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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七年三月本澳的總出口貨值為13.6億元(澳門元，下同)，較去年同月下跌
22.4%，其中本地產品出口貨值為7.5億元，再出口貨值為6.1億元，分別錄得40.5%的跌幅及
23.6%的升幅。進口貨值為34.6億元，較去年同月上升16.7%。三月份錄得貿易逆差約21.0
億元。 

 
按累計數字分析，二零零七年一月至三月本澳總出口貨值為43.1億元，較去年同期下

跌9.7%，其中本地產品出口及再出口貨值分別錄得22.6%的跌幅及28.6%的升幅。同時，進口
貨值較去年同期上升18.8%，達91.4億元。 

 
二零零七年首三個月錄得約48.2億元的貿易逆差，出進口比率則由去年一月至三月的

62.1%下跌至本年同期的47.2%。 
 

        表一 
對外貿易主要指標 

千澳門元 

二零零六年 二零零七年 變動率 ％ 
主要指標 

三月  一月至三月 三月  一月至三月 三月  一月至三月

1 2 3 4 5 6 7 
出口  1 746 465  4 776 230  1 355 919  4 314 931 -22.4 -9.7
 本地產品出口  1 252 205  3 565 073   745 059  2 757 619 -40.5 -22.6
 再出口    494 260  1 211 157   610 860  1 557 312    23.6 28.6
進口  2 964 674  7 689 107  3 459 252  9 137 614    16.7 18.8
貿易餘額ª -1 218 209 -2 912 877 -2 103 332 -4 822 683 -72.7 -65.6
出口／進口比率（％）    58.9    62.1    39.2    47.2 . . . .

ª 貿易餘額是出口數值減去進口數值 
. . 不適用 
註: 由於小數進位的原因，各小項之和與總數可能出現差異。 
  
 

在出口貨值方面，二零零七年首三個月紡織品及成衣類別佔總出口的62.0%，其貨值較
去年同期下跌26.3%；而非紡織品類別的出口貨值則上升43.4%，當中佔比重較大的機器設備
與零件及鞋類，分別錄得115.9%及248.2%的升幅。 
 
 

官方統計。倘刊登此等資料，須指出資料來源。  
統計暨普查局，澳門宋玉生廣場 411-417號皇朝廣場17樓  

電話： 3995311      圖文傳真： 28307825 
二零零七年四月編制  

電子郵件地址 : info@dsec.gov.mo  網頁地址 :http://www.dsec.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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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按主要貨物統計之出口貨值 

千澳門元 

二零零六年 二零零七年 
主要出口貨物大類 

一月至三月 佔有率％ 一月至三月 佔有率％ 

變動率 
％ 

1 2 3 4 5 6 
總數 4 776 230   100.0 4 314 931   100.0 -9.7
紡織品及成衣 3 634 354   76.1 2 677 162   62.0 -26.3

成衣:      
針織 1 870 855   39.2 1 515 116   35.1 -19.0
梭織 1 412 295   29.6  865 007   20.0 -38.8

紡織布料  253 169   5.3  239 708   5.6 -5.3
紡織紗及線  73 669   1.5  38 065   0.9 -48.3
其他  24 367   0.5  19 266   0.4 -20.9

非紡織品 1 141 875   23.9 1 637 769   38.0   43.4
機器設備與零件  285 645   6.0  616 697   14.3   115.9
鞋類  30 161   0.6  105 012   2.4   248.2
影音器具  5 414   0.1  14 371   0.3   165.4
其他  820 655   17.2  901 689   20.9   9.9

註: 由於小數進位的原因，各小項之和與總數可能出現差異。 
 
 

同時，美國和歐洲聯盟仍然是本澳出口的主要市場，共佔總出口貨值的57.4%。其中美
國吸納了本澳總出口的41.2%，其貨值較去年同期下跌27.0%；歐洲聯盟佔總出口的16.2%，
其貨值亦下跌14.2%。至於亞洲地區市場，輸往中國大陸及香港的貨值共佔本澳總出口的
29.5%，其貨值較去年同期分別錄得20.6%及16.9%的升幅。 
 

