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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北區社區經濟發展建議 

 
北區是本澳最大的民生區，同時是大部分遊客踏足本澳的北大門，為滿足居民生

活需求的同時，提升區內旅遊吸引力，引客入區，使北區的營商環境得以發展，

極需要政府關注和持續支持，藉此提出關於活化北區營商環境，促社區經濟發展

的建議： 

 

一．增加本地社區旅遊吸引力，促進灣區往來 

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既是中央對澳門提出的要求，也是澳門實現長期繁榮穩定

的必然選擇。特區政府此次出台《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規劃（二〇

二四至二〇二八年）》，可謂恰逢其時、正當其勢，為澳門“1+4”產業建設提供

重要指引，有利於增強澳門經濟增長動能。其中，《規劃》對“綜合旅遊休閒業”

相關內容，從發展目標、主要任務、重點項目進行謀劃，包括：深化區域旅遊融

合、推進旅遊+融合發展、優化旅遊產品及設施等。對規劃在具體實施上，建議

突出以下內容： 

 

建議一：發展燈光經濟，以北區為試點 

澳門的北區擁有獨特的歷史和文化景觀，可以充分利用這些資源發展夜晚燈光經

濟。通過景觀照明、夜間演出和活動，延伸光影節燈光效果至北區增加光影效果

吸引遊客前來拍照和宣傳，增加夜間旅遊的吸引力。此外，可以在北區設置一些

特色餐飲和購物街區，提供各種美食和特色商品，為遊客提供更多選擇。透過接

駁交通，讓旅客發掘社區新體驗，帶動周邊餐飲和零售業發展，並適當疏解現時

聚集於澳門歷史城區中心區內的旅客人流及交通負荷。 

 

建議二：開發文化景點經濟，如皇朝新口岸海濱觀音像景區 

澳門有豐富的文化遺產和景點，可以通過開發本地文化景點的經濟價值來推動旅

遊經濟的發展。以皇朝新口岸海濱觀音像為例，可以在該景點附近設立“集體回

憶”茶座餐飲，提供旅客品嘗當地美食的機會，並且可以設置文化產品的攤位，

銷售具有澳門特色的手工藝品和紀念品。這樣不僅可以吸引更多遊客到該景點，

還能促進本地文化產業的發展，推動本地社區旅遊經濟的繁榮。深化歷史文化深

度遊，發揮“旅遊+文創”的效益。 

 



建議三：支持傳統產業的科技化轉型升級 

利用 AI 技術和 3D 視覺特效，澳門傳統產業可以實現科技化轉型升級。AI 可應

用於生產優化、質量控制和管理，而 3D 視覺特效則可用於產品設計和宣傳。這

些技術結合可提高生產效率、設計品質，並透過虛擬現實和增強現實技術提升市

場推廣效果。這將推動澳門傳統產業向科技轉型，實現升級發展。要實現這些效

果也需要政府政策扶持。 

 

二．宣傳澳門品牌本地節日，幫扶中小企業電商應用，增加內地來澳消費 

 

建議一：打造節日經濟，擴大澳門節日品牌影響力 

政府可以主導推動澳門電子商務節等電商促銷活動，將已有的本地活動，拓展到

內地各大電商平台、電視台等頭部媒體和官方頻道上宣傳，打造特定的購物節點

和促銷活動，吸引遊客前來澳門購物。這將進一步推動線上線下結合的消費經濟

發展，並帶動本地商業活動的繁榮。 

 

建議二：通過視頻曝光，增加本地中小企業知名度 

隨著電商的發展，視頻媒體等傳播方式，構建出實體與虛擬聯動的消費生態，在

澳門可以形成新的旅遊經濟。在澳門政府與內地旅遊局宣傳部的支持下，利用第

四屆和第五屆澳門電子商務節已有的拍片資源，在媒體上推廣，打造新的熱點，

促進關注增長。通過在各大平台發佈宣傳視頻、圖片等資源，擴大本地中小企業

的知名度和吸引力。 

 

建議三：定向宣傳、提供補貼、電商培訓等幫扶本地商戶運營 

疫情後期旅遊區生意逐漸回暖，本地民生區的中小企業，新店經營者多為年輕人，

懂得經營網絡營銷，通過宣傳平台網紅打卡吸引流量，但是傳統老店傳統，未必

來得及跟得上電商潮流，政府或可以委託及資助合資格專業團體作為平台角色，

幫助中小企、商戶在內地傳統知名電商平如淘寶、京東等，及近年新興主打多媒

體推廣平台如抖音、小紅書等作多向宣傳，扶持中小企經營者，商戶將商品、服

務上架本地和內地知名跨境電商平台。達致宣傳澳門企業，澳門品牌以及幫扶中

小企，可以更好地觸達潛在遊客，促進旅遊業及銷售額的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