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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 撮要 

1.1 最新情况 

轻轨一期的澳门线和凼仔线，由 2007 年预计 2011 年底同时投入运作，大幅延后

至 2019 年只有凼仔线预计可投入营运。截至 2017 年 12 月，只完成了凼仔线 9.3 公里

的土建工程，占轻轨一期建设规模的 44.28%，而澳门线则只开展了妈阁站的前期工作。

至 2016 年底，运建办对轻轨系统重新规划，订定了短、中、远期共 11 条走线。原轻

轨一期的凼仔线及澳门线分别被安排为短期及中期规划。然而，除了短期规划的 5 条

走线预计最早于 2026 年完成外，其余中及远期规划走线未有订定任何完成时间。 

在投资成本上，轻轨一期由 2007年预计的 42亿澳门元建设成本，大幅增加至 2012

年 9 月的 142.73 亿澳门元。2016 年 5 月，运建办以澳门线仍未落实具体走线为由，

未有再更新澳门线的估算。此外，2016 年订定短、中、远期 11 条走线时，运建办亦

没有就每一条走线或整个项目订定任何造价资料。及至 2017 年 12 月，整理各走线的

资料，有 3 条走线未有任何估算，而其余 8 条走线亦只有凼仔线有进行更新，估算金

额为 108.23 亿澳门元。此外，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轻轨系统累计总判给金额约

为 132.73 亿澳门元，当中有 3 个主要的合同曾作合同修改或解除合同，涉及的额外开

支及损失总金额约为 17.26 亿澳门元。 

筹备凼仔线的营运方面，于 2016 年 6 月首次披露运建办将于 2017 年转为以公司

方式筹备轻轨运营，但至 2018 年 7 月有关公司仍未能成立。此外，于 2018 年 4 月，

运建办以 58.86 亿澳门元外判凼仔线的“营运及维护服务”，以提供凼仔线通车前各项

准备工作以及首五年营运及维修保养列车等服务。 

1.2 审计发现及意见 

1.2.1 延期申请的相关情况 

凼仔线的 3 个工程分段于动工后曾多次获批准延长工期，延长的工期日数占原工

期的 95%至 111%不等。审计署从凼仔线 3 个工程分段的延长工期申请中，抽取延期

日数较多的里程碑为个案进行探讨，当中发现运建办在延期申请的审批分析工作以及

协调管理工作方面存在严重缺失。 

对于可引致延期的事件，工程业界国际标准重视作出预先警告，及要求承建商于

知悉事件后的 28 日之内作出通报，而工程业界的一般做法可以更为严格。至于本澳

法例以及轻轨承揽规则亦有相关规定，要求承揽人在知悉事件发生后 5 日内通知定作

人。有关做法有利于掌握当时实际情况避免日后争拗，亦可实时管控问题避免造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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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逆转的事实。然而，运建办对此未有重视，就交通指示牌阻碍施工的问题（个案一），

