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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世望屋核⼼成員招募：

⼀起參與推動可持續發展！

你是否想參與社會事務，為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帶出正⾯影

響，同時⼜渴望累積與可持續發展相關的⼯作經驗？不管你

⾝處澳⾨、內地還是海外，世望屋都歡迎志同道合的夥伴，

⼀起創造促進社會改變的空間！

我們現正開放多個崗位。如果對其他崗位感興趣，或希望為

世望屋開拓新的領域，我們也⼗分歡迎你的來函。

 

有 意 者 請 在 6 ⽉ 1 ⽇ 前 發 送 履 歷 ⾄

genervisionhouse@gmail.com。查看世望屋的網站以了解

各個崗位詳情。現正開放崗位為⾃願性質，且要求⼀定程度

的時間投⼊，請衡量個⼈情況作出申請。我們歡迎你加⼊我

們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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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澳⾨聖約瑟⼤學可持續發展⽉的

活動之⼀，世望屋上星期五在⼤學為

觀眾提供可持續發展⽬標⼯作。我們

的代表袁斯陶和伍靖楓介紹了可持續

發展⽬標及其框架，並與⼀群熱情的

觀眾就如何使澳⾨成為⼀個更可持續

的城市交換了許多有趣的想法。⾮常

⾼興能與各位參加者度過了⼀個週五

的晚上，我們亦很喜歡⼯作坊中的對

話，完全讓我們感受到他們的精神和

熱情。我們希望每位參加者都有⼀個

愉快的體驗！

源源不息：地球⽇⼯作坊

為了紀念地球⽇52週年，世望屋於4⽉20⽇在澳⾨

⾃來⽔為其團隊成員舉辦了以「源源不息 : 地球⽇

⼯作坊」為主題的可持續發展  活動。我們探討了

澳⽔如何通過可持續發展路線圖  和⾏動為實現可

持續發展⽬標做出貢獻，同時分享本地實踐可持續

發展的進展以及個⼈可以採取哪些⾏動來投資我們

的環境和未來。

活動回顧

我們還聽取了澳⾨特殊奧運會代表的分享，了解

他們在「好茶好⽔ --特奧共融⽔吧培訓班」的經
驗和⼼得。「好茶好⽔」是澳⽔與特奧會的合作

項⽬，旨在為特奧會的學員提供學習沖泡飲品技

巧和開拓多元化的職業技能的機會。我們在享受

特奧會學員製作的美⻝中完滿結束了這次⼯作

坊。

作為澳⾨重要的基礎設施供應商之⼀，澳⽔⼀直

致⼒將可持續發展納⼊其業務營運中。他們不僅

努⼒提供優質的服務，更積極推動社區發展。

世望屋⾮常榮幸能與澳⽔合作。讓我們繼續⼀起

為可持續的未來⽽努⼒！

02

可持續發展⽬標框架簡介⼯作坊

感謝澳⾨聖約瑟⼤學和澳⾨英國商會

給予我們這個特別的機會，讓我們分

享對可持續發展的熱情！澳⾨聖約瑟

⼤學將會有更多關於可持續發展的⼯

作坊，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到他們的專

⾴了解⼀下。

如果你希望在推廣可持續發展⽬標上

尋求合作的機構，歡迎與我們聯絡。

合作單位： 合作單位：



 意識到可持續消費的複雜性，以及消費在解決問題⽅⾯的局限性；
 同情那些在不公平的⼯作條件和環境剝削下的⼈⾝處的困境；
 培養對社區的歸屬感，從與你信任的⼈的關係中找到幸福感；
 參與推動決策者制定和實施可持續發展政策的活動。

要從單純的綠⾊消費者轉變為可持續消費者，我們可以實踐四件事：

1 .
2 .
3 .
4 .

