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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是一個享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地區。澳門地方雖然細小，但傳媒事

業頗為發達。

特區政府努力提高施政透明度，加強與傳媒的溝通與對話，使有關特區政府的資訊能及

時和準確地向公眾傳達，確保各種資訊流通。特區政府還期望傳媒能發揮好監督的功能，以

促使各政府部門改進工作，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澳門設有專門的法律保障新聞工作者採訪、報道和接收資訊的權利，確保新聞工作者執

行職務時的獨立性。

大眾傳播媒介

電子傳媒

澳門的電子傳媒機構包括一間電視台，兩間廣播電台，一間有線電視台和 4 間以澳門為

基地、提供衛星電視廣播服務的公司。

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澳廣視）提供的電視節目由 1988年 2月正式啟播，提

供廣播公共服務。2008年開始提供數碼廣播，現時模擬和數碼廣播並行，除中文和葡文兩個

24小時頻道外，還有體育、資訊、高清、中央電視台 13新聞、中央電視台新聞、中央紀錄片、

海峽衛視、湖南國際等數碼頻道。

澳門兩間電台分別是澳廣視屬下的澳門電台和私營的綠邨電台，每日均 24小時廣播。

澳門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於 2000年 7月正式啟播，共有 100個頻道（其中包括 19個

測試頻道、1個酒店用戶專用頻道），每日 24小時廣播。

澳門衛視股份有限公司（原宇宙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是澳門首家獲准提供衛星電視

服務的公司）現有 3個頻道：澳門衛視新聞台、中華功夫衛星電視台、濠江衛視。

中華衛星電視（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於 2000年獲發准照，提供衛星電視廣播電信服務，

原有的健康綜合台 24小時頻道，於 2014年 5月停播。

澳亞衛視有限公司開設的澳門衛視中文台於 2001年 6月開播，每日廣播 24小時。

澳門蓮花衛視傳媒有限公司於 2008年 12月 2日，獲發提供衛星電視廣播電信服務的准

照，准照期限 15年，現有澳門蓮花衛視 24小時頻道，於 2009年 1月 1日正式啓播。

報業

澳門的報業已有 100多年歷史。1839至 1840年林則徐在廣東禁煙期間，曾命人摘譯英文

《澳門月報》，在廣州出版《澳門新聞紙》以供施政參考。1893年 7月 18日，孫中山與澳門土

生葡萄牙人飛南第等合作創辦以中文、葡文刊印的《鏡海叢報》。1897年 2月 22日，康有為、

梁啟超創辦《知新報》。辛亥革命後，澳門中文報業蓬勃發展，《澳門時報》、《濠鏡晚報》、《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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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通報》、《濠鏡日報》等多家報紙創刊。

現時澳門擁有 11家中文日報，總印數超過 10萬份，包括：《澳門日報》、《華僑報》、《大

眾報》、《市民日報》、《星報》、《正報》、《現代澳門日報》、《新華澳報》、《濠江日報》、《澳門

晚報》和免費派發的《力報》。

中文周報主要有《訊報》、《澳門脈搏》、《澳門文娛報》、《時事新聞報》、《體育周報》、《澳

門觀察報》、《澳門早報》、《澳門商報》和《澳門會展經濟報》等。

葡文報紙在澳門的歷史比中文報紙更為久遠。1822年就有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份近代報

紙《蜜蜂華報》。《澳門鈔報》、《直報》、《澳門郵報》等葡文報刊創刊也較早。現時，澳門的

葡文日報有《句號報》、《澳門論壇日報》及《澳門今日》3家；葡文周報有《號角報》。

英文日報有《澳門郵報》、《澳門每日時報》和《Macau Business Daily》。

每天有數十種香港報章和雜誌運銷澳門。內地出版的部份報紙、雜誌也有在澳門的一些

報攤出售。澳門居民還可以收看或收聽到香港、內地的電視和電台的節目。

駐澳傳媒

澳門沒有自己的通訊社。新華通訊社、葡萄牙新聞社兩家外地通訊社在澳門設有分社或

代表處；中國新聞社、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中國廣播電視、

人民日報、上海文匯報、信報財經新聞、香港亞洲電視、香港有線電視、香港電台、香港文

匯報、香港新報、東方報業、亞新社等傳媒機構都在澳門駐有記者。

新聞從業員團體

澳門的新聞從業員團體包括：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澳門記者聯會、澳門傳媒工作者協