承建商在超过 6 个月后才作出通报，最后更发现只需要使用一台较小机器便可解决，

可见倘能及早处理絶对可减低对工程进度的影响甚或无需延期。 

对于延期的分析审批把关，判断延期事件会否影响总工期（即影响关键路径）、

延期的日数以及能否通过缓解方案减少延期均属于重要考虑因素。然而，运建办并没

有就上述的重要考虑因素作出妥善把关，未有掌握阻碍事件对关键路径的影响。有关

横琴线接驳位欠缺桥墩及底部结构设计的情况（个案二），按推断影响施工的时间应

该大约在 2013 年 4 月，但运建办在未有详细说明之下，却批准影响日期由 2012 年 10

月开始计算，增加了获批准的延期日数。运建办亦没有就缓解方案作出充分考虑，在

个案一及个案二当中均没有见到调动工作，安排不受影响的桥墩先进行施工，以减少

对工程进度的影响。而个案一更是用了 6 个月时间协调移除交通指示牌后，才发现可

透过使用较小的机器施工解决问题。此外，运建办的延期分析审批结果亦令人质疑，

当中未有提及发给承建商的警告信所反映有关承建商没有投放足够人力及机器施工，

以及管理混乱而严重影响施工进度的问题情况。 

前期协调管理方面，运建办在工程动工前未有积极进行协调，移走一个属于另一

项公共工程、占据了轻轨施工场地的临时办公室（个案三），仅在动工 4 个月后才发

公函予有关部门正式要求迁离，最终导致相关的里程碑延误近一年。而在场地明显受

阻不具条件移交下仍签署动工笔录交场，其后又因场地移交问题批准延期申请，反映

有关执行工作只属行礼如仪。 

1.2.2 对往年审计发现的跟进 

自 2010 年 6 月起，前 3 个阶段的轻轨审计报告合共提出了 16 项审计发现，当中

有 2 项仍未改善，分别属违约金条款订定及整体投资估算的问题。在订定违约金条款

方面，运输工务司司长 2016 年 3 月于立法会上表示目前工程合同的罚则已优于补偿

性违约金，只是本澳没有执行罚则的文化。而运建办亦表示运输工务司司长已表达了

有关立场，显示该办现时并未打算引入补偿性违约金。 

而有关整体投资估算方面，运建办于 2016 年 12 月上呈建议订定轻轨系统短、中

及远期规划 11 条走线，不再以轻轨一期的概念来表达项目，然而，上呈的建议书没

有每条走线的初步估算数据，以及整个轻轨项目的粗略整体造价，这不利于对经济效

益进行考虑，亦令到决策者无法掌握将来大概的财政负担。而审计署整理 11 条走线

的独立资料，发现 5 条有动态估算、2 条有静态估算、1 条有预算及 3 条未有任何估

算。运建办表示除了凼仔线及凼仔线延伸至妈阁站两条走线之外，其余走线均属概算，

因为不符合进行动态估算的基础条件。然而，有些按其说法不具备条件的短期走线（例

如东线、石排湾线）却订定了动态估算。故此，运建办的说法令人存疑，而其估算工

作仍未完全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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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审计建议 

运建办应： 

 在工期管理上，与国际上的工程项目管理做法接轨，并重新审视法例上的不

足及提出需要的修改。在完成修改法例之前，尝试通过完善承揽规则做好相

关的监控。 

 业主方必须做好前期研究、设计及场地移交等各个环节的管理工作，以避免

自己成为延误工作的因素。 

 在可行性研究及规划阶段，对项目的整体、各个组成部分及各不同选项订定

粗略的估算，以供分析比较及作出决策之用。此外，为使不同成本甚或不同

时间落实的项目具可比性，应使用同一年度的物价编制估算。 

 对于可预视开展的工程，落实动态估算以作为工程问责的基础。 

 随着工程进展，应按当时的实际情况适时更新估算。 

1.4 审计对象的响应 

运建办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透过第 GIT-O-18-02009 号公函，就审计报告作出了书

面回应。该办感谢审计署的审计工作，认为对工作优化带来重要的推动作用。 

延期申请方面，运建办表示对于承建商人力资源及设备不足等问题一直透过工作

会议、警告信等要求承建商改善以追回进度。而关键路径分析是工程业界广泛应用的

一种基本分析方法，凼仔线的监理公司亦是以此方法分析延期申请，但强调受影响总

日数是透过综合评估而得出。该办表示将进一步完善工程前期协调工作、完善合同及

承揽规则的条文以及订定违反合同义务的处罚，以加强对工程项目监管。 

投资估算更新方面，该办表示因各线路推进时程不一、财务评估基础条件不同，

未能订定整个轻轨项目的造价，并认为以每一条线路为基础开展造价估算及财务管理

较为切合实际情况及社会期望。但该办表示考虑到早年开展研究项目的财务数据已过

时，将会在呈上级考虑前的立项阶段对数据进行更新，并待具备条件后编制造价的动

态估算以作为上限控制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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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 审计背景 

2.1 引言 

轻轨系统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下称“特区政府”）在运输基础建设范畴上的施

政重点，运输工务司司长于 2007 年 10 月宣布落实轻轨系统首期（下称“轻轨一期”）

方案。为了推动落实轻轨系统，于同年 11 月设立了运输基建办公室（下称“运建办”），

负责筹备、协调、跟进整个轻轨系统的建设计划，以及研究未来的管理方案。 

轻轨系统对于本澳而言，是一个崭新且重大的建设项目，加上澳门缺乏具有相关

经验的人才，在是否能确保有关项目按时按质完成方面，所潜在的固有风险较一般公

共工程为高。为此，运建办作为轻轨项目的专责统筹部门，应作出妥善管理，以确保

项目按时完成。然而，轻轨系统由最初预计 2011 年底澳门线及凼仔线可同时投入运

作，演变为现时到 2019 年只有凼仔线预计能投入营运，澳门线的设计及落成时间有

待确定，而同时亦提出了兴建其他走线，例如石排湾线、东线、珠澳穿梭线、澳门半

岛内港线及横琴线等（有关轻轨系统项目规划之演变过程见第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

源。点）。此外，轻轨系统第一期的整体投资估算金额已由最初的 42 亿澳门元增加

至单是凼仔线已接近 110 亿澳门元1（有关轻轨系统整体投资估算演变过程见第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点）。 

针对上述情况，审计署对轻轨项目进行跟踪审计，评估运建办管理轻轨项目的工

作是否存在可改善的地方。 

2.2 审计目的及范围 

是次审计目的，是审查运建办筹建轻轨系统的管理工作，并提出具体改善建议。

审计范围主要包括截至 2017 年 12 月运建办就凼仔线各分段土建工程的工期管理，在

延长工期方面的规定与实际执行情况2，探讨运建办有否对相关工作作出妥善管理。此

外，审计署亦跟进了有关轻轨系统制订整体投资估算的工作（属过往审计发现的跟

进）。  

                                                      
1
 运建办表示估算金额 42 亿澳门元是建设发展办公室以《澳门轻轨系统首期优化方案》按 2006 年物
价指数所推算出的静态估算金额，当时是一个较为粗略且未有具体资料的估算。至于估算金额 110

亿澳门元是正在建设当中的凼仔线为估算基础的动态估值。 
2
 原凼仔轻轨车厂上盖的 C385 工程于 2015 年 12 月经行政长官同意与承建商解约，随后于 2016 年 7

