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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質詢
林宇滔議員

善用超額儲備推經援逆投資 主動削博企外僱保居民就業

    新冠疫情持續至今已兩年多，本澳博彩業及旅遊業的收入銳減，再加
上早前貴賓廳連串事件影響，本澳經濟受到沉重衝擊，打工仔、中小企
首當其衝，雖然特區政府這兩年間先後推出數輪經濟援助措施「保就業、
穩經濟」，但疫情卻由「最後一里路」變成現在仍未見曙光的「漫漫長
路」。 

    據官方數據比較2019年第4季（即疫情初）與2021年第4季，本地居民
的失業率兩年內由2.3%急升至4.1%，現失業人數接近1.2萬人，當中失
業超過一年者更飆升十倍，由疫情初的200人飆升至2,000人，亦有
約2,000人失業逾半年；另外就業不足的本地居民人數達1.5萬人，較疫情
前大幅飆升。值得留意，在澳工作而居於境外的澳門居民由疫情前2019
年第3季的9,900人，下跌至2021年第3季的8,400人，減少了1,500人，由
於就業調查方法是在澳門進行抽樣入戶調查，故在澳工作的境外澳門居
民若失業或就業不足，也不會被列入相關統計。

    在本澳僱員收入方面，雖然本地全職僱員月收入中位數仍維持疫情前
的20,000元水平，但月薪介乎1.6萬至4萬元的人數大跌9.3萬，同一時間
月薪低於1.6萬元的人數卻在疫情期間急升6.8萬人，月薪4萬元以上人數
僅微增4,500人，數字直接反映出大量本地居民的收入，在疫情期間出現
明顯下跌。

    上述數據明顯反映出本地居民就業環境的惡化情況，遠較百分之4.1的
失業率嚴重。除失業人口大增外，就業不足、無薪假和收入下降是普遍
打工仔疫情間的真實寫照，受就業環境惡化影響的實際人數遠不止於此！

    博彩業作為本地經濟支柱，本地僱員數目亦由疫情前的76,954人下跌
至73,888人，減少約3,066人，雖然同期減少外僱數目更多，但至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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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9月，六大博企仍聘有外僱多達18,740名，比率佔總僱員人數兩成，外
僱比率最高的一間更高達三成，當中還未計及六大博企仍有約兩成未使
用的外僱額。
博企作為本澳龍頭產業，本應最有資源和空間協助本地居民就業及作在
職培訓，但勞工局剛在3月份舉辦的配對會，六大博企提供給本地居民的
職位空缺僅得690個。數據反映政府若不主動削減博企外僱額，優先保障
本地僱員就業只是政府一直空喊的口號。

    再者，由2020年9月截至2022年3月15日的「帶津培訓計劃」共
有10,583人次參與，截至2022年2月只有1,331人次成功就業，當中透過
勞工局成功轉介的有546人次，自行就業或自行經營業務有785人次，意
味著仍有約八成七學員無法成功就業，配對的成效差。當局有必要正視
上述問題，研究更符合僱員和僱主需求的職業培訓、見習和配對計劃等
實際措施，減低失業率和就業不足率。

    2021年旅客數字、賭收、GDP僅分別為770萬、870億及2,394億，僅
分別及疫情前2019年的兩成、三成及五成四。不諱言，澳門經濟已經跌
入谷底，但實際上，去年政府疫情期間的經濟援助投入，較疫情之初更
少！據官方統計，疫情前的2019年公共開支為846.83億元；2020年因應
疫情及經濟援助措施的推出，公共開支上升至961.27億元；而2021年的
公共開支僅有861.07億元，較2020年少約100億元，意味著疫情踏入第
二年，政府各方面的經援手段卻較疫情之初更少。根據金管局資料，截
至去年底本澳的財政儲備總額仍然高達6,462億元，甚至較2019年底疫情
前的5,794億元，增加600多億元，財政儲備等同逾七年的公共開支（香
港僅一年半），在坐擁如此豐厚的財儲和低迷的經濟環境下，當局的經
援和復甦經濟措施不足、甚至較疫情之初更保守，實在令社會難以理解！

    必須強調，本人絕對支持政府慎用公帑、用得其所，更不是要求用盡
財儲，但在社會最需要時，善用公帑作出及時足夠的經援措施，並為復
甦經濟和未來多元經濟發展作出超前投放的逆周期操作，本來就是政府
的基本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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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一、面對本地就業職位持續流失，就業不足大升，且居民收入不斷下
跌的情況下，當局有何實質的「穩就業」措施？當局會否主動削減博企、
中資建築公司和其他外僱比例高的大企業的外僱額，在外僱合約到期前
強制要求最有條件提供職位和培訓資源的企業配對本地求職者，真正還
職於民？因應目前職業配對和帶津培訓成效極低的情況，當局會否推出
「在職培訓見習計劃」，直接津貼中小企聘用本地人，提供培訓學習新
技能和見習機會，協助本地人轉職？

    二、雖然疫情初政府先後多次推出經援措施，協助中小企渡過經濟難
關，但隨著疫情持續，政府去年實際的經援措施投放卻不增反減，面對
疫情未見曙光及經濟持續下行，當局會否盡快推出及時有力且具針對性
的經援措施，援助受影響的打工仔和中小企能夠渡過目前的經濟困境？
新一輪消費補貼計劃和稅費減免措施有何具體內容，能真正做到保就業、
穩經濟、顧民生？

    三、相較疫情初，本澳財政儲備仍然維持正增長，政府會否善用豐厚
的財政儲備作出超前投放的逆周期操作，為日後復甦經濟和未來培育多
元經濟發展打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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