會、澳門傳媒俱樂部、澳門體育記者協會、澳門葡英傳媒協會和澳門傳媒工作者組織福利會。

《出版法》

1990年 8月頒行的《出版法》（第 7/90/M號法律），規範着出版自由和資訊權的行使，以

及報刊、編印和新聞通訊等企業的活動。

《出版法》共有七章 61條。法律保障新聞工作者的資訊權，包括採訪、報道和接收資訊

的權利。新聞工作者享有接近資訊來源的權利，該等資訊包括來自管理機關、公共行政當局、

公共資本企業、澳門特別行政區或其機關佔多數出資額的公私合資企業、經營公有產業的企

業、經營公共工程或公共服務的承批企業者，但不包括被視為涉及司法保密、國家機密、法

律規定為機密、個人私隱的事實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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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工作者有權對有關的資訊來源保密，行使此項權利時，不受任何直接或間接的處分；

刊物的社長和出版人，以及報刊、編印和新聞通訊等企業不須透露其資訊來源，但當明顯涉

及犯罪集團或匪徒集團的刑事事實時，經法院命令，職業保密的保障方得中止。法律保障新

聞工作者執行職務時的獨立性。

該法律容許對政治、社會和宗教學說、法律以及澳門特區本身管理機關和公共行政當局

的行為、其人員的行為進行自由討論和批評。

法律規定，出版定期刊物的實體和澳門特區以外的傳媒機構派駐澳門的通訊員，須向新

聞局進行登記。

特區政府於 2010年提出研究修訂《出版法》。新聞局為此開展修法的前期準備工作，委

託學術機構先後於 2010年底及 2011年進行了兩法修訂方向的文獻研究及商議式民意調查，

以體現修法過程的客觀性和中立性；並定期與傳媒業界滙報工作進展，讓公眾知悉工作進度；

透過各種渠道與傳媒界保持溝通，收集業界對兩法修訂的意見和建議。

經綜合並分析新聞業界的意見和商議式民調結果後，政府決定暫緩《視聽廣播法》的修

訂工作，優先處理《出版法》的法律修訂，並以「只刪不增」的原則處理，刪除具爭議的「出

版委員會」及《新聞工作者通則》相關條文，並調整多項條文的用詞，以配合和適應其他相

關法律法典。新聞局按照此修法方向草擬了諮詢文本，於 2013年進行《出版法》修訂建議草

案公開諮詢，綜合 6場業界及公眾諮詢專場，以及透過網上填寫、傳真、電郵、郵寄等不同

渠道收集的書面意見，於2014年4月17日公佈修訂公開諮詢總結報告。新聞局已完成修訂《出

版法》建議草案及相關的行政文件，並按程序送交法務部門跟進。

新聞局

新聞局屬局級機關，直接隸屬行政長官。新聞局在社會傳播方面之協調及研究工作、發

佈官方資訊、安排記者採訪等方面向特區政府部門和傳媒提供協助。新聞局定期出版中、葡、

英文版的《澳門》雜誌、《澳門簡介》和《澳門年鑑》等。

隨着社會和資訊傳播技術的發展，為配合特區政府提高施政透明度、促進政府與市民和

傳媒間的溝通，以更好維護公共利益和資訊權，特區政府於 2012年 3月頒佈《新聞局的組織

及運作》行政法規。

在新組織法下，新聞局由以往的一廳、三處、一組的架構修改為兩廳五處，分別為：新

聞廳、研究及推廣廳、資訊及檔案處，及行政財政處。新聞廳下設傳媒處，而研究及推廣廳

則下設推廣處和出版處。

發放官方新聞

新聞局透過為澳門及駐澳傳媒特別設立的「資訊廣播系統」，在互聯網上發佈所有官方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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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和新聞圖片，傳媒可以不受時間和地域限制隨時獲取官方資訊。

