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 录 

第一部分：撮要 ........................................................................................................................ 1 

第二部分：引言 ........................................................................................................................ 4 

2.1 兴建澳门科技大学运动场 .................................................................................... 4 

2.2 工程项目及费用 .................................................................................................... 5 

2.3 审计范围 ................................................................................................................ 5 

2.4 澳门科技大学运动场兴建工程大事年表 ............................................................ 6 

第三部分：规划、图则设计及落成时间.............................................................................. 10 

3.1 取得兴建运动场的土地及前期规划 .................................................................. 10 

3.2 图则设计 .............................................................................................................. 11 

3.3 落成及试运转时间 .............................................................................................. 13 

第四部分：各项后加工程 ...................................................................................................... 18 

4.1 图则设计不完善引致的后加工程 ...................................................................... 18 

4.2 用家更改需求引致的后加工程 .......................................................................... 20 

第五部分：兴建科大运动场的财务规划.............................................................................. 22 

附件 .......................................................................................................................................... 27 

附件一 组委会的回应 .................................................................................................... 29 

附件二 建设发展办公室的回应 .................................................................................... 35 

 

 



 



 

第一部分：撮要 

审计署对因应举行第四届东亚运动会而兴建的体育场馆及设施进行了一系列的

衡工量值式审计工作，本报告探讨澳门科技大学运动场的兴建工作，是否存在计划不

周或缺乏完善监管的情况。 

审计结果及意见 

1. 前第四届东亚运动会澳门组织委员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组委会）在规划阶段未

有考虑场地所在地段的地理环境，对各工程项目所需的开支估算偏低。（报告第

13-14 页） 

2. 组委会未能在早期计划阶段与建设发展办公室进行有效的协作沟通，除未能及早

引入建设发展办公室的意见，对工程项目的开支估算偏低外，在施工期间，建设

发展办公室另外聘请了顾问公司协调设计公司与承建商，以加快工程进度。（报

告第 14 页） 

3. 兴建工程的决策、筹备以至施工时间短绌，组委会未能有效提高工作效率，制定

合适的工作时间表并按序开展工作，时间规划效率不佳。运动场需在举行运动会

前不足一个月时间始落成启用，影响场馆测试的效果。（报告第 14-16 页） 

4. 由于时间紧迫，组委会及建设发展办公室均没有核实图则设计及工程数量清单的

内容是否符合国际标准及设施的需求，便把图则设计交予执行工程的部门进行公

开招标，导致施工期间因为工程数量清单错漏而需进行补救性的后加工程；部分

设备未能符合既定的质量认证而需作出更换。审计署认为，整个计划在缺乏时间

弹性的基础下进行，对于应付工程中可能出现的突发事故，不能提供足够应对时

机及空间，因此应该审慎订定工作时间表，严格监控每一阶段的工作进度，确保

各阶段在合理的时间内按序完成，并制订适当的应变措施。（报告第 15 页、第 20
页） 

5. 组委会在施工期间要求更换办公室家具，使有关的费用较原标书增加接近 4 倍，

但却没有带来明显的资源增值。审计署认为，变更原标书物品的规格／品牌，均

应考虑成本效益，在确定增加的成本能够带来相应的效益后才作出更改的决定。

（报告第 20-21 页） 

6. 缺乏整体财务规划，16.60%工程项目开支未能在相应年度的“行政当局投资与发

展开支计划”（下称“投资计划”）预算案中进行登录，需要透过调拨其他工程项

目的预算拨款承担。作为审慎及良好的公共财务管理原则，应于规划至详细设计

阶段就工程项目所需承担的开支作出整体估算及适当的财务安排，避免大幅度调

拨其他政府投资项目的预算，影响年度发展计划的进行。（报告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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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的建议 

1. 由参与统筹、执行施工及负责财务安排的各相关单位组成计划管理小组，指定一

个统筹全局的专责管理人员，协调资源的分配，监督计划的进度及预算的执行。

以一个有权有责的机构全盘统筹及操办，制订合适而具前瞻的整体计划、合理而

可行的财政预算。（报告第 16 页） 

2. 进行开支估算时应包括兴建运动场的所有开支项目，除了参照同类型场馆的价格

外，还要充分考虑场馆所需的设施及规格、地理环境，以及各项可能引致建筑成

本上升等要素。（报告第 16 页） 

3. 如遇上紧急情况，适度调节并提高统筹的效率，尽可能缩减前期工作时间以预留

更多备用时间，增加应付突发事故的弹性，并采取有效的措施，确保每阶段的工

作按时完成。（报告第 17 页） 

4. 尽早按照场馆的计划用途、拟举办的体育运动、国际体育联会对比赛场地及设备

之要求标准、比赛流程、成本效益、对环境影响等因素，确定工程的规模及所需

的设备要求。（报告第 16-17 页、第 20 页、第 21 页） 

5. 统筹单位协作用家、施工单位以及相关的体育联会，收集专业技术意见。因应工

程的投资金额及复杂性，研究引入专家顾问审查制度，确保整个设计方案，包括

详细内容均达到合理的专业水平。（报告第 20 页） 

6. 由用家单位与施工单位协作进行必要的图则设计审查程序，除检查图则设计与相

关法规的符合性外，亦应加强对图则设计、施工方案及工程数量清单的合理性审

查。（报告第 20 页） 

7. 谨慎估算设施所需的全部开支，同时为未能预见的开支估算适当数额的备用金；

按计划的开展时间，为所需的财政资源作出财务安排。（报告第 24 页） 

8. 设立机制监督预算调拨及备用金使用情况，确保额外开支具成本效益；适时公布

工程进度、预算执行情况及个别（较大规模）计划的资料更新。（报告第 24-25
页） 

审计对象的回应 

1. 组委会的回应（详见附件一） 

在回应中，组委会列示各参与单位的职能及分工情况，并表示体育部门无论

在设计或施工阶段，皆按照所需要执行的工作，尽量予以配合和采取不同的应变

措施。此外，回应指体育部门接纳大部分审计报告所提出的意见，在日后参与同

类型的工作时，将积极考虑审计报告所建议的“详细及深入的可行性研究”程序。

（报告第 3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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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初步计划及图则设计阶段对所需开支的估算，组委会指 2004 年 7 月获

上级批准与澳门科技大学进行研究及磋商时所估算的开支金额，在其后与建设发

展办公室所举行的协调会议上，因为提到该地区是由建筑废料堆填而成，原有拟

定的基础设计不适合使用，故应以 2004 年 9 月向上级建议时的估算为基准。另

外，对于 2004 年 5 月底获澳门科技大学表示愿意让出土地予特区政府兴建体育

设施，组委会表示不认同为觅得兴建足球场地点的时间。直至 2004 年 7 月组委

会完成向上级建议与澳门科技大学磋商兴建运动场事宜并获批准后，才开始计算

筹备时间。（报告第 32 页） 

对于更换标书中的投掷保护笼以及家具设备，回应指有关的改动并非组委会

的要求。同时指出组委会从未跟进工程及建筑物料数量等的技术，亦不具备场馆

设施的决定权，大部分后加工程是由于工务局及设计公司按施工需要等情况而作

出的决定。（报告第 32-33 页） 

2. 建设发展办公室的回应（详见附件二） 

部门表示未有意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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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引言 

2.1 兴建澳门科技大学运动场 

2001 年 3 月，负责协调二○○五年东亚运动会体育场地设施的规划、设计及兴建

工作之工作小组（下称基建小组1）在会议上把足球比赛纳入为第四届东亚运动会比

赛项目的考虑之列。2003 年 11 月组委会向东亚运动会总会申请订定 17 项正式比赛项

目，其中包括足球比赛，并拟以澳门运动场和澳门体育综合体足球场（下称莲峰球场）

作为比赛场地。

科技大学运动场及室内体育馆位置图 

 
 

