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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質詢

林玉鳳議員

促提早現金分享 發放第三期電子消費卡

內地疫情穩定、香港疫情漸趨緩和、包括澳門在內等各地陸續開展
疫苗接種工作，都為澳門經濟全面復甦帶來曙光。然而國際疫情仍
然嚴峻，「最後一里路」還有多長，無人知曉。

為應對疫情本澳各行各業的經濟衝擊，去年政府先後推出兩輪經濟
援助措施，包括電子消費卡、《僱員、自由職業者及商號經營者援
助款項計劃》、稅費減免、水電費補貼等等，減輕了企業及市民的
經濟壓力，起到穩經濟、保就業、保民生的作用。

時至今日，新冠疫情已影響澳門超過一年，縱使澳門與內地已回復
正常通關及互免隔離，但目前日均入境旅客僅約兩萬人次，是疫情
前的五分之一[1]。對於眾多經營受影響的企業、收入減少甚至失業
的市民來說，這樣漫長的經濟低潮期絕對是回歸以來前所未見，需
要政府繼續扶持，才能如《2021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所說的「
強基固本 迎難而進」。

經過三次修改《2020年財政年度預算案》，政府去年共動用財政儲
備507.55億元[2]。但與此同時，澳門去年財政儲備投資收益錄得31
0.6億元的投資收益，年度回報率為5.3%，以金額計為歷年最高。
截至2020年底，本澳共有財政儲備6161.2億元，當中基本儲備1466
億元，超額儲備4695.2億元[3]。
去年兩期電子消費卡的財政開支分別涉約22億及36億元，根據當局
的報告，消費卡除可令全澳居民受惠外，零售、飲食等行業都可得
益於這個政策，且中小企佔交易金額六成[4]。在目前6161.2億元的
財政儲備下，正如特首所述：「花無百日紅，儲備依家唔用幾時用
？」本人認為今年具條件發放第三期電子消費卡，以減輕市民及中
小企的壓力。同時，當局也應針對失業或就業不足的居民推出針對
性的扶持措施。

就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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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紓解民困，政府去年提早於四月發放按慣例於七至九月發放
的現金分享款項，請問今年會否同樣提早發放？相關準備工作進行
得如何？

2.	截至2020年底，本澳共有財政儲備6161.2億元；而去年發放兩
期電子消費卡的財政開支分別涉約22億元及36億元。請問在目前的
財政儲備下，當局是否認同具條件發放第三期電子消費卡？會否在
發放消費卡的同時，鼓勵商戶給予消費者更多折扣優惠？又會否在
上年消費卡中期調查基礎上，進行更細緻的問卷調研，考查人們在
擁有消費卡的情況下，更傾向於哪類消費，以精準評估消費卡的拉
動效益以及對人們消費模式有何種的改變？

3.	2020年11月至2021年1月本地居民失業率為3.7%，就業不足率
為4.4%[5]。對於旅遊、建築、零售等受重創行業的失業或就業不
足人口，當局會否推出針對性的扶持措施？如援助款項等以解居民
的燃眉之急？

資料來源：
[1]https://dataplus.macaotourism.gov.mo/Indicator/VisitorsSummary/Summar
yBar?periodtype=M&start=241&end=264&place=C-
CN&entrypoint=11&visitor=T&hotelclass=50&lang=T
[2]https://www.gov.mo/zh-hant/news/353082/
[3]https://www.gov.mo/zh-hant/news/366508/
[4]https://www.gov.mo/zh-hant/news/334212/
[5]https://www.gov.mo/zh-hant/news/366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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