I P C C  報告中充分記錄了⽂化是減緩氣候變化的重要⼿段。為了在社區中培育⼀種可持
續發展的⽂化，世望屋⼀直組織不同的社區活動，例如可持續聖誕派對、印章⼯作坊和

正向⼯作坊等。

S D G 1 6指出，決策應該在每個層⾯上包括每個⼈的參與。要創造消費體系的正⾯改變，
我們必須積極參與決策過程。除了政策公眾諮詢等受邀參與的空間外，澳⾨還有不同類

型的空間，由熱衷於為更可持續發展的城市貢獻的⼈們創造，例如倡議保留在卓家村的

⼗棵古樹的請願書和由澳⾨減廢站發起的乾淨回收站。這些⾏動令我們能進⼀步改變消

費和⽣產系統。

地球⽇始於呼籲改變現狀，讓我們投資我們的⾏動於地球上。遲來的地球⽇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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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回顧：⾛出綠⾊消費

4  ⽉  2 2  ⽇的地球⽇當天，世望屋聯合社會責任家、
良 ⻝ 基 ⾦ 、 ⻘ 年 應 對 氣 候 變 化 ⾏ 動 網 絡 和

A C T 4 F O O D  A C T 4 C H A N G E共同探討⻘年在綠⾊消
費中的⻆⾊。我們的代表伍靖楓分享了她對在澳⾨成

為可持續消費者的⾒解和實踐。

綠⾊消費通常被認為是「環保」產品或服務的⽣產和

消費，例如貼有節能標籤的家⽤電器和貼有可⽣物降

解標籤的餐具。然⽽，在考慮其整個⽣命週期時，此

類產品和服務並不⼀定是看起來那樣綠⾊ /可持續。
消費綠⾊產品⽽不反思不可持續的消費模式將無法改

變永無⽌境的廢物產⽣和資源開發。我們不能單靠購

買來解決問題。



什麽是智慧城市？

⽬前，對於什麼因素構成「智慧  」城市，社會仍沒有明確的定義，但有⼀點是肯定的
— —它不僅僅是關乎科技進步。雖然「智慧城市」是⼀個不斷演變的概念，但這個術語
主要是指利⽤數字創新改善市⺠福祉的舉措。

世界各地最佳的實踐表明，這是由政府智慧管治、數位素養（ d i g i t a l  l i t e r a c y）的提
升、多⽅利益相關⽅的夥伴關係、對前瞻性措施的投資以及社會對善⽤數據的需求增加

所驅動的。

正 如 聯 合 國 開 發 計 劃 署 旗 下 的 科 技 中 ⼼ （ U n i t e d  N a t i o n s  G l o b a l  C e n t r e  f o r
T e c h n o l o g y ,  I n n o v a t i o n  a n d  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所指出，智慧城市是具
包容性、可持續性和適應性的。這意味著這些城市必須為市⺠提供平等和安全的公共服

務，同時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社會和環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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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闢邁向智慧澳⾨的道路：

澳⾨可以從鄰近的「智慧城市」中學習到什麽?

袁斯陶

正如澳⾨的⼀些鄰近地區所展現，成爲⼀個「智慧城

市」不僅僅只意味著科技進步。

亞太地區的經濟體（⽇本除外）在 2 0 1 9年⾄ 2 0 2 3年期
間將貢獻全球智慧城市舉措⽀出的三分之⼀，其中中

國佔該地區⼤部分的相關技術投資。

隨著這麼多鄰近地區展⽰智慧城市規劃的成功案例，

澳⾨在⾃⾝發展⽅⾯有很多經驗可以從中借鑑。我們

探討成為智慧城市的定義，以及澳⾨應該採取哪些措

施來實現其智慧城市發展⽬標。



澳⾨有多「智慧化」?

從其 2 0 1 6 - 2 0 2 0年和 2 0 2 1 - 2 0 2 5年期間的五年規劃到最近的《施政報告》，澳⾨特區政
府已把時間、資源和精⼒傾注到⾯向未來的舉措中。

在2 0 1 8年發佈的《澳⾨智慧城市發展策略及重點領域建設》諮詢⽂本中，特區政府提出
智慧城市發展需要圍繞兩個根本原則— —分別是以⼈為本的⽅法和基於聯合國 1 7個可持
續發展⽬標（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G o a l s）促進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在區域層⾯，《粵港澳⼤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為建設以「廣州 -深圳 -⾹港 -澳⾨」科技創
新⾛廊為主軸的國際科技創新中⼼提供了藍圖。