月重新判给，而截至 2017 年 12 月，新的承建商未有提出任何延长工期的申请。故此，审查范围没
有包括轻轨车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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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分： 最新情况 

3.1 轻轨系统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总体情况 

轻轨一期分为澳门线和凼仔线，最初预计于 2011 年底同时投入运作3，后几经更

改推迟营运日期，至 2017年 12月为止，运建办只公布轻轨一期中的凼仔线预计于 2019

年投入营运，澳门线未曾公布具体的主体土建计划及投入营运时间4，有关运建办所公

布的轻轨系统预计投入运作时间的演变过程，详见下表一： 

表一：轻轨一期预计投入运作时间的演变 

公布尔日期 走线范围 预计投入运作时间 

2007 年 7 月 

轻轨第一期 

（澳门线及凼仔线） 

2011 年 

2009 年 10 月 2014 年 

2011 年 3 月 2015 年 4 月 

2014 年 4 月 
预计凼仔线于 2016 年先投入营运； 

2018、2019 年具备条件接驳至澳门线  

2015 年 12 月 
轻轨第一期 

（凼仔线） 

预计凼仔线于 2019 年投入营运； 

澳门线未有具体营运时间 

数据源：运建办季刊《轻 ZONE》及有关的新闻报导。 

运建办将轻轨一期分为多个工程分段进行建设，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各分段

的最新建设情况详见下表二： 

表二：轻轨一期各工程分段的具体工作情况 

走线 轻轨一期各分段 现时进度 预计完成建设时间 

澳门线 

C310 东北段 待重新开展设计 没有信息 

C320 新口岸段 修改设计中 没有信息 

C330 南西湾湖段 修改设计中 没有信息 

C340A 妈阁前期建造工程 进行工程中 2018 年 

C340B 妈阁站主体建造工程 准备招标中 2024 年 

凼仔线 

C350 凼仔市中心段 进行车站装修工作中 2018 年 

C360 路凼城段 进行车站装修工作中 2018 年 

C370 凼仔口岸段 进行车站装修工作中 2018 年 

C385R 轻轨车厂 土建施工中 2019 年 

数据源：整理自运建办提供的项目进度月报及 2018 年运输工务范畴施政方针。 

                                                      
3
 2007 年 7 月，运建办尚未成立，由特区政府所公布《澳门轻轨系统首期优化方案》时预计的投入运
作时间，而运建办成立于同年 11 月。 

4
 2017 年 11 月公布的 2018 年运输工务范畴施政方针中，施政主要工作时间表分别订定了于 2019 年完
成凼仔线、2022 年完成石排湾线及 2024 年完成凼仔连接妈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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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轻轨一期的澳门线及凼仔线全长合共约 21 公里、包含 21 个车站，但

至 2017 年 12 月为止，运建办只完成了 9.3 公里的凼仔线土建工程，占原来规划的

44.28%，而澳门线的部分仍未有确定的开展日期。根据运建办委托的顾问公司于 2016

年所做的客流量研究分析，若只有凼仔线先行营运，总体客流量将只有凼仔线设计运

量的 20%。有关轻轨一期的总体走线以及截至 2017 年 12 月为止建设中的部分见下图

一。 

图一：轻轨一期至 2017 年 12 月的兴建情况示意图 

 
数据源：整理自运建办提供的资料，底图辑录自 Google Maps，由审计署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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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轻轨一期只有凼仔线全面开展了主体土建工作5，此外亦进行了列车系

统6的采购，而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具体进度分述如下： 

土建工程的进度情况 

对于已开展的凼仔线土建工程，审计署于 2015 年 1 月公布了《轻轨系统－第三

阶段》的专项审计报告，当中披露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凼仔线各分段的土建工

程均出现了严重的延误7。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与运建办已核准的工作计划比较，工

程的进度情况有显著改善，高架桥、车站及行人天桥的结构已完成，正进行装修及电

机安装等工作。有关凼仔线各分段的进度改善情况详见下表三： 

表三：凼仔各工程分段计划与实际工程进度之比较 

分段 

工程进度 

(截至 2013/12/31) 

工程进度 

(截至 2017/12/31) 

按计划应完

成的进度 

实际的

进度 
差异 

按计划应完

成的进度 

实际的 

进度 
差异 

C350 凼仔市中心段 63.5% 26.8% 36.70% 99.25% 96.02% 3.23% 

C360 路凼城段 77.8% 17.4% 60.40% 100.00% 98.11% 1.89% 

C370 凼仔口岸段 75.1% 19.3% 55.80% 100.00% 96.19% 3.81% 

数据源：各分段监理公司之月度报告。 

在进度得到改善的同时，审计署亦注意到于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

凼仔各分段的工程曾多次获批准延长工期（Extension of time，简称 EOT），令到各分

段的施工期延长 1,034 至 1,134 天不等，获延长的工期超过原工期 95%，而 C360 分段

的工期更获延长超过一倍。按合同订定的工期，三个分段的工程须于 2015 年 4 月完

成，但经延长工期后分别延至 2018 年 2 月至 5 月期间完成。为此，审计署对于延长

工期方面作出深入的探讨（详见本报告第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点），有关凼仔线各

分段的延期情况详见下表四： 

表四：凼仔各工程分段计划与实际工程进度之比较（截至 2017/12/31） 

分段 
原施工

日数 

获批准

EOT 次数 

获批准

EOT日数
注

 

