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將 澳 門 發 展 成 世 界 旅

遊 休 閒 中 心 是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的 策 略

定 位 ， 運 輸 工 務 範 疇 的 施 政 方 針 一 直 以 此

為 導 向 ， 改 善 本 澳 城 市 環 境 以 及 提 升 居 民

生 活 素 質 。

城市規劃

 完成編製澳門總體規劃判給；

 爭取開展澳氹第四條通道工程；

 設立都市更新政府全資公司。

公共建設

 設立輕軌營運公司；

 推進落實內港擋潮閘；

 推進建設第四條原水管道澳門段。

交通運輸

 處理三間巴士公司續約；

 開展 100 部普通的士、100 部特別的士公開競投；

 完成更換全澳泊車咪錶。

房屋

 跟進修訂《經濟房屋法》草案並爭取提交予立法

會審議；

本 澳 經 濟 經 歷 了 較 深

度的調整，在外部需求及內部需求增長的帶動

下，持續靠穩。雖然受到“天鴿”風災重創，

但在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下，受影響商戶及居民

有序恢復，整體經濟維持穩健。我們將繼續保

持憂患意識，珍惜發展成果，加快建設“一中

心，一平台”，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為企業和

居民，尤其是中小微企業、專業人士、青年創

造更優質發展空間，共享經濟成果。

鞏固經濟基礎，增強發展動能

 落實國家政策和特區五年發展規劃，積極參與“粵

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

加快構建“一中心，一平台”。

 重點推動會展業、中醫藥產業、特色金融業等新

興產業，加快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持續強化博彩業監管措施，堅持“適度規模，規

範管理，持續發展”。

 結合 CEPA 升級，支持製造業升級轉型，提升發

展質量。

 夯實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建設，把握“中葡合

作發展基金”總部遷澳機遇，打造“中葡青年創

新創業交流中心＂。

促進營商發展，力保就業民生

 優化職業培訓，創設更多元就業環境，提升就業

質量。

 完善外僱管理，加強職安健監察，保障勞動權益。

 支持中小微企提質發展，推動大型企業本地採購，

提振社區經濟。

 推動青年提升就業創業競爭力，把握發展機會。

二零一八年，審計署將

秉持客觀、公正、務實的工作理念，依法審計，

反映問題，並以推動政策落實，揭示公共資源

浪費或錯配為主要工作目的，加大力度履行審

計監督的職責。 

帳目審計及電腦輔助審計

 因應新《預算綱要法》，就財政預算的新舊制度交
接階段進行適當的部署，確保帳目審計的安排同
步跟進。在實踐的基礎上部署下一階段審計系統
開發計劃，研究以大量數據和增強數據分析輔助
績效審計的技術和工作安排。 