在2 0 2 1年發佈的《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案》也指出，將加⼤對科技創新⾛廊
中的⾼端製造業和科研的⽀持。

因爲這些⾃上⽽下的努⼒，澳⾨正經歷著數字基建的轉型。從提供電⼦政務服務的  「澳
⾨公共服務⼀戶通」（簡稱「⼀戶通」）到為市⺠和遊客提供⼀站式資訊服務的「袋中

澳」⼿機應⽤程式，市⺠現在可以使⽤越來越多便⺠的移動應⽤程式。

澳⾨居⺠也從本地與阿⾥巴巴（A l i b a b a  G r o u p）和商湯科技（S e n s e T i m e）等創新者
蓬勃發展的夥伴關係中獲益良多。例如，阿⾥巴巴同意在⼈⼯智能（A I）和⼤數據驅動
的數字化措施⽅⾯進⾏合作，以解決社會常⾒的⺠⽣問題，其中⼀個例⼦便是這家科技

巨頭已經與交通事務局合作，開發了⼀項交通事故智慧感知服務。

另外，該公司還與特區政府旅遊局合作，創建了⼀個「旅遊資訊交換平台」，收集和分

享旅客的喜好、⾏為、熱⾨地標的實時⼈流和交通狀況的數據。這些數據同時改善遊客

的旅⾏體驗，並幫助政府制定更明智的旅遊發展計劃。

然⽽，在⽇常⽣活中，這些舉措仍然與市⺠的需要脫節。儘管我們的⽣活逐漸得到改

善，但澳⾨的智慧城市發展措施在其覆蓋範圍和影響⽅⾯仍然有限。因為本地缺乏有效

的領導和執⾏能⼒，許多智慧城市相關舉措也被延遲了，變成無法實現的想法。

為了在智慧城市發展中邁向下⼀步，澳⾨政府需要制定明確的評估標準和執⾏計劃，促

進除公眾諮詢之外基層市⺠有意義的參與，並確保其智慧城市舉措真正惠及城市中的每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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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數據的使⽤和再利⽤是否能提供價值？例如，克羅地亞將其⼈⼝普查數據與⾏

政和住戶調查數據相結合，創建了詳細的貧困地圖，使當地政府能夠更好地分配扶貧

資⾦。

信任：在政府和企業的⽀持下，社會裏是否有⼀個充滿信任的環境來保障⽤戶的權利

和利益？例如，網絡安全和數據隱私為⽤戶加强網絡防衛，並創造信任的氛圍。

公平：每個⼈和所有利益相關者都能從數據中得益嗎？還是較貧困或農村地區較少有

機會接觸和獲取數字服務？對新科技的投資是否只優先考慮某些利益相關者（如⼤型

企業和政府），⽽忽視了如⾮牟利組織等的其他利益相關者？所有公⺠都應能夠獲取

數據並從中受益，包括少數群體和居住在服務不⾜地區的群體。

智慧城市還應該具有抵禦氣候變化和⼤流⾏病等全球挑戰的能⼒。為了實現這些⽬標，

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如⺠眾以及公共、私營和⾮牟利部⾨）需要善⽤數據。善⽤數據的

數字化社會是由以下三個關鍵因素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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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透明度和時間表是關鍵

在某些⽅⾯，政府的政策和法規正在沿著智慧城市發展⽅向取得進展。例如，2 0 1 9年正
式⽣效的《澳⾨網絡安全法》有助於加強關鍵基礎設施營運者（例如公共部⾨、銀⾏、

公⽤事業機構和互聯網服務提供商）的網絡、數據和運營，⽽ 2 0 2 0年正式⽣效的第
2 / 2 0 2 0號《電⼦政務》法律則把⼀些需要⼤量⽂件處理的流程轉移到網上進⾏。

但澳⾨政府仍然缺乏落實其更為廣泛的計劃所需的評估和實施程序。例如，上述在2 0 1 8
年發佈的《澳⾨智慧城市發展策略及重點領域建設》諮詢⽂本並沒有為許多其所提議的

