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 
 

經濟概况 

 

澳門經濟規模不大，但外向度高，是區內稅率最低的地區之一，財政金融

穩健，無外匯管制，具有自由港及獨立關稅區地位，是亞太區內極具經濟活力的

一員，也是連接內地和國際市場的重要窗口和橋樑。 

 

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在旅遊休閒產業的帶動下，經濟保持了較快的

增長速度。2023 年，澳門特區政府積極實施一系列振經濟、擴客源措施，入境

旅客大幅回升，主要經濟指標穩中向好。全年本地生產總值錄得實質增長

80.5%，已回復至 2019 年逾八成水平，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為 55.9 萬元，按年增

長 80.5%，社會重現生機活力。 

 

金融管理局的資料顯示，截至 2023 年底，財政儲備的資本金額為 5,804.7

億；其中，基本儲備及超額儲備分別為 1,520.6 億及 4,284.1 億。而外匯儲備

為 2,236 億元。 

 

截至 2024 年 8 月底，外匯儲備初步統計為 2,289 億元。 

 

2023 年，特區政府全力推動經濟復甦，多措並舉促進綜合旅遊休閒業恢復，

持續開拓國內外客源。延續 2022 年多項臨時補貼及稅務優惠措施，並持續擴大

公共工程投資，開展公共基礎設施、公共房屋等各類工程項目。 

 

豐富社區旅遊元素、盤活社區經濟，推出「新馬路任我行—步行區試行計

劃」，結合幸運博彩經營承批公司承諾的非博彩項目，籌劃啟動 6 個歷史文化片

區的活化工作，試行「福隆新街步行區活化計劃」，創設條件吸引商戶進駐，完

善區內營商環境，並加強串連城中各項盛事活動，發揮分流旅客、提升社區文旅

經濟活力的作用。延續擴大「關前薈」品牌效應，舉辦節慶盛事活動，提高澳門

旅遊吸引力。善用不同社區獨特的文化、歷史、品牌盛事、美食、濱海等資源，

舉辦具特色的社區活動，吸引居民及旅客消費。 

 

博彩業 

 

博彩業在澳門歷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 19 世紀中葉。踏入 20 世紀，博彩業

結合旅遊業的發展，成為澳門經濟支柱之一。 

 

2002 年特區政府透過適度開放幸運博彩市場，引入新的投資者和營運模

式，為博彩業發展注入新的動力和多元化元素，為社會提供大量就業機會。 

 

2022 年 6 月 23 日，《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及配套法規正式生效；



7 月，特區政府有序開展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批給的重新競投工作。2023 年 1 月

1 日，新一輪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批給合同正式生效，澳門博彩業發展進入新里

程。隨着訪澳旅客迅速回升，經濟穩步復甦，2023 全年博彩毛收入約 1,837 億元，

較 2022 年同期上升 328.8%，其中，幸運博彩毛收入約 1,830.59 億元。 

 

目前共有 6 間博彩公司獲准在澳門以獨立法人資格及自主享有娛樂場幸運

博彩經營權，各博彩業者積極推動各項建設，致力打造澳門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

心。 

 

截至 2023 年年底，澳門共有 30 間幸運博彩娛樂場營運；博彩業全職僱員

共 51,771 名，按年減少 403 名，全職僱員的平均薪酬為 25,290 元，按年上升

6.8%。 

 

截至 2024 年 8 月，澳門幸運博彩毛收入為 1,521.02 億元，同比上升 33.4%。 

 

區域合作與中葡平台 

 

澳門利用自身獨特的優勢，積極加強與內地省市的經貿交流和合作。2004

年《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實施生效以及《泛珠三角區域

合作框架協議》簽署，標誌着澳門與內地的經貿合作關係邁進了一個新里程。2017

年，國家發改委與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

框架協議》。2018 年，中央成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標誌着大灣區

建設進入實施階段。2019 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公佈，闡明了

粵港澳大灣區各區市的發展定位與功能。 

 

2021 年 9 月，中央政府公佈《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是中央

政府支持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重大部署，為澳門長

遠發展注入新動力。方案明確了合作區「一條主線」、「四個戰略定位」、「四項主

要任務」，橫琴開發進入粵澳全面合作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階段。 

 

2023 年 2 月，《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發展促進條例》與《關於金融支持橫琴

