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社會文化範疇 2018年財政年度施政方針 

引介發言 

2017年 11月 30日 

 

尊敬的立法會主席閣下、尊敬的各位議員： 

首先，請讓我為各位簡報 2017年社會文化司範疇已完成的重

點工作，然後再向各位簡介 2018年的施政計劃。 

    2017年，社會文化司在依循行政長官施政方向下，從關顧特

定社群，完善醫療服務，鞏固養老保障，擴大免費教育網，落實

長效機制等多方面，全力落實施政目標。 

    在衛生領域，持續優化醫療服務，完善公共衛生的應急系統。

“天鴿”風災期間，衛生部門啟動緊急應變機制，前線醫護人員堅

守崗位，完成了大量緊急救治個案。開展大規模消毒防疫工作，

有效遏止傳染病的爆發和傳播，成功保障了災後公共衛生安全。 

針對長者、婦女和兒童等特定群體加大醫療服務。強化長者

健康管理，配合失智症診療中心的全面運作，建設失智症友善城

市。持續推動母乳餵哺，優化母乳餵哺室環境。繼 2016年成立兒

童綜合評估中心，今年又設立兒童康復治療中心，擴大為先天發

展障礙兒童提供早療服務。 

衛生中心獲得國際醫療標準委員會的認證並取得兩項優異評

級。截至 10月，衛生中心的門診和護理服務量接近 287萬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加約 8%；衛生中心又向市民提供健康促進講座，近

50萬人次參加，比去年同期增加 4.3%。仁伯爵綜合醫院的服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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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增加 4%。本澳居民平均預期壽命達 83.3 歲，乳癌、子宮頸癌

五年相對存活率較高，新生兒死亡率、孕產婦死亡率處於極低水

平，相關指標都處於世界先進水平。 

通過整合衛生、教育、社工、文化和體育等部門資源，以“健

康澳門，幸福家園”為主題，開展系列活動，完成“澳門中小學生

健康教育指導平台＂，共同推行健康促進工作。 

    在教育方面，推動多所學校加入免費教育系統，校部覆蓋率

提高到九成四。有序落實“藍天工程”的工作規劃，加快解決裙樓

校舍。課程改革邁向新的階段，正式頒佈初中、高中基本學力要

求。積極強化中國歷史教育，中學《歷史》教材的編寫取得階段

性成果。 

開設中葡雙語班，成立“中葡雙語教學及培訓中心”，加大力

度培養中葡雙語人才。擴大在粵就讀澳門學生學費津貼的覆蓋範

圍，覆蓋城市由五個增加至七個。成功推出第三階段“持續進修發

展計劃”（2017-2019年）。 

    11 月公佈的 PISA2015“協作式問題解決”評核結果顯示，在

51個國家或經濟體中，澳門學生素養表現卓越，名列第八。 

完成《澳門青年政策》中期檢視報告。加強國情、區情及公

民教育，計有三千多名澳門青年和學生於暑假期間赴內地參與各

項學習、交流，多個青年社團成員前往“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研習、

交流和結盟。 

在社會工作領域，提升精準援助水平，致力保障弱勢家庭的

生活。透過構建社區網絡提供多元服務，強化家庭及社區支援。 

優化托兒所及兒青院舍的服務素質；托兒服務總名額增至

10,000 個，可滿足全澳約 7,000 名兩歲幼兒的入托需要。進行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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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婦女現況調查及發展目標研究，推出“澳門兒童數據資料庫”，

