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經  濟  及  科  技  發  展  局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conomia e Desenvolvimento Tecnológico

關於立法會高天賜議員書面質詢的回覆

遵照行政長官指示，經徵詢市政署、勞工事務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生產

力 暨 科 技 轉 移 中 心 的 意 見 ， 本 局 對 立 法 會 2022 年 3 月 24 日 第

311/E236/VII/GPAL/2022號公函轉來高天賜議員於2022年3月17日提出，行政長官

辦公室於2022年3月25日收到的書面質詢，回覆如下：

特區政府持續透過電子化建設，提高公共行政的效率及公共服務的質素。例

如，本局推出便民措施，允許申請人可透過電子方式申請“中小企業援助計劃”

上限60萬澳門元的免息貸款。有資金需求的中小企業，只需登入本局網頁填寫資

料及上載申請文件，便可完成申請手續。上述措施由2020年2月1日推出，截至

2022年3月共收到8,315宗“中小企業援助計劃”申請，當中的4,793宗即近五成八

申請是透過電子方式網上提交。

此外，為減省各項援助計劃的申請文件，本局與其他政府部門已建立資料互

聯機制，倘申請人同意本局直接向法務局及財政局等部門取得所需資料，申請人

無需遞交相關的申請文件，從而簡化申請手續，加快審批流程。

同時，特區政府為推動企業設施升級換代、購置智能化設備及軟件，以增強

競爭力，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及可持續發展，於2021年推出“鼓勵企業升級發

展補貼計劃”。符合資格的企業，透過銀行貸款或融資租賃的方式，投資有助提

升其競爭力的項目時，均可向本局提出補貼申請以獲得財務鼓勵。

此外，自《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於2004年

實施後，內地承諾自2006年起對所有原產於澳門的產品實施零關稅。所有在澳門

生產的貨物只要符合雙方制定的CEPA原產地標準，取得專用的“原產地證書”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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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為“澳門製造”產品後，均可享零關稅出口內地。2018年12月12日內地再與澳

門簽署了《CEPA貨物貿易協議》，目前已有8,000多項內地稅號貨品可享零關稅

進口內地。

《CEPA貨物貿易協議》就所有內地稅則號產品制定原產地標準及提供更靈活

的原產地認定方法，本澳生產商可就原產地標準向本局提交修訂申請。在過去3年

多，經與內地協商，共計對18項CEPA貨物原產地標準作出了優化，為澳門製造產

品爭取進入內地市場的更有利條件。

另一方面，2020年9月內地與澳門簽署了《關於輸内地澳門製造食品安全監管

合作安排》，內地海關對市政署簽發《食品衛生證明書》的澳門製造食品，如餅

乾、糕點、月餅、糖果、飲料等，可給予優先查驗，查驗無異常的，抽樣後直接

放行，有關便利措施可提高貨物通關效率。

為推動澳門製造食品輸入內地，市政署協助本澳食品生產企業及時掌握內地

的食安標準及規定，並監管企業的食品安全管理體系和生產流程，向符合內地食

品安全法律法規及標準要求的企業發出食品衛生證明書，向國家海關總署作出推

薦，以便其開展後續的審批程序。《合作安排》實施至今，市政署共收到 11 間本

地食品生產企業申請參與，當中已獲國家海關總署確認的本澳食品生產企業共 2 

間。

未來，特區政府將繼續透過CEPA機制與內地海關總署就業界的意見進行洽

商，為推動澳門產品出口到內地創造更有利條件。

關於質詢提及一些專業領域的人才培育問題，特區政府一直多方推進。其

中，勞工事務局積極推動粵澳兩地在職業技能評價及人才培養的合作，並為配合

新興產業和行業技術發展的趨勢，開辦和引入更多職業培訓課程及技能測試項

目，致力協助本澳居民拓展多元技能。此外，持續組織青年參與國際性及地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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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職業技能競賽，參賽項目包括移動應用軟件開發、網絡安全、網站技術、電子

技術及移動機器人等，透過與不同國家/地區的青年選手互相切磋及交流，促進青

年人才的培育。

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亦恆常開辦營商及管理、資訊科技、時尚創意、商務

語言4方面的專業培訓課程。當中的資訊科技培訓課程覆蓋數據庫、系統及網絡、

網頁設計及開發、設計軟件應用、資訊科技管理、軟件開發、中小企IT應用，以

及構建智慧城市適用的技術（如人工智能、區塊鏈技術、大數據及雲運算）等類

別。2021年亦重點推出了網絡安全認證、BIM 建築信息模擬技術相關課程。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表示，特區政府一直支持及鼓勵本澳高等院校因應社會發

展趨勢和產業發展需要，培育社會所需的各類人才。目前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大

學及多所私立高等院校均有開辦如供應鏈管理、機電工程、數據科學、商業智能

與數據分析、電腦工程、計算機科學、大數據、資訊系統、智能科技等範疇的高

等教育課程。2021/2022 學年本澳高等院校相關範疇課程的註冊本地學生約有

1,000 多人，包括博士 30 多 人、碩士270多人，學士750多人。未來特區政府將繼

續與本澳高等院校保持緊密的溝通，鼓勵開設更多元和優質的課程。

局長

戴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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