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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六年十月本澳的總出口貨值為15.7億元(澳門元，下同)，較去年同月下跌26.6%，
其中本地產品出口貨值為10.4億元，下跌35.5%，而再出口貨值為5.4億元，與去年同月持平。
進口貨值為29.2億元，較去年同月下跌5.9%。十月份錄得貿易逆差約13.4億元。 

 
按累計數字分析，二零零六年一月至十月本澳總出口貨值為174.3億元，較去年同期上

升12.4%，其中本地產品出口及再出口貨值分別錄得12.2%及12.9%的升幅。同時，進口貨值
較去年同期上升17.9%，達298.6億元。 

 
二零零六年首十個月錄得約124.3億元的貿易逆差，出進口比率則由去年一月至十月的

61.2%下跌至本年同期的58.4%。 
 
  

表一 
對外貿易主要指標 

千澳門元 

二零零五年 二零零六年 
變動率 

％ 主要指標 

十月 一月至十月 十月 一月至十月 十月 一月至十月

1 2 3 4 5 6 7 
出口  2 143 243  15 505 185  1 573 623  17 426 211 -26.6    12.4
本地產品出口  1 605 783  11 102 611  1 036 421  12 457 433 -35.5    12.2
再出口   537 460  4 402 574   537 202  4 968 778 0.0    12.9

進口  3 100 336  25 324 417  2 916 783  29 857 995 -5.9    17.9
貿易餘額ª -957 093 -9 819 231 -1 343 159 -12 431 784 -40.3 -26.6
出口／進口比率（％）    69.1    61.2    54.0    58.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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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六年首十個月紡織品及成衣類別佔總出口的73.0%，其貨值較
去年同期上升6.4%；而非紡織品類別的出口貨值則上升32.5%，當中佔比重較大的機器設備
與零件及鞋類，較去年同期分別錄得5.2%及37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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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零六年十一月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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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零五年 二零零六年 
主要出口貨物大類 

一月至十月 佔有率％ 一月至十月 佔有率％ 
變動率 
％ 

1 2 3 4 5 6 
總數 15 505 185   100.0 17 426 211   100.0   12.4
紡織品及成衣 11 953 005   77.1 12 719 974   73.0   6.4

成衣:      
針織 6 256 405   40.4 7 002 242   40.2   11.9
梭織 3 896 263   25.1 4 215 412   24.2   8.2

紡織布料 1 156 576   7.5 1 072 288   6.2 -7.3
紡織紗及線  561 131   3.6  353 263   2.0 -37.0
其他  82 630   0.5  76 769   0.4 -7.1

非紡織品 3 552 180   22.9 4 706 237   27.0   32.5
機器設備與零件 1 053 893   6.8 1 108 765   6.4   5.2
鞋類  65 272   0.4  309 560   1.8   374.3
影音器具  46 312   0.3  39 565   0.2 -14.6
其他 2 386 704   15.4 3 248 347   18.6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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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8%。其中美
國吸納了本澳總出口的45.6%，其貨值較去年同期上升4.1%；歐洲聯盟佔總出口的19.2%，其
貨值較去年同期上升4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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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其貨值較去年同期分別錄得1.8%及24.3%的升幅。 
 

表三 
按主要國家或地區統計之出口貨值 

千澳門元

二零零五年 二零零六年 
主要國家或地區 

一月至十月 佔有率％ 一月至十月 佔有率％ 

變動率 

％ 

1 2 3 4 5 6 
總數 15 505 185   100.0 17 426 211   100.0   12.4
歐洲聯盟 2 336 621   15.1 3 352 965   19.2   43.5

德國  865 412   5.6 1 257 263   7.2   45.3
英國  532 444   3.4  692 815   4.0   30.1
法國  323 648   2.1  568 839   3.3   75.8
葡萄牙  13 226   0.1  6 417   0.0 -51.5

美國 7 635 347   49.2 7 946 310   45.6   4.1
中國大陸 2 460 264   15.9 2 504 402   14.4   1.8
香港 1 516 270   9.8 1 884 795   10.8   24.3
中國台灣  155 454   1.0  112 603   0.6 -27.6
日本  148 498   1.0  128 258   0.7 -13.6
澳大利亞  22 935   0.1  32 070   0.2   39.8
其他 1 229 796   7.9 1 464 808   8.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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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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零零六年一月至十月期間，本澳的總進口貨值較去年同期上升17.9%，此升幅是由

