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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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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在積極應對疫情的同時，我們從不間斷謀劃社會文化各範

疇工作，透過理順部門職能、整合資源、優化服務安排、適度擴展服

務覆蓋面、完善制度建設，積極回應市民所需。總體而言，除了

部分項目受疫情影響外，2022 年度社會文化領域各項施政工作基本

能夠於本年內完成，重點工作包括： 

一、 推動專科醫療水平發展。成立“北京協和醫院澳門醫學中心／

澳門醫院策略發展委員會”，以及項目組性質的籌備辦公室，

全力推進離島醫療綜合體的工程、購置儀器設備和場地配置等

工作，甄選合資格的澳門居民到北京協和醫院接受專業培訓，

做好新醫院投入使用的各項準備。 

二、 加強醫藥保障。成立藥物監督管理局，執行《中藥藥事活動

及中成藥註冊法》，設立中成藥審評專家顧問委員會，實施中

藥進出口批發准照及中藥房准照申請的一站式發牌及臨時准照

制度，不僅完善藥物的監督，亦為大健康產業的發展提供科學

可靠的制度支撐。同時，推進澳門大學中藥檢測中心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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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質量研究、標準建立及檢測服務有機結合，為“澳門製造”、

“澳門監造”、“澳門監製”的中藥產品提供品質保障，促進

中藥產業拓展國際市場。 

三、 完善社區醫療衛生服務。石排灣衛生中心於本年正式投入使用；

部份衛生中心引入中藥配方顆粒智能調配系統，便利居民

用藥；試行協議藥物分段取藥措施，提升藥物安全和效益。長

者假牙計劃受惠年齡下調至 70 歲或以上，持續完善服務安

排。 

四、 優化教育資源配置。完成教育範疇的資助基金和委員會的合併，

以及非高等教育公立學校的整合，理順資源配置，加強協調性。

推動學校參與“智慧教學先導計劃”，為學生提供個性化支援，

提升教學品質。 

五、 推動高校創新發展。由高校自主設立及與全球知名學府聯合

開辦全球公共衛生、物聯網、人工智能、媒體藝術及娛樂、旅

遊智慧科技等符合產業發展需要的新課程；並透過取得專

利、深化與企業合作、為市場提供專業服務，推動院校產學研

成果的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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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加強關顧學生身心健康及青年發展。增設教育心理輔導及特殊

教育服務點；擴展“以愛同行 ─ 關注青少年精神與身心健康

工作小組”的服務對象，由非高教延伸至高教；開展“澳門

青年指標 2022 年社會調查”，了解青年的發展與變化；推動舉

辦生涯規劃、培育多元發展、關顧青年家庭及不同族裔青年

的活動，支持成長所需。透過修改及制定法律，全面禁止電

子煙的進口和銷售，加強對未成年人取得酒精飲料的限制，保

障青少年健康。 

七、 完善社會服務與社會保障。擴展長者外展醫療服務、增設一

間家居護養暨照顧者支援服務中心、增加日間暫托服務；

開展長者公寓服務管理和營運模式的研究；“照顧者津貼

先導計劃”受惠對象新增重度或極重度自閉症人士；持續完

善雙層社保制度。 

八、 全力推進“一基地”建設工作。在國家文化和旅遊部的支持下，

建立“一基地”聯合工作機制；舉辦“海上絲綢之路”

國際文化論壇，作為慶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世界文化

和自然遺產公約》頒布 50 周年的重要活動。本年底推出首輪“大

三巴牌坊”VR 體驗項目，完成《澳門志‧地理志》初稿的編纂

工作，深耕歷史文化資源及促進轉化運用。澳門世界遺產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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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投入運作，推出《非物質文化遺產管理指引》，完善文

