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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請正視持探親證人士赴澳走水貨問題 

 
水客問題一直未停消遏，尤以疫情以來，有惡化現象，主因經濟不景，本澳

居民，甚至連外勞，為多賺一些幫補家計，爭取上下班的空檔「走水貨」。然而，

近年發現走水貨的新力軍，就是外勞的家屬。據了解，外勞的家屬可在內地政府

單位申請「探親證」來澳，獲審批的外勞家屬可自由出入境，這批人群的申請和

批給數量，暫未能找出確切的數字，但估計為數不少。 

 

他們為澳門衍生許多社會問題需正視： 

 

一. 走水貨，嚴重影響澳門經濟秩序，破壞營商環境：外勞及其家屬走水貨情況

猖獗，其家屬整天可多次帶貨出境；外勞家屬備好更多的貨，待外勞下班後

共同帶貨出境；外僱下班後至晚上 12 時關口關閉期間及假期期間帶貨出境。

只要夠勤力，走水貨收入比正職還高，導致外僱無心工作，影響店舖運作。

取貨點分散在北區關閘附近，使街區堆積大量貨物，製造大量紙皮廢物，破

壞環境衛生，甚至阻礙大廈出入口，妨礙街坊出行，擾民礙商，擾亂經濟秩

序。 

二. 黑工，外勞家屬在澳期間，有時間有機會尋找工作，甚至當黑工。 

三. 疫情期間，各地政府呼籲減少流動，避免聚集人群，如今，此人群大量聚集，

分貨取貨，兩地流動，與防疫措施背道而馳。 

 

在此，希望有關當局正視問題，加大力度打擊水貨外，並作多方面管控： 

 

一. 請重新估量審視，每日大量的貨物入口，是否高於澳門本土內銷，避免澳門

成為走私中心。 

二. 與內地部門反映情況，收緊審批條款。絕大部分外勞每晚都出境回家，試問

其家屬有何急切需要在工作期間來澳探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