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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政府临时工也要申报财产
新一届政府官员财产均已公示
特首崔世安内地有套房

▶副局级以上必须公示财产

澳门现行的《财产及利益申报法律制度》，由
立法会在2013年通过最新修正案并生效，该法律
规定，包括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立法会议员等公
共职位人员和公共行政工作人员，都有提交财产
及利益申报书的义务。

除了在编的公务员，法律还特别规定，政府部
门临时委任或以编制外合同制度聘用的服务人
员，也视为公共行政工作人员。也就是说，即使是
政府聘用的“临时工”，也必须申报财产。澳门廉
政公署公布，在2014年，该署共接收了14257名公
务人员提交的财产及利益申报书。

新修改后的《财产及利益申报法律制度》，要
求公开特定公共职位及政治职位据位人申报书的
第 4部分，主要是不动产及公司股份的情况。公
开人士范围包括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立法会议
员、司法官员、行政会成员、办公室主任、副局级以
上官员，自治部门、自治基金及其他公务法人(类
似“事业单位”)，以及公营企业、公共资本企业或
公共资本占多数出资额的企业负责人(类似“国
企”)。也就是说，掌握公权力的澳门官员以及与
公共财政有关的副局级以上人员，都必须公示财
产

按照规定，官员在担任新职务以及终止职务
的90天内，都必须提交财产申报书。而对于离任
的官员，澳门有“过冷河”法案的约束，相关官员在
终止职务后，拟申请在离职前一年曾监管、监控或
监察过的私人实体从事私人业务，行政长官可予
拒绝。

▶官员爱买车位和内地物业

在官员申报所拥有的物业中，最普遍的当属
住宅，拥有多套的将一部分用于租赁。除了特首
崔世安，还有不少官员在内地拥有住宅，如廉政专
员张永春有两套“位于内地用于居住的不动产”，
终审法院院长岑浩辉分别在中山、茂名有一套房
屋，立法会主席贺一诚在北京有一套“居住用途物
业”等。有政界人士表示，官员在内地置业已是比
较普遍的现象，相对于澳门的物业而言，内地的物
业比较便宜，环境也比较好，在内地购买别墅或住
宅用于度假居住是不少澳门人的选择。

除了住宅之外，官员所普遍拥有的物业就是
车位了，官员们几乎都拥有多个车位，除了自用，
有的还用于出租。澳门地方狭小人多车多，停车
位价值不菲，购买停车位也成为不少澳门高官的
投资选择。

▶高官财产变化一目了然

去年底，澳门特首崔世安当选连任，目前新一
届政府成员已经陆续到位。记者留意到，与 2013
年公示财产时相比，澳门政府主要官员中，只有审
计长何永安留任，其他如行政法务司、经济财政
司、保安司、运输工务司司长，以及廉政公署廉政
专员、警察总局局长，海关关长等都已换人。

在这些新任主要官员中，财产公示中变化最
大的是经济财政司司长梁维特。这也是澳门公众
比较关心的话题，梁维特出身于制造业家族，以前
在担任行政会委员等职位期间法律是允许存有商
业行为的。换言之，他以前在政坛主要属决策咨
询类角色，本身可以是商人。但是入职特区政府
做“财爷”后，他的财产、公司有何变化？

记者查阅发现，与 2013年申报的财产相比，
梁维特在香港新购置了一个分层楼宇的单位(连
车位)作居住之用，与配偶联名拥有。在 2013年，
梁维特在澳门控股有限公司等6间商业企业或工
业场所有出资，分别任董事长、总裁、董事等职位，
并且在 103个非营利组织中任职。到了 2015年，
梁维特申报出资的商业企业或工业场所减少到 3
家。非营利组织中的成员身份也减少到只有两
个。有澳门法律界人士告诉记者，这样公众就可
以监督“财爷”在施政过程中与上述3个实体有无
切割，一般来说梁在上述两个企业只是挂着董事，
不会参与运营，否则会与公职有冲突。

海关关长赖敏华由海关副关长升任，与 2013
年相比，赖敏华新购置了1套房产和1个车位。保
安司司长黄少泽由司法警察局局长升任，与 2013
年申报的相比，黄少泽不见了原来两个非营利组
织中的成员身份。

其他主要官员，陈海帆原任个人资料保护办
公室主任，社会文化司司长谭俊荣原来是行政长
官办公室主任，运输工务司司长罗立文原任澳门
驻世界贸易组织经济贸易办事处主任，廉政专员
张永春原任法务局局长，警察总局局长马耀权原
任治安警察局局长，以上 5人公示的财产情况均
没有变化。

去年底，澳门特首崔世安当选连任，至今新一
届政府官员已陆续到位，按照澳门法律，官员在
担任职务的 90天内必须申报财产，财产公开范围
包括政界人士及澳门版“国企”、“事业单位”的负
责人。公众可以在澳门终审法院的网站上，查阅
到财产公示的第 4部分内容，主要是以上人员的
不动产、商业企业或工业场所、在合伙或公司的
股、股份、出资或其他的资本参与等。

公示部分内容显示，澳门特首崔世安一共有 3
套房产、3个车位，其中一套在内地拥有 50%业权
的房屋，作居住之用。在澳门政界人士中，议员、
“赌王”何鸿燊的四太梁安琪自报拥有澳博 10%
的出资，成为政界首富，议员陈明金则以376套物
业成为政界“楼王”，并投资有100多家企业。

