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面質詢

梁孫旭議員

就本澳發行數字貨幣和電子支付提出書面質詢

　　現時內地正於深圳進行為期近兩周的數字人民幣測試。透過自願報
名，隨機抽籤5萬人參加，由政府向每名測試者發放價值200元數字人民
幣，在測試期內，中籤者能在羅湖超過3000間商戶進行消費，是一次涉
及國家數字貨幣發行、投放和流通的測試。除深圳外，亦會在蘇州、雄
安新區和成都進行測試。

　　雖然上述數字貨幣在用戶端的使用方式與私人機構營運的電子支付
平台近似，但背後原理大不相同。未來由國家發行的數字貨幣，其性質
將與現時日常使用的紙幣硬幣相同，具法定流通力，商戶和機構不得拒
收；且可脫離銀行系統，即使沒有銀行戶口亦可使用，支持雙離線交易
、因屬公共產品而不存在第三方收取手續費的問題。透過數字貨幣的應
用，同時能減少紙質和金屬貨幣的印刷鑄造、運輸、安保和防偽等成本
。另外相對於傳統的實體貨幣而言，數字貨幣交易產生的數據能結合大
數據分析，有利於當局作出精確的經濟政策，且具可控的匿名性，兼顧
個人隱私的同時能有效打擊洗錢、行賄受賄等不法活動。

　　因應疫情對本澳的衝擊，為促進消費、振興經濟，當局向居民發放
消費補貼。補貼透過第三方平台發放，這種方式雖能確實刺激本地消費
，並且推動了本澳電子支付的普及，但同時也助長了電子支付市場趨向
壟斷，後來也衍生出收取手續費的爭議。另外，在發放實體消費卡的過
程中亦耗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為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１，若本澳有成熟、安全的數字貨幣，相關的惠民措施則無需依賴第三
方平台，且能快捷迅速地佈署，並能精準定向。因應數字貨幣的發展趨
勢，當局會否研究發行與實體貨幣同等地位的數字澳門幣的可行性？

２，電子支付十分便利，預期將逐步取代現金成為主流的支付方式，但
其始終存在必要的門檻和學習成本，當局如何保障現金支付者的利益？
並且有何措施避免本澳電子支付市場出現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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