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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財政年度社會文化範疇施政方針引介 

社會文化司司長 歐陽瑜 

 

尊敬的立法會主席閣下、各位議員： 

現在，本人向立法會介紹社會文化範疇2021年施政方針的執行情況，

以及2022年的重點工作計劃，並將分四部份向大家介紹。  

第一部份：細化完善疫情防控措施 

特區政府在抗疫常態化下，堅持“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策略，採

取與國家一致的疫情防控政策，聯防聯控，密切監測疫情變化，及時啟

動既定的應急機制和預案，實施分區分級精準防控，先後開展三次全民

核酸檢測，遏止疫情蔓延。同時，推動疫苗接種，加強對市民的保護，並

透過啟用青茂口岸衛生檢疫站、按序興建公共衛生專科大樓、推出配備

行程記錄功能的健康碼應用程式等，完善疫情防控的軟硬件建設。 

截至2021年11月30日，本澳累計確診病例77例，其中60例為境外輸入

病例，17例為輸入相關病例，治癒77例，死亡0例，無醫務人員受到感染；

已接種新冠疫苗約92萬劑，累計已接種人數超過48萬人，佔總人口的

70.8%。 

2022年，預料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反覆，新變種病毒的出現將會為

防疫工作帶更多不確定因素及挑戰。因此，特區政府將全力做好充足準

備，包括：持續檢視及完善現有預案及機制，汲取教訓，總結經驗，堵塞

漏洞；結合區域聯防聯控機制，科學部署和動態調整各項防控措施；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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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資訊科技的優勢，提升口岸衛生檢疫和社區流行病學調查能力；推進

疫苗接種，確保核酸檢測能力，儲備充足的防疫物資，引入新的治療藥

物，切實保障居民健康和城市安全。 

第二部份：精準優化民生保障工作 

  特區政府一直以來採取多項措施提升醫療服務水平，包括：持續關

顧特定人群的醫療需要、優化社區和專科醫療衛生服務、加強與非牟利

和私營醫療機構的合作，發放醫療券，以及透過智慧醫療的構建，保障

病人安全，提升運作效率，便利市民。隨著醫療服務水平不斷完善，本

澳平均預期壽命近年持續上升，2020年達84.1歲，按年上升0.3歲，位居

全球前列。 

  在醫療設施方面，離島醫療綜合體將於2022年落成，2023年分階段

啟用。為籌備啟用的相關工作，今年，特區政府明確了綜合體的定位和

運營模式，邀請內地排名第一的權威機構“北京協和醫院”協助運營，

以新管理模式運作離島醫療綜合體，除了提供現有的公立醫院服務外，

亦將引入新服務和高端醫療，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醫療服務和更多就醫

選擇，並藉此加強培訓本地醫療人員，提升專科醫療水平；此外，2022

年亦將啟用石排灣衛生中心，持續完善醫療設施。 

  對社會特定群體的支援方面，今年，在疫情的影響下，特區政府重

點關顧老、弱、婦、兒等群體對於照護、托管及學習等方面的需要，進行

上門核酸檢測服務、對紅黃碼區有特殊需要居民提供支援、為學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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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授課及返校的友善措施、為滯留澳門的跨境學生提供照顧支援等，