2014年，由新聞廳撰寫發佈及協助特區政府其他部門發放共 9,777則中、葡、英新聞稿

件、1,811則採訪通知，及 1,505幅圖片。

定期刊物登記

新聞局的新聞廳負責對報刊企業、編印企業及定期刊物進行登記。根據《出版登記規章》

的規定，刊物登記後，如日刊在 180天期限內仍未出版、其他刊物在一年期限內仍未出版，

或刊物出版中斷的時間與上述期限相同的情況下，登記將被吊銷。刊物登記不須繳付任何費

用。

2014年，在新聞局新登記的出版物，包括日報、周報、周刊、雙周報、雙周刊、月刊、

雙月刊、季刊、四月刊和年刊共 22份，出版社 1間。

政府入口網站

特區政府入口網站（www.gov.mo）於 2004年 12月正式投入服務。它是提供特區政府所

有部門的資訊和電子化服務的綜合服務平台。透過此網站，公眾可以直接連接至特區各公共

行政部門、立法會、法院、檢察院以及各高等教育機構的網頁。

特區政府入口網站以中（繁體及簡體）、葡、英三種語文為本地居民、遊客和商人提供澳

門特區的資訊，方便他們瞭解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最新情況。網站的內容主要包括：政府資訊、

公佈告示、澳門概覽、城市資訊、文娛康樂、電子服務、法律法規，以及市民建議和投訴等。

網站的設立有利特區政府及時發佈各項政策，加強與民間的溝通，增加施政的透明度和

聽取公眾的意見。

印務局

印務局是執行特區政府出版政策的部門，主要負責出版《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及其副刊；

匯編澳門法例；印製官方單行本、特區總預算及該預算所提及的機關與部門的預算、特區賬

目、施政方針、法定格式的官方印件；使用特區政府徽號的官方性質的印刷品，以及須在特

別保安及監管條件下進行的印刷品的排版、校對和印刷工作。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簡稱《特區公報》）分為第一組及第二組，分別於每星期一及星

期三上午 9時出版。如遇上公眾假期，則在隨後首個工作天出版。如因性質緊急或特殊而不

能在正常日期公佈時，有關公佈在相應組別的《特區公報》副刊內刊登，或者在專設特刊內

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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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行政法規、立法會決議、行政命令及行政長官對外規範性批示、澳門特別行政區

主要官員對外規範性批示、以「中國澳門」名義簽訂的國際協議、立法會的選舉結果、立法

會委任議員的委任、行政會委員的任免、各級法院院長、法官、檢察官的任免及依法應公佈

的其他任免事項、依法須公佈的其他文件，須於《特區公報》第一組公佈，否則不產生法律

效力。

必須在《特區公報》第一組上公佈的還包括：

1. 《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及其修改，由澳門特區提出的對該法的修改議案及有權限

實體對該法的解釋；

2. 在澳門特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其在澳門特區實施

的解釋；

3.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通過的關於澳門特區的各項文件；

4.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關於澳門特區設立及運作的規範性文

件；

5.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授權文件，中央人民政府根據

《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有關規定發出的命令、指令及批准文件；

6. 中央人民政府任免行政長官、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和檢察長的文件；

7. 行政長官施政報告。

須在《特區公報》第二組上公佈的法規包括：

1. 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國際協議；

2. 在中央人民政府協助或授權下，澳門特區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簽訂的司法互助協議及

互免簽證協議；

3. 澳門特區與全國其他地區的司法機關簽訂的司法互助協議；

4. 立法會的公告及聲明；

5. 特區政府的公告及聲明；

6. 依法須在此組公佈的其他文件。

從 2000年開始，印務局把《特區公報》第一組及第二組全文上網（www.io.gov.mo），方

便公眾查閱。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印務局網站已建成一個超過 22,500條全文法律、法

