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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接種疫苗和治療感染者外，衛生當局肩負了多項重點的工作防控工作，包括：

- 維持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和仁伯爵綜合醫院的隔離治療設施運作，並按疫情發展增設

隔離治療酒店、康復中心、社區治療中心住院區等臨時隔離治療設施，合共提供約

6,400個床位。

- 推出保障口罩供應澳門居民計劃，確保每人每天均有口罩使用，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共售出約 2.4億個口罩。

- 按風險評估對不同地區入境人士。推出電子健康申報和健康聲明系統，實施體溫篩

查、醫學觀察等口岸檢疫措施，並根據實際情況調整入境政策。

- 2021年 11月下旬推出健康碼手機應用程式，增設「行程記錄」功能，提高流行病學
調查的效率。截至 2022年底，健康碼手機程式註冊量約 105.7萬，累計約 4.8億人
次透過手機應用程式申領澳門健康碼。

- 開展核酸檢測，並與第三方機構合作，逐步提高檢測能力。截至 2022年底共檢測樣
本數約 3,564萬例。

- 2022年 4月成立中醫抗疫小組，在「618」疫情期間，首次使用中西醫並重的治療方
法，按感染者意願，為超過 1,350名感染者（約佔總感染人數的 74%）和超過 110名
陪同人士，合共約 1,500人安排中醫藥治療，包括派發連花清瘟膠囊、藿香正氣軟膠
囊／口服液。而在 408名外籍感染個案中，有 268人使用中藥治療，外籍人士使用
比率為 67%。

澳琴一體化新局面，各項建設全面推動



2023 澳門年鑑 

66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合作區）掛牌一年多來，在中央的大力支持，橫琴粵澳深度合作

區建設實現良好開局，粵澳雙方在共商共建共管共用的新體制下，同心合力，圍繞「一條主

線」和產業發展、民生融合、規則銜接等重點工作，全面推進深合區各項建設，澳琴一體化

發展取得階段性重要成效。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紮實起步，粵澳雙方統籌落實各階段目標任務。

澳琴一體化發展的新體系加快構建。推動澳門和橫琴制度有效銜接，是促進橫琴粵澳深

度合作區長遠發展的重要基礎，也是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的重要基礎。合作區組建

深合區政策研究和規則銜接專責小組，與國家有關部門保持密切溝通，推動《橫琴粵澳深度

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重大配套政策落地落實。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提出的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雙

15%」稅收優惠政策）是合作區成立後首批落地的稅收政策，也是企業和人才集聚的密碼之
一。《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明確，對合作區符合條件的產業企業減按 15%的
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對在合作區工作的境內外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其個人所得稅負超過

15%的部份予以免徵。

「雙 15%」稅收優惠政策於 2022年落地，大大增強了市場主體尤其是澳資企業參與合作
區建設的意願和信心，也大力吸引境內外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到合作區發展。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指出，要為澳門居民在合作區創業、就業、學習、

生活提供更加便利的條件，推動合作區公共服務與澳門有序銜接，構建與澳門一體化高水準

開放的新體系。

自合作區成立以來，粵澳雙方推動實現「一地兩注、跨境通辦」。澳琴實行「商事登記跨

境通辦機制」，雙方在澳門、合作區分別設置服務聯繫點，就地為當地投資者提供商事（業）

登記辦理服務，無論是澳門投資者辦理合作區商事登記，還是內地投資者辦理澳門商業登

記，足不出境（澳）便可完成商事（業）登記。

為落實《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相關要求，進一步便利澳門居民來往橫琴，

經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執行委員會與澳門特區政府保安司協商，由 2022年 8月 22日起，全
面放開澳門非營運小客車（9座及 9座以下）入出橫琴配額，取消 10,000個配額總量限制。

2022年 9月 15日，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二線」通道橫琴大橋、橫琴隧道、深井通道、
橫琴碼頭等海關監管作業場所完成主體結構施工。項目建成後有利促進合作區與澳門之間各

類資源要素高效便捷安全流動，推動澳琴一體化高水準開放，為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豐富「一國兩制」實踐注入新動能。

澳門輕軌延伸橫琴線是澳門的重點民生工程，澳門輕軌延伸橫琴線專案海底隧道於 11月
25日順利貫通，標誌着澳門首個以盾構法施工的海底隧道專案取得突破性進展。作為澳門與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之間的重要紐帶，澳門輕軌延伸橫琴線建成後，將為兩地居民創造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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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特區政府 2020-2022 年工作回顧】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便捷的跨境出行環境，也為澳門實現融入粵港澳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的目標打下基礎。

行政長官賀一誠於 2022年 11月 16日列席立法會全體會議，就《2023年財政年度施政報
告》回答議員提問時表示，深合區揭牌至今一年多，實現了「八個明顯增長」，主要體現在澳

資澳企數量、實體經營企業、高端製造和科技研發類企業、全口徑稅收收入、澳門居民人口、

澳門單牌車數量、在橫琴享受醫療服務的澳門居民，以及在深合區就讀澳門學生等方面。

據資料顯示，2022年，合作區的地區生產總值達到 461.79億元，全口徑稅收收入完成
353.89億元，同比增長 13.2%。同時，澳資澳企明顯增多，合作區掛牌以來新增澳資企業
1,114家，增長 15.02%；在合作區生活就業的澳門居民達 6,909人，其中在合作區就業登記的
澳門居民達 766人，同比增加 58.6%。

合作區掛牌一年多來，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的新產業發展良好。現代金融產業持續發

展，資料顯示，2022年，深合區金融業增加值達 164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 8.1%，
佔深合區地區生產總值比重 35.5%，可見現代金融產業已逐漸挑起深合區產業發展的大樑。

深合區現有約 700家金融企業，涵蓋了銀行保險、融資租賃、財富管理等多種細分領域，
整體的金融業態較為豐富，能夠滿足不同類型企業的金融服務需求。到 2022年底，深合區共
有 QFLP管理企業 22家，其中澳資 QFLP管理企業 13家。「跨境理財通」業務運作順暢，參
與試點的澳門銀行增至 9家。截至 2022年 9 月底，深合區共辦理跨境人民幣結算金額逾 2,216
億元人民幣，按年同比增加近 29%。

推動集成電路等科技產業發展。作為合作區重點發展的產業之一，橫琴集成電路產業增

長迅速。橫琴粵澳集成電路設計產業園已投用，入駐率接近 40%。中醫藥等澳門品牌工業產
業穩步發展。優化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管理，產業園完成註冊企業 229家，其中澳門
企業 59 家，產業集聚效應初顯。

合作區掛牌一年多來，便利澳門居民生活就業的新家園呈現新氣象。全國首個「粵澳社

保一窗通」投入使用，澳門居民可免費享受老年人體檢、慢病治療等14項基本公共衛生服務。
合作區內澳門籍學生可同步享受澳門教育津貼。粵澳職業技能「一試多證」專項合作正式落

地。

橫琴「澳門新街坊」項目是集居住、教育、醫療、社會服務於一體的綜合型社區，第一

棟塔樓於 2022年 9月底完成結構封頂，2023年展開 4,000個住宅單位的銷售工作；整體規劃
設計旨在營造趨同澳門的生活環境，為澳門居民在橫琴學習、就業、創業、生活提供更便利

的條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IL8vRI5yr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