於在進口經濟貨物大類中，燃料及潤滑油、消費品、原料及半製成品和資本貨物的貨值分別
上升33.9%、21.5%、15.9%及5.9%所致。 
 
 

表四 
按經濟貨物大類統計之進口貨值 

千澳門元

二零零五年 二零零六年 
經濟貨物大類 

一月至十月 佔有率％ 一月至十月 佔有率％ 

變動率 

％ 

1 2 3 4 5 6 
總數 25 324 417   100.0 29 857 995   100.0   17.9
消費品 9 550 512   37.7 11 608 280   38.9   21.5
原料及半製成品 8 499 347   33.6 9 854 686   33.0   15.9
燃料及潤滑油 2 478 304   9.8 3 317 657   11.1   33.9
資本貨物 4 796 254   18.9 5 077 371   17.0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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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5%，其貨值較去

年同期上升29.2%，當中耐用消費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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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5%、30.2%及7.2%的升幅。 

 
 

表五 
按消費品類別統計之進口貨值 

千澳門元

二零零五年 二零零六年 
消費品類別 

一月至十月 佔有率％ 一月至十月 佔有率％ 

變動率 

％ 

1 2 3 4 5 6 
總數  9 550 512 100.0  11 608 280 100.0 21.5 
家庭消費品(食物及飲品)  2 261 771 23.7  2 523 062 21.7 11.6 
載客汽車及電單車   960 250 10.1   906 201 7.8 -5.6 
其他未列明之消費品  6 328 490 66.3  8 179 016 70.5 29.2 
  耐用消費品   983 080 10.3  1 735 302 14.9 76.5 
  半耐用消費品  3 099 684 32.5  4 036 784 34.8 30.2 
  非耐用消費品  2 245 727 23.5  2 406 930 20.7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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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建築材料佔18.1%，其貨值較

去年同期分別下跌12.0%及上升52.5%。 
 
 

表六 
按原料及半製成品類別統計之進口貨值 

千澳門元

二零零五年 二零零六年 
原料及半製成品類別 

一月至十月 佔有率％ 一月至十月 佔有率％ 

變動率 

％ 

1 2 3 4 5 6 
總數 8 499 347 100.0 9 854 686 100.0 15.9 
紡織材料 4 557 633 53.6 4 010 816 40.7 -12.0 
建築材料 1 171 154 13.8 1 786 513 18.1 52.5 
毛皮、紙品及塑膠工業用  
  原料及半製成品  402 951 4.7  506 706 5.1 25.7 
其他產品 2 367 609 27.9 3 550 652 36.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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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與去年同期比較，其貨值分別錄得25.1%及23.8%的升幅。此外，歐洲聯盟佔總進口
的12.7%，美國佔5.4%，其貨值較去年同期分別錄得12.2%及56.5%的升幅。 
 
 

表七 
按主要國家或地區統計之進口貨值 

千澳門元

二零零五年 二零零六年 
主要國家或地區 

一月至十月 佔有率％ 一月至十月 佔有率％ 

變動率 

％ 

1 2 3 4 5 6 
總數  25 324 417   100.0 29 857 995   100.0   17.9
歐洲聯盟  3 387 840   13.4 3 802 405   12.7   12.2

法國   830 286   3.3 1 197 526   4.0   44.2
英國   453 957   1.8  536 317   1.8   18.1
德國   991 265   3.9  920 490   3.1 -7.1
葡萄牙   90 108   0.4  116 382   0.4   29.2

美國  1 034 190   4.1 1 618 394   5.4   56.5
中國大陸  10 807 306   42.7 13 515 254   45.3   25.1
香港  2 451 636   9.7 3 036 125   10.2   23.8
中國台灣  1 038 998   4.1  962 304   3.2 -7.4
韓國   560 319   2.2  611 394   2.0   9.1
日本  2 851 696   11.3 2 508 937   8.4 -12.0
澳大利亞   266 720   1.1  467 435   1.6   75.3
其他  2 925 712   11.6 3 335 747   11.2   14.0
註: 由於小數進位的原因，各小項之和與總數可能出現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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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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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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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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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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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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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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