 
 
 
 
 
 
 
 
资料来源：地图绘制暨地籍局（个别地点由审计署标示）

 

                                                

2004 年 4 月，组委会接获亚洲足球联合会（AFC，下称亚足联）的通知，表示莲

峰球场不符合举行足球比赛的国际

标准，经协调后选址在澳门科技大学

兴建一个足球场及一组田径跑道、一

座室内体育馆。其中足球场作为第四

届东亚运动会的比赛场地之一，室内

体育馆供 2007 年第二届亚洲室内运

动会（下称亚室运）使用。2004 年 9
月，组委会开展足球场及田径跑道、

室内体育馆图则设计的书面谘询工

作，2005 年 1 月 12 日进行足球场及

田径跑道承揽工程的公开招标，4 月

1 日动工兴建，同年 10 月 11 日落成

揭幕。 

澳门科技大学运动场2（下称科大运动场）位于路凼城的东北面，占地面积 44,800
平方公尺，座位 1,775 个。包括一个标准草地足球场及田径跑道。足球场面积是 105
公尺 68 公尺，照明度 1,500 至 2,000 勒克斯（lux）；田径跑道为 8 条一级 400 公尺

的“泰坦”跑道。 

科大运动场可以进行足球比赛及田径项目比赛，是第四届东亚运动会 11 人足球

初赛的比赛场地，于 2005 年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3 日期间，该足球场共进行了 7 场足

球赛事。 
 

1 为确保能提供举办东亚运动会所需的各种体育场地设施，以及设施的规划及兴建与本澳城市发展规

划互相适应，透过 2001 年 2 月 7 日第 17/2001 号行政长官批示，成立一个工作小组，成员包括土地

工务运输局、体育发展局，以及二○○五年澳门东亚运动会协调办公室（下称协调办）、临时澳门市

政局及临时海岛市政局的代表（其后由组委会及民政总署的代表取代）。 
2 鉴于是次审计工作内容为举行第四届东亚运动会所兴建的场馆及辅助设施，室内体育馆的兴建工程

于第四届东亚运动会举行后进行，不属于是次审计工作的范围。“澳门科技大学之体育馆建造承包工

程”于 2006 年 3 月 29 日进行承揽工程的公开招标， 终判给金额为 142,774,860.20 澳门元，当时

预计 2007 年 8 月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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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工程项目及费用 

科大运动场各工程项目及费用如下： 

表一：“澳门科技大学运动场”造价 
（澳门元） 

 首次判给金额 增加金额 总额 

图则设计 13,140,000.00* -- 13,140,000.00 
承揽工程 104,663,780.00* 5,841,806.80 110,505,586.80 
质量控制 1,300,000.00* -- 1,300,000.00 
协调及监督 790,000.00* 158,000.00 948,000.00 
技术援助 297,500.00* -- 297,500.00 
水、电、电讯网络接驳 1,200,168.50* -- 1,200,168.50 

总造价 121,391,448.50* 5,999,806.80 127,391,255.30 

资料来源： 组委会及建设发展办公室提供的开支建议书。 

* 已包括室内体育馆的图则设计及其后的技术支援服务费用。 

建设发展办公室为科大运动场作出了 4 次后加工程建议3，除原判给的开支外，

需向承建商及监督顾问公司4合共支付 5,999,806.80 澳门元，占首次判给金额的 4.94%。

详情如下： 

(a) 因图则设计不完善、组委会更改需求及调整工程数量，建设发展办公室支付

后加工程费用 5,841,806.80 澳门元（参阅第四部分）； 

(b) 因应上述 a 项后加工程，建设发展办公室需向监督顾问公司支付 158,000.00
澳门元的延长服务开支。 

2.3 审计范围 

审计署就科大运动场的兴建工程向组委会及建设发展办公室进行审计工作，范围

如下： 

(a) 审查有关单位在规划及执行科大运动场兴建工程时，有否因计划不周而引致

额外的开支； 

                                                 
3 科大运动场进行了多项后加工程，承建商提供了 11 份报价，建设发展办公室分别通过 4 份建议书向

上级申请进行。 
4 作为业主（建设发展办公室）的代表人，监督顾问公司在整个施工阶段对各项工序、耗用材料的数

量、工人施工的时间等作出监察，并定期向业主提交工程进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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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确定日后在公共工程规划及实施方面，有否可以从中汲取经验及值得改善的

地方。 

2.4 澳门科技大学运动场兴建工程大事年表 

日 主 要 事 件 期  

   
1. 2003 年 11 月 在东亚运动会总会第 19 次会议上，组委会建议第四届东亚运

动会进行包括足球比赛的 17 项正式比赛项目，并选取澳门运

动场及莲峰球场作为比赛场地，同一时间组委会致函通知亚

足联有关场地的安排。 
   
2. 2004 年 4 月 亚足联向组委会发函，指莲峰球场的规格并不符合举行国际

足球比赛的标准。 
   
3. 2004 年 5 月 组委会与基建小组进行协调，拟定其他方案，包括选址兴建

新的足球场，或以室内 5 人足球比赛作替代。 
   
4. 2004 年 5 月 澳门科技大学愿意让出原规划兴建室内体育中心的地点予特

区政府兴建运动场，社会文化司司长指示组委会进行研究。

   
5. 2004 年 6 月 组委会向社会文化司司长建议两个方案：兴建两个足球场，

预算工程费用为 90,000,000.00 澳门元，其中图则设计费为

2,000,000.00 澳门元，工期五至六个月；兴建一个足球场和一

座室内馆，足球场的预算为 40,000,000.00 万澳门元，室内馆

的预算为 180,000,000.00 澳门元，其中图则设计费为

7,500,000.00 澳门元，工期十八个月。7 月行政长官指示按建

议考虑实际需要，并可与澳门科技大学进行初步研究。 
   
6. 2004 年 7 月 组委会与澳门科技大学磋商，双方初步同意在澳门科技大学

兴建两个足球场及一座室内体育馆。 
   
7. 2004 年 7 月 建设发展办公室与组委会举行协调会议，指澳门科技大学现

有之批给土地只足够兴建一个具照明系统及辅助设施的足球

场及田径跑道，以及一座室内体育馆。 
   
8. 2004 年 7 月 组委会与澳门科技大学签订协议，由澳门科技大学提供土地

兴建一个足球场及一组田径跑道、一座室内体育馆，分别供

第四届东亚运动会及第二届亚洲室内运动会使用。此后两项

设施将归还澳门科技大学，使用权及收益归澳门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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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主 要 事 件   

   

 

                                                

9. 2004 年 9 月 组委会建议以直接磋商的方式向 3 间设计公司进行书面谘询

以 取 得 图 则 设 计 及 技 术 支 援 服 务 ， 预 计 金 额 低 于

11,000,000.00 澳门元，有关建议获行政长官批准。 
   
10. 2004 年 12 月 组委会建议把“澳门科技大学一幅足球场、一组田径跑道及

室内体育馆”的图则设计及技术支援服务以 13,140,000.00 澳

门元判予一设计公司，有关建议获行政长官批准。按设计公

司估算，足球场及田径跑道的兴建费用为 120,000,000.00 澳

门元，室内体育馆为 158,000,000.00 澳门元。 
   
11. 2004 年 12 月 建设发展办公室建议为“路凼城东北面足球场建造工程”5

进行公开招标，估计造价约 130,000,000.00 澳门元。
   
12. 2004 年 12 月 12 月 31 日组委会与设计公司签订图则设计及技术支援服务

合同。合同规定，自签署日起计，设计公司需在不超过 33
日内进行澳门科技大学一幅足球场和一组田径跑道的初步研

究和专项图则；在 118 日内进行澳门科技大学室内体育馆的

初步研究和专项图则。 
   
13. 2005 年 1 月 建设发展办公室于 1 月 12 日刊登《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