衡工量值式審計、專項審計、跟蹤審計

 對各種項目加強規劃，注重全年整體部署，妥善
調動審計資源，開展協助特區政府防範風險、促
進發展、推動政策貫徹執行的項目。

人員培訓

 保持重視學習、鼓勵進修的正向觀念，因應審計

社 文 司 範 疇 要 切 切 實

實地做好知民需、解民憂、紓民困的工作，時

刻將居民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針對各種危機

的發生，做好防範措施，使特區社會文化、民

生福利、惠民利民措施更臻完善。

衛生領域

 重視特定羣體健康，完善防控應急機制，確保

居民安全健康；強化保健診治工作，優化各項

醫療服務，促進智慧醫療發展，共建幸福家園。

教育和青年領域

 確立高教體制，完善評鑑指引，保障高教素質，

推進“中葡雙語人才培養基地＂和“旅遊教育

培訓基地”的構建；落實教育規劃，加快進行

教材建設，拓建教研平台，優化教育環境，促

進德育發展；實施“齊心同行計劃”，加深家國

情懷體驗。

社工和社保領域

 擴大社區協作效益，構建幸福和諧家庭，規劃

優化幼兒服務，促進親子長幼共融；落實長者

和康復中期措施，加強失智症患者服務，強化

早療家居支援；提升專業優化資助；完善災難

應對機制；推動非強制央積金的實施。  

旅遊、文化和體育領域

 加強旅遊、文化與體育領域的協同效應，舉辦

多項大型文化藝術、體育競技活動，並加入文

創元素，推廣文化、體育和美食產品，努力打

造“盛事之都”和“中葡文化交流中心”。推動

智慧旅遊，優化旅遊環境，全面營造文化社區，

加快構建宜居、宜業、宜行、宜遊、宜樂的國

際旅遊城市。

行 政 法 務 範 疇 將 繼 續

認真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基本方針，配合特

區政府建設“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

的發展定位，積極對接國家“十三五”規劃和

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契機，持續以公共行政和法律制度改革為主

軸，以促進民生為核心，推進廉潔高效政府的

建設，打造具有國際水準的海濱宜居城市。

公共行政

 繼續落實第二階段職能架構重整，制定設立非政
權性市政機構的方案，並開展相關立法程序，逐
步優化諮詢體系；

 全力推進電子政務的整體發展，優化服務流程，
完善電子政務管理系統及相關基礎建設，提升公
共行政運作效率；

 推進公職制度的逐步完善，加強公務人員的法治
意識、國情認知，以及突發事件的應急能力，支

 強化“風險為本”監管，完善法制建設，維持金

融體系安全穩定。

 配合《預算綱要法》生效，完善公共財政管理。

 穩定物價水平，維護消費權益。

2 0 1 8 年， 廉 政 公 署 繼

續 堅 決 打 擊 貪 污， 做 好 行 政 申 訴 工 作， 落 實

“廉潔共建計劃＂。

反貪方面

 廉署將一如既往繼續全力打擊各類貪污賄賂犯
罪，並會特別關注涉及澳門社會重大利益的項目
所可能衍生的貪腐行為，積極實現反貪倡廉的明
確目標。

 總結第六屆立法會選舉執法工作所取得的經驗成
果及面對的現實困難，為未來新形勢下不斷變化
發展的反賄選工作的執法完善奠定更堅實的基礎。

 增加各類設備和技術的支援及更靈活調配資源，
不斷強化反貪調查工作的科技手段，以應對日趨
智能化及隱蔽化的貪污賄賂犯罪。

 提高反貪隊伍的專業能力、責任要求和福利待遇，
加強人員在電腦法證、刑偵技術及法律知識等方面
的深化鑽研和運用，務求整體提升執法水平。

 加強與周邊國家或地區的執法機構和人員的緊密
聯繫和有效合作，合力打擊跨境貪污賄賂犯罪。

行政申訴方面

 就居民關注的公共行政和公共服務問題主動展開
專案調查，提出相應的改善建議。

 推動“廉潔共建計劃＂，與公共部門合力預防職
務犯罪和行政違法。

 透過講座或其他途徑讓私營機構工作人員認識誠
信和廉潔管理的重要性。

 優化內部管理，提升行政申訴工作質量，有效回
應居民訴求。

宣傳教育及社區關係方面

 持續推行公務人員廉潔教育，強化其自律守法
意識。

 加強宣傳《預防及遏止私營部門賄賂》法律，促
進私營領域誠信管治。

 運用新媒體及網上平台進行倡廉宣教工作，使市
民更便捷獲取廉潔信息。

 善用社區辦事處的優勢拓展社區關係，爭取各階
層人士支持並參與廉政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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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元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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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 第二季

月工作收入中位數（澳門元） 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率(%)失業率(%)

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率、失業率及月工作收入中位數 (2001 -2017 年)

工作重點所需，制定或選擇適用於澳門審計署人
員的培訓課程，推動審計隊伍與時並進。

內部管理 

 確立各級人員順暢的溝通機制，持續建立和改良
各種內部管理標準工作流程。檢視整體行政運作，
以期妥善分工。

國際交流 

 與國家審計署、國際最高審計機關、亞洲最高審
計機關，以及葡語國家聯盟最高審計機關保持聯
繫。

審計文化 

 舉辦審計文化講座或相關工作坊，加強公務人員
對政府審計工作的了解，介紹審計在防範出現嚴
重問題方面的實際作用。

公眾反映意見

 審計署設有供公眾就政府服務反映意見的電話專
線及電子郵箱，並對有關意見作出相應的跟進或
轉介，協助有關部門提升服務。

持特區政府各項施政規劃和目標有效落實；

 實施定期績效評審，由第三方學術機構持續對部
門的公共服務素質進行評估；

 有序推進政府信息公開，配合大數據應用及智慧
城市建設，強化政府數據中心的營運能力；

 跟進 2017 年立法會選舉後續的各項工作，研究
優化選民登記系統，結合多渠道的宣傳，讓市民
更好地認識及參與特區選舉事務。

法務領域

 嚴格執行集中統籌立法機制，全面監督年度立法
計劃的進展狀況，跟進法規實施情況，確保各立
法項目順利推進；

 推進包括設立非政權性市政機構等立法項目及修
訂五大法典，繼續法律清理及適應化的立法工作；

 加強與民間社團合作，以創新和豐富的形式，穩
步推進法律宣傳推廣，加深市民對“一國兩制”、
《憲法》與《基本法》的認識；

 深化與葡語國家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
的司法互助合作，按照中央政府制定的粵港澳大
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開展協調與融合粵港澳三
地在行政管理體制、法律制度和司法合作等方面
的研究工作。

