施政工作之中。

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管理區於 2018 年 3 月 15 日起交付澳門特區使用，大橋於

2018 年 10 月 24 日起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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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社會善治

努力實施善政，扎實推進善治城市建設。居民參與社會事務的渠道日漸完善，多

元溝通機制越趨優化，精兵簡政有序落實，政府執行力得到提升，政府服務居民和服

務社會的能力進一步增強。

1. 逐步落實整合及精簡諮詢組識

2017年
2016年

44
46

2018年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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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會人士擔任諮詢組織委員的數量和比例均有所提升

2017年
2016年

1,003
1,001

2018年 1,040

2017年
2016年

713
696

2018年 739

2017年
2016年

2018年 71.1%
71.1%

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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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穩步推進部門職能及架構重整

跨部門“一站式服務”有所增加

第二階段職能重整

完成了第一階段部門職能及架構重整

2. 提升公共服務效率

2016年

2018年目標
2018年

53

55
452017年

75

18

第一階段修訂《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於 2018

年 12 月 18 日獲立法會細則性通過。

1. 加強制度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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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優化支援措施

《 立 法 會 選 舉 制 度 》 的 修 訂 獲 立

法會細則性通過，完善選舉制度，為立

法會選舉的公平、公正、公開、廉潔提

供更堅實的法律基礎；第六屆立法會選

舉工作順利完成。《設立市政署》及修

改《行政長官選舉法》獲立法會細則性

通過，全面履行《澳門基本法》附件一

關於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成員組成的規

定。《司法組織綱要法》的修訂獲立法

會一般性通過，提高司法效率，保障國

家安全。

提高立法質量和效率，構建與《澳

門基本法》相適應和符合澳門社會長遠

發展需要的法律體系。2016 至 2018 年

向立法會提交 56 項法案，制定並頒佈

102 項行政法規，涉及政治體制、法典

修改、民生、海域管理、特色金融、都

市更新、風災援助措施、交通、公共行

政等範疇，適時完善符合社會發展需要

的法律法規。

為特區政府的領導、主管及中層人

員開辦《澳門基本法》研討班，舉辦有

關國家憲法、《澳門基本法》、國情及

“一國兩制”的專題講座，展開一系列

面向青少年的國家憲法和《澳門基本法》

推廣工作，至 2018 年底，參與宣傳推廣

活動的人數超過 20 萬人次。

優化支援基層公務人員的生活補助

措施，至 2018 年底，有 40 人每月收取

生活補助；35 人收取車輛維修補助；17

人收取平安通服務費補貼；1,416 人每月

收取共 2,197 項有關幼兒、子女補充學

習、安老院舍的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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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危機的能力，積極作為，自我完善，用

堅強的肩膀扛起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的憲制責任，用勤勞的雙手建

設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美好家園。

今天祖國發展已進入新時代，新時

代是奮鬥和創造的時代，是改革和開放

的時代，我們要緊跟祖國的新時代，開

創澳門發展的新階段，以更大的毅力與

勇氣，承擔起新時代的責任和使命，與

祖國一起，走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

征程，共建共享繁榮富強的幸福明天。

我們對規劃的執行情況進行評估，

目的在於肯定成績、找出不足、努力改

善。我們清醒看到，成績已成過去，問

題擺在眼前，必須認真應對和解決，繼

續奮鬥在路上，不忘初心，砥礪前行。

我們每一步的發展，都是堅持實踐

“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

治的成果，都是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

廣大居民齊心協力，付出辛勞和智慧的

結晶。幸福不會從天降，奮鬥是幸福的

來源。我們要以積極的人生態度，珍惜

和感恩得來不易的發展成果，努力鞏固

成果，締造豐富成果，共同分享成果。

我們要勇於面對現實的問題，認清

存在的新舊矛盾，以繼續發展的毅力解

決發展中的問題和矛盾，用堅實的前進

步伐，排除前進中的困難和障礙。我們

必須站在新的起點，充實創新的思維和

能力，增強居安思危的意識，提高應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