⽬標提供明確的時間表。更重要的是，該⽂本的最終版本在提交給政府後，⾄今還沒有

呈現在公眾⾯前。

政府與阿⾥巴巴在 2 0 1 6年簽署為期四年的《構建智慧城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下稱
《協議》）也⽋缺第⼆階段合作（由2 0 1 9年7⽉⾄2 0 2 1年6⽉）的具體時間表。在這兩年
内，這家領先的雲計算公司計劃開展與環境保護、海關通關和本地經濟預測模型有關的

項⽬。

然⽽，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原因，許多第⼆階段的項⽬遭受延誤。同樣地，公眾不但無

法得知《協議》下所有項⽬的最終評估，也無法參閲評估這些項⽬投資的《協議》，更

不⽤說項⽬的執⾏和影響。

澳⾨政府在2 0 1 9年推出了「特區政府數據開放平台」，該平台⽬前提供來⾃3 4個部⾨或
實體的 5 3 4個數據集。然⽽，這些數據⼤多是不頻繁更新的統計數據以及⼀些社會數據
（例如⼈⼝普查數據和住房價格），但並沒有提供很多可以⽀持或記錄智慧城市舉措的

資料。

當居⺠無法評估政府的表現時，讓官員和他們的合作夥伴承擔責任便變成是不可能的事

情。同時，要政府改善他們的服務和程序也成爲⼀種挑戰。



來⾃亞太地區的最佳案例為澳⾨提供了寶貴的學習機會。以新加坡的榜鵝數碼園區

（P u n g g o l  D i g i t a l  D i s t r i c t）的開放數字平台（O p e n  D i g i t a l  P l a t f o r m）為例，當
這個開放數字平台在 2 0 2 3年啟動時，這個安全的平台將提供從數碼園區的傳感器和系
統網絡中收集的實時數據，讓企業和學⽣能夠為不同的智慧城市措施進⾏模擬。

隨著新加坡的加速發展，澳⾨的⾏政程序需要變得更加精簡，以有效地領導智慧城市發

展措施。由前⾏政⻑官崔世安在就任期間（任期於 2 0 1 9年結束）擔任主席的「智慧城
市發展專責⼩組」有來⾃不同政府部⾨的代表參與組成。

政府成⽴這個專責⼩組的⽬的是為協調在五年規劃中所提出的智慧城市發展措施（如與

阿⾥巴巴的合作）的⾏動。但⾃從現任⾏政⻑官賀⼀誠上任以來，該專責⼩組除了對

2 0 1 8年的《澳⾨智慧城市發展策略及重點領域建設》諮詢⽂本提供諮詢意⾒外，就再
也沒有公開的活動。

如果沒有⼀個有效的⽅法來管理其智慧城市的舉措，澳⾨會在數字化轉型（ d i g i t a l
t r a n s f o r m a t i o n）⽅⾯落後於其他地區。

例如，訂明向電信運營商發放匯流牌照的《電信法》在 2 0 1 9年已完成公開諮詢⼯作，
但它將在 2 0 2 3年下半年才⽣效— —這意味著匯流牌照在預計發放第⼀批 5 G牌照的⼀年
後才會推⾏。匯流牌照意指電信運營商只需要申請⼀個單⼀的牌照來運⾏多種服務，例

如固定電話服務和流動電話服務。如果沒有法律訂明基本規則，主要的電信運營商有可

能會壟斷5 G服務，因⽽提⾼價格和降低服務效率。

在這種情況下，南韓的智慧城市法律改⾰為澳⾨提供了⼀個發展藍圖。 2 0 1 9年，該國
將其  「 U - C i t y  A c t」修訂為「 S m a r t  C i t y  C r e a t i o n  a n d  I n d u s t r i a l  P r o m o t i o n
A c t」（簡稱「智慧城市法」），創建了⼀個更廣泛的法律框架，以授權多⽅利益相關
者合作，並將智慧城市概念擴⼤到改善地下基礎設施以外的的範圍。