进行“路凼城东北面足球场建造工程”承揽工程的公开招标。
   
14. 2005 年 1 月 建设发展办公室建议以直接磋商的方式向 10 间顾问公司作

书面谘询，以取得协调及监督服务。 
   
15. 2005 年 2 月 科大运动场承揽工程的公开招标共有 12 间公司参加竞投，11

份标书被接纳，造价介乎于 104,663,780.00 澳门元至

192,588,888.00 澳门元之间，工期均为 150 日。 
   
16. 2005 年 3 月 组委会在年度首次股东会平常会议上，指科大运动场的落成

时间为 2005 年 8 月。 
   
17. 2005 年 3 月 行政长官批准以 104,663,780.00 澳门元，施工期 150 日把“路

凼城东北面足球场建造工程”判给一承建商，承揽工程合同

于 2005 年 4 月 1 日签署。 
18. 2005 年 3 月 运输工务司司长批准建设发展办公室把协调及监督服务判予

 
5 2002 年 11 月体育发展局向社会文化司司长建议修订 11 个体育场馆及附属设施的官方名称，当时并

未有兴建科大运动场及室内馆之计划，故没有订定官方名称。组委会在相关文件上称为“澳门科技

大学一幅足球场、一组田径跑道及室内体育馆”，建设发展办公室则称为“路凼城东北面足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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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主 要 事 件   

   
一顾问公司，金额为 790,000.00 澳门元，服务时间为 5 个月。

   
19. 2005 年 4 月 建设发展办公室与承建商于 4 月 1 日签署科大运动场建造工

程之委托笔录，工期 150 日。 
   
20. 2005 年 4 月 运输工务司司长批准建设发展办公室把质量控制服务判予土

木工程实验室，金额 1,300,000.00 澳门元，服务时间为 5 个

月，由 2005 年 4 月 1 日开始。 
   
21. 2005 年 4 月 建设发展办公室建议把协调及特别技术援助服务直接判予一

顾问公司，金额 297,500.00 澳门元，获运输工务司司长批准。

   
22. 2005 年 6 月 建设发展办公室建议把“电讯网络管道”工程判给专营公司，

金额 161,500.00 澳门元，获运输工务司司长批准。 
   
23. 2005 年 6 月 建设发展办公室建议把“电力接驳”工程判给专营公司，金

额为 1,169,260.00 澳门元，获运输工务司司长批准。 
   
24. 2005 年 7 月 建设发展办公室向上级建议进行多项改善工程质量的后加工

程；另外，为符合国际田径联会的一级场地之要求，建议在

原有之泰坦跑道加装铝合金围边以及在一级径赛运动中使用

新式的投掷保护笼，开支金额为 2,195,951.30 澳门元，获运

输工务司司长批准。 
   
25. 2005 年 8 月 为了改善工程的质量，建设发展办公室向上级建议进行 4 项

后加工程，开支金额为 2,932,518.00 澳门元，获运输工务司

司长批准。 
   
26. 2005 年 8 月 建设发展办公室建议把“供水网”及“水管及水表安装”工

程判给专营公司，金额合共为 418,518.50 澳门元，获运输工

务司司长批准。 
   
27. 2005 年 9 月 为了改善工程的质量，建设发展办公室向上级建议进行多项

后加工程，开支金额为 2,118,481.00 澳门元。其中一项为组

委会对运动场办公室家具的变更，价格由原来的 89,309.00
澳门元增加至 430,732.00 澳门元，获运输工务司司长批准。

   
28. 2005 年 9 月 为了改善工程的质量，建设发展办公室向上级建议进行 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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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主 要 事 件   

   
后加工程，开支金额为 337,398.00 澳门元，获运输工务司司

长批准。 
   
29. 2005 年 9 月 运输工务司司长批准延长科大运动场之协调及监督服务至

2005 年 9 月 22 日，金额为 158,000.00 澳门元。 
   
30. 2005 年 9 月 运输工务司司长批准延长科大运动场的建造工程时间，工期

至 2005 年 9 月 15 日。 
   
31. 2005 年 10 月 10 月 11 日行政长官为科大运动场揭幕，同日举行一场表演

赛事。 
   
32. 2005 年 10 月 10 月 13 日建设发展办公室、监督顾问公司及承建商于科大

运动场进行验收并签署临时接收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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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规划、图则设计及落成时间 

本部分探讨组委会在执行科大运动场的前期规划及图则设计阶段，有否存在不足

的地方。审计结果显示存在以下问题： 

(a) 对兴建科大运动场的开支估算不够全面， 初估算的开支为 7,500,000.00 澳

门元图则设计费用及 40,000,000.00 澳门元工程费用，较首次判给金额

13,140,000.00 澳门元图则设计费用及 104,663,780.00 澳门元工程费用出现显

著差距； 

(b) 未核实设计是否符合国际标准时便同意有关设计； 

(c) 在前期规划阶段缺乏效率。 

3.1 取得兴建运动场的土地及前期规划 

2004 年 4 月，组委会接获亚足联通知，指原计划用作 11 人足球比赛的莲峰球场

的规格不符合国际足球比赛场地的标准6，为此，组委会与亚足联及东亚运技术委员

会进行协调，讨论澳门足球场地的情况及研究应变方案。其后为达到亚足联所指的足

球场标准，以及基于 11 人足球更具可观性，组委会开始寻求兴建新足球场的地点。

组委会于 2004 年 5 月透过另一个建议书向上级提出，曾经考虑的兴建地点包括澳门

科技大学未发展地段、凼仔星星公园旁之沙地足球场、凼仔濠景花园可作公众设施用

途之地段，以及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旁未发展地段。经与基建小组及建设发展办公

室进行协调后，认为上述四个地点均受到不同条件的限制，不宜用作兴建足球场7。

组委会表示若受现实条件所限而未能建设足球场设施，将无法达到亚足联对足球场地

的要求，根据先前会议上与亚足联的共同认知，组委会将只能选择撤销 11 人足球项

目，并向亚足联建议以室内 5 人足球赛事代替。 

                                                

同月澳门科技大学同意让出部分土地予特区政府兴建运动设施，组委会经初步研

究后于 2004 年 6 月向上级建议两个方案： 

(a) 兴建两个足球场，预算工程金额为 90,000,000.00 澳门元，其中图则设计的估

算为 2,000,000.00 澳门元； 

 
6 亚洲足球联合会指符合国际标准的比赛场地为 105公尺 68 公尺，而莲峰球场的规格为 103公尺 64

公尺。 
7 基建小组指出凼仔星星公园旁之沙地足球场已另作规划，凼仔濠景花园可作公众设施用途之地段因

与私人发展商有合约关系，故不建议使用。建设发展办公室则指澳门科技大学未发展地段用以兴建

足球场的可行性不高，而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旁未发展地段正就发展事宜商讨中，由于计划未明

朗，因此不宜用作此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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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兴建一个足球场和一座室内馆，其中足球场及辅助设施的工程预算为

40,000,000.00 澳门元，室内馆的预算为 180,000,000.00 澳门元，合共

220,000,000.00 澳门元，其中图则设计的估算为 7,500,000.00 澳门元。 

2004 年 7 月 7 日，组委会获上级批准与澳门科技大学进行研究及磋商。同月 23
日，组委会与建设发展办公室举行协调会议，建设发展办公室指按照澳门科技大学获