延期日数占原 

施工日数百分比 

原定的 

完工日期 

经延长工期后

的完工日期 

C350 凼仔市中心段 1,158 3 1,106 95.51% 2015/4/3 2018/4/13 

C360 路凼城段 1,021 4 1,134 111.07% 2015/4/4 2018/5/12 

C370 凼仔口岸段 1,044 5 1,034 99.04% 2015/4/10 2018/2/7 

数据源：整理自运建办提供的数据。 

注：因不可抗力因素（如天雨及台风等）所引致的延期申请只占非常少数。 

                                                      
5 澳门线只有妈阁站正进行一些包括土建工程的前期工作，但尚未正式开展主体土建工程。 
6
 即行车物料系统方面的项目，主要包含列车车厢及物料、行车运作系统的采购。 

7 
 详见审计署于 2015 年 1 月公布的《轻轨系统－第三阶段》专项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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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轨车厂方面，位于机场以南、西靠机场大马路地段，占地约 13 万平方米。车

厂上盖主要由运营大楼（运营控制中心）、工场及维修大楼、列车停泊区以及洗车场

所组成，但原车厂上盖工程于 2015 年 12 月与承建商解约，随后于 2016 年 7 月重新

判给。截至 2017 年 12 月，正进行月台建造、外围马路、车厂大楼建造及装修等工作，

总体施工进度约 84.7%。而新的承建商未有提出任何延长工期的申请。西湾大桥的改

善工程由提供列车的承建商负责施工，然而由于需配合澳门半岛线的建设进程而于

2016 年 2 月暂缓施工，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土建部分已完成比率约为 52.67%及

机电部分则为 30.27%。 

妈阁站方面，运建办表示该站的主体工程已于 2018 年 5 月进行招标，并预计于

2018 年第三季施工。而石排湾线方面，运建办表示主体工程预计 2018 年第四季进行

招标，争取在 2019 年第一季施工。 

列车系统采购的进度情况 

列车采购方面，所采购的 55 组列车截至 2017 年 12 月共有 7 组8已运抵本澳及展

开各项测试工作。月台幕门及沿线的隔音屏障的安装工作亦已开展。而子系统，包括

供电系统、列车自动控制系统及无线电网络等相关设备亦已陆续运抵本澳并送至凼仔

线各车站进行安装及测试。总体而言，截至 2017 年 12 月列车采购的工作进度为

56.22%，比计划的 52.98%为高。 

而在 2013 年 1 月，运建办建议并获批准额外采购 24 组列车，但在 2017 年 8 月，

有关合同被批准解除，取消采购该 24 组列车。至 2018 年 5 月，运建办对外公布，考

虑现时购置的轻轨列车数量已可满足轻轨短中期线网发展的需要，已与列车供货商达

成协议解除于 2013 年签定的购置额外列车合同。根据解除协议，当中补偿费用、供

货商已开展工作、已购置材料、部分已生产的物料和部件等费用，特区政府合共支付

3.58 亿澳门元。 

3.2 项目的规划演变 

运建办于 2009 年 10 月公布《澳门轻轨系统第一期 2009 兴建方案》时，原构想

轻轨系统分为一期及二期进行建设，具体的规划走线见下表五： 

表五：轻轨系统初期的规划走线 

分期 规划走线 

轻轨一期 由关闸起，经澳门东面沿海岸一带直达妈阁，再经西湾桥进入路凼城及北安码头。 

轻轨二期 由关闸沿西面海旁至妈阁。 

数据源：整理自运建办提供的数据。 

                                                      
8
 每组列车共两节列车车厢，7 组列车即 14 节列车车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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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启动轻轨一期的建设后，运建办因应廉政公署于 2012 年 9 月发表的调查报告9，