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的意見》先後發佈，為深合區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撐和

制度保障，也賦予了深合區現代金融產業發展新動能。4 月，《橫琴粵澳深度合

作區享受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高端和緊缺人才清單管理暫行辦法》公佈，標誌着

合作區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即橫琴「雙 15%」稅收優惠政策全部落

地。 

 

12月10日，國務院批覆《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發展規劃（2022-2035

年）》，並於22日出台《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為深合區未來10

年至15年的發展定下了綱領性的藍圖和指導方針。 

 



在一連串重大政策落地的促進作用下，深合區發展進一步提速。2023年，合

作區地區生產總值（GDP）472.53億元，同比增長2.3%。截至2023年12月底，合

作區實有企業經營主體55,544戶，同比增長1.6%；其中澳資企業5,952戶，同比增

長11.8%。在合作區就業生活居住的澳門居民達11,524人，同比增長70.4%，當中，

就業人數5,290人，同比增長高達298.6%。 

 

2023年11月28日，「澳門新街坊」項目正式接受認購，並於2024年1月2日舉

行一站式網簽及業主交房活動儀式，成爲深合作區首個「現房交房即發證」的民

生項目。 

 

2023 年全年在「緊貿安排」下，澳門出口產品的貨值達 7,300 萬元，免去

稅款達 438 萬元。而累計 20 年來，以「緊貿安排」零關稅優惠進入內地的貨物

總值為 14.2 億元，減免稅款合共 9,139 萬元。 

 

2023 年，是中葡論壇成立 20 周年，中葡論壇輔助辦公室協助常設秘書處舉

辦中葡論壇成立 20 周年高級別研討會以及回顧展等系列活動，回顧中葡論壇發

展歷程及工作成果。 

 

2024 年 4 月 21-23 日，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商務部）主辦、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承辦、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常設秘書

處協辦的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第六屆部長級會議在澳門成功

舉辦。會議確定未來三年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的重點領域和合作方式，進一

步發揮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作用，與會國共同簽署《經

貿合作行動綱領（2024—2027）》。 

 

中國與葡語國家的經貿往來持續攀升，資料顯示，中國與葡語國家貿易總額

從 2003 年約 110 億美元，增長至 2023 年超過 2,200 億美元。 

 

會展業 

 

2023 年，澳門會展業的國際知名度和競爭力不斷增加，舉辦多個具代表性

的大型國際會展項目，澳門的國際化會展城市形象不斷提升，獲評選為「最佳亞

洲會議城市」，「以會帶展」及「以展招商」成效不斷提升。澳琴經貿部門聯合推

出「澳琴．會展」品牌標誌，澳門有 14 項會展活動以「一會展兩地」形式舉辦，

辦展新模式促進澳琴聯動發展，有助擴大行業發展空間，推動區域多元產業合作。 

 

2023 年全年共舉辦 1,139 項會展活動，按年增加 1.4 倍，與會者/入場觀眾

上升 12.7%至 160.2 萬人次，兩項指標分別恢復至 2019 年的 74.2%及 79.6%。

會展活動帶動澳門非博彩行業的收入約 62 億元，較 2022 年上升約 3 倍，帶動的

收入規模已基本恢復至 2019 年水平。 



全年會議按年增加 1.6 倍至 1,058 項，與會者大幅上升 2.9 倍至 17.0 萬人次。

展覽維持在 64 項，入場觀眾（142.2 萬人次）上升 3.3%。獎勵活動增加 6 項至

17 項，參與人數上升 4.0 倍至 1.1 萬人次。 

 

2024 年，澳門繼續憑藉與國際標準接軌且不斷提升的會展軟硬設施及辦展

能力，蟬聯「最佳亞洲會議城市」。上半年，會展活動共舉行 702 項，按年增加

180 項，恢復至 2019 年同期的 95.6%。 

 

中醫藥產業 

 

為拓展自身發展空間，配合國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特區政府和廣東省於

2011 年 3 月 6 日在北京簽署《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珠海橫琴撥出約 5 平方公里

的土地供粵澳產業合作之用，當中包括 0.5 平方公里的中醫藥科技產業園，作為

粵澳產業合作的切入點，而旅遊、會展、文化創意及教育培訓等項目將陸續開展，

為澳門產業多元化提供巨大的機會。 

 