批给的土地面积考虑，只能兴建一个具照明系统及辅助设施的足球场及田径跑道，以

及一座室内体育馆。同月，组委会与澳门科技大学签订协议书，主要内容包括： 

(a) 澳门科技大学提供土地兴建一个足球场及一组田径跑道，以及一座室内体育

馆，就有关工程，组委会需分别于 2005 年第四届东亚运动会及 2007 年第二

届亚洲室内运动会举办前完成； 

(b) 在工程竣工直至运动会结束后的一个月，相应设施免费供东亚运组委会及亚

室运组委会使用，此后，两项设施将归还澳门科技大学，其后之使用权及收

益归澳门科技大学。 

3.2 图则设计 

2004 年 9 月 8 日，组委会向上级建议进行图则设计及技术支援服务之书面谘询程

序，估计金额低于 11,000,000.00 澳门元，10 月 13 日获上级同意。组委会于 10 月 18
日向三间设计公司进行书面谘询，谘询文件附有组委会对编制图则设计的初步要求，

当中指出足球场及田径跑道的设计需符合国际足球联会（FIFA）及国际田径联合会

（IAAF，下称国际田联）的要求，但没有注明有关设施需要达到认证要求。 

2004 年 12 月 17 日，行政长官同意以 13,140,000.00 澳门元把图则设计及技术支

援服务判给一设计公司，批给金额与 6 月向上级建议的预算费用 7,500,000.00 澳门元

比较，相差 5,640,000.00 澳门元（75%）。同年 12 月 31 日签订图则设计及技术支援服

务合同，规定设计公司需按订定的工期分阶段8完成设计工作，足球场及田径跑道之

设计工期合共 33 日，室内体育馆之设计工期为 118 日。设计公司估算工程费用分别

为足球场及田径跑道 120,000,000.00 澳门元及室内体育馆 158,000,000.00 澳门元。 

                                                

在图则设计阶段，组委会向设计公司表示足球场及田径跑道的设施需要达到亚足

联及国际田联的标准9。为此，组委会与两个国际体育联会联系，以定出运动场的规

 
8 分为“初步计划”、“建筑计划”、“工程计划”、“数量清单、预算及施工要求的编制”四个阶段，每

一阶段需获得业主的同意或核准后才可进行下一阶段的工作。 
9 根据国际田联的竞赛规则（每两年更新一次），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锦标赛和世界杯赛事，或

其他由国际田联所管辖的赛事，场地及设施必须符合国际田联的技术规格，有关设施需取得该会的

一级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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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及设施的要求，并把有关资料，包括各项设施的技术规格手册交予设计公司，要求

设计公司遵守亚足联及国际田联的场地设施规格进行图则设计，但没有指出需要符合

上述组织的认证要求。 

）。 

                                                

设计公司根据有关资料订定场馆的设施及规格后，再制作用于工程招标的工程数

量清单10。据组委会负责人表示，由于时间紧迫11，组委会未有审核工程数量清单的

内容是否符合要求，以及设施是否能够取得国际田联的一级认证，便指示设计公司把

完成的图则设计及工程数量清单直接交予建设发展办公室制作公开招标文件。设计

时，组委会除了曾经向建设发展办公室谘询有关兴建地点的地质情况外，没有要求该

办公室提供其他专业意见。在施工期间，由于发现工程数量清单中的田径跑道围边及

投掷保护笼的规格未能符合国际田联的一级认证要求，需透过后加工程作出补救（参

阅第四部分第 4.1.1 点

建设发展办公室负责人指出在选址时曾与组委会进行一次会议，其后没有就设计

事宜进行其他的接触，只按照交来的设计进行施工。而且设计文件于公开招标前约两

星期才送来，建设发展办公室没有时间进行细致的复核。 

2004 年 12 月 14 日，建设发展办公室向上级申请进行承揽工程的公开招标，估算

金额为 130,000,000.00 澳门元，2005 年 1 月 12 日进行公开招标。同年 3 月 2 日行政

长官批准以 104,663,780.00 澳门元，工期 150 日，把工程判给一承建商，批给金额与

2004 年 6 月组委会向上级建议的 40,000,000.00 澳门元比较，相差 64,663,780.00 澳门

元（162%）。 

组委会负责人表示，在向上级提出兴建科大运动场的时候，只会对工程及图则设

计的开支作出估算。在工程造价估算方面，是参考以往同类场馆的造价（如本澳没有

同类场馆，则以邻近地区相同场馆作参考），再根据面积、设备及材料的内容，按市

场价格作出粗略估计。图则设计费用是以工程造价的 7%至 8%计算，在考虑折扣后，

以 4%至 5%作为估算。出现较大偏差的原因，是由于估算时没有考虑场地所在地段的

地理环境，由于该地段属垃圾堆填区，需要支付原预算中没有预计的开支，包括重新

清理堆填的物料和进行额外的打桩及石屎稳定层工程来防止土地出现沉降。此外，组

委会表示除直接向国际体育组织取得场地标准的数据外，还会透过与本地相关的体育

总会获得有关的数据。但没有订立任何沟通机制，确保在兴建场地设施期间，如果国

 
10 工程数量清单 BQ（Bills of Quantity）为设计公司根据用家对场馆工程中每项工序的要求，详细列示

每项工序所需之建筑物料/设备的规格及数量。在工程进行公开招标时，工程数量清单必须作为招标

方案的一部分，以便参加竞投的建筑商根据工程数量清单内列出的建筑物料/设备的规格及数量，订

定投标书内的工程报价，以及作为施工的标准。因此，如建筑商应用家要求，执行一些工程数量清

单内没有列出的工程项目，或者执行用家提出修改工程数量清单内规格的建筑物料/设备的购置，建

筑商是可以要求用家支付标书以外的工程费用。 
11 组委会在 2001 年规划足球比赛的场馆时，没有向相关的体育组织进行谘询，直至 2003 年 11 月东亚

运动会比赛项目正式定项后，才去函谘询亚足联关于足球比赛场地安排的意见，至 2004 年 4 月获亚

足联通知拟使用之比赛场地未符合国际标准，故需在短时间内完成科大运动场的兴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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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联会修改赛事标准或场地设施规格，能够即时向本地的相关体育总会取得有关的资

讯，更新设计或工程的计划。 

3.3 落成及试运转时间 

2005 年 3 月，组委会在股东会平常会议上指科大运动场于 8 月完工，同时指有部

分东亚运场馆的落成时间有所延迟，未能执行试运转。2005 年 9 月 17 日，组委会进

行竞赛联合测试，主要是各比赛场馆的竞赛演练、资讯发布及医疗小组的联合测试。

测试项目包括：空手道、跆拳道、武术、篮球、田径、足球（澳门运动场）、曲棍球、

游泳及射击。由于科大运动场尚未完成所有工程，未能在该次联合测试中模拟比赛期

间的实际情况及演练竞赛流程。 

2005 年 10 月 11 日，科大运动场落成启用，距离举行运动会只有 3 个星期，是因

应举办第四届东亚运动会而新建的体育设施之中 后落成的一批12，落成当日安排一

场表演赛以测试场地。2005 年 10 月 15 日组委会进行运动会前 后一次联合测试，动

员超过三千人排演开幕式，另外对交通安排、资讯科技、志愿工作者安排等项目进行

测试。在竞赛测试方面，由于科大运动场、网球学校、保龄球中心及综艺馆工程于 10
月份始完成，只能于该次联合测试中模拟赛事比赛期间的实际情况及流程，并为各部

门的联系合作进行必要的调校。 

审计署的意见 

在科大运动场兴建工程的统筹及设计阶段，审计署注意到以下问题： 

(a) 统筹协调效果不佳 

对于需要投入巨额公帑的建设项目的兴建决策，统筹单位必须掌握准确的资讯，

尤其是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工程，更应该进行准确的估算及分析，因为一旦落实有

关计划，行政当局便需要承担随之而来的所有费用及责任。另外在协调各参与工作单

位方面，同样需要谨慎而有效率的工作。详情如下： 

i) 未能准确预算工程所需的各个项目 

在规划阶段组委会对工程开支的估算偏低，对图则设计及工程费用的估

算，较实际开支金额分别相差 75%及 162%。反映组委会未有充分考虑兴建工

程所需的各个项目，其中因为未考虑场地所在地段的地理环境而导致出现未有

预计的成本。虽然有关的估算并未构成实质的开支，但该建议在呈上级作出决

策批示后，组委会才因而继续开展筹划设计及兴建工作的其他步骤。 
                                                 
12 除科大运动场外，网球学校及保龄球中心均在同日（2005 年 10 月 11 日）落成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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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认为，任何大型基建项目，于筹备时的开支估算，是权限实体作出