以及配合“粤澳新通道”的规划，需对澳门线的走线进行重新评估。同时，为缓减澳

门线土建工程落后对总体项目之影响，运建办于 2013 年 7 月将轻轨一期改为分阶段

营运，首阶段为凼仔线10。至 2015 年 6 月，运建办再调整轻轨一期的营运策略，计划

2019 年首先开通凼仔线、2022 年延伸至妈阁站及 2024 年开通关闸站。 

其后于 2016 年 12 月，运建办就轻轨系统重新制订了短、中、远期规划，包括 11

条走线，对于各走线的预计完成时间详见下表六（各走线的规划示意图见图二）： 

表六：轻轨系统各走线的短、中、远期规划 

时期 走线 工作内容摘要 预计完成时间 

短期 

凼仔线 完成凼仔线并于2019年投入营运。 2019年 

凼仔线延伸至 

妈阁站 
经西湾大桥下层通道延伸凼仔线至妈阁站。 2024年 

东线 规划、设计及兴建东线。 2026年第二季 

珠澳穿梭线 

（即人工岛口岸

专线） 

规划、设计及兴建珠澳穿梭线。 最早于2026年 

石排湾延伸线 兴建石排湾延伸线。 2022年 

中期 

澳门半岛内港线 规划内港线。 

运建办表示处于研

究阶段，未有确实时

程。 

澳门半岛延伸线 

（包括南段及北

段两条走线） 

优化及调整澳门半岛延伸线。 

远期 

横琴延伸线 
待具备轻轨乘客日后通关模式落实后，规划

横琴延伸线。 运建办表示处于概

念规划阶段，未有确

实时程。 
路凼北延伸线 配合新填海地区的进程、路环旧区的发展等

因素，规划路凼北及路环延伸线。 路环延伸线 

数据源：整理自运建办提供的数据。 

                                                      
9
 《关于轻轨路线行经澳门伦敦街及波尔图街投诉的调查报告》，当中建议轻轨新口岸段以隧道方式改
行孙逸仙大马路，并将原计划于孙逸仙大马路设置的外环车道改行伦敦街及波尔图街。 

10
 即海洋站（13 号站）至凼仔码头站（23 号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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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轻轨系统短、中及远期规划示意图 

 

数据源：整理自运建办提供的资料，底图辑录自 Google Maps，由审计署标注。 

运建办在订定短、中、远期规划前，曾委托顾问公司就各走线的投入营运时间订

定不同的假设情况，并按此作出客流量的预测。如上表六所显示，短期规划的 5 条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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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预计最早可于 2026 年全部完成，审计署节录了截至 2026 年不同假设情况下的客流

量数据数据11，详见下表七： 

表七：截至 2026 年的客流量预测资料 

时期 轻轨各走线 
2026 年的客流量预测（人次） 

包括换乘
注 1 不包括换乘

注 1 

短期 

凼仔线 

（包括延伸至妈阁站） 
60,880 ~ 174,080 30,400 ~ 69,200 

东线 80,900 ~ 131,900 45,000 ~ 65,900 

珠澳穿梭线 31,100 ~ 37,500 12,200 ~ 12,900 

石排湾延伸线 18,000 ~ 54,200 3,800 ~ 11,100 

中期 

澳门半岛内港线 85,900 ~ 111,300 62,200 ~ 79,400 

澳门半岛延伸线 

（包括南段及北段） 
99,300 ~ 157,200 87,700 ~ 102,700 

远期 

横琴延伸线 41,900 ~ 42,200 29,100 ~ 29,200 

路凼北延伸线
注 2

 -- -- 

路环延伸线注 2
 -- -- 

数据源：整理自运建办提供的轻轨客使用分析数据。 

注 1：客使用分析中未有详细说明“包括换乘”是指于不同轻轨走线间换乘还是涉及其他交通公具。 

注 2：客使用分析中假设路凼北延伸线于 2036 年投入营运，而路环延伸线则没有进行客使用分析。 

从上述可见，运建办已不再采用“轻轨一期”的概念划分工作，取而代之的是轻轨

系统的“短、中及远期规划”，而原有的凼仔线及澳门线已划分至短期及中期规划中。 

3.3 整体投资估算之演变 

2007 年 7 月，建设发展办公室公布《澳门轻轨系统首期优化方案》，并按 2006

年物价指数推算轻轨系统第一期总成本约为 42 亿澳门元。至 2009 年 10 月，运建办

公布《澳门轻轨系统第一期 2009 兴建方案》，提出轻轨系统第一期总造价的静态投资

估算为 75 亿澳门元，包括澳门线、凼仔线及车厂的建造、列车采购开支，以及西湾

桥改善工程的费用。2011 年 6 月，运建办公布轻轨系统第一期最新的静态整体投资估

算为 110.67 亿澳门元。审计署进行第三阶段审计工作时，运建办表示于 2012 年 9 月

编制了一份动态估算12供内部决策参考，估算金额为 142.73 亿澳门元（静态估算为

                                                      
11

 由于每一条走线有多个假设的情况，而在各个假设情况下能有不同的客流量预测数字，故此，审计
署以一个范围的方式披露有关预测数据。 

12
 轻轨项目的动态估算方法为:项目静态估算+应急费用+估价变动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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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93 亿澳门元）。至 2016 年 5 月，运建办将凼仔线及澳门线分开进行估算，但该办

指由于澳门线仍未落实具体走线，故未能对澳门线进行造价估算。基于运建办没有对

整个轻轨一期进行估算更新，因此审计署以运建办 2012 年 9 月的估算为基础，并更

新至 2017 年 12 月的数据，详见下表八： 

表八：2007 年至 2017 年轻轨系统一期投资估算的演变 

单位：亿澳门元 

 2007 年 7 月 2009 年 10 月 2011 年 6 月 2012 年 9月 2017 年 12 月
注 1 

前期研究及服务 --- --- 0.54 1.07 1.07 

一期顾问服务 --- --- 2.56 2.76 10.06
注 2

 

列车系统 27.00 35.00 49.22 49.22 59.80
注 3

 

主体土建 15.00 40.00 58.35 75.88 94.76
注 4

 

小计： 42.00 75.00 110.67 128.93 165.69 

应急费用注 5
 --- --- --- 7.90 7.90 

估价变动准备金 --- --- --- 5.90 5.90
注 6

 