民生事務

 強化食品監督機制，制定食品安全標準及指引，
推動食安風險教育，促進區域食安合作，多方位
保障食品安全及市民的飲食健康；

 制定短、中及長期綠化恢復計劃，持續改善城市排
水系統，落實在內港建設雨水截流渠及雨水泵站；

 持續優化社區服務功能佈局，推動智慧市政建
設，完善市政設施，拓展民生服務，構建和樂共
融社區。

因應內外安全形勢，保

安當局將研究構建智慧警務，以更前瞻的工作

策略，完善、革新各項制度，優化執法和管理

部署，深化區域合作，加強警民互動，推進警

隊文化建設，以逐步實現“安全城市”的願景。

應用科技，謀劃主動執法策略

 啟動大數據應用研究，構建智慧警務模式，提高
執法主動性。

 設立專責反恐部門，完善反恐體系，預警預防恐
怖主義。

全面檢討，改革民防行動架構

 籌建民防及應急協調局，強化應急能力。

 完善災害應變統籌協調，增強危機意識。

完善部署，提升執法整體效率

 增強部門協同，打擊嚴重及新型犯罪。

 推動全面預防，維護社會安全。

推動革新，完善系列法律制度

 推動完成《澳門保安部隊軍事化人員通則》修訂
工作。

 構建和完善網絡安全制度，深化危險品安全制度
建設。

強化管理，推進現代警隊文化

 完善新型警務模式，持續嚴肅警隊紀律。

 強化剛性管理制度，建立健康進取文化。

一體關係，構建新型合作模式

 推進新型警務合作，打擊各類跨境犯罪。

 強化多元宣傳，凝聚警民合力。

科技通關，優化旅遊城市形象

 落實新通關模式，完善備用通關系統，確保負載
和應對故障能力。

 建立海域智能管理，籌建快速應變部隊，增強海
上執法能力。

推進感化，建立新型懲教模式

 善用社會力量，協助社會重返。

 增加科技手段，強化監獄管控能力。

履行責任，配合青年教育工作

 聯合社區力量，培養防罪滅罪種子。

 開展部門協作，提升青年教育成果。

籌建民防及應急協調局，推動全社會共同預防和應對災害

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區

 向多戶型經濟房屋合資格申請人預配或出售單位

及跟進青洲坊大廈、青濤大廈、快盈大廈及日暉

大廈的上樓安排；

 跟進新一期社會房屋申請的審查工作以公布確定

名單。

環境保護

 完成《澳門污水處理設施總體規劃》及《澳門整

體固體廢物管理系統的評估研究》；

 開展建築廢料堆填區地質改良工程以配合惰性拆

建物料項目；

 爭取推出“回收業設備資助計劃”。
特區政府以“健康澳門，幸福家園”為主題開展

系列活動，努力構建健康城市。

行政法務行政法務 經濟財政經濟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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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有秩序地參與第六屆立法會選舉投票

環境保護局  361,844,600.00 
法務局  265,537,200.00 
土地工務運輸局  485,400,300.00 
體育局  204,421,300.00 
文化局  843,673,400.00 
投資計劃  21,148,341,100.00 
指定之帳目 - 指定撥款、共同分擔
以及預算轉移金額

 4 ,778,946,800.00 

學生福利基金  394,487,000.00 
居屋貸款優惠基金  43,128,100.00 
工商業發展基金  2 ,400,055,600.00 
旅遊基金  735,450,300.00 
社會工作局  3 ,579,916,900.00 
司法警察局福利會  6 ,715,000.00 
治安警察局福利會  55,983,700.00 
法務公庫  220,767,400.00 
印務局  138,112,000.00 
懲教基金  6 ,031,100.00 
房屋局  476,325,400.00 
民航局  95,917,200.00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689,775,100.00 
廉政公署  357,638,700.00 
衛生局  7 ,565,045,900.00 
澳門大學  2 ,338,957,600.00 
澳門理工學院  855,651,700.00 
體育基金  812,929,700.00 
文化基金  534,350,700.00 
消費者委員會  46,991,700.00 
旅遊學院  427,573,800.00 
澳門公共行政福利基金  50,976,100.00 
消防局褔利會  7 ,393,100.00 
審計署  188,888,900.00 
檢察長辦公室  435,354,300.00 
終審法院院長辦公室  612,074,600.00 
立法會  188,227,800.00 
民政總署  2 ,536,659,800.00 
海關福利會  3 ,347,800.00 
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228,051,000.00 
海事及水務局褔利會  2 ,445,000.00 
漁業發展及援助基金  90,015,000.00 
樓宇維修基金  73,624,200.00 
教育發展基金  817,399,400.00 
大熊貓基金  7 ,390,800.00 
環保與節能基金  37,316,800.00 
文化產業基金  222,893,500.00 
勞動債權保障基金  188,003,600.00 