規的網上資料庫，匯集的資料包括澳門特區成立以來所公佈的各類法律、法規，及 1976年

至 1999年 12月 19日期間在澳門公佈、並繼續在特區生效的法律和法令。2014年每月平均有

245,000多人次瀏覽該局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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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法例》

澳門特區成立前印務局出版《澳門法例》。特區成立後，該局開始出版《澳門特別行政區

法例》，半年出版一次，把在《特區公報》上刊登過的主要法例，如法律、行政法規、立法會

決議、行政命令等等輯錄成書。此外，該局又發行《澳門特別行政區法例》雙語光碟，輯錄

1999年 12月 20日至 2014年 12月 31日期間頒佈的所有法例。

資訊科技

科技委員會

科技委員會是一諮詢組織，就制定科技發展及現代化政策方面向特區政府提供顧問性質

的輔助。

科技委員會由行政長官擔任主席，委員包括運輸工務司司長、經濟財政司司長、社會文

化司司長、澳門大學校長、澳門理工學院院長、澳門科技大學校長、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

主席、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理事長、聯合國大學國際軟件技術研究所所長、澳門電腦

與系統工程研究所所長，以及 20位由行政長官委任在科學、技術及創新領域內被公認為傑出

的人士。

行政長官還委任李政道、路甬祥、朱麗蘭、盧鍾鶴、惠永正、朱高峰、高錕、李連和、

宋永華等 9位在相關領域蜚聲國際的外地學者擔任委員會顧問。

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是根據澳門特區第 14/2004號行政法規而設立，受特區行政長官監督。

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旨在配合澳門特區的科技政策的目標，對相關的教育、研究及項目的發展

提供資助。

資助對象包括本地大學、學院及其研發中心、在澳門從事研發的實驗室或實體、澳門的

非牟利私人機構、在澳門註冊從事研發的商業機構及企業家，以及在澳門從事研發的人員。

創新科技中心

澳門創新科技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於 2001年由特區政府與民間共同注資成立。該中心的

設立標誌着澳門在推動創意產業及科技產業發展方面邁進一步。

創新科技中心是一個科技孵化中心，主要是令商業和產品概念在最短的時間內，發展成

獨立的商業個體。中心的目標包括：在澳門成立科技開發的事業，從而為新的一代帶來更多

和更好的就業機會；通過與跨國企業的合作，儘量善用澳門的專業人才資源；令澳門成為大

中華區的科技發展中心，從而把國際資源帶進澳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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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服務