並加強關注尤其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情況，進一步深化政府部門與民間機

構的聯動合作，提供更具滲透力和及時的情緒紓緩及心理輔導服務。 

    因應人口老化，為回應社會對長者服務的需求，今年設立首間失智

症綜合服務中心，明年將因應體弱長者和家庭照顧者的需要，增設一間

支援照顧者的服務中心，並於現存的日間護理服務中心推行日間暫托先

導計劃。另一方面，積極推進長者公寓各項籌設工作，開展長者公寓的

社會服務設施裝修設計及設備購置工作，研究管理制度及草擬有關行政

法規。 

    與此同時，為優化對有特殊需要兒童的支援，今年年底完成人工智

能語言治療輔助系統的前期籌備和試行，明年將整合特殊教育學校及相

關評估和輔導設施。為支援殘疾人士無障礙生活及更好融入社區，今年

推出了“支持殘疾人士購置輔具及特殊家居設備先導計劃”，明年將籌

建殘疾人士綜合服務中心。此外，將檢討“照顧者津貼先導計劃”，制

訂相關政策發展方向。因應當前社會發展情況下家庭對社會服務的需

要，引導家庭朝健康方向發展，持續開展家庭生活教育，推廣“共親職

”理念，推出“負責任博彩執行指標”，並制訂下一階段的托兒服務發

展方案。持續為居民提供社會保障，落實社會保障制度給付恆常調整機

制，繼續推動社會各界參與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公佈《非強制性

中央公積金制度》審視報告，為日後制度的構建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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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進居民身心健康福址方面，持續推進控煙、控酒等健康促進工作。

今年，完成了《2020 年澳門市民體質監測報告》初稿，為推動增強市民

體質的工作提供決策參考數據。此外，分階段開放望廈體育中心，2022

年將跟進逸園跑狗場原址有關體育設施用地的規劃工作，回應市民對運

動空間的需求，並持續舉辦多元化的大眾體育和文化普及活動，促進居

民身心健康發展。  

第三部份：支持提升全民素質及地區競爭力 

    特區政府持續落實“教育興澳、人才建澳”的政策理念。今年完善

多項教育和青年政策，包括頒佈並實施未來十年非高等教育中長期規劃

和青年政策、完成《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教學人員通則》和《非高等教育

職業技術教育制度》的修改，《非高等教育私立補充教學輔助中心業務

法》亦已送立法會審議。今年2月1日完成了教育暨青年局與高等教育局

的合併，更好統籌教育範疇工作，並推進教育發展基金、學生福利基金、

高等教育基金的合併，以整合教育範疇的資助計劃，2021/2022學年已整

合各類大專獎、助學金，優化教育資源分配。 

  今年，高等教育取得了積極的進展，澳門大學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

界大學排名，由去年的第301-350位提升到第201-250位，表明澳門多年

來對高等教育的持續投入取得成效。各高校持續與其他地區的優秀院校

合作，提升教育水平，澳門理工學院與北京大學合作成立“北京大學醫

學部—澳門理工學院護理書院”，澳門旅遊學院成為亞洲首間與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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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旅遊組織學院聯合教授旅遊範疇研究生課程的高等教育機構。 

  2022年，將加大力度推進基礎教育的多元發展，了解學生在不同

方面的表現與學習需要，提供合適的支持。透過向學校發出“學生家課

和評核指引”，關注功課的設計、佈置及總量控制情況。編製“綜合應

用技能教育”課程指引，啟動首階段多元評核專項評鑑。同時，推出

“智慧教學”先導計劃，推進個性化教學工作。此外，透過協助學生升

學、為學生及青年提供更多交流及實習機會，拓展視野。 

    另一方面，持續強化本澳高等院校的旅遊、博彩、葡語及翻譯等特

色優勢學科的發展，建構高水平及具認受性的學術研究、專業培訓及考

證平台。鼓勵高等院校與其他地區的知名高校開展更多合作，促進本澳

高等教育朝市場化和高品質方向發展。為培養應用型人才，澳門理工學

院將更名為澳門理工大學，以辦成一所在亞太地區領先的應用型大學為

目標；澳門大學積極籌辦全球公共衛生、物聯網碩士、藥物科學學士學

位等應用型課程；澳門旅遊學院將進一步擴大“澳門職業技能認可基準”

在大灣區的認受性。 

  在扶助本地人才持續提升競爭力方面，今年《醫療人員專業資格及

執業註冊制度》和相關配套法規生效，統一了全澳15類公、私營醫療人

員的資格認可標準，建立專業資格考試、實習、持續專業發展等機制，

促進與國際接軌。在教學人員培訓方面，繼續開展“千名教師精英培訓

計劃”，並充分利用高等院校的培訓資源，提供更多、更適切的教師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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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課程。在促進社會工作專業發展方面，配合《社會工作者專業資格制