合计： 42.00 75.00 110.67 142.73 179.49
注 7

 

数据源： 整理自《澳门轻轨系统首期优化方案》、《澳门轻轨系统第一期 2009 兴建方案》及运建办提供之数
据。 

注 1： 有关金额是审计署以运建办 2012 年 9 月的估算为基础，由于运建办并未对澳门线的估算作更新，故主
要根据运建办对凼仔线截至 2017 年 12 月的判给及估算数据作出更新。 

注 2： 有关金额仅为凼仔线的顾问及服务费用，尚未包括澳门线。 

注 3： 有关金额是以 2012 年 9 月的 49.22 亿澳门元，加上 2015 年 10 月延长列车采购合同而需额外支付的 7

亿澳门元，以及加上因解除列车增量采购合同而涉及的 3.58 亿澳门元（该列车增量采购计划供轻轨一期
的路线及其他路线使用），得出有关金额。此外，列车系统的开支亦包括西湾桥改善工程，但由于需等
待连通至妈阁站才能全部完成及进行测试验收，因此运建办暂缓有关工作，而将来会否增加开支，现阶
段未能确定。 

注 4： 主体土建估算金额的调升，是因凼仔线（含车厂）由 2012 年 9 月估算的 33.47 亿澳门元增至 2017 年 12

月的 52.35 亿澳门元所致。而当中澳门线所占的 40.33 亿澳门元属静态估算（按 2012 年第一季的物价指
数），虽然运建办于 2012 年 9 月后并未有对澳门线的估算进行更新，但考虑到运建办会对澳门线的走线
作修改，再加上通胀因素，可预视澳门线的估算金额将会增加，但具体金额现阶段未能确定。 

注 5： 根据运建办的报告书，“应急费用：由于项目在建造过程中会产生众多不可预计及难以预料的变更、后
加及不能明晰的潜在项目，只在有需要时才可动用，亦不应假设为当然的建筑工程开支＂。 

注 6： 由于凼仔线的土建工程项目均于 2012 年内已完成判给，合同金额已经确定，所以此 5.9 亿澳门元的估价
变动准备金的计算，主要为未来澳门线各分段成本的估算。 

注 7： 运建办于 2018 年 7 月中旬向外界表示轻轨整体预算增至约 164 亿澳门元，然而，有关预算并非轻轨一
期的延续，故不能与上表的估算作比较。以上预算并不包括原属轻轨一期重要组成的澳门线，却包含原
轻轨一期没有的石排湾线及东线，所以建设路线内容与原轻轨一期有实质上的不同。 

审计署进行第四阶段审计时曾要求运建办提供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止，按 2016

年 12 月所订定的短、中及远期规划的轻轨系统最新整体投资估算数据（共有 11 条走

线）。然而，运建办只提供了一份有关凼仔线的投资估算明细表，估算金额为 1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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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澳门元属已判给及预计开展金额。故此，审计署只能从运建办所提供的各走线的数

据，整理得出就轻轨系统项目的整体估算金额，结果详见下表九： 

表九：轻轨各走线所涉及的投资估算表 

时期 走线 投资估算金额(亿澳门元) 

短期 

凼仔线（含车厂） 108.23
注

 

凼仔线延伸至妈阁站 15.17 

东线 209.8 

珠澳穿梭线（即人工岛口岸专线） 17.8 

石排湾延伸线 24.69 

中期 

澳门半岛内港线 未有资料 

澳门半岛延伸线－北段走线 17.5 ~ 20 

澳门半岛延伸线－南段走线 32.74~42.04 

远期 

横琴延伸线 74.53 

路凼北延伸线 未有资料 

路环延伸线 未有资料 

数据源：整理自运建办提供的数据。 

注：有关金额的组成中，95.12 亿澳门元属已判给的开支，13.11 亿澳门元属预计开展金额。 

从上表可见，11 条走线中有 8 条走线曾作出估算，其余 3 条走线则未有任何估算

资料。对此，运建办表示表中数值大部分为研究单位所提出的初步估计，以作为政府

在考虑是否开展相关线路工作时的内部参考，并非线路项目的实际财务状况。另外，

除上述预计的直接投资估算金额外，特区政府亦划出了约 13 万平方米的土地资源用

作轻轨车厂建设，有关土地资源的价值难以估量。 

3.4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轻轨系统获判给的开支情况 

审计署于各审查阶段持续跟进轻轨系统的开支判给情况。在专项审计报告《轻轨

系统──第三阶段》中，整理了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轻轨系统一期的开支数据。

承接上一阶段的审计工作，是次审查探讨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轻

轨系统开支数据。同时，审计署按运建办所提供的最新数据，以及考虑到运建办已不

再采用“轻轨一期”的概念划分工作，而是调整为短、中及远期的规划，整理自 2008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轻轨系统的累计开支判给金额。结果显示，于上

述期间共有 252 项轻轨系统工程及服务获判给，其总判给金额约为 132.73 亿澳门元。

另外，有 3 个合同之价格曾进行修订，修订金额合共约 0.63 亿澳门元。有关 2008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曾作出的轻轨系统开支判给及价格修订数据的明细，详见附件一