南韓最近再⼀度修訂的「智慧城市法」也旨在⽀持使⽤新科技的創新產業（例如無⼈駕

駛汽⾞和智慧電網）以及提供私⼈企業機會提出創意想法的私⼈提案制度（ p r i v a t e
p r o p o s a l  s y s t e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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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的城市服務  
⽬前，澳⾨的智慧城市合作主要圍繞著企業、政府和學術研究機構之間的合作。但是，

要確保市⺠和⺠間社會組織（ c i v i l  s o c i e t y  o r g a n i s a t i o n s）也積極參與智慧城市舉
措的發展，本地社會還需要做出更⼤的努⼒。

聯合國⼤學澳⾨研究所（U n i t e d  N a t i o n s  U n i v e r s i t y  I n s t i t u t e  i n  M a c a u）最近發
表 的 ⼀ 份 報 告 指 出 ， 近 7 0 % 澳 ⾨ 的 受 訪 ⺠ 間 社 會 組 織 依 靠 數 字 技 術 （ d i g i t a l
t e c h n o l o g y）提供服務，尤其是向服務不⾜的⼈⺠提供服務。然⽽，只有不到 1 0 %的
⺠間社會組織採取了涵蓋網路安全威脅的安全評估。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中⼼通常配

備服務了約⼗年的系統和硬件配套，因⽽更容易受到網路安全⾵險和電腦當機的影響。

由於服務不⾜的社群往往依賴澳⾨的⾮牟利組織和⾮政府組織提供基本服務，因此社會

必須增加對本地⺠間社會組織的投資，以加强其⼯作⼈員和志願者的數位技能，並使他

們能夠在安全的網路上獲得智慧城市措施的服務。  

智慧城市不僅僅是提供先進的科技。智慧城市最終需要通過善⽤數據為所有⼈提供可持

續的經濟、社會和環境發展，把公⺠的福祉放在⾸位。我們需要開始跨越各社會界別進

⾏合作，以創造⼀個價值、信任和公平驅動的體系，使智慧城市的舉措能夠蓬勃發展並

惠及所有澳⾨市⺠。

（⽂章刊登於  M a c a o  N e w s  新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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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數位素養和多⽅參與
⼀個智慧城市的成功最終取決於其公⺠對它的看法，因此他們的參與是⾄關重要的。但

為了社會各界能有意義地參與智慧城市發展，社會必須提⾼市⺠的數位素養。

近年來，澳⾨在提⾼數位素養⽅⾯做出了值得讚揚的努⼒，尤其是針對本地年輕⼈的能

⼒ 培 養 。 例 如 ， 資 訊 與 通 訊 科 技 （ I n f o r m a t i o n  a n d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T e c h n o l o g y）競賽將學⽣的想法變成了現實，⽽在區域科技巨頭的實習機會則增強了
年輕⼈的數位技能。

然⽽，在提⾼各群體的數位素養⽅⾯，社會還需要下很多功夫。《澳⾨居⺠互聯網使⽤

趨勢報告2 0 2 0》顯⽰，2 4 %的受訪⽤戶表⽰他們曾遭受個⼈網絡隱私侵害，⽽3 3 %的
使⽤者表⽰他們在意識到⾃⼰的錯誤之前曾轉發過假新聞。

在加强智慧城市解決⽅案和建⽴市⺠對科技使⽤的

信任⽅⾯，相對較低的數位素養會構成⼀個嚴重的

障礙。澳⾨政府和教育機構將需要在數位素養⽅⾯

投⼊資源，尤其是⽀持弱勢群體和⽼年市⺠。

那麼，澳⾨可以怎樣提⾼數位素養？讓我們考慮⼀

下泰國孔敬市在 2 0 1 8年「 I D C亞太區智慧城市⼤獎
（ S C A P A）」中獲得了⼀等獎的智慧醫療模式。當
地政府對泰國東北部城市的醫療系統進⾏了全⾯改