度》法律的實施，支持社工參與持續進修，提升社服人員專業素質。今

年，本澳運動員在多項比賽中取得優異的成績，文化及文產領域人才亦

透過項目資助及培訓，累積實踐經驗，提升專業技能，特區政府將持續

支持文化、文創產業及體育人才的培養。此外，持續監管“持續進修發

展計劃”的實施，鼓勵市民善用政府資源終生學習，自我提升。 

  在加強培養和提升本地人才競爭力的同時，根據發展需要，建立新

的人才引進制度，以公平、公開、科學的方法引進人才。優先引入大健

康、現代金融、高新科技及文化體育四大重點發展產業的領軍人才，為

提升地區競爭力、開拓市民的發展空間以及產業多元發展提供動力，在

總結澳門、其他國家及地區的人才引進經驗和社會意見的基礎上，推進

人才引進制度的立法工作。 

  與此同時，堅定推行愛國愛澳教育。透過出版中國歷史、《憲法》及

《基本法》教材，組織有關活動及培訓課程，強化對國家歷史、國防和

國家安全的了解，以及對國家的認同感和責任擔當意識。充分發揮青少

年愛國愛澳教育基地等設施的功能，並探索建設“一國兩制”研習基地

的可行性。 

第四部份：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產業多元發展提供動力 

  逐步將民生服務延伸至橫琴，為日後在橫琴發展的居民提供生活的

支持。按照《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的政策框架，推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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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體系的有序銜接，繼續推進在“澳門新街坊”

籌設教育設施、衛生站、家庭社區服務中心及長者服務中心，逐步為區

內的澳門居民提供社區醫療、教育和社會服務。 

  在促進產學研結合發展方面，今年，澳門大學在橫琴設立“珠海澳

大科技研究院”開展系列產學研項目，與中國科學院成立五個聯合實驗

室，在橫琴與當地企業設立的聯合實驗室首批12個產業化項目正式入駐。

2022年，將透過澳門中藥研發中心，推進研發成果轉化。微電子研發中

心亦將積極與內地企業合作，助力粵港澳大灣區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 

  在支持大健康產業發展方面，今年，籌組新的藥物事務監督管理部

門，提高藥物行業水平，並完成《中藥藥事活動及中成藥註冊法》的立

法，鼓勵更多中藥產品在澳門註冊，為促進中醫藥產業發展創造條件。

日後將以離島醫療綜合體的建設為契機，探索引入高端醫療項目，促進

大健康產業發展。 

另一方面，將進一步配合落實建設“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有

關措施，為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提供動力。今年，透過舉辦大型文化體育

盛事，讓國際化項目及觀賞性強的活動與澳門歷史城區結合，突顯城市

特色，不僅為本地市民及遊客帶來精彩的休閒活動，更為本澳經濟復甦

產生拉動作用。 

2022年，將持續推進新中央圖書館、黑盒子劇場的建設，優化文化硬

件設施。開展《澳門通志》的編撰工作及各項文化歷史研究，加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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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文化資源，為藝文創作及相關產業發展提供養份。推進《澳門歷史

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立法，啟用“澳門歷史城區世界文化遺產監測中

心”，推出《非物質文化遺產管理指引》，多方面加強文化遺產保育。在

澳門舉辦高水平的國際文化論壇，促進對外文化交流合作。完成文化基

金與文化產業基金的合併，透過新成立的文化發展基金，加強推動文化

創意產業發展、促進保護文化遺產、支持企業發展文化產業的力度。同

時，加緊推進益隆炮竹廠舊址、荔枝碗船廠片區、永福圍建築群的修復

及活化工作，以打造文化片區的方式帶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發展，

支持藝文創作及相關產業的拓展。同時，做好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的前

期籌備工作，辦好各項體育競賽及體育盛事。積極按照國家賦予的發展

定位，全力配合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的可持續發展目標。 

主席閣下、各位議員： 

社會文化範疇的工作與每一位居民的福祉和澳門的長遠發展息息相

關。2022年，社會文化範疇將持續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細化完善各項民

生建設，同時聚焦提升地區競爭力及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有關工作，為澳

門的長遠發展構建穩固的基礎。感謝各位及社會各界對我們工作的支持，

敬請各位提出寶貴意見及建議。謝謝主席！多謝各位議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