澳门政坛谁最“豪”？

“楼王”陈明金376套物业
议员陈明金，一共申报了36套住宅、222套铺位、

36套写字楼、82个车位，是澳门政界当之无愧的“楼
王”。在陈明金所申报的不动产中，所在地遍及澳门、

内地、台湾和新加坡等地。在82个车位中，自用的就
有63个，另外借用8个、出租11个。除了诸多的不动
产物业，陈明金还报了出资的111个企业，包括投资、
房地产、医药、汽车等各个领域。此外，陈明金还在澳

门同善堂、澳门福建同乡总会等22个非营利组织中担
任职务。

陈明金陈明金

■政府主要官员晒家底
崔世安拥有3套房3个车位

终审法院财产公示的
第4部分内容，是官员拥有
的不动产、商业企业或工
业场所、在合伙或公司的
股、股份、出资或其他的资
本参与，以及在任何非营
利组织担任的职务。

记者查阅澳门终审法
院公布的资料，一共有 60
3 人次向公众公布了财产
的情况，其中包括行政长
官和主要官员 18 笔、立法
会议员 38 笔、法官 46 笔、
检察官 41 笔、行政会 14
笔、办公室主任19笔、副局
级以上部门官员以及自治
部门、自治基金及其他公
务法人等 360 笔、公营企
业、公共资本企业或公共
资本占多数出资额的企业

等负责人67笔。
与2013年申报的物业

相比，行政长官崔世安和
留任的审计长何永安均没
有变化。

特首崔世安申报了 3
套房产和3个车位，其中一
套房产是“分层楼宇中的
单位，作居住用途”，另外
是“两层高的房屋一幢，用
于租赁”，还有一套房屋在
内地，作居住之用，其本人
只拥有 50%的业权。3 个
车位则是“作私人车辆停
泊用途”。此外，崔世安还
在澳门大学、澳门红十字
会、暨南大学、澳门青年联
合会、华侨大学等非营利
组织中担任相关职务。

保安司司长黄少泽最“穷”
从公示不动产情况

看，除行政长官之外的主
要官员中，保安司司长黄
少泽是最“穷”的，只有两
套居住单位和两个自用车
位，而运输公务司司长罗
立文“最有钱”，除了拥有4
套房产，还有 19 套继承所
得与妻子共有的房产。

行政法务司司长陈海
帆：3 套居住物业；两个车
位。担任澳门大专教育基
金会理事、广州一中澳门
校友会理事。

经济财政司司长梁维
特：一套在英国的分层楼
宇单位及车位；一套位于
香港的分层楼宇单位及车
位，用于居住用途；与配偶
联名拥有。

保安司司长黄少泽：
两套分层楼宇中的单位，
作居住用途；两个自用车
位；均系与人联名拥有。

社会文化司司长谭俊
荣：3 套分层楼宇的单位，
用于出租；两套分层楼宇
的单位，用于自住；两个自
用车位；两个出租车位；均

与配偶联名拥有。
运输工务司司长罗立

文：拥有 4套房屋，另外继
承所得：一套房屋，6 套城
市房产，12套乡村房产，均
与妻子所共有。

廉政专员张永春：两
套位于澳门居住用途的不
动产连车位；两套位于内
地居住用途的不动产。

审计长何永安：7套房
产、4个车位，其6套住宅房
产中 4套用于出租、3个车
位用于出租，另有一套商
铺用于出租。

警察总局局长马耀
权：3 套分层楼宇中的单
位，用作居住用途；一个自
用车位；均与配偶联名拥
有。

海关关长赖敏华：4套
分层楼宇中单位，作居住
用途；中山一套“独立屋”，
作居住之用；两个车位，均
与配偶所共有。自1999年
开始，担任中山大学行政
学院澳门同乡会理事长。

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出台

积极发展中医药特色养老机构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医药健

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以下
简称《规划》），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我国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进行全面部
署。这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健
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制定的专项
规划，也是我国第一个关于中医药健康
服务发展的国家级规划。

《规划》指出，中医药（含民族医药）
是我国独具特色的健康服务资源。充分
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加快发展中医药
健康服务，是全面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必
然要求，是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重要
任务，对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升
全民健康素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
重要意义。

《规划》提出，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基础上，充分
释放中医药健康服务潜力和活力，充分

激发并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中医
药健康服务需求，坚持“以人为本、服务
群众，政府引导、市场驱动，中医为体、弘
扬特色，深化改革、创新发展”的基本原
则，力争到2020年，基本建立中医药健康
服务体系，中医药健康服务加快发展，提
供能力大幅提升，技术手段不断创新，产
品种类更加丰富，发展环境优化完善，成
为我国健康服务业的重要力量和国际竞
争力的重要体现，成为推动经济社会转
型发展的重要力量。

《规划》明确了七项重点任务：一是
大力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支持中医
养生保健机构发展，规范中医养生保健
服务，开展中医特色健康管理；二是加快
发展中医医疗服务，鼓励社会力量提供
中医医疗服务，创新中医医疗机构服务
模式；三是支持发展中医特色康复服务，
促进中医特色康复服务机构发展，拓展

中医特色康复服务能力；四是积极发展
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发展中医药特色
养老机构，促进中医药与养老服务结合；
五是培育发展中医药文化和健康旅游产
业；六是积极促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相关
支撑产业发展，支持相关健康产品研发、
制造和应用，促进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
大力发展第三方服务；七是大力推进中
医药服务贸易，吸引境外来华消费，推动
中医药健康服务走出去。

《规划》提出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发
展保障措施，一要加强组织实施，各地
区、各部门要加大投入，抓好落实；二要
建立中医药健康服务行业组织，发挥行
业组织作用；三要完善标准和加强监管；
四要加快人才培养；五要营造良好氛围，
营造全社会尊重和保护中医药传统知
识、重视和促进健康的社会风气。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