政府一般綜合開支  101,111,538,700.00 

澳門特區政府  20,520,700.00 
行政長官辦公室    307,365,400.00 
行政會  33,444,500.00 
行政法務司司長辦公室  39,639,800.00 
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55,034,600.00 
保安司司長辦公室  37,917,800.00 
社會文化司司長辦公室   86,035,100.00 
運輸工務司司長辦公室      28,215,200.00 
澳門駐里斯本經濟貿易辦事處  13,386,600.00 
澳門駐布魯塞爾歐盟經濟貿易辦事處  4 ,919,100.00 
澳門特別行政區駐北京辦事處  22,595,500.00 
澳門駐世界貿易組織經濟貿易辦事處  13,217,700.00 
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  54,202,700.00 
建設發展辦公室  65,920,800.00 
能源業發展辦公室  39,176,600.00 
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常設
秘書處輔助辦公室

 114,389,600.00 

金融情報辦公室  39,496,800.00 
運輸基建辦公室  601,115,500.00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政策研究室  51,569,600.00 
澳門經濟文化辦事處  16,376,200.00 
禮賓公關外事辦公室  76,253,400.00 
人才發展委員會  13,450,200.00 
醫療事故鑑定委員會  13,426,700.00 
醫療爭議調解中心  3 ,207,000.00 
行政公職局     502,134,200.00 
教育暨青年局  6 ,505,000,100.00 
統計暨普查局  195,121,200.00 
財政局  510,184,400.00 
退休金及退伍金  9 ,321,000.00 
共用開支      23,014,197,300.00 
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  247,819,400.00 
交通事務局  1 ,872,906,400.00 
身份證明局  346,034,400.00 
經濟局      224,321,000.00 
懲教管理局  617,478,000.00 
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  941,170,300.00 
地球物理暨氣象局  119,931,400.00 
旅遊局  327,908,300.00 
新聞局  134,119,400.00 
警察總局  50,482,400.00 
博彩監察協調局  297,723,400.00 
海事及水務局  1 ,029,153,500.00 
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  5 ,264,742,000.00 
勞工事務局  493,038,000.00 
法官委員會  613,300.00 
地圖繪製暨地籍局  89,002,100.00 
司法警察局  1 ,008,229,100.00 

二零一八年度收入與開支的預算草案一覽表
收 入 項 目 2 0 1 8 年預算建議 收 入 項 目 2 0 1 8 年預算建議

政府一般綜合收入
經常收入 104,603,955,100.00 資本收入  3 ,430,631,300.00 

直接稅  91,404,437,800.00 投資資產之出售  2 ,022,778,900.00 
間接稅  4 ,730,072,200.00 轉移  -  
費用、罰款及其他金錢
上之制裁

 1 ,593,248,300.00 財務資產  388,601,900.00 

財產之收益  722,487,900.00 其他資本收入  986,917,100.00 
轉移  4 ,766,744,000.00 非從支付中扣減之退回  32,333,400.00 
耐用品之出售  2 ,154,600.00 
勞務及非耐用品之出售  1 ,266,979,100.00 政府一般綜合收入  108,034,586,400.00 
其他經常收入  117,831,200.00 

特定機構收益
法定收入及特區預算轉移收入  10,139,762,000.00 特定機構收益匯總  16,054,304,400.00 
銷售及服務收入  467,118,800.00 
財務及投資收益  5 ,352,412,900.00 調整  4 ,918,946,800.00 
其他收入  95,010,700.00 總收入  119,169,944,000.00 

開 支 項 目 2 0 1 8 年預算建議 開 支 項 目 2 0 1 8 年預算建議
政府一般綜合開支

特定機構費用
郵電局  584,275,000.00 澳門基金會  2 ,886,240,000.00 
郵政儲金局  44,359,000.00 存款保障基金  3 ,125,000.00 
退休基金會  2 ,446,425,900.00 
社會保障基金  4 ,758,192,700.00 特定機構費用匯總  13,419,838,600.00 
澳門金融管理局  2 ,688,937,000.00 調整  4 ,918,946,800.00 
汽車及航海保障基金  8 ,284,000.00 總開支  109,612,430,500.00 

預算結餘及本年度預計盈餘
中央預算結餘  6 ,923,047,700.00 預算結餘及本年度預計盈餘  9 ,557,513,500.00 
特定機構本年度預計盈餘  2 ,634,465,800.00 總開支和預算結餘及本年度預計盈餘 119,169,94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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