决策的权衡依据，亦是财政资源将以恰当安排的重要资料。因此统筹单位（组

委会）应该在取得有效的资料后，力求在贴近实际的情况下作出估算，这既是

统筹单位的职责，同时亦能确保设计方案具有效益。另外，对于时间紧迫，欠

缺时间弹性的基建项目，统筹单位更要在设计及施工方面做到谨慎、细致及全

面，避免往后出现数量较多的修改而延误工期，无法达成既定的时间目标。 

ii) 协作单位沟通不足 

在早期计划阶段，建设发展办公室与组委会只进行过一次会议，其后建设

发展办公室只是等待设计文件进行公开招标，没有参与设计工作。在施工期间，

建设发展办公室另外聘请了顾问公司协调设计公司与承建商，以加快工程进度

（参阅大事年表第 21 项）。 

审计署认为，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统筹单位（组委会）应该与各参与单

位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积极保持有效的沟通。对于建设发展办公室在早期与

组委会的会议中，所提出设计上需注意的地方，是组委会估算开支金额与实际

开支出现较大差距的主要原因。显然，尽早引入专业部门的协助，对作出准确

而具前瞻性的规划十分重要，而对往后协调设计公司与承建商的工作，亦可以

起正面的作用。 

(b) 未有制定合适的工作时间表，时间规划效能不佳 

科大运动场是 后落实的第四届东亚运动会比赛场地。2004 年 5 月底选定兴建地

点，图则设计及技术支援服务于同年 12 月 17 日进行判给，12 月 31 日签署合同。2005
年 1 月 12 日为承揽工程公开招标刊登《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2005 年 4 月 1 日开始

施工，至 2005 年 10 月中落成启用，其时距离运动会的举行时间不足一个月。审计结

果显示，组委会未有制定合适的工作时间表，按序开展工作，时间规划效率不佳，详

情如下： 

i) 前期规划工作效率不佳 

由 2004 年 5 月 27 日觅得兴建足球场的地点开始，至 2005 年 10 月 29 日

运动会举办日期，只有 17 个月时间，对于大型的基建项目而言，时间非常紧

迫。从筹备到开展设计工作共耗用了 7 个月时间，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才与

设计公司签署服务合同（工期 33 日），开始设计工作。其后，于 2005 年 1 月

12 日进行承揽工程的公开招标（图则设计、施工方案及承投规则需准备就绪）。

用于详细设计的时间不足一个月，导致组委会及建设发展办公室均因为时间紧

迫没有对设计作详细的复核。在时间如此紧迫的情况下，组委会应该提高筹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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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效率，与施工部门共同进行高效而准确的估算、分析及规划，制订具体

的时间表以监控每一阶段的工作进度，以期尽早开展设计及施工工作，增加往

后工作的时间弹性，以应付可能出现的未预见情况。 

ii) 由于时间紧迫而没有核实设计是否符合国际标准 

组委会作为举办第四届东亚运动会的筹办单位，为了运动会的顺利举行，

在兴建场馆方面，有责任确保场馆的设施符合国际体育联会的要求。在前期规

划及图则设计阶段，组委会虽然已向相关的国际体育组织取得比赛场地的国际

标准并通知设计公司，但基于时间紧迫，为了节省时间，没有核实图则设计及

工程数量清单的内容是否符合国际标准，便匆匆将图则交予执行工程的部门进

行公开招标，导致施工期间因为工程数量清单错漏而需进行补救性的后加工程

（参阅第四部分第 4.1.1 点）。 

审计署认为，对于缺乏时间弹性的工程项目，在统筹设计及施工方面要求

比一般工程更加仔细，加强监督工作，确保各项工作能按照时间表完成。由于

组委会没有复核工程数量清单以及对设计适时作出监督，导致设施未能符合既

定的标准，需要实施后加工程补救，除了引致额外开支及增加施工时间外13，

还潜在因承建商已按照工程数量清单的规格购买了不适用的设备而产生浪费

公帑的风险。因此，应该执行复核工程数量清单的程序，以确保符合各项目所

要求的标准；同时，亦须采取措施确保能及时知悉场地设施规格的 新国际标

准，尽早为受影响的工程项目作出相应的修正工作。 

iii) 场地设施的测试时间不足 

按照组委会的计划，每个比赛场馆均需进行不同规模的测试及试运转，以

评估场馆的设施及系统能否配合比赛的需求，竞赛流程是否顺畅，在有需要时

对场馆的设施进行调整及改善。组委会于 2005 年 9 月 17 日及 10 月 15 日分别

进行两次联合测试，科大运动场只能在第二次测试中投入运作。参考组委会对

其他场馆所订定的安全测试期14，科大运动场在时间规划上潜在很大的风险，

对于测试结果所显示需要作出改善的地方，可能没有足够时间进行相关的调整

或补救措施，令比赛场地的实用性大减。 

                                                 
13 科大运动场兴建工程于 2005 年 4 月 1 日开始施工，合同完工日期为 2005 年 8 月 28 日，其后因实施

各项后加工程及天气情况，施工期需无惩罚地延至 2005 年 9 月 15 日，并于 10 月 13 日签署临时接

收笔录。 
14 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于 2005 年 7 月落成启用，对于余下 3 个月作为测试期，组委会负责人表示因为

需要进行试运转，及因应试运转的结果对场地进行调整，已经没有延期的弹性。因此对于南湾湖水

上活动中心而言，3 个月是为基本安全的测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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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认为，由于设计及工期（包括公开招标所需的行政程序及时间）

多只有约 10 个月的时间，因而缺乏时间弹性应付工程中可能出现的突发事故，

例如台风、工程意外、物料供应延期等等。一旦工程出现延误，除了无法如期

进行测试外，更甚者可能影响赛事的举行。组委会应该考虑书面谘询及公开招

标等行政程序所需的时间，预留适当的测试及备用时间，对前期规划、图则设

计及公开招标等程序订定合适的工作时间表，严格监控每一阶段的工作进度，

确保各阶段在合理的时间内按序完成，并制订适当的应变措施以应付可能出现

的突发事件。使场地设施可以在安全测试期内进行各项必要的测试，确保运动

会的所有场地设施能够协调竞赛流程，符合举办地区性运动比赛的要求；并且

能够让本地运动员尽早在场地进行习训，增加运动员对场地设施的熟习程度，

发挥主办地区的场地优势。 

审计署的建议 

由参与统筹、执行施工及负责财务安排的各相关单位组成计划管理小组，指定一

个统筹全局的专责管理人员，协调资源的分配，监管计划的进度及预算的执行。以一

个有权有责的机构全盘统筹及操办，制订合适而具前瞻的整体计划、合理而可行的财

政预算。具体包括： 

(a) 在进行整体规划时 

i) 订定每个阶段的具体执行时间； 

ii) 采取有效的措施，确保每个阶段的工作能按时完成； 

(b) 进行开支估算时 

i) 包括兴建运动场的所有开支项目； 

ii) 除了参照同类型场馆的价格外，还要充分考虑场馆所需的设施及规格，

以及地理环境、经济因素引致建筑成本上升等要素。 

(c) 统筹图则设计时 

i) 了解 新的国际标准，并把场馆设施的具体要求清楚通知设计公司； 

ii) 在设计公司完成图则设计及工程数量清单后，根据国际体育联会 新公

布的规格资料，复核有关的设施是否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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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适时向相关的专业团体（国际性、区域性或本地组织）了解各项需求及设施