表三 
按主要國家或地區統計之出口貨值 

千澳門元 
二零零六年 二零零七年 

主要國家或地區 
一月至三月 佔有率％ 一月至三月 佔有率％ 

變動率 

％ 

1 2 3 4 5 6 
總數 4 776 230   100.0 4 314 931   100.0 -9.7
歐洲聯盟  816 118   17.1  700 359   16.2 -14.2

德國  299 415   6.3  256 897   6.0 -14.2
英國  170 081   3.6  153 451   3.6 -9.8
法國  127 817   2.7  89 737   2.1 -29.8
葡萄牙  2 712   0.1   470   0.0 -82.7

美國 2 437 887   51.0 1 779 742   41.2 -27.0
中國大陸  584 429   12.2  704 748   16.3   20.6
香港  487 037   10.2  569 556   13.2   16.9
中國台灣  26 799   0.6  40 921   0.9   52.7
日本  38 055   0.8  60 223   1.4   58.3
澳大利亞  9 032   0.2  5 163   0.1 -42.8
其他  376 873   7.9  454 219   10.5   20.5
註: 1) 由於小數進位的原因，各小項之和與總數可能出現差異。 
 2) 由二零零七年一月起，歐洲聯盟之成員國由二十五個增加至二十七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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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零零七年一月至三月期間，本澳的總進口貨值較去年同期上升18.8%，此升幅是由於

在進口經濟貨物大類中，資本貨物、消費品、燃料及潤滑油和原料及半製成品的貨值分別上
升42.9%、16.2%、15.4%及8.3%所致。 
 
 

表四 
按經濟貨物大類統計之進口貨值 

千澳門元 
二零零六年 二零零七年 

經濟貨物大類 
一月至三月 佔有率％ 一月至三月 佔有率％ 

變動率 

％ 

1 2 3 4 5 6 
總數 7 689 107   100.0 9 137 614   100.0   18.8
消費品 3 037 795   39.5 3 530 692   38.6   16.2
原料及半製成品 2 369 566   30.8 2 566 163   28.1   8.3
燃料及潤滑油  801 198   10.4  924 532   10.1   15.4
資本貨物 1 480 548   19.3 2 116 227   23.2   42.9
註: 由於小數進位的原因，各小項之和與總數可能出現差異。 

 

 

同時，在消費品類別進口中，其他未列明之消費品佔該類別總進口的65.4%，其貨值較

去年同期上升10.8%，當中半耐用消費、耐用消費品及非耐用消費品的貨值與去年同期比較，

分別錄得12.4%、12.2%及7.7%的升幅。 

 

 

表五 
按消費品類別統計之進口貨值 

千澳門元 
二零零六年 二零零七年 

消費品類別 
一月至三月 佔有率％ 一月至三月 佔有率％ 

變動率 

％ 

1 2 3 4 5 6 
總數  3 037 795 100.0  3 530 692 100.0 16.2 
家庭消費品(食物及飲品)   717 225 23.6   911 596 25.8 27.1 
載客汽車及電單車   234 851 7.7   308 546 8.7 31.4 
其他未列明之消費品  2 085 719 68.7  2 310 550 65.4 10.8 
  耐用消費品   590 055 19.4   662 146 18.8 12.2 
  半耐用消費品   789 321 26.0   887 354 25.1 12.4 
  非耐用消費品   706 342 23.3   761 050 21.6 7.7 

註: 由於小數進位的原因，各小項之和與總數可能出現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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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原料及半製成品類別進口中，紡織材料佔30.4%，建築材料佔19.0%，其貨值較

去年同期分別下跌22.1%及上升21.4%。 
 

表六 
按原料及半製成品類別統計之進口貨值 

千澳門元 
二零零六年 二零零七年 

原料及半製成品類別 
一月至三月 佔有率％ 一月至三月 佔有率％ 

變動率 

％ 

1 2 3 4 5 6 
總數 2 369 566 100.0 2 566 163 100.0 8.3 
紡織材料 1 002 046 42.3  780 592 30.4 -22.1 
建築材料  402 193 17.0  488 208 19.0 21.4 
毛皮、紙品及塑膠工業用  130 001 5.5  144 198 5.6 10.9 
  原料及半製成品    
其他產品  835 327 35.3 1 153 165 44.9 38.0 
註: 由於小數進位的原因，各小項之和與總數可能出現差異。 