2011 年 4 月 19 日，中醫藥科技產業園正式啟動。2021 年，特區政府頒佈

《中藥藥事活動及中成藥註冊法》，為促進中醫藥產業發展創造條件。 

 

2023 年，特區政府推進中醫藥研發及成果轉化，中醫藥等科研平台已吸引

內地多間企業聯合開展研發及在澳轉化。切實執行中成藥註冊制度，構建具澳門

特色的中成藥審評體系，獲得簡化註冊資格的澳門外用中成藥產品成功取得內地

藥品註冊證書。透過「港澳藥械通」政策，積極推進深合區內使用已於澳門上市

的部份藥物。優化工業准照申請諮詢服務，打造澳門中醫藥品牌工業，多間藥廠、

大健康食品廠獲得工業准照。有序開展小型醫療器械進口管理工作。粵澳合作中

醫藥科技產業園大健康產業重點項目有序落實，至 2023 年底，產業園完成註冊

企業 212 家，其中澳門企業 70 家。 

 

現代金融 

 

2023 年，特區政府修訂多項金融法律法規和相關指引，澳門貨幣及金融體

系的兩大基礎法律—《貨幣發行法律制度》及《金融體系法律制度》已重新訂定

並發佈生效，進一步優化了澳門金融法律環境，並推出超過 15 項新訂定或修訂

的指引和監管要求，涵蓋電子銀行、債券、金融科技創新項目、私募基金、物業

按揭及保費融資業務，促進相關業務的健康發展。拓展新金融業態，針對中小微

企業提供融資服務的新型金融機構落戶澳門運營，財富管理業務穩健發展。 

 

完善金融基建配合市場高效運作，構建多個金融基建系統，並陸續優化。2023

年推出「快速支付系統（FPS）第二期」，豐富「過數易」本地跨行轉帳服務；

推出「金融票據及債券交易系統」（MTS），為金融票據業務提供安全、便捷的交

易平台；並完成構建「金融基建數據中心」，保障各項金融基建系統的安全穩定



運作。此外，積極推動金融科技應用，持續優化電子支付服務。 

 

按初步統計，截至 2024 年首季末，澳門金融業總資產約 26,000 億元，較 2019

年底上升逾兩成。累計在澳門發行或上市的債券規模達 6,147 億等值澳門元，涵

蓋多幣種多品種的債券。至 2024 年上半年，獲許可於澳門經營的金融機構共 101

家，新類型金融機構較 2019 年新增了 14 家。 

 

高新技術 

 

2023 年，特區政府加快培育高新技術產業，引進科技企業落戶，跟進十多

項科技產業投資計劃，支持一批具轉化及應用前景的科研成果落地應用。構建企

業研發資助體系，推出「科技企業認證計劃」。成立「中葡科技中心」，加強中葡

科技交流合作，組織葡語國家科創企業參訪澳門及大灣區，吸引外來科創企業落

戶澳門。 

 

強化澳琴聯動及產學研融合，2024 年上半年，共 6 個澳門重點研發項目在

橫琴應用轉化。至 2024 年 9 月，合共有 33 間本地企業獲得科技企業認證，包括

5 間重點科技企業及 28 間潛力型科技企業，業務範圍涵蓋了集成電路、資訊科

技、中醫藥、新材料等不同領域。 

 

就業 

 

2023年，澳門全年總體失業率為2.7%，本地居民失業率為3.4%，按年分別

下跌1.0及1.4個百分點。 

 

就業人口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錄得 17,500 元，本地居民為 20,000 元，按年分

別增加 2,500 元及 1,000 元。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外地僱員數目為 176,661 人，

較 2022 年同期增加 14.0%。 

 

2024 年第二季，澳門總體失業率為 1.7%，本地居民失業率為 2.3%，按季

均下跌 0.4 個百分點，並已回復至 2019 年第二季水平。勞動力參與率為 67.9%，

其中男性 71.2%，女性 65.1%；勞動人口達 38.3 萬人。失業人數為 6,600 人，就

業人口共 37.64 萬人。 

 

更多資料：統計暨普查局 （https://www.dsec.gov.mo） 

     招商投資促進局 （https://www.ipim.gov.mo） 

     金融管理局 （https://www.amcm.gov.mo） 

     經濟及科技發展局 （https://www.dsedt.gov.mo） 

          中國 – 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常設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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