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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質詢
高天賜議員

彻底解決粵澳雙牌車重複驗審問題及澳門居民於橫琴居住逗留計算公平
性

最近，我們辦事處收到眾多澳門居民的投訴，指出他們、家人與朋友大
多響應國家號召，於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例如新街坊)、鄰近地區購買物
業並生活。尤其現時於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鄰近地區居住之澳門家團
日漸增多，當中大多是因無法負擔澳門樓價之家庭、單親家庭居住，居
住於澳門以外為澳門居民迫於無奈妥協之結果，其子女年齡尚幼便需經
常往返澳珠兩地，年長者則因行動不便難以經常返往澳珠兩地。

當中該批澳門居民大多為方便來返澳粵兩地，部份擁有「粵澳雙牌車」，
澳門車輛如何更便利地進入廣東省成為關鍵議題之一。儘管現時橫琴單
牌車、澳車北上政策已解決重複驗審之問題，即自車輛檢驗結果表發出
的日期起計一年內，可持相關證明獲免上線檢驗安全性能。惟「粵澳雙
牌車」仍需對車輛進行重覆驗審，造成車輛持有人之不便。再者據我們
辦事處接獲的反映，現時車輛往返粵澳兩地，需要購買兩地保險，加重
經濟負擔，間接地阻礙澳粵兩地深度融合。

除了「粵澳雙牌車」重覆驗審、分別購買兩地保險費用高昂外，加快兩
地融入及推動建設另一亟需解決的障礙是澳門各種社會保障銜接問題，
近日有居民收到政府之信函，表示因其長期居住橫琴深度合作區且並非
於2023年3月1日或以後前往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生活的情況，故無法滿
足身處澳門183日之定義，上述的障礙對於澳門居民來說是極為不公平的。

實際上，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於2021年9月5日正式成立，更可溯源
至2019年12月20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佈將於橫琴設立粵澳深度合
作區，以構建粵澳雙方共商共建共管的體制機制。甚至2011年《粵澳合
作框架協議》中第六條(民生福利)第一款規定：「建立粵澳社會保障交流
合作機制，研究解決兩地跨境工作、生活人員的社會保障銜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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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作為體現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的重要示範點，
可以說早有製定相關銜接政策的環境，特區政府有關部門不能、更不該
以2023年3月1日作為劃分澳門居民是否滿足身處183日之定義。上述的
問題嚴重背棄國家支持澳門居民融入粵港澳大灣區之原意。

國家極為重視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更逐步推進澳門居民融入國家的優
惠政策，國家主席習主任於去年新一屆特區政府就職蒞臨澳門，於2024
年12月19日特意至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進行視察，表示持續完善公共服
務和社會保障體系，打造優質生活環境，為澳門同胞在此生活、就業、
創業提供便利。2025年1月2日現任行政長官立即前往橫琴粵澳深度合作
區進行考察調研，並表示特區政府須共同積極促進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建設，以加快取得實質性進展和成效。

基於此，本人向政府提出以下質詢，並要求適時給予清楚、準確、連貫
和完整的回覆：

一、 就粵澳雙牌車重覆驗審的情況，特區政府會否盡快與內地相關部門
協助，參照現時橫琴單牌車、澳車北上等政策，執行只需一地檢驗、兩
地認可之政策，同時及時調整現時昂貴之保險費用，減少可避免之障礙，
以更便利澳門居民融入粵港澳大灣區？

二、 自2011年簽署《粵澳合作框架協議》、2021年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正式設立，早已對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進行明確定位，特區政府不能、
更不該以2023年3月1日作為劃分澳門居民是否滿足身處183日之定義，
特區政府應審慎考慮定義於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居住生活之澳門居民計入
身處澳門183日之概念，避免造成長來居住當地澳門居民不便，被迫返回
澳門尋覓居所，或被迫每日往返，加重其負擔，更甚乎影響居住當地之
澳門居民一家團聚？

三、 現時特區政府對身處澳門183日之定義現眾多准則，由於身處在澳
門183日規範眾多社會保障與福利，因此特區政府有何統一身處澳門183
日之定義，避免各部門對身處澳門183日之定義理念不一的情況繼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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