的标准是否出现改变，及时对设计方案、开支预算、工期等作出相应的修订。 

(e) 如遇紧急的情况，适度调节并提高统筹效率的同时，尽可能缩减前期的工作

时间，以预留更多备用时间，增加应付突发事故的时间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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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各项后加工程 

本部分探讨科大运动场各项后加工程的实施情况。在运动场施工期间，由于图则

设计不完善及组委会更改需求，承建商提供了 11 份包括多项后加工程的报价，建设

发展办公室通过了 4 份后加工程建议，向上级申请进行，金额合共 7,584,348.30 澳门

元，扣除原工程合同的相关项目后，增加开支为 5,841,806.80 澳门元。 

4.1 图则设计不完善引致的后加工程 

为符合国际标准及改善原设计的不足之处，承建商建议作出多项后加工程。为此，

建设发展办公室分别于 2005 年 7 月 18 日、8 月 4 日、9 月 2 日及 9 月 23 日向上级作

出建议，进行有关的后加工程。详情如下： 

4.1.1 为符合国际标准而执行的后加工程 

组委会进行图则设计工作的书面谘询时，在初步设计要求中对田径跑道的设

计要求为：“田径跑道之表面物料需按国际田径联会之要求，使用……，而磨擦

力、弹力、软硬度等均需符合及取得国际田径联会之认证”。其后由于组委会没

有核实设计公司所提交的图则及工程数量清单内设施的规格是否符合相关国际

标准的要求（参阅第三部分第 3.2 点），引致两项后加工程，费用较原标书金额高

出 245,000.00 澳门元，包括： 

(a) 为获得国际田联认可之一级跑道证书，需透过后加工程于原有之泰坦跑

道加装铝合金围边； 

(b) 为符合国际田联一级比赛要求，需透过后加工程于一级的径赛运动中使

用新式的投掷保护笼。 

2005 年 3 月 2 日，行政长官批准把科大运动场的建造工程批给一承建商。根

据招标方案内的工程数量清单所载，工程项目包括： 

(a) 提供及安装 14 毫米厚，品牌为“Rebortan”泰坦跑道或同级，而跑道下

需先铺设 50 毫米厚、颗粒直径为 15 毫米的粗沥青层及 40 毫米厚、颗

粒直径为 6 毫米的幼沥青层作为地基； 

(b) 一个投掷保护笼，品牌为“Mondo”或同等，型号为 AL0010。 

2005 年 5 月 18 日，承建商去函建设发展办公室，提出要获得国际田联认可

之一级跑道证书，必须在足球场与泰坦跑道之间安装分隔用之铝合金围边，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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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中并未包括此一项目，需另外加上。此外，由于第四届东亚运动会被国际田

联确认为一级的比赛项目，所以要求在一级的径赛运动中使用新式的投掷保护

笼，它的正面为 10.5 公尺高的门，可在举行投掷比赛时为运动员及观众提供更佳

的保护。2005 年 7 月 22 日，运输工务司司长批准建设发展办公室的建议，执行

上述之后加工程，开支金额为 245,000.00 澳门元。 

组委会表示澳门科技大学运动场兴建工程中的田径跑道，是因应土地资源而

调整，主要构想只是作训练用，并非作比赛用。至于新式的投掷保护笼并非组委

会要求，另外组委会并不需要一级认证的跑道作训练之用。 

4.1.2 为了改善原设计的不足而作出的后加工程 

在科大运动场的施工过程中，承建商发现原图则设计存在不足之处，包括多

项工程项目未达质量要求、部分工程没有列报在工程数量清单上、图则设计错漏，

因此提出多项后加工程。经分析有关的建议及监督顾问公司对各项后加工程的意

见，各项后加工程分类如下： 

4.1.2.1 因原设计未达质量要求而实施的改善工程 

科大运动场施工期间进行多项改善质量的后加工程，主要包括：增加洗

手间墙身厚度，以便有足够位置安装去水渠；看台加装防水膜，避免位于大

楼高处的货仓有漏水；根据电力公司的设计图则执行变压站工程；于后备电

源室装设冷气设备及低压显示版，以保证后备电源室能正常运作；改善外墙

云石的装配，以金属扣安装；装设电缆，提供电力予外围照明系统；更改足

球场照明系统，如电缆、四面的灯及变压器，并将配电盒及变压箱迁入办公

楼；在 Level 1 装设一个通风系统；装设电缆及电箱，为日后由组委会安装

之流动 LED 显示屏之用；提供及安装防火墙壁，使 FM200 系统顺畅运作；

在发电房装设防火墙；改善建筑设计，增加贵宾区房间的功能及质量；加固

石屎结构及交通指示牌，以及在假天花加支架，以承托电力及机械装置等多

项加固工程。 

4.1.2.2 因图则及工程数量清单错漏而实施的后加工程 

科大运动场施工期间进行多项因图则错漏及工程数量清单遗漏而引致

的后加工程，主要包括：在足球场及田径跑道排水斜坡增加混凝土；于伸缩

缝位置为消防龙头系统、消防花洒系统及风喉增加避震喉；装设电热水炉及

4 套按摩池系统；于一楼货仓装设防火系统；装设 7 盏射灯，以配合原图则

上旗杆的数量。 

19 



 

审计署的意见 

对于为符合国际标准所进行的后加工程的审计意见，请参阅第三部分审计意见第

b (ii)点。 

由于科大运动场的兴建工程采用图则设计与施工分开判给不同承投单位的方式

进行，承建商在投标后可以因为图则设计的错漏或工程数量清单的不足而向用家单位

申请调整工程开支金额。是项兴建工程中由于原设计不足而作出的后加工程，使开支

增加 5,255,383.80 澳门元，相等于首次判给金额的 5.02%，与一般工程的调整幅度相

若。然而，对于部分因为原设计不善而作出的后加工程，如旗杆及射灯数量不配合、

增加电热水炉及按摩池系统等，是可以通过加强审核设计方案来避免的。因此，组委

会与执行工程部门应在图则设计阶段，加强合作，共同复核图则的设计是否合理可行。 

审计署的建议 

(a) 在工程进行期间，用家单位（组委会）与本地体育联会设立沟通机制，并适

时与国际联会联系，确保及时知悉场地设施规格的 新国际标准，尽早为受

影响的工程项目作出相应修正。 

(b) 在设计阶段，用家单位应邀请执行工程部门参与，给予专业技术意见。 

(c) 审批公共工程图则设计时，由用家单位（组委会）及执行工程部门共同对设

计方案进行复核。除检查图则设计与相关法规的符合性外，亦应加强对图则

设计、施工方案及工程数量清单的合理性审查。 

4.2 用家更改需求引致的后加工程 

根据建设发展办公室于 2005 年 4 月 1 日与承建商签署的工程合同，工程数量清

单中已包括购置一批 89,309.00 澳门元的家具设备。其后，建设发展办公室应组委会

的要求，在 2005 年 8 月向承建商提出更改合同内订定的家具设备的规格及品牌，涉

及金额由原标书的 89,309.00 澳门元上调至 430,732.00 澳门元，增加了 341,423.00 澳

门元（382%）。组委会负责人表示，更换家具设备的原因是希望与其他场馆使用统一

的类型，方便场馆之间作出灵活调动。 

审计署的意见 

上述的家具设备属于一般办公室家具，如办公室枱椅、梳化、文件柜、保险箱及

锁匙箱等，基于各个场馆的办公室设计均有不同，加上按原计划该场馆将归还澳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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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大学，家具的可调动性不高，而且这样的变更，使成本较原来的增加接近 4 倍，但