 
 

本澳的進口貨物原產地仍集中於亞洲地區，中國大陸及香港的進口貨值共佔總進口的
52.6%，與去年同期比較，其貨值分別錄得18.6%及16.2%的升幅。此外，歐洲聯盟佔總進口
的16.6%，美國佔5.1%，其貨值較去年同期分別錄得54.8%及13.1%的升幅。 
 

表七 

按主要國家或地區統計之進口貨值 

千澳門元 
二零零六年 二零零七年 

主要國家或地區 
一月至三月 佔有率％ 一月至三月 佔有率％ 

變動率 

％ 

1 2 3 4 5 6 
總數  7 689 107   100.0 9 137 614   100.0   18.8
歐洲聯盟   981 087   12.8 1 519 051   16.6   54.8

法國   292 097   3.8  380 506   4.2   30.3
英國   137 497   1.8  163 744   1.8   19.1
德國   249 012   3.2  422 565   4.6   69.7
葡萄牙   25 027   0.3  31 725   0.3   26.8

美國   415 012   5.4  469 250   5.1   13.1
中國大陸  3 288 286   42.8 3 901 031   42.7   18.6
香港   775 927   10.1  901 960   9.9   16.2
中國台灣   254 425   3.3  293 657   3.2   15.4
韓國   180 384   2.3  151 408   1.7 -16.1
日本   702 331   9.1  848 528   9.3   20.8
澳大利亞   103 902   1.4  147 245   1.6   41.7
其他   987 753   12.8  905 484   9.9 -8.3
註: 1) 由於小數進位的原因，各小項之和與總數可能出現差異。 

2) 由二零零七年一月起，歐洲聯盟之成員國由二十五個增加至二十七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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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統計表可在本局網頁下載 
 

 

 表一 − 進口及出口之每月結果 

 表二 − 本地產品出口及再出口之每月結果 

 表三 − 按標準國際外貿分類表第四修訂版之類及節及根據原產地統計之進口 

 表四 − 按標準國際外貿分類表第四修訂版之類及節及根據目的地統計之出口 

 表五 − 按標準國際外貿分類表第四修訂版之類及節及根據目的地統計之本地產品出口

 表六 − 按標準國際外貿分類表第四修訂版之類及節及根據目的地統計之再出口 

 表七 − 按原產地及根據標準國際外貿分類表第四修訂版之類及節統計之進口 

 表八 − 按目的地及根據貨物大類統計之出口 

 表九 − 按目的地及根據貨物大類統計之本地產品出口 

 表十 −  按目的地及根據貨物大類統計之再出口 

 表十一 − 對外貿易之變動 

 表十二 − 按受統計之地理經濟區域及國家或地區之進口及出口 

 表十三 − 按受統計之地理經濟區域及國家或地區之本地產品出口及再出口 

 表十四 − 按經濟貨物大類及根據原產地統計之進口 

 表十五 − 按主要貨物大類及根據目的地統計之出口 

 表十六 − 按主要貨物大類及根據目的地統計之本地產品出口 

 表十七 − 按主要貨物大類及根據目的地統計之再出口 

* 表十八 − 按主要貨物大類及根據目的地統計之季度出口 

* 表十九 − 按主要貨物大類及根據目的地統計之季度本地產品出口 

* 表二十 − 按主要貨物大類及根據目的地統計之季度再出口 

* 表二十一 − 按經濟貨物大類及根據原產地統計之季度進口 

* 表二十二 − 按澳門行業分類第一修訂版組別統計之出口 

* 表二十三 − 按澳門行業分類第一修訂版組別統計之本地產品出口 

* 表二十四 − 按澳門行業分類第一修訂版組別統計之再出口 

 

 

* 有關的統計表只在三、六、九及十二月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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