及附件二。 



14 

另一方面，有 3 个主要的合同曾作出合同修改或解除合同的情况，涉及的金额为

17.26 亿澳门元，参见下表十： 

表十：修改或解除的主要合同列表 

相关合同 
涉及费用 

（澳门元） 
修订的金额内容摘要 

列车系统采购

合同 
7 亿 

 因凼仔线延迟营运，于 2015 年 10 月延长合同至 2019

年 3 月。 

 因修改合同，判给金额由 46.88 亿澳门元增至 53.88

亿澳门元，即额外增加 7 亿澳门元。 

列车系统增量

采购合同 
约 3.58 亿 

 2017 年 8 月，取消增购列车，解除合同。 

 原判给金额 8.22 亿澳门元，计及特区政府已支付的合

同预付款及补偿金额合共 3.58 亿澳门元。 

车厂建设合同 约 6.68 亿 

 2015 年 12 月，解除合同，后于 2016 年 7 月重新判给。 

 判给金额由 5.55 亿澳门元，结算金额为 1.53 亿澳门

元。另重新判给增至 10.7 亿澳门元，即额外增加 6.68

亿澳门元。 

数据源：整理自运建办提供的数据。 

3.5 运建办转型为私营公司运作 

根据 2016年 6月传媒引述立法会土地及公共批给事务跟进委员会的消息，于 2007

年成立的运建办将于 2017 年解散，其后特区政府将转以公司方式筹备轻轨的营运工

作，该公司百分百由政府持有，类似机场公司，特区政府承诺未来会再向立法会介绍

新公司的成立及运作详情。 

然而，2017 年 5 月，行政长官批准自 2017 年 11 月起延长运建办的存续期三年。

同时，2017 年 11 月，于立法会土地及公共批给事务跟进委员会与运输工务司司长及

运建办主任就跟进轻轨建设进度所举行的会议，政府代表指将争取于 2018 年第 2 季

设立轻轨运营公司，但未有就有关公司的性质、财政及财产等内容作说明。 

2018 年 4 月，为准备凼仔线于 2019 年投入营运，运建办以 58.86 亿澳门元外判

凼仔线的“营运及维护服务”。有关服务内容包括提供凼仔线的通车前测试及启用系

统、组成运营团队和开展职前培训，以及负责首五年营运，维修保养列车、信号系统

及基建设施。运建办亦向公众表示，将加紧推进成立全资的轻轨运营公司，待公司成

立后，上述服务合同将交由轻轨运营公司跟进管理。2018 年 7 月，运输工务司司长对

外表示未能于 2018 年第二季成立轻轨运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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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对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及第三阶段审计报告的跟进情况 

自 2010 年 6 月起，审计署对轻轨系统的筹建进行跟踪审计，从 2011 年 5 月至 2015

年 1 月所公布的 3 个阶段审计报告，合共提出了 16 项审计发现。有关过往各阶段的

审查范围及审计发现见下表十一： 

表十一：轻轨系统第一至第三阶段的审查范围及审计发现 

报告阶段 审查范围期间 审计发现涉及的工作范畴 

第一阶段 

（2011年5月公布） 

2007 年 11 月 

至 

2010 年 6 月 

“轻轨系统整体投资估算”
注
、“年度预算编制”、“依

法执行预算开支”、“第 122/84/M 号法令之豁免条

款的应用情况”、“对外判服务的监控”、“工作表

现的评核”、“对标书评审的管理”、“依法执行公

开招标”、“投资款项的应急准备”及“管理计划及

成本指引的编制” 

第二阶段 

（2012年9月公布） 
至 2011 年 12 月 

“轻轨系统整体投资估算”
注
、“评核结果的效用”、

“对合同执行的监管”及“成本控制指引的编制” 

第三阶段 

（2015年1月公布） 
至 2013 年 12 月 

“项目管理团队人员到位情况的监控”、“违约金条

款的订定”、“处理工程延误的方法”及“轻轨系统

整体投资估算的更新”
注

 

数据源：整理自轻轨系统第一、第二及第三阶段审计报告。 

注：由于同属项目整体投资估算的问题，故此当作一项审计发现计算。 

对于上述 16 项审计发现，审计署分别于第三阶段及是次第四阶段进行了跟进。

分析结果是运建办对于当中 14 项审计发现已得到改善。仍未改善的 2 项审计发现属

违约金条款订定及整体投资估算的问题。 

订定违约金条款方面，在工程合同中加入补偿性违约金的做法引起社会广泛讨

论，而工务部门亦就此作出研究探讨。然而，根据运输工务司司长 2016 年 3 月于立

法会上发言表示，认为目前工程合同中的罚则已优于补偿性违约金，已有足够阻吓力，

只是本澳没有执行罚则的文化。而运建办亦回复审计署，运输工务司司长已于上述立

法会会议表达了对补偿性违约金的立场。从上述反映，运建办现时并没有打算引入补

偿性违约金的做法。故此，审计署将继续关注工程的往后发展，及运建办执行罚则的

情况是否能起到阻吓性作用，以跟进运建办对工程延误方面的处理。 

而有关跟进整体投资估算方面，审计署于第四阶段的审计工作发现运建办在订定

了轻轨系统短、中及远期的规划后，始终未有对有关规划制订整体估算。有关的审计

发现见第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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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 审计结果 