却没有带来明显的资源增值，显示组委会未有从成本效益方面作充分考虑，便作出了

更换家具的决定。此外，透过后加工程购置物品，并未能取得一般谘询问价机制所带

来的价格竞争优势。 

审计署的建议 

执行任何更改原标书物品的规格／品牌之决定，须考虑其成本效益，在确定增加

的开支金额具应有的资源增值效益后，才作出更改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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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兴建科大运动场的财务规划 

本部分就科大运动场兴建工程的财务规划进行探讨。科大运动场各工程项目的首

次判给金额合共 121,391,448.50 澳门元，各项增加工作的开支为 5,999,806.80 澳门元，

占首次判给金额的 4.94%。 

科大运动场的兴建费用由运输工务司司长办公室及社会文化司司长办公室年度

“投资计划”预算承担15，具体财务安排见表二。 

表二(A)：各工程项目的财务安排 
（由社会文化司司长办公室投资计划预算拨款承担） 

序

号 
批准日期 内容 金额 

（澳门元） 承担开支方式（索引） 

1. 2004/12/17 图则设计及技

术支援 
13,140,000.00

10,512,000.00 澳门元由当年

度“澳门运动场的改善及扩建

工程 ─ 美化、绿化及装修工

程”作出调拨 
余额登录于 2005 年投资计划

预算 

(ii) 

表二(B)：各工程项目的财务安排 
（由运输工务司司长办公室投资计划预算拨款承担） 

序

号 
批准日期 内容 金额 

（澳门元） 承担开支方式（索引） 

1. 2005/3/2 
澳门科技大学

足球场 ─ 工
程 

104,663,780.00

90,000,000.00 澳门元已登录

于当年度投资计划预算 
余额由“11 人足球场 ─ 填
土”作出调拨 

(i) 

2. 2005/3/17 协调及监督 790,000.00 由“11 人足球场 ─ 填土”

作出调拨 
(i) 

3. 2005/4/29 质量控制 1,300,000.00
由“凼仔路环填土及基建 ─ 
澳门土木工程实验室顾问”作

出调拨 
(ii) 

4. 2005/4/29 技术援助 297,500.00 由“11 人足球场 ─ 填土”

作出调拨 
(i) 

5. 2005/6/15 电讯网络管道 161,500.00 由“11 人足球场 ─ 填土”

作出调拨 
(i) 

                                                 
15 建设发展办公室所建议之工作由运输工务司司长办公室投资计划年度预算承担；组委会所建议之工

作，2002 年及 2003 年由体育发展局“投资计划”预算承担，2004 年及 2005 年由社会文化司司长办

公室“投资计划”预算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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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序
批准日期 内容 承担开支方式（索引） 

（澳门元） 号 

6. 2005/6/22 电力接驳 1,169,260.00 由“多功能体育馆 ─ 后加工

程”作出调拨16
 

(ii) 

7. 2005/7/22 后加工程  ─ 
改善工程质量 2,195,951.30

由“澳门特殊和危险的废物处

理站 ─ 设计及建造”作出调

拨 
(ii) 

8. 2005/8/25 供水网 249,252.50 由“城市集体运输系统 ─ 轻
轨计划之图则”作出调拨 

(ii) 

9. 2005/8/29 
后加工程  ─ 
金属天面维修

通道及按摩池 
2,932,518.00

由“凼仔路环填土及基建 III 
─ VU3.3 马路东侧的延伸”

作出调拨 
(ii) 

10. 2005/9/7 安装水管及水

表 169,266.00
13,951.00 澳门元由“11 人足

球场 ─ 填土”作出调拨 
余额由 3 个项目17作出调拨 

(ii) 

11. 2005/9/9 后加工程  ─ 
改善工程质量 2,118,481.00 由“凼仔路环填土及基建 ─ 

顾问”作出调拨 
(ii) 

12. 2005/9/28 后加服务  ─ 
协调及监督 158,000.00 由“北安填土 ─ 工程”作出

调拨 
(ii) 

13. 2005/10/4 后 加 工 程 ─ 
改善工程质量 337,398.00 由“凼仔路环填土及基建 ─ 

顾问”作出调拨 
(ii) 

上述科大运动场兴建工程中各项目的财务安排（以批准开支时的金额计算）分为

下列两类情况： 

(i) 具备有适当的预算拨款作出承担 

这些工程项目的预算拨款，已经在当年度预算拨款登录，或者在已登录年度

预算拨款的同一职能项目中转移，两者均能够在不影响其他计划项目拨款的情况

下，为科大运动场兴建工程提供所需的财政资源，进行必要的工作。 

(ii) 未能为预算开支于投资计划作预算准备 

除科大运动场承揽工程、协调及监督、技术援助及电讯网络管道的开支外，

其他项目及各项后加工程均没有在开支支付年度登录投资计划预算拨款，需要透

过调拨其他职能项目预算承担，金额为 21,142,126.80 澳门元，占工程总额的

16.6%。 

                                                 
16 由于新电力规章的生效，需重新计算电力接驳工程的收费，金额由原来的 1,169,260.00 澳门元调整

为 620,150.00 澳门元。建设发展办公室于 2005 年 8 月 31 日建议修改有关开支金额，以及注销多预

留的 549,110.00 澳门元差额。 
17 3 个项目包括：“多功能体育馆 ─ 后加工程”、“室内多功能运动场馆 ─ 填土”、“北安填土 ─ 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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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的意见 

作为年度预算，各部门于每年年中（约七月）就明年的计划项目提交投资计划预

算案，并由财政局及土地工务运输局进行评估、分析及登录预算。对于没有登录在

初预算的开支款项，或于下半年度才立项的新投资项目，必经通过调拨其他职能项目

的预算或备用拨款18来承担。对于被扣减资源的项目，必然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或

是在扣减后再追加预算以承担开支，或是被延期执行、甚至取消计划。上述情况均不

利于公帑的管理及特区发展计划的有序及顺利开展。即使调拨备用拨款预算内的款

项，如果未能作出适当的监管，在出现备用拨款的 初预算被耗用时，亦需要从其他

资源调拨至备用拨款以承担开支。 

科大运动场于 2004 年下半年才落实兴建，除承揽工程、协调及监督、技术援助

及电讯网络管道外，其他项目及各项后加工程均未能在投资计划的 初预算中登录。

审计署认为，投资计划并非日常开支，是涉及较大金额的重要投资及特别项目，应透

过理性的规划并适度进行酝酿。在缺乏良好规划的情况下，紧急落实新投资计划的财

务安排，对整体投资计划的执行存在一定的影响。因此，作为谨慎的理财原则及良好

的预算管理，应该为必须承担的所有开支作出合理的估算并登录在相应年度的预算

中，使投资计划的执行能够有序开展，避免出现大金额追加预算或调拨的情况。 

审计署的建议 

由参与统筹、执行施工及登录投资计划预算拨款的各相关单位组成计划管理小

组，协调资源的分配，监管预算的执行，建立审慎而周详的整体计划、合理而可行的

财政预算（参阅第三部分审计署的建议）。具体包括： 

(a) 在规划阶段，谨慎估算设施所需的全部开支（包括图则设计、施工、顾问监

督、地质勘探、水电设施等），同时为未能预见的开支估算适当数量的备用

金。 

(b) 预计计划的开展时间，及早为所需的财政资源向上级申请作相应的财务安

排，以便负责有关开支的部门按序登录在相应年度的预算中。 

(c) 设立机制确保： 

i) 预算案的预算项目及估算开支接近实际开支金额； 

                                                 
18 澳门特别行政区年度财政预算第四十章节“投资计划”预算中存在一项“40-99 备用拨款”，属于“投

资计划”的备用金性质预算，在有需要的情况下透过调拨把预算款项调配到相关的职能（子）项目

中。当“备用拨款”余额不足时可透过调拨其他“投资计划”项目或第十二章节“公用开支”款项

以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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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对涉及较大金额预算调拨时，审慎研究并解释对被调动资源项目的具体