化遺產保護體系。澳門文學館啟用，推進益隆炮竹廠舊址及

荔枝碗船廠局部開放。推出“歷史建築活化資助計劃”，

以望廈山房為試點，鼓勵拓展市場導向的文化消費項目。 

九、 促進體育事業發展。借助國際品牌賽事推動企業聯動發展；

同時，推進新城 A 區體育設施的興建計劃和新花園泳池重整

優化項目，以及跟進運動員培訓及集訓中心輔助大樓的建造。 

十、 深化區域合作。按照《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

的要求，推動及落實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體系有序銜接，繼

續進行“澳門新街坊”的教育、衛生、社區服務及長者設施的

建設和籌備工作。 

十一、 檢討及完善應對疫情的工作。今年 4 月公佈了《應對大規

模新冠肺炎疫情應急處置預案（第一版）》；“6‧18”疫情

期間，《預案》發揮了關鍵性的指導作用，經過實踐，我們

隨即全面審視和修訂預案，並完成編製《預案（第二版）》，

按病毒變化和實際情況動態調整及優化各項防疫措施。同時，

致力推動新冠肺炎疫苗接種，透過主動組織學童接種、走進社

區逐家逐戶推廣的方式，整體接種率由去年底的七成上升至目

前超過九成，以科學方法為市民築起保護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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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特別對所有參與和配合應對疫情的工作人員及全體市民，

致以衷心的感謝。 

  2023 年，我們將遵循特區政府“提振經濟、促進多元、紓解民困、

防控疫情、穩健發展”的施政總體方向，圍繞三個主軸開展社會文化

範疇的工作： 

第一、持續完善民生服務、提升居民生活素質 

  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市民對服務的要求持續提高；同時，

人口急劇老化，社會對長者照護服務及養老保障的需求日益增長；

我們一直透過各種溝通渠道，聽取市民意見。2023 年，除了在原有的

服務基礎上持續充實對幼兒、學生、青年、婦女、長者、殘疾人士、

弱勢群體的保障之外，亦將推出針對性的措施，包括：於長者院舍

試行遠程視像門診；籌設一間長者日間中心；新增一支家居照顧與

支援服務隊；為患有失智症長者的照顧者提供輔助服務；開展第二階

段托兒服務規劃方案，構建服務標準規範；增加 300 個康復服務名

額；“照顧者津貼先導計劃”受惠對象擴展至重度或極重度肢體殘疾

人士；推行“家庭生活教育計劃”，加強單親家庭的社會保障與支援；

確保教育投入，持續推進新城 A 區 B1、B2 教育用地以及 B3 學生體育

用地的整體規劃；有序開展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的志願者招募工作，

為市民提供更多參與機會；完成全澳體育場地調查報告，為未來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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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參考依據。 

  此外，持續監測社會經濟發展情況，推行各項社會援助和福利

措施。向援助金受益家庭額外發放一個月援助金；維持發放學生津

貼、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提供學費援助；豁免指定的牌照費、註冊費、

印花稅及場地租借費用。 

  另一方面，推動愛國愛澳教育工作與時並進，加強國家安全教育，

做好文化保育及傳承傳播；推出“嬰幼兒閱讀有禮計劃”，全力推進

“澳門新中央圖書館”的興建；持續透過豐富多彩的藝文活動，提升

整體文化素養，增強文化自信。 

  同時，善用資訊科技，創新優化服務的提供方式，通過一戶通“我

的健康”功能、電子健康紀錄平台、智慧教學先導計劃 、中成藥註

冊申請電子系統、人才引進計劃電子申請平台、拍攝許可申請電子平

台，為市民及業界提供便利、高效和優質的服務。2023年，社保的各

項對外服務將基本實現全面電子化。 

  應對疫情方面，我們將繼續與國家的總策略保持高度一致，密切

監測疫情變化，築起口岸、醫療機構和社區三大防線；重點推動長者、

兒童接種疫苗，尤其是接種加強劑。隨著公共衛生專科大樓2023年啟

用，將有助增強本澳應對傳染病及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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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完善社會文化事業部署 助力本澳產業多元發展 