科學制訂婦幼政策。 

全面落實《長者服務十年行動計劃》的 217 項短期措施；首

間設置於離島的多元化綜合性護老設施——恩暉長者綜合服務中

心已於 11月啓用。完成《康復服務十年規劃》的 152項短期措施。

而且，上述兩項十年計劃，更提前啟動了部分中期措施。完成制

訂《澳門特區無障礙通用設計建築指引》。 

完成《高等教育制度》、《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以及修

訂《預防及控制吸煙制度》等多項立法工作，並有序推進配套法

規的立法進程。此外，成功獲立法會一般性通過《長者權益保障

法律制度》和《社會工作者專業資格認可及註冊制度》法案。 

    在旅遊領域，2017年訪澳旅客人數已呈明顯的上升態勢，至

10 月訪澳旅客人次達 2,670 多萬；旅客總消費亦已恢復增長。完

成《澳門旅遊業發展總體規劃》的編制工作。開發多元化旅遊產

品，完善旅遊法規配套和強化行業監管，加強業界培訓，積極參

與國際和區域旅遊事務。成功舉辦包括世界旅遊經濟論壇在内的

多項盛事活動。 

在文化領域，致力保護、傳承和活化文化遺產，啟動第二批

不動產評定程序。“漢文文書”檔案匯集成功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的《世界記憶名錄》。推廣普及藝文教育，積極培養文化人才。 

按最新統計，2016 年文化產業機構增加 11.7%至 1,913 間，

在職員工增加 7.7%至 11,003 名，文化產業服務收益上升 9.7%至

68.6億元，各部分增長明顯。 

大眾體育及競技體育雙軌並行，公共體育空間得到拓展，推

進集訓隊梯隊建設，優化運動員培訓工作；至 10月，運動員在大

型賽事中共取得了 46金、54銀及 68銅的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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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透過旅遊、文化和體育等部門的協作，舉辦多項大

型節慶、體育、藝文盛事，尤其重視結合文創元素，豐富活動内

涵，多個文化、旅遊產品備受肯定。 

 

主席閣下、各位議員： 

2018 年，社文司將依循行政長官提出的“務實進取、共享發

展”施政方向，緊貼特區五年發展規劃，以更廣闊的國際視野、更

強烈的國家觀念，借力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建設，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廣造民生福祉。 

一、 建設“美食之都”，結合各種文化内涵，推動構建“創意城市、

創意澳門” 

澳門獲評為世界“美食之都”，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創意城

市網絡，將激發不同創意元素的聯動。要令“美食之都”帶動文創

產業發展，就要鼓勵旅遊業界、飲食業界、文創業界攜手合作，

做好美食文章，講好美食故事，充實“美食之都”内涵。 

除了美食領域外，創意城市網絡還包含創意設計、電影、文

學、媒體藝術、音樂及手工藝與民間藝術，我們將以美食為基點，

通過與上述各項創意元素的融匯、互動，並糅合科技與創新，全

方位打造“創意城市、創意澳門”，激發帶動各個創意領域的蓬勃

發展。 

我們還將加強社區美食推廣，支持本澳特色美食的傳承及發

展，吸引旅客到不同社區品嚐地道美食及購物消費，促進社區各

類零售業的共同繁榮。 

    着手行業人材培養。旅遊學院籌備設立廚藝中心，培養多門

類、高素質的廚藝人材。另外，石排灣 CN6a教育用地興建的“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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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技術教育實踐中心”，將設立“國際廚藝區”，引入各國創意烹飪，

提供廚藝技能培訓。 

二、堅守健康為本，優先關顧特定群體的醫療服務 

針對社會老齡化趨勢，未雨綢繆，重點加強長者健康維護，

將加大資源投入，在衛生中心新開設長者健康評估服務，追蹤監

察長者健康，提升醫護服務素質。  

全面加強優生優育措施，強化孕婦產前診斷檢查的工作，增

加產後新生兒遺傳病的篩查項目，以及完善聽力篩查服務。 

不斷優化各項早療工作，開發跨部門的兒童綜合評估數據庫

平台，培訓和推動家長參與兒童康復訓練，確保更佳的早療效果。

透過引進和培養，加快緩解社會對治療師的較大需求，使每一位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都得到適切的醫療診治、教育機會和社

會服務。 

澳門醫學專科學院已完成籌備工作，短期内可以成立，執行

統籌和推動全澳專科醫生資格認定、專業發展和在職培訓工作，

持續提升人員專業水平，並通過增聘醫療人員，完善各項醫療服

務。 

三、培育立足澳門、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下一代 

實施“齊心同行計劃”，透過多種形式，深化公民與法制教育、

國情和區情教育，增強青少年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認識，培養愛

國主義情懷和國家認同感。加強憲法和《基本法》的教育，落實

《國歌法》在本地適用之後教育方面的各項工作，促進青少年了

解國歌的歷史和精神內涵。統籌青年義務工作，續辦義工培訓及

獎勵計劃，加強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義務工作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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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強化青少年的文物保護意識和藝術教育、科普教育。為