⾰，通過智慧救護⾞的運⾏、數位化的健康資訊交

換平台以及智慧⼿錶的遠距監測來加強服務。為了

確保⽼年⼈和弱勢群體能夠從該醫療系統中受益，

當局舉辦了培訓課程，教導他們如何利⽤智慧⼿錶

和線上平台。



近年來，社會企業責任受到社會各

界的關注。聯合國亦提倡企業將永

續發展融⼊公司營運計劃中（ U N
S D G 1 2 )。除了專注利潤產出外，
企業對環保及社會議題的關注度亦

⼤⼤提⾼。

可持續採購是其中⼀項。企業價值

鏈中所涉及的持份者眾多，過程中

所產⽣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不容忽

視。國際管理諮詢公司M c k i n s e y
亦在2 0 2 1年發表了關於企業價值鏈
可持續發展的相關建議。

09

永續發展之可持續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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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101：掌握氣候危機的基本術語
氣候變化影響我們每⼀個⼈，不論國界和年齡，我們都應該了解氣候變化的重要性。雖

然如此，在沒有科學的背景下，氣候變化的資訊和討論並不容易理解。世望屋準備了⼀

些常⾒的「氣候」術語和⼤家⼀起解碼！



1 1

掃描⼆維碼以閲讀世望屋刊登於Macao News 新聞報有關氣候變
化基本術語的全⽂。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委員會 ( I P C C )在4⽉ 5⽇
發佈了⼀份新報告，探討了減緩氣候變化的

各種措施，以防⽌氣候變化的影響在未來幾

⼗年內進⼀步惡化。我們從上⼀份報告中得

知，⼈類明確的造成了氣候變化，⽽且引發

了連鎖反應，對地球上的⽣命造成了不可逆

轉的影響。作為地球上的公⺠，我們能做些

什麼來幫助拯救地球上萬物的共同未來，使

它不會成為⼀場災難呢？

氣候變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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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盛事：中葡論壇部⻑級特別會議

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部⻑級特別會議於4⽉ 1 0⽇以線上結合線下模式
舉辦，主會場設置在澳⾨，同時在北京設置分會場。此次部⻑級特別會議以 “攜⼿抗
疫、共謀發展 ”為主題，包括部⻑級特別會議開幕式、中國—葡語國家防疫交流中⼼揭
牌儀式、部⻑級特別會議及簽署《聯合聲明》等多項活動。

此次論壇成果性⽂件《聯合聲明》將明確論壇與會國共同推進攜⼿抗擊疫情，恢復經濟

增⻑，打造澳⾨中葡交流平台等⽅⾯⼯作，提升中國內地、澳⾨及葡語國家經貿、⼈

⽂、衛⽣等領域的合作⽔平。

中國與葡語系國家雙邊貿易額從 2 0 0 3年的 1 1 0億美元，增⻑到 2 0 2 1年的 2 0 0 9 . 4 8億美
元，增⻑達 1 7倍。近年來，中國企業對葡語國家投資熱情不減，重點集中在巴西、葡萄
⽛、莫桑⽐克和安哥拉。儘管當前疫情仍困擾全球，世界經濟不穩定因素增多，但中葡

論壇常設秘書處副秘書⻑丁恬稱，在 “⼀帶⼀路 ”倡議和粵港澳⼤灣區建設等重⼤發展機
遇的⽀持下，相信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合作⼤有可為。

圖⽚來源：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常設秘書處輔助辦公室（GASPF）

https://www.gov.mo/zh-hant/entity-page/entity-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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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已維持了兩年，雖然令可持續發展的進程倒退，但亦可以是⼀個令世界變得更好的