特區政府電信政策的目標包括：逐步開放公共電信網絡的建設及公用電信服務的提供，

使公眾更能受惠，並創造投資機會，從而提高競爭力及促進經濟與社會的持續發展；保證全

民及經濟與社會活動能以合理的收費及價格，不受歧視地獲得符合所需要的優質及有效率的

電信服務，以及確保各公共電信網絡之間的互通性和用戶號碼的可攜性等。

《電信綱要法》

《電信綱要法》（第 14/2001號法律）在 2001年 8月 20日頒佈。該法律規定，建設、管理

及經營電信網絡以及提供電信服務，均屬公共利益，只可由公共實體從事，或由按照適用規

章規定持有從事該等業務的足夠憑證的私人實體從事。特區政府將因應澳門的實際情況及電

信服務的發展趨勢，適時對相關法律進行檢視及提出修訂。

電信管理局

電信管理局為澳門特別行政區電信及資訊科技範圍的主管部門，隸屬運輸工務司司長。

固定電信網絡和對外電信服務

澳門的固定電信網絡和對外電信服務由澳門電訊有限公司專營。2009年 11 月，特區政府

與澳門電訊有限公司簽署經檢討後的《公共電信服務特許合同中期檢討》，訂定於 2012年全

面開放電信服務市場。特區政府於 2011年年底制定《設置及經營固定公共電信網路制度》（第

41/2011號行政法規），並於 2013年 6月，分別向澳門電訊有限公司及MTEL電信有限公司

發出設置及經營固定公共電信網絡牌照，而MTEL電信有限公司已於 2014年 12月 3日開始

提供服務。

至 2014年年底，澳門的固網電話線共 152,895條。在澳門半島和兩個離島街上和公共場

所裝置的公共電話，至 2014年年底共有 692部。這些公共電話都可以作直撥國際長途電話之

用。目前，澳門的國際長途電話可直撥 246個國家和地區。

公用流動電話服務

澳門的流動電信市場於 2000年正式開放，澳門電信及資訊行業邁向新的發展階段。澳門

電訊有限公司、和記電話（澳門）有限公司及數碼通流動通訊（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先後獲

特區政府發給確定牌照，為期 8年。廣星傳訊有限公司也獲准在不具備本身的公共電信網絡

及頻率的情況下提供公用地面流動電信服務（虛擬流動網絡經營者）。

《公共電信網絡互連制度》（第 41/2004號行政法規）訂定各公共電信網絡在公平競爭的環

境下互連的制度，確保互連實體能以合理的成本適時實現互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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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根據特定規章的規定，2005年，中國聯通（澳門）有限公司獲發出在澳門建立

CDMA2000 1X 的網絡及提供跨域流動電信服務的牌照。該公司經過一年的營運後，向特區

政府申請提供本地服務，並獲批准發出相關的牌照。

2006年開始，中國聯通（澳門）有限公司、和記電話（澳門）有限公司、澳門電訊有限

公司和數碼通流動通訊（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先後獲發第三代（3G）公共地面流動電信網

絡及提供相關的公用地面流動電信服務牌照。2014年 12月，為推動澳門的電信市場的發展，

四家營運商之公用地面流動電信服務牌照續期至 2023年 6月 4日。

2014年 9月，為了推動澳門先進通訊技術的應用及澳門電信業的發展，以及為滿足本地

及跨域用戶對高速數據服務的需求，特區政府展開了發出經營採用長期演進技術（俗稱 4G）

的公共地面流動電信網絡及提供相關的公用地面流動電信服務牌照的公開招標。在標書遞交

期限前，特區政府收到了 6份標書，評標工作正在進行，預計 2015年中完成標書評審工作及

發牌程序，獲發牌實體將於 2015年內開始提供服務。

數據顯示，至 2014年年底，5家流動電信服務公司的用戶合共為 1,856,453戶，流動電話

普及率約為 294.21%。

無線電通訊服務資料

年份 公用無線電傳呼用戶數      公用流動電話用戶數       
公用流動電話循環

儲值卡數

2003 3,453 198,696 165,335

2004 2,728 228,296 204,154

2005 2,513 259,336 273,422

2006 1,891 301,512 334,835

2007 2,782 356,117 438,206

2008 2,780 395,943 536,653

2009 3,097 420,098 617,282

2010 3,204 459,330 662,931

2011 3,101 525,209 827,985

2012 1,886 564,576 1,048,881

2013 1,278 597,012 1,125,233

2014 865 638,725 1,217,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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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服務和寬頻服務

澳門的互聯網用戶增長保持平穩，2014年年底，客戶人數為 161,737戶。2002 年 11月，

透過第 24/2002號行政法規的制定，正式將互聯網服務的提供納入發牌機制內。目前共有 19

家公司獲發牌照。

澳門電訊有限公司的互聯網寬頻服務於 2000年 7月啟用，至 2014年年底，使用寬頻

的登記客戶數為 161,405，比 2013年的寬頻登記客戶數增長 6.42%。其中寬頻住宅用戶數為

145,203，約佔總住戶數的 78.40%（註 1）。澳門半島、氹仔和路環島皆達到 100%網絡覆蓋。

由特區政府斥資興建的城市無線寬頻網絡計劃於 2009年開展，於 2010年 9月正式向市

民和遊客提供服務。截止 2014年底，「WiFi任我行」的服務地點共有 164 個 , 並錄得超過 1,600

萬成功連線使用次數。

電視服務

為保障居民收看基本電視頻道的權利不受影響下，特區政府明確地將電視服務劃分為免

費和收費電視兩種模式。在 2014年 4月設立由特區政府、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及郵政