特別傑出的尖子學生，提供更好條件作精準培養。推動學校開展

安全教育和校園安全演習，普及防災、減災和應急的知識及技能。

促進學校、家長同政府三方的良好互動，優化特殊教育和融合教

育。拓展粵港澳大灣區教育合作的形式和內容，將《在粵就讀澳

門居民學生學費津貼計劃》的實施範圍，擴展至廣東省所有城市

和非高等教育的所有階段。 

當今世界，競爭無所不在，我們將致力擴濶本澳青少年的國

際視野，裝備充實自己，提升綜合競爭力。“大學畢業生語言培訓

利息補助計劃”，將在現時補助進修普通話、葡語、英語的基礎上，

進一步擴展至其他各個語種，例如法語、西班牙語、日語、韓語，

等等，鼓勵青年人透過學習和掌握外語，提高學識和能力。推進“中

葡雙語人才培養基地”建設，加大葡語人才的培養力度，辦好公立

學校小學和初中的“中葡雙語班”，在高校系統設立“中葡雙語人才

培養聯盟”。 

重視青少年強健身心，從小鍛煉體魄和堅毅精神，加強推動

校園體育運動，愛眼、護齒活動及課間活動，推廣健康飲食習慣；

增加社區青年活動設施，提供更多元化的服務，全方位促進青年

健康成長。 

協助學校、社團加深對“一帶一路”的認識，鼓勵多元化活動

和相關交流的開展。隔年分別舉辦澳門國際青年舞蹈節、國際青

年音樂交流匯演，讓本地學生以藝會友，締結國際友誼。 

落實“藍天工程”，興建臨時校舍，供裙樓學校重建時暫用。

推進“塔石青少年文康活動中心”和石排灣 CN6a 地段教育設施的

興建工程。 

四、致力保障社會各階層，落實雙層式社保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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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保障弱勢社羣的生活水平，擴展社區服務網絡，協助居

民構建幸福家庭。按序實施長者及康復服務十年規劃各項中期措

施，關懷失智長者，強化殘疾人士家居支援與特殊兒童早療服務。

為缺乏經濟條件及需要緊密照顧的殘疾人士和長者家庭，提前開

展提供照顧者津貼的可行性研究。 

持續優化托兒服務的整體規劃和執行工作，明年托額將增至

11,000 個，滿足社會需求，並有序推行弱勢家庭幼兒優先入托的

政策。關注兒童發展需要，推出多元服務，促進親子互動。制訂

婦女發展目標和規劃，促進婦女事務的發展。 

推動非強制央積金的實施，落實雙層式社會保障體系，為本

澳居民提供更適切的退休生活保障。做好私人退休金計劃銜接到

非強制央積金的工作，鼓勵大型企業和專營公司，以及受政府資

助的機構與實體率先加入制度。 

五、貫徹“全域旅遊”，推進“中葡文化交流” 

    貫徹“全域旅遊”理念，優化旅遊環境。推廣文化、體育和美

食產品，創建海上旅遊品牌。加強區域的聯動和融合，積極將澳

門打造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旅遊教育培訓基地。 

落實建設“中葡文化交流中心”的各項工作，透過組織籌辦高

層次文化會議、論壇以及藝文活動，建立恆常化的文化交流機制，

弘揚中華文化，宣講澳門故事。完成《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

計劃》的編製工作。 

不斷優化及拓展體育活動空間，加強場地的管理與維護，為

市民提供優質體育活動環境。 

 

主席閣下、各位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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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主席指出，我們國家正迎來發展的新時代，澳門特區

必須要以新思維，推動新作為。社會文化司範疇將一如既往，積

極勤奮，敢於承擔，迎難而上，施政為民。加強長效機制建設，

鞏固社會民生基礎，使特區的文化藝術事業、社會福利政策、惠

民利民措施更臻完善。 

最後，謹向立法會一直以來給予我本人及我的施政團隊的支

持，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謝！ 

我的施政計劃介紹完畢。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