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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低碳、智慧、安全，是澳門回歸以來建設宜居城市的生動注

腳。25年來，澳門積極響應國家環境保護總體發展戰略，以綠色轉

型為筆，於2022年公布《澳門環境保護規劃（2021-2025）》，以

及於2023年公布《澳門長期減碳策略》（當中包括「澳門電動車推

廣計劃」 ），按照有關規劃的行動綱領並結合澳門的實際情況，有

序推動各項環保工作，引領社會大眾共同實踐環保行為。同時，5G

網建的全面推進、防災減災機制的不斷完善，為澳門插上「智慧之

翼」、豎起安全屏障，助力澳門在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上行穩致遠，書

寫「宜居澳門」之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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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為配合國家實現「雙碳」目標及全面推進環
保工作，澳門特區政府圍繞綠色交通、清潔能源替

代、節能減排、減廢回收等多方面全面展開減碳工作。

倡導綠色出行 改善空氣質量
澳門的機動車密度居世界前列，尾氣排放成為主要空

氣污染源之一。為改善空氣質量，澳門積極推進「陸上交
通綠色轉型」，陸續公布《澳門電動車推廣計劃》及推出
《淘汰老舊摩托車並置換新電動摩托車資助計劃》，力求
於2035年實現新登記零排放輕型汽車及電單車的比例達
至100%。
通過實施兩項計劃、增設充電設施、提供稅務優惠等措
施，澳門電動車數量迎來大幅增長，已由2020年的1,339
輛增至2024年9月的10,978輛；兩間巴士公司的新能源公
共巴士占比超九成，「歐四」或以下環保標準的公共巴士
比例已降至約4%。同時，居民購買電動車比例顯著提
升，從「計劃」實施前的約2%增至約34%，成效明顯。
目前，澳門已設約2,200個輕型汽車充電位和600多個電
動電單車充電位，進一步滿足了車主的充電需求。
澳門特區政府持續檢討進口新車輛及在用車輛的尾氣排
放標準。經分析，2009年至2022年空氣監測數據之改善
情況為：空氣中二氧化硫、微細懸浮粒子等污染物比例大
幅下降；2023年空氣質量屬「良好」至「普通」的日數佔
比已達89%。
隨着計劃的深入執行，澳門正逐步構建起一個低碳、環
保的綠色交通體系。澳門特區政府表示，未來會持續推廣
使用電動車，並期待與社會各界攜手合作，共同推動澳門
電動車普及化，助力澳門融入全球綠色發展，攜手進入綠
色交通新時代。

源頭減廢 邁向綠色未來
「源頭減廢、資源回收」是澳門固體廢物處理的重要政
策 之 一 。 在 《 澳 門 固 體 廢 物 資 源 管 理 計 劃
（2017-2026）》的指引下，澳門特區政府與市民齊心協
力，致力推動減廢回收。
為鼓勵居民踴躍參與回收，澳門環保局在各區設置了超
過4,000個各類回收點、8個環保加Fun站，持續拓展社區
網絡，便利居民實踐減廢回收及接收環保資訊。在廚餘回
收方面，「食肆廚餘回收先導計劃」成效顯著，吸引220
家中小型食肆參與其中。截至2024年7月，已收集廚餘約

1,200 公噸；而處
理廚餘後產生的土
壤改良劑在轉化成
肥料後，被用於市
政綠化和環保設施
的植物施肥，亦會
分裝成小包裝供居
民使用，實現資源
循環利用。澳門特
區政府表示，未來
會透過不同方式推
動廚餘減量回收，
並開展建設有機資源回收中心。預計該中心將於2027年
投運，首階段日處理量為150公噸的廚餘，並預計能回收
相當於13萬6千度電力的能源，供自身使用及輸出。
此外，2021年生效的《建築廢料管理制度》，通過按量

按質的差異性處置收費機制，從源頭減少了建築廢料的產
生。該制度實施至今，澳門的整體建築廢料處置量減少了
約六成。儘管疫後經濟復甦，使今年的建築廢料處置量有
所增加，但仍較收費制度實施前同比減少了約五成。
澳門亦十分重視固廢處理設施建設，目前垃圾焚化中心

第三期擴建已完成測試。第三期投入使用後，澳門垃圾焚
化中心的最大日處理能力將提升至約3,000公噸，預計可
滿足澳門未來三十年的廢物處理需求。

發展清潔能源 構建低碳電力體系
面對電力需求增長帶來的碳排放挑戰，澳門近年來不斷

優化能源結構，通過提升天然氣發電比例，有效減少了碳
排放量。同時，澳門已與內地簽訂輸電協議，確保所輸電
力中至少四成為清潔能源。因此，雖近十年澳門的耗電量
持續上升，但電力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卻呈下降趨勢。在
此基礎上，澳門正努力提高非化石能源發電比例，目標是
在2050年前實現100%非化石能源發電。
為進一步提高天然氣的使用率，澳門不斷擴大天然氣管