局組成的澳門基本電視頻道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透過與原公天服務商合作，利用地下傳輸

網絡連接至原公天服務商的網絡向居民提供接收基本電視頻道的支援服務，以作為澳門居民

接收免費電視信號的補充。

至於收費電視地面服務方面，在開放電視服務市場的政策目標下，特區政府於 2014年 4

月 22日，透過以非專營模式與澳門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批給合同的續期，創造了收費

電視服務市場全面開放的條件。

除此之外，特區政府在 2014年 7月透過新批示豁免了直徑不超過 3米並用作私人接收電

視節目的地球站（即衛星電視接收器）的政府許可，使居民易於透過衛星電視接收電視頻道，

進一步地鼓勵多元接收電視服務的模式。

互聯網域名登記及管理

早期澳門大學被指定為負責管理及登記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域名－－「.mo」的實體期

限屆滿，特區政府於 2011年 3月設置新的澳門互聯網資訊中心，並以服務合同的形式判給

HNET亞洲有限公司負責營運。於 2014年，電信管理局協調澳門互聯網資訊中心在「.mo」

域下推出了中文和葡文域名服務，同時亦對澳門域名的申請程序及修件進行了優化，以提供

更優質及多元化的域名服務。

IPv6 網絡科研實驗室

為使業界及相關領域人員認識 IPv6和相關的搭建技能，提升業界對部署 IPv6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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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管理局與澳門理工學院合作設置「IPv6網絡科研實驗室」，以提供 IPv6的應用和連接的

示範、進行相關研究及開發等，該實驗室已於 2013年 4月 16日正式投入運作。

地面數字電視廣播的發展

澳門在地面數字電視廣播方面，緊隨全球的發展趨勢。現時由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的地面數字電視節目頻道增加至 11條。為保障市民能夠購買合適和具質素的產品以收

看澳門的地面數字電視廣播節目，電信管理局與澳門理工學院合作，設立「地面數字電視研

究及測試中心」，於 2010年 9月 20日正式投入運作。在中心投入運作後，已陸續對一些一體

化電視以及解碼器作出測試並完成報告。

與鄰近地區頻段規劃和業務協調

2002年簽署《內地與澳門地面移動、固定及廣播（聲音及電視）業務頻率協調協議書》後，

兩地在相關的無線電業務發展上，一直保持良好的聯繫。

2013年 12月，電信管理局與廣東省無線電管理辦公室及相關部門舉行內地與澳門無線電

業務頻率協調專題會談，就雙方公眾移動通訊網絡信號過界覆蓋的測試、3G業務頻率協調方

面的安排、以及 4G服務的發展等議題進行討論。

粵澳兩地電子簽名證書互認

2013年 11月，內地工業和信息化部信息安全協調司、廣東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郵政

局、電信管理局在廣州簽署了《粵澳兩地電子簽名證書互認的框架性意見》，提高粵澳跨境網

上服務貿易的安全性，使兩地服務貿易更加便利化。

電子文件及電子簽名認可

2005年 8月獲立法會通過的第 5/2005號法律，是規範、認可電子文件及電子簽名的重要

依據，對電子政務及電子商務的長足發展意義重大。第 376/2005號行政長官批示，指定電信

管理局為電子文件及電子簽名的認可當局。

澳葡簽訂《技術合作議定書》

電信管理局與葡萄牙國家通信管理局於 2014年 11月 28日簽署為期 3年的《技術合作議

定書》，以促進兩地電信行業的蓬勃發展。《技術合作議定書》的主要內容包括：加強雙方在

國際電信業務的趨勢及發展上進行恆常信息交換、對雙方及電信行業規章框架的發展給予幫

助、對規範行業進行經驗交流、參與及合辦促進通信業的活動，以及人員培訓等；合作方式

主要是透過信息及文獻交換、技術代表團交流、實習及培訓活動等，亦會每年定期舉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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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服務

