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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質詢

區錦新議員

關於公共工程設立立項預算的書面質詢

行政長官賀一誠在總結今年的工作中說：「對公帑使用的監管還有較大
改善空間；」這對特區來說就是個老大難問題，而最突出的當然是公共
工程建設。
澳門公共財政監管不善導致未能善用，最大的毛病是澳門任何的公共工
程都沒有立項預算，即想到要做一個工程，不論大小，都不需要先考慮
財政負擔，拍拍腦袋便可上馬，反正不會找唔到數。即使裝模作樣開展
諮詢，一個工程應否做，公眾憑甚麼來判斷？大多數人都會考慮要花多
少錢。正如當年輕軌諮詢，政府說用四十二億建二十公里輕軌，大多數
人都覺得用四十二億就可以建立一個集體運輸系統，應該值，所以社會
基本上沒有甚麼反對意見。政府便拍板上馬。如果當年告訴大家，建這
個集體運輸系統要四百億，可能意見就完全不一樣。所以，費用是極為
重要的。但當政府的公共工程都沒有立項預算，都不讓公眾知道預算多
少，甚至連執行者也沒有預算的概念，公帑怎可能善用？
在經濟財政範疇的施政辯論時，本人提出過這個問題，財政局長回應本
人的質疑時指出，根據第2/2018號行政法規（預算綱要法施行細則）第
十三條二款已有規定：「編製（工程）項目前須進行初步研究，以便對
立項的必要性、項目用途、擬達至的結果、預計執行期、所涉開支估算
及其他有助監督實體就落實項目作決定的資料進行分析。」財政局長的
回應透露，澳門的公共工程雖無立項預算，但卻有規定工程立項時建議
者須為其建議項目編製「所涉開支估算」。因為每次就計劃中的公共工
程問詢預算時，官員都守口如瓶，甚至乾脆否定有任何開支的數據可以
透露。到底，這個須為項目編製「所涉開支估算」的規定，有沒有落實
，即所有的公共工程在計劃啟動前，到底有沒有按法律規定作好估算。
當然這個估算是要一個合理和大致準確的「估算」，而非如輕軌四十二
億的估算般的天馬行空，亂估一通。
為此，本人向當局提出書面質詢：
一．	既然第2/2018號行政法規（預算綱要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二款
已有規定：「編製（工程）項目前須進行初步研究，以便對立項的必要
性、項目用途、擬達至的結果、預計執行期、所涉開支估算及其他有助
監督實體就落實項目作決定的資料進行分析。」在施政方針辯論時，本
人以此問題問政府這個須為公共工程項目在啟動前須編製「所涉開支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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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規定，有沒有落實？羅司長稱有執行，但非常之粗略，實際招標
的金額可高可低。按照立法精神，項目啟動前要進行估算，是配合政府
的預算安排，若很粗略，甚至相差太遠，則有關估算要求便沒有意義。
正如當年第一期輕軌在籌備興建前也有估算，但其經費與現實相差以十
倍計，便成笑話。當局能否不滿足於「粗略」的估算，而是應更專業更
準確的作出預估，以更配合每年的預算開支？
二．	第2/2018號行政法規（預算綱要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二款的規
定，即須為建議的工程項目編製項目前進行初步研究，以清楚說明「立
項的必要性」、「項目用途」、「擬達至的結果」、「預計執行期」及
「所涉開支估算」，據財政局長在施政方針辯論時所述是由財政局把關
。而運輸工務司司長亦承認對這個估算要求雖然有做，但卻很粗略，且
金額估算並不準確（招標後實際金額可高可低）。請問當局，財政局作
為把關人，面對「粗略」的估算，是如何判斷其「粗略」到何種程度才
可接受？抑或僅是「黃大仙」式的，有「估算」交來便收貨，便算完成
任務？
三．	若果政府已嚴格遵守法律的規定，在立項前確實已有了「所涉開
支估算」，能否在「所涉開支估算」的基礎上，正式確立「立項預算」
的制度，以增加公帑使用的透明度，也回應特首改善對公帑使用須進一
步完善監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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