機會，特別是通過環境和經濟之間的關係。

氣候變化和⽣態多樣性的喪失是今次疫情發⽣的溫床。氣候變化和棲息地被破壞等原

因，令各種原來不會接觸的動物將病毒互相傳染，⽽⼈⼝增⻑和居住地的擴展使⼈類與

野⽣動物的距離越來越近，疾病的傳播和⼤流⾏容易⼀觸即發。

原來的經濟模式過度開發環境和⾃然資源，其過程產⽣的廢氣及污染令環境進⼀步受

損，最後亦導致⼈類健康出現危機，還會導致經濟受挫。這次的疫情清晰地傳遞了⼀個

訊息─「常規」的做法並不⾜以令我們從疫情中恢復過來，更別論預防同樣的情況再次

發⽣。如果我們要從疫情中復甦並變得更好，經濟發展必須朝著修補⾃然的⽅向⾛。

有⾒及此，許多國家在準備復甦計劃時將重點放在環保的元素上。「綠⾊復甦」計劃將

經濟的措施與氣候⽬標結合，政策覆蓋能源轉型、綠⾊交通、低碳建築及⽣態系統復修

等。根據⽜津⼤學依全球 5 0⼤國家公佈的⽀出預算的分析，在 2 0 2 0年，約有 3 , 4 0 0億
美⾦（約 2 . 7兆澳⾨元）的公共⽀出會投放在綠⾊項⽬上。⽽據國家財政部公佈的數
據，2 0 2 0年全國⽤於節能環保的⽀出達⼈⺠幣6 , 3 0 0億（約7 , 9 0 0億澳⾨元）。

全球的綠⾊經濟規模也越來越⼤。英國指數公司富時羅素追蹤了全球約3 , 0 0 0家與綠⾊
經濟對⼝的上市公司（包括能源⽣產、環境資源和可持續糧⻝和農業等），並發現這些

公司在 2 0 2 0年產⽣的「綠⾊收⼊」相當於 4 . 3兆美元（約 3 4兆澳⾨元），⽽且每年增
⻑率為 8 %。中國的綠⾊⾦融市場更成為為全球最⼤之⼀。綠⾊信貸規模在2 0 2 1年⼆季
度末為 1 3 . 9 2兆元⼈⺠幣，按年增⻑2 6 . 5 %。

隨著綠⾊經濟的規模越⼤，綠⾊⼯作機會也越來越多。

「綠⾊復甦」的機遇

伍靖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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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論壇指出，若將現時的資源利⽤和建設系統轉

型成對⾃然更友善，將可帶來 1 0兆美元（約 80兆澳⾨
元）的商機，以及創造 395萬個⼯作崗位。同樣地，城
市轉型聯盟預計全球城市的低碳轉型會帶來23 .9兆美元
（約 1 92兆澳⾨元）的商機，還可在 2030年前⽀持
8 , 700 萬 個 ⼯ 作 崗 位 。 ⽽ 歐 洲 企 業 領 袖 集 團 （ CLG
Europe）利⽤宏觀經濟模型來評估和⽐較「綠⾊復
甦」計劃及單靠削減稅收分別對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影

響，發現前者可以在較短時間內挽救歐盟 200萬個⼯作
崗位，並產⽣較⻑遠的就業機會增⻑，同時與疫情前相

⽐，更可減少 1 5%以上的碳排放。

圖⽚來源：澳⾨環境保護局

雖然施政報告及「⼆五規劃」中均有提及環境保護，但

內容不如推動新產業的詳細（相對的投資，經濟財政範

疇的措施也缺乏綠⾊的元素。澳⾨既有碳達峰和碳中和

的⽬標，⼜有經濟多元化的願景，為何不考慮將綠⾊措

施合併經濟發展⽅向，建⽴本地的綠⾊⼯作市場？例如

澳⾨可以加強發展綠⾊⾦融市場，為建築物的低碳和適

應氣候變化的改造提供補貼，以及資助⽣態環境修復和

潔淨等，都可以帶來許多就業機會。

筆者相信，只要特區政府也採取「綠⾊復甦」計劃，必

定能在⾛出經濟危機的同時將澳⾨打造成⽣態美好的宜

居家園。

（⽂章刊登於P la ta fo rma）

「綠⾊復甦」不僅能重振經濟，更有助達成《巴黎協定》中減碳⽬標和修復環境，還可

以創造巨⼤的就業機會。

⾯對疫情帶來的經濟挑戰，澳⾨特區政府也推出了「保就業、穩經濟、顧⺠⽣計劃」，

向市⺠發放電⼦消費優惠及稅務減免等福利以刺激經濟。為增強澳⾨的經濟發展，兩年

間推出的施政報告亦不斷強調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化，重點開拓⼤健康、現代⾦融、⾼新

技術等新產業。但澳⾨的⼯作市場仍無可避免地受損；最近的總失業率相⽐疫情前提升

了 1 . 1%，造成多於⼀萬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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