执行安排，同时对额外开支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并向批准实体提出意见； 

iii) 监督备用金的使用情况，定期检讨余额及评估各项正在进行工程对备用

金的需求预算。如备用金结余额偏低或不足，需要从另一备用金项目调

拨时，采用上述 ii 项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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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组委会的回应 

 





 

《衡工量值式审计报告—澳门科技大学运动场的兴建工程》的回应 

前言 

以下是前东亚运动会澳门组织委员会股份有限公司根据《第 11/1999 号法律》第

十二条所制定的审计程序，就审计署《衡工量值式审计报告—澳门科技大学运动

场的兴建工程》(下称审计报告)所作的回应，全文如下： 
 

体育部门在澳门科技大学运动场的兴建工程中的角色 

2004 年 4 月，亚洲足球联合会向组委会发函通知莲峰球场不符合举行足球比

赛，经多次谘询后，澳门科技大学运动场选址落实于路凼填海区并进行图则编制

的计划。前第四届东亚运动会澳门组织委员会(下称组委会) 组委会按照当时在体

育设施规划、设计及建设工作小组（简称基建小组）在此项工程上的分工安排，

负责科技大学运动场编制图则和承揽规则的谘询招标文件，在完成审标程序后，

把中标设计公司的设计方案提交由建设发展办公室进行科技大学运动场兴建工

程的招标事宜。 
关于基建小组的组成和功能，审计署在《第四届东亚运动会专项审计报告》

第九页有所介绍：“体育设施规划、设计及建设工作小组（简称基建小组）负责

协调 2005 年东亚运动会体育设施的规划、设计及兴建工作，成员来自土地工务

运输局、体育发展局，以及“协调办” 、临时澳门市政厅及临时海岛市政厅的代

表（其后由东亚运组委会及民政总署代表取代）”在有需要时，“基建小组可邀请

其他部门或实体的代表参与会议。‘基建小组’在运输工务司司长指导下运作，并

向其汇报工作进度。” 
下列图表是澳门科技大学运动场的兴建工程中，各参与单位的工作范围： 

澳门科技大学运动场各参与单位分工表 

参与单位 负责范围 

体育设施规划、设计及建设工作

小组(简称基建小组) 
在前运输工务司司长指导下，协调与执行场馆

的兴建事宜。确保能提供举办东亚运动会所需

的各种体育场地设施，以及设立的规划与本澳

城市发展规划互相适应 
前第四届东亚运动会澳门组织

委员会 
执行编制图则和承揽规则的谘询招标文件，

2005 年 10 月开始管理澳门科技大学运动场并

举行东亚运动会的足球赛事 
设计公司 图则设计工作 
建设发展办公室 执行澳门科技大学运动场的兴建工程的公开

招标，跟进工程开展工作 
监理公司 监察工程进度质量 
承建商 按照设计公司提供的方案执行兴建工程及提

供场馆所需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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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当局选定澳门科技大学运动场座落的位置并落实兴建， 2005 年 3
月，澳门科技大学运动场兴建工程开始进行，并预计 2005 年 8 月完工。2005 年

10 月 11 日，澳门科技大学运动场正式开幕。 
在上述的分工原则下，无论在设计或施工阶段，体育部门按照所需要执行的

工作尽量予以配合和采取不同的应变措施。  
 

初步计划及图则设计阶段历经转变 

体育部门接纳大部份审计报告所提出的意见，在日后参与同类型的工作时，

将积极考虑审计报告所建议的“详细及深入的可行性研究”程序。 
2004 年 4 月，亚洲足球联合会向组委会发函通知莲峰球场不符合举行足球比

赛，其后，组委会根据澳门现有场馆的情况进行评估，提出多个可行性方案，

后于 2004 年 7 月 7 日才获淮与澳门科技大学进行研究及磋商，同月 23 日，组委

会与建设发展办公室举行协调会议，建设发展办公室指出按照科技大学获批给的

土地面积考虑，只能兴建一个具照明系统及辅助设施的足球场及田径跑道，以及

一座室内体育馆，同时，会议上提出由于该地区是由建筑废料堆填而成，原有拟

定的基础设计不适合使用，需使用另一种的基础建筑方式，其后，与科技大学签

署协议，确定澳门科技大学运动场选址，2004 年 9 月 8 日，组委会向上级建议以

图则设计估算金额低于澳门元 11,000,000.00 提出向三间设计公司进行书面谘询，

后的判给金额是澳门元 13,140,000.00，相差澳门元 2,140,000.00(19%)，并非审计

报告所指的 75%， 12 月 17 日，行政长官同意批给该设计公司并在 12 月 31 日与

该设计公司签署合同。 
值得强调的是，作为负责澳门科技大学运动场工程中的编制图则和承揽规则

等招标文件的组委会，在相关的估算中已按所得的资料进行评估，由工务部门提

供有关地质的技术意见，组委会已在该计划立项前已将有关计划进行修正，并特

别说明所采用的建筑施工方法需要符合澳门工务部门的规定和要求，在经过与工

务部门进行了沟通后才执行图则设计的工作。对于审计报告第 12 页内所述，『由

2004 年 5 月 27 日觅得兴建足球场的地点 …….』，要澄清的是，组委会在 2004
年 7 月才觅得兴建足球场的地点，并非审计报告内所指的 2004 年 5 月 27 日。从

筹备到开展设计工作只用了 5 个月时间。2005 年 1 月，设计公司完成图则编制的

工作并将该文件直接交予土地工务运输局，由土地工务运输局直接与设计公司协

商并跟进相关工作。 
 

并未提出改善的建议 

关于为了符合国际标准而更改投掷保护笼，在澳门科技大学运动场兴建工程

中的田径跑道，是因应土地资源而调整，其跑道主要构想只是作练习训练用，并

非作比赛用，故该新式的投掷保护笼并非组委会要求，而组委会未需要 1 级认证

跑道作练习训练之用。 
承建商提出更改合同内订定的家具设备的规格及品牌，要强调的是，组委会

从未要求统一家俬之类型，同时，现有家俬的类型亦与其它场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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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前东亚运组委会的责任是从确保场馆能举办赛事的角度要求提供意见，从未

跟进工程技术及建筑物料数量等的技术，亦不具备场馆设施的决定权，而大部份

后加工程是由于工务局及设计公司按施工需要等情况而作出的决定。 
 在参与澳门科技大学运动场兴建工程各个阶段的过程中，体育部门并不具备

兴建工程的决定权，亦不知悉所有物料的价格及 后选择的结果。体育部门的责

任是确保场馆的设施能符合举办赛事的国际标准。 
 
总结 

上述的回应，回顾了体育部门在澳门科技大学运动场的兴建工程中参与的工

作。 后，感谢审计长及审计署的同事以很认真的态度进行这项审计工作，我们

尊重审计工作及重视审计的意见，并将一如以往，致力寻求 符合成本效益的工

作方法，提供优质的公众服务。 
 
完 

3 





 

35 

附件二 

建设发展办公室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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