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面質詢

何潤生議員

電子支付與數字經濟

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為本澳乃至全球經濟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嚴
重衝擊線下消費和傳統企業生產，但也給社會帶來了新的機遇，尤其在
電子支付、網購等方面，今年首十個月，本澳移動支付交易金額逾47億
元，為去年總交易金額的3.8倍，為2018年的52.5倍，本地商戶受理移動
支付的設備約6.7萬個，為去年底的1.8倍，疫情期間亦多了居民使用網
購平台購物，令電子支付在本澳有進一步的普及發展。

澳門近年來越來愈多的電子支付工具不斷湧現，目前本澳市面上多家
本地金融機構已推出十多種移動支付工具，大致可分為掃碼支付或感應
支付的電子錢包及虛擬卡等，內地支付寶、微信亦放開限制，供澳門本
地居民註冊使用，中國人民銀行更公佈了多個澳門電子支付工具可於內
地使用，以及容許以試點銀行方式，為澳門居民代理見證開立內地銀行
賬戶，進一步滿足澳門居民跨境支付需求，可見電子支付方式在澳門將
越來越流行，但正因為目前支付工具選擇多且分散，彼此各自為政，對
商戶及居民的使用均造成不便。政府早前亦提出爭取明年推出指引整合
電子支付，推動金融機構做好系統對接和聚合，屆時商戶透過一部終端
機或二維碼，即受理各種金融機構的支付二維碼，希望有關當局加快推
動電子支付聚合工作，讓居民在電子支付的使用上更趨方便。

此外，數字經濟是引領未來的新經濟形態，5G、物聯網、AI、區塊鏈
、雲計算、大數據等新一代資訊技術，將成為數字經濟的新加速器。201
9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35.8萬億元，占GDP比重達36.2%，中國數字經濟
總量規模和增長速度位居世界前列，目前澳門電子支付的增加為數字經
濟的發展提供了便利的條件，未來政府應持續緊貼世界經濟及科技發展
的前沿，及早研究做頂層設計，制訂數字經濟發展戰略規劃，並出台相
關配套政策機制，加速澳門經濟轉型。

   為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一、隨着電子支付在本澳越趨普及，請問有關當局會否持續制訂並出
台電子支付相關的法律法規，加強對電子支付機構的監管、完善交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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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安全、數據的獲取及儲存等，以保障支付服務使用者的權益？ 

二、電子支付平台的穩定性對於電子支付的發展尤其重要，請問有關
當局會否對本澳不同電子支付系統，按照平台的用戶數量進行壓力測試
？同時，電訊網絡供應的相關法律設有每年不能超過特定停止營運時間
上限，當局會否將有關做法引入至電子支付當中，限制電子支付平台停
止服務的時間，以加強監管？

三、請問有關當局未來會否更積極主動加大探索數字經濟新業態，找
準切入點，為不同的產業尋找不同的數字化轉型道路？隨著國家“一帶
一路”倡議的深化落實，如何利用跨境電商及電子支付等，拓展澳門、
內地與葡語系國家之間的數字貿易，更好地發揮澳門“中國與葡語國家
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獨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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