自 1884年 3月 1日正式成立後，澳門郵政一直依照國際公約運作。於成立當天，發行了

澳門首枚郵票「皇冠」。其實，早約一個世紀前（1798年），隨着海運服務的展開，澳門的郵

政歷史序幕正式揭開。

自其成立後，澳門郵政獲委派擔任多項職能，除傳統的郵政服務及郵政儲金局（於 1917

年成立）服務外，更於 1927年獲賦予電話及無線電報的營運職能，但隨着社會發展，這些職

能陸逐轉由其他實體或公共部門負責：1981年，電訊服務的營運由澳門電訊有限公司負責，

以及於 2000年電訊的監管職權轉移至電信管理局。

郵政局

面對科技的迅速發展，郵政局一直致力發展多元化及現代化的服務。於 2006年，開始提

供電子認證服務，澳門郵政是特區政府認可的唯一認證實體。同年，通訊博物館啓用，成為

一個以集郵及電訊科學為主題的空間，目標在啓發年青人對學習知識的興趣。2008年，郵政

局推動安全電子郵政服務的發展，提供電子認證郵戳服務，電子文件被加上電子認證郵戳後，

時效性及完整性均可獲得保證。

2014年，本地郵件量較 2013年錄得 2%的升幅，主要原因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函件及

商業信函增加所致。

國際函件方面，鑒於 2014年環球經濟復甦持續，出口國際平郵錄得 12%升幅；但出口

國際空郵則下跌 6%；而入口國際平郵錄得 2%的跌幅，但入口國際空郵則錄得 6%的升幅。

出、入口函件的主要國家及地區包括香港、內地、台灣、美國、葡萄牙、英國、新加坡、瑞

典、法國、加拿大、馬來西亞、日本和澳洲等。

掛號函件方面，與 2013年相比，2014年本地郵件錄得 4% 的升幅。同時，出口國際平郵

錄得 4%的升幅，但出口國際空郵則下跌 8%；而入口國際平郵錄得 11%的跌幅，但入口國

際空郵則錄得 11%的升幅。

「特快專遞」業務方面，2014年出口郵件量比 2013年上升 4.48%的升幅，而入口郵件量

錄得 18.40%的升幅。內地、香港、美國、台灣、韓國、日本及葡萄牙等地是特快專遞郵件主

要目的地和來源地。

安全電子郵政服務

安全電子郵政服務範疇方面，2014年度的工作重點在於與合作伙伴洽談透過安全電子郵

箱派遞電子賬單及通知訊息，期間洽談成功並簽署合作協議的合作伙伴包括澳門自來水股份

有限公司、文化產業基金及交通事務局，使郵政局安全郵政電子服務的合作伙伴數目增至 7

間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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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郵

2014年發行的專題郵摺有「傳說與神話」、「易經，八卦」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十五

