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離島區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 

議程前發言 

吳超偉 

2020 年 3 月 3 日 

 

倡疫後經濟深度發展     

     

   新冠狀病毒肺炎肆虐一個多月來，本澳各行各業仝人均需齊心共同抗疫，全澳娛

樂場以及電影院、酒吧、美容院等亦於上月 5 日起暫停營業。待本澳疫情稍緩後，娛

樂場所及其他活動場所先後於 2 月 20 日及 3 月 2 日獲批准重新開業，讓一眾經營者

可以重新營運。然而，營業後面對的除疫情的持續發展外，還有經營成本及消費客源

等問題需解決。 

 

   現時澳門的營運成本壓力較以往的大，在疫情期間營業者均已處於危機之中，更

見到有部份的商店結業。有食肆商戶曾反映，農曆新年前經濟環境尚算理想，但在疫

情期間，表示於同一街區的不同商店開始出現店舖結業，並有經營者打算只經營多兩

個月的時間便結業。雖然經濟財政司司長在疫情爆發後，已向全澳市民打下一支強心

針，將透過不同渠道或方式向全澳市民提供支援並做好疫後經濟復甦的準備，但如何

加快恢復經營者正常經營、推動內需的迅速恢復，甚至是抓住此次疫情暴露出的短

板，推進產業升級，旅遊、服務、零售等行業結構調整，將成為更重要的問題。 

 

   澳門經濟主要依賴博彩及旅遊，而如今復工是必然，但對餐飲、零售、服務等行

業受到極大衝擊，儘快恢復其需求才是發展的核心，如不能有效恢復，經營者之壓力

只會越來越大，令澳門經濟出現難以收復的缺口。 

 

因此，本人有以下建議： 

1.  政府可借此疫情，與業界、各部門代表進行全面的評估及發展策略調整，令行業

有一個深度的產業結合； 

2.  在疫情的影響下，2 月的博彩收入只有 30 多億元，其他行業更可說是慘不忍睹，

有見及此，特色金融之發展有其必要性，且應加快其步伐推進，以減輕對澳門經

濟的影響； 

3.  電子消費券的推行必須考慮得更全面，對沒有終端機的微小企或攤販提供支援、

使用範圍需更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