網，迄今已鋪設約73公里的主幹管網，並完成了連接澳
門半島和離島區的過海管道，成功構建天然氣南北互通網
絡，確保天然氣的穩定供
應。此外，智能電網建設也
在加速推進，當前智能電錶
已佔全澳電錶總數的99%。

多措並舉築牢防災減災安全屏障
2017及2018年澳門接連遭受了超強颱

風的襲擊，城市受損嚴重。為有效抵禦未
來可能發生的災害，澳門特區政府於
2019年公布了《澳門特別行政區防災減
災10年規劃（2019－2028年）》，以「共建
安全韌性城市，同享幸福美好生活」為願
景，聚焦基礎設施防災、應急管理體系、
風險管理及監測預警，有序推進防災減災
工作。
在這一規劃的指引下，澳門特區政府對
防災減災工程制訂了短、中和遠期方案。
目前短期工程已全部完成，有效緩解了內

港區內的水浸、海水倒灌、風暴潮越堤等
問題。中期方面，新城A區堤堰優化工程
第一期已竣工，內港南雨水泵站工程進展
順利，同時輕軌東線灘塗整治及路環西側
防洪工程排澇也在推進中。遠期規劃則包
括內港擋潮閘、外港堤圍優化及防洪牆工
程，旨在全面提升澳門防災能力。
防災減災，預防為先。澳門警察總局每
年在風季前都會舉辦「水晶魚」民防演
習，通過模擬颱風期間可能出現的各種緊
急情況，邀請政府部門、社會團體、專業
機構及市民共同參與，不僅增強了社會各

界的防災意識，還提升了民防架構應對災
害的協同作戰能力。此外，澳門還推出了
流動地圖應用程式「應急地圖通」，為市
民提供各類災害預警及避險路線規劃，幫
助市民在緊急情況下做出最佳應對。
為不斷提高防災減災技術水平，2023
年，澳門特區政府地球物理暨氣象局與澳
門大學合作，依託澳門大學智慧城市物聯
網國家重點實驗室這一平台，在風暴潮、
海嘯、氣象監測預測等方面展開合作，為
強化澳門氣象及海洋防災減災能力提供了
技術支撐。

5G 網建加速
智慧城市未來可期

●●為減為減少碳排放量少碳排放量，，澳門積極澳門積極
推進推進「「陸上交通綠色轉型陸上交通綠色轉型」，」，
大力推廣電動車的使用大力推廣電動車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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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澳門特區政府發出兩張5G公共地面流動電信網絡
及服務牌照，澳門正式迎來5G時代。自5G計劃推出以來，澳門
5G網絡室外覆蓋率已超過九成，5G用戶數量已攀升至92萬，佔整
體用戶數的一半以上。5G不僅帶來了網速的飛躍，更在交通、醫
療、教育、旅遊等多個領域為澳門帶來了創新性改變。
在交通領域，5G技術的低時延特性使得系統能夠即時分析數
據，根據路面狀況靈活調整信號燈，優先疏導擁堵車道，從而有效
緩解了全澳路面的交通壓力。
醫療方面，除優化及提供網上醫療服務之外，澳門科技大學、澳
門鏡湖醫院、澳門仁伯爵綜合醫院早前加入了「珠澳遠程超聲聯
盟」，與其他聯盟成員攜手推動「5G+互聯網」分級診療，通過遠
程超聲影像雲打造立體交互溝通平台，加速智慧醫院建設，為大灣
區醫療共融發展奠定基礎。
教育領域同样受益，5G技術顯著提升了線上教學效率。澳門電
訊與澳門科技大學早前合作推出的「5G隨身校園」，讓師生在澳
門任何角落都能無限暢享5G校園網和校內應用，為澳門打造出一
個創新的5G教育示範案例。
旅遊方面，澳門文化局在多個世遺景點、展館及專題展覽逐步

引入了「虛擬實境」和「擴增實境」等數字技術。例如去年推出的
「時光穿梭．遊歷三巴」展覽，開創性地在澳門世遺運用裸眼
3D、VR及AR等擬真技術數位化復原教堂，通過5G帶來的高速互
動體驗，讓觀眾能沉浸式領略聖保祿學院天主之母教堂的歷史風

貌，為澳門文化地標增添了全新的遊覽體驗。
5G服務的推出，為各行各業的智慧應用場
景提供了高速、安全的網絡支撐，將澳門建設
智慧城市的願景一步步變為現實。隨着科技的
持續進步，今年澳門已有通訊服務企業推出
5.5G服務。5.5G在5G的基礎上實現了10倍的
速度提升，將為低空經濟發展、萬物智聯、無
人駕駛及遙距醫療等領域提供更強的技術支
撐，推動澳門全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澳門全力推進澳門全力推進55GG網建網建，，
助力智慧城市建設助力智慧城市建設。。

●智能回收機、廚餘回收機及環保加Fun站等回收點
的設置，有助推動澳門市民養成乾淨回收的習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