在培養及引進產業發展所需人才方面 

  透過推動高等院校開展院校素質評鑑、提升院校的辦學素質、

科研水平，以及在國際上的認受性和競爭力，建設優質的人才培養

平台。強化產業導向課程建設，與外地優秀院校開展聯合人才培養

計劃，在中醫藥、人工智能、智慧城市、中葡翻譯、旅遊相關工種

的職業技能認可基準等領域深化與企業對接合作，形成產學研有機

融合發展模式。 

  同時，推動科普教育、支持青年學生升學及多元發展。發揮澳門

科學館、高校及多個國家重點實驗室的作用，推出“青年科技村”培

養計劃，為在科技領域有特長的學生，提供專門培訓，及早發掘、

及時培養科技領域人才；推動職業技術教育發展，促進學校與企業合

作；通過“澳門青年專業發展計劃”，促進在職青年向上流動；推

動市民考取提升專業技能的證照；持續更新人才需求預測數據庫，

加強生涯規劃支援；豐富“人才資料庫”功能，吸引和促進人才回

流。 

  在《人才引進法律制度》生效後，將設立高層次的評審架構，

訂定嚴謹的評審準則，有序推出三類人才的引進計劃。同時，持續投

入資源，培訓十五類醫療人員；透過資助計劃，培育演藝及影視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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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研究優化現行的精英運動員培訓計劃，支持運動員長遠發展。 

在助力發展大健康產業方面 

我們從健全中藥產品的市場准入和小型醫療器械進口審批制度、優

化醫療機構牌照制度等方面，為康養醫療產業及高端醫療旅遊的發展

創造有利條件。離島醫療綜合體於2023年內分階段啟用，特區政府與

北京協和醫院合作，朝著發展成為“國家區域醫療中心”的方向，提供

高水平醫療服務，助力推動大健康產業發展。同時，我們將推動本澳

大型渡假村投入開發健康導向的旅遊產品，在確保服務安全的前提下，

助力醫療旅遊發展。 

在發展文化體育產業方面 

  將推出歷史建築的活化及維修方面的資助計劃，支持歷史建築的

利用；開放部份歷史建築或片區空間讓業界進駐營運，並增設具本

地特色的長駐演出項目，打造多元體驗的文旅景點。我們亦將推出新

的影視資助項目，鼓勵製作澳門元素的影視作品，吸引影視製作團隊

來澳取景，帶動產業及周邊行業共同發展。另一方面，透過專項資助，

支持入選國家藝術基金的項目，提升澳門創作的知名度和影響力。我

們將繼續辦好本澳大型品牌活動，加強發揮盛事的社會和經濟效益，

推動本澳文化體育事業及產業發展。同時，積極配合特區政府發展娛

樂表演、體育盛事、文化藝術、社區旅遊等非博彩項目，提升澳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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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形象，為“一基地”的建設注入更強大的力量。  

第三、加強區域合作 促進對外交流 

有序推進深合區對接，為當地生活的澳門居民提供教育、一

般門診和社會服務；將持續與深合區探討加強人才政策和人才引

進方面的合作；繼續支持和協助本澳居民參加內地基本醫療保險制

度及社會保障公共服務；鼓勵各領域群體參與大灣區及內地其他城市，

以及“一帶一路”地區的交流活動，加強合作，促進民心相通。 

主席閣下、各位議員： 

  社會文化範疇工作既涉及民生保障，也需要高度呼應和配合產業

多元發展的整體部署。在疫情防控工作上，我們與國家政策和總方針

保持高度一致，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則；與此同時，

深入了解市民所急所需，遵從平衡、協調、可持續的原則，循序漸

進完善各項民生工作，正面回應社會變化帶來的訴求，致力增進民生

福祉；此外，積極配合特區作為“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發展

定位，抓緊“一帶一路”倡議、粵港澳大灣區、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的發展機遇，緊扣特區政府“二五規劃”的藍圖，調整社會文化範疇

的工作部署，全力參與特區的未來建設，促進澳門繁榮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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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主席！多謝各位議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