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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建築置業行業概況，回顧及展望 

(  澳門建築置業商會)  

前言 

2024 年，澳門在中央政府和內地的大力支持下，經濟取得了顯著進展。本地生產總值同比

增⾧約 10%，入境旅客接近 3,500 萬人次，恢復至 2019 年水準的 89%，顯示出澳門經濟

的強勁復蘇勢頭。 

在剛剛結束的“兩會”上，政府工作報告特別提到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並提出了多

項穩定房地產市場的措施。這些措施包括： 

1.  推動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通過政策調控，防止房價大幅下跌，確保市場穩定。 

2.  盤活存量用地和商業用房：優化土地和商業用房的使用效率，避免資源浪費。 

3.  短期穩樓市：採取短期措施，確保房地產市場在過渡期內的穩定。 

4.  補交房保風險：完善住房保障體系，防範房地產市場風險。 

5.  緊縮供應防範房屋風險：通過控制房屋供應，防止市場過度波動。 

這些政策不僅有助於穩定房地產市場，也為消費者和投資者帶來了信心，預示著澳門未來的

經濟發展前景良好。特區政府將繼續與中央政府緊密合作，推動澳門經濟多元化發展，進㇐

步提升居民的生活水準。 

澳門經濟 

澳門金融管理局數據顯示，2025 年 1 月居民存款按月微升，達 7,635 億澳門元，續創新高；居民貸

款則下跌至 5,138 億澳門元。不良貸款比率由 2024 年底的 5.5%升至 5.7%。 

2024 年首三季，澳門經濟持續向好，本地生產總值達 3,009.7 億澳門元，實質上升 11.5%。其中，

博彩服務出口同比增⾧ 28.4%，入境旅客總數達 2,592.1 萬人次，同比上升 30.1%，推動經濟增

⾧。然而，零售業銷售總額為 534.8 億澳門元，同比下降 16.9%；細分來看，汽車銷售上升

14.4%，鐘錶珠寶、皮具及通訊設備分別下跌 26.6%、24.4%和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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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市場概況 

住宅成交量 

- 2024 年，住宅市場在高息環境及內地樓市復甦乏力的影響下，整體保持平穩。全年錄得 3,380

宗住宅成交，較 2023 年（2,913 宗）上升 16%，但成交量仍處於低位，平均每月約 280 宗。 

住宅價格、租金及回報率走勢 

- 住宅售價較高峰期顯著回落，2024 年第 4 季度數據顯示： 

 樓花實用面積平均價格為每平方米 118,424 澳門元 

 現樓實用面積平均價格為每平方米 75,076 澳門元 

價格持續輕微下調，其中大單位住宅價格跌幅較為明顯。市場整體表現反映購房需求仍趨謹慎。 

 

- 2024 年全澳住宅單位每平方米實用面積平均租金按年上升 3.9%。按區有不同的升幅及個別地區則

有下跌。 

- 商舖單位每平方米實用面積平均租金按年下跌 1.1%，辦公室單位及工業單位亦下跌 2.8%及 0.1%。 

住宅貸款拖欠比率及金融市場概況 

根據澳門金融管理局數據，2025 年 1 月居民存款按月微升，續創新高至 7,635 億澳門元；居民貸款

則錄得跌幅，降至 5,138 億澳門元。不良貸款比率由 2024 年底的 5.5%上升至 5.7%，其中住宅貸款

拖欠比率涉及數百個住宅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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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市場的經濟氣氛對金融系統可能產生連鎖反應，建議當局加強風險防控管理，以確保金融體

系穩定。 

未來住宅供應概況 

1. 公共房屋供應： 

o 未來 5 年供應量為 17,768 個單位，平均每年 3,554 個。 

o 其中，經濟房屋 13,680 個，社會房屋 4,088 個，全部集中在新城 A 區。 

o 新城 A 區公共房屋總規劃供應量為 28,000 個，2025 年將有 2,993 個家團入伙。 

2. 其他住宅供應： 

o ⾧者公寓已租出 300 個單位。 

o 包括置換房、暫住房及「澳門新街坊」在內，未來 5 年住宅總供應量達 31,103 個，

平均每年 6,220 個。 

o 較過去 20 年公共及私宅房屋每年平均供應 3,510 個高出 77%。 

未來住宅供應量顯著增加，有助緩解住房需求壓力，並推動社會穩定發展。 

本澳住宅市場面臨的問題 

1. 成交量及流動性不足： 

住宅成交量持續低迷，市場嚴重缺乏流動性，淨吸納量指數反映市場需求疲弱。 

2. 經濟房屋置換制度修訂： 

政府正探討經濟房屋置換制度的法律修訂方案，業界對此廣泛關注。 

3. 公共房屋供應與私人投資： 

在經濟前景充滿挑戰的背景下，未來公共房屋供應量維持高水平，而私人房屋投資策略趨於

謹慎。 

4. 高息環境持續： 

高息環境可能維持㇐段時間，進㇐步影響市場活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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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 檢視公共房屋供需： 

過去兩個經濟房屋項目申請人數下降，應積極檢視公共房屋供應與需求，避免供過於求。 

2. 加快城市規劃進度： 

期待明確的詳細規劃出台，加速推進各區域規劃諮詢，提升規劃條件圖的發出效率。 

3. 修正溢價金計算方式： 

溢價金計算應反映實際市場價值，包括舊區重建、商業樓層價值差異及住宅樓宇級別差異，

建議修訂法例以更貼近市場實際情況。 

 

展望 

2025 年市場形勢仍充滿挑戰，但若加息週期結束並開始減息，加上中國經濟及房地產市場實現軟著

陸，澳門投資市場有望恢復信心，促進市場健康發展。 

 

建築行業持續發展_意見書 

㇐.  建築行業持續發展 

1.  澳門建築業的情況，根據資料顯示，建築業在澳門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屬於勞動密集

型產業。希望政府能夠提供更多機會給本地中小企業和人才參與工程項目，從而提升競

爭力，實現可持續發展。 

2.  本地企業競爭力不足、大型項目多由外部公司承攬、中小企業資源有限、人才流失或培

養不足等。希望政府通過政策支持來改變這㇐狀況，促進本地業界的健康發展。 

3.  “有序持續健康發展”需要具體措施來實現。考慮政策傾斜，按序推出公共基礎建設項

目，在招標中設置本地企業參與的比例，或者提供稅收優惠。此外，人才培養方面可能

需要加強職業培訓，建立合作機制，確保有足夠的技術工人和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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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築行業的發展方向 

 

1. 私人工程項目發展方面 

- 小型商業裝修工程審批，建議土地工務局僅負責行政審批，技術審批可由技術員、工程師

或則師負責，以加快批則速度。 

2. 公共工程發展方向 

- 建議政府在公開標中採用中位價為最優，而在邀請標中，除標價外亦應考慮工程進度，以

避免惡性競爭，影響業界⾧遠發展。除特殊建築或基建工程外，㇐般民用建築不宜採用設計

連施工招標。 

 

3. 都市更新與技術提升 

- 提出新的都市更新方案，重點關注舊區保育、舊樓加裝電梯技術、外牆更新及電力裝置設

備升級。新技術配合可以在舊區狹窄土地上建房，並且引入新消防技術以配合發展需求。 

 

4. 電子化入則 

- 建議加快電子化入則進程，使用電子化文件及相關軟件進行工程項目管理。大力推動部門

提升電子化行政程序，以提高效率。 

 

此意見書旨在推動建築行業持續發展，提升行政效率，並確保技術與市場需求同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