周年紀念」；還發行了「馬年」、「澳門郵政一百三十周年」、以泰國郵政聯合發行郵票為題的

「郵政總局大樓」等各款不同主題的郵摺；明信片方面，分別有「媽閣廟」郵資已付明信片、

「畫出郵票故事」及「蓮花」明信片；而推出的集郵禮品包括「馬年－生肖茶壺禮盒」、「澳門

郵政一百三十周年」絲綢小型張絲巾禮盒、「騰飛」瓷板畫郵品禮盒和「蓮花」明信片茶杯郵

品禮盒，繼續豐富集郵者的珍藏。

澳門郵政提供多個渠道，方便海外的集郵者購買郵品，世界各地的集郵愛好者可登入澳

門郵政的網站 www.macaupost.gov.mo，取得最新的集郵消息及進行年度訂購，也可直接向當

地代理澳門郵票的郵政機構或代理商購買澳門郵品。

郵政儲金局

郵政儲金局是隸屬於郵政局的信用機構，負責郵政局的出納工作，並從事屬銀行性質的

多項業務，向公眾提供信貸、匯款、電子支付及兌換服務。

信貸服務方面，主要向公務員及某些與儲金局簽訂僱員貸款協議的公共事業機構及私人

公司的僱員提供免擔保的短期貸款。2014年，批給貸款總額約 2.03億元。

匯款服務方面，郵政儲金局與西聯財務服務合作提供現金特快匯款服務。通過先進的資

訊科技和全球性的電腦匯款及櫃枱網絡，只需數分鐘便可將現金安全地匯至全世界 200多個

國家或地區，2014年交易超過 33,900宗。現時，澳門共有 9個匯款服務網點，分別為郵政儲

金局、郵政總局、機場分局、碼頭分局、eSignTrust註冊署、通訊博物館商店、紅街市分局、

海洋花園分局及路環郵政局。

郵政儲金局的電子支付平台為公眾提供網上的付款服務。公眾在網上申請或享用政府不

同服務時，可透過該平台即時付款。2014年的交易超過 12.7萬筆。

此外，郵政儲金局還提供包括港元、美元、人民幣、歐元、日元等 16種的外幣兌換服務。

電子認證

eSignTrust作為特區政府在區內認可的唯一電子證書簽發實體，2006年投入服務後，為

市民、企業人員及公共行政工作人員提供網上身份的認證，讓他們透過電子合格證書所簽署

的電子文件具備法律效力。

2014年，與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簽訂了「共同發展電子證書應用項目的合作協議」，建立長

遠合作伙伴關係，共同開拓電子證書在不同領域上的應用。此外，為提供更靈活的電子簽署

環境，eSignTrust向特區政府部門及企業推出一套結合電子認證簽署伺服器應用的電子工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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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系統，免除客戶使用智能卡等硬體設備進行電子簽署，並新增兩個工作流程應用，擴寬電子

證書的應用範圍。透過新方案能加快組織單位以電子化方式處理日常工作，使流程能更規範透

明且更具法規保障，並可免除使用紙張。

註 1： 根據統計暨普查局發佈的 2013年人口統計，2013年年終住戶數目為 185,200戶（不包括如酒店、學生

宿舍等集體居住單位）。



2015澳門年鑑



獲獎郵品



2015 澳門年鑑 

320

 郵政局是特區政府下轄的

局級部門，負責郵政、儲金、

電子認證服務。事實上，由

1798年開始的海郵服務至 1884

年正式成立，郵政局已服務澳

門兩個多世紀。郵政總局大樓

位於新馬路議事亭前地側，大

廈樓高三層，帶有強烈古典主

義色彩，是著名的地標。（照片

由特區政府郵政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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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郵票設計精美，色彩明快，主題及設計融合中、西文

化的特色，屢獲國際大獎，足證澳門郵票在國際上的地位。（左

上）為《傳說與神話 十 –牛郎織女》（小型張），在維也納國際

集郵評獎中獲得 2012年度「最美麗郵票」的第九位；（左下一）

為《中葡陶瓷》郵票，於第三十一屆阿西亞戈國際集郵評獎中獲

得「最佳文化題材郵票獎」；（左下二）為《愛護動物》郵品，榮

獲加拿大註冊平面設計師協會「2014年度社會公益設計比賽 –

營利組別」優勝作品；（右上）為《傳統工具》（小型張），獲第

七屆郵票世界盃「世界最漂亮小型張」；（右下）為《耶穌會》郵

票及小型張，獲意大利聖加百利國際評 「最佳宗教郵票獎」；（前

頁）《澳門娛樂及消遺 –傳統遊戲》郵票，獲第二十屆阿西亞戈

國際集郵評獎「最佳文化題材郵票獎」。（照片由澳門郵政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