4.1 延期申请的相关情况 

凼仔线的 3 个工程分段，C350 凼仔市中心段（下简称“C350”）、C360 路凼城段

（下简称“C360”）及 C370 凼仔口岸段（下简称“C370”）曾获批准多次延长工期，审

计署从第二次延期申请中，在 3 个分段中各选取了 1 个获批延期日数较多的里程碑进

行探讨。然而，在探讨 C350 分段的延期申请时，运建办表示监理公司是以综合分析

方法得出整个里程碑需延期的日数，未能提供经该办核实分析后每项延误事件影响里

程碑的具体日数。这种做法令有权限实体及监察部门对有关里程碑的延误细节皆难以

分析。 

至于另外的两个工程分段，从探讨的个案中发现了两种主要问题情况： 

1) 延期申请的分析及审批工作方面 – 没有妥善分析及审批承建商所提出的延

长工期申请（详见第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点）； 

2) 协调管理工作方面 – 出现因规划不周及执行工作不积极而引致需批准延长

工期的情况（详见第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点）。 

上述问题的详细情况，分述如下： 

4.1.1 审计发现 

4.1.1.1 延期申请的分析及审批工作 

根据十一月八日第 74/99/M 号法令《核准公共工程承揽合同之法律制度》（下简

称“第 74/99/M 号法令”）第一百六十八条，当出现不可归责于承揽人之工作中止情

况时，工期获得延长。有关法令的第一百七十一条同时订明，承揽人应在知悉阻碍事

件发生后 5 日内通知定作人并由其决定有关后果，而在承揽人通知定作人后需由监理

公司就事件缮立笔录。承揽规则亦有规定，出现第三者引致的延期因素时，承揽人由

获悉事件发生日起计 5 日内应书面向监察实体报告13。而有关延期申请的处理流程，

运建办表示按照承揽规则，承建商须于工期完结 30 日前向其提交延期申请14。运建办

指承建商会提交延期申请的索偿书，再由监理公司作分析，而运建办会参考监理公司

的分析意见，再编制建议书呈交上级审批（有关法例及承揽规则的原文见附件三）。 

但在抽查的个案中发现，延期事件未有及早作出通报并进行合适处理，但仍获得

                                                      
13

 承揽规则一般条款第 1.8.1 条。（原文见附件三） 
14

 承揽规则一般条款第 5.2.5 条。（原文见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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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此外，从个案中亦发现延长工期的分析审批与国际上一些良好管理存在落差。

审计署以 C360 段的里程碑 17（即 18 号车站与 19 号车站之间的 “IS18高架桥”部分15，

坐落的位置见下图三）当中两项获批准延长工期日数最多的事件作为个案进行说明，

分别是“IS18-P04 桥墩因门架式交通指示牌阻碍情况”（延期 214 日）及“IS18-P02.1

及 P02.2 横琴线接驳位欠缺设计的阻碍情况”（延期 687 日）。（C360 里程碑 17 第二次

延期申请获批共 7 项原因，详见附件四） 

图三：C360 分段及里程碑 17 所在位置示意图 

 
数据源：整理自运建办提供的资料，底图辑录自 Google Maps，由审计署标注。 

4.1.1.1.1 个案一：IS18-P04 门架式交通指示牌的阻碍情况 

2012 年 6 月，运建办与承建商签署委托工程笔录，C360 分段正式动工。根据运

建办已核准的原工作计划，里程碑 17 中编号 IS18-P01 至 IS18-P14 的 15 条桥墩，其

桩柱工程应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展开，并需于 2013 年 5 月 11 日完成施工。 

然而，至 2013 年 9 月，即桩柱工程预计完成的 4 个月后，承建商才于定期协调

会议中向运建办报告，位于莲花口岸的 IS18-P04 桥墩旁边的一个门架式交通指示牌

（下称指示牌）占用了安装钻孔桩机的位置，阻碍桥墩施工。  

但参考网上的数据图片，有关的指示牌在轻轨系统工程动工前已存在（见下图

四），属明显的外露设施，就算于签署动工笔录时未有发现指示牌将影响施工，于 2012

                                                      
15

 根据招标文件，里程碑 17 的交付内容为「交出第四段高架桥(车站/两个车站间之高架桥/车站)予
C110-RS&S 承揽人」，而第四段为 IS18 高架桥。IS18 高架桥涵盖共 38 支桥墩位置，桥墩编号 IS18-P01

至 IS18-P37，以及 IS18-P02.1 的一个门架式桥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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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计划开展桩柱工程时应已知悉有关影响。即使再考虑到施工场地下方的地下

停车场移交问题16，最迟亦应于 2013 年 3 月提出有关的阻碍影响，然而承建商于 2013

年 9 月才报告指示牌阻碍施工。 

图四：影响桥墩及高架桥施工的门架式指示牌正面照 

 

数据源：取自于 2012 年 4 月 16 日的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新闻片段截图。 

根据运建办与承建商的往来资料，该办及承建商原认为指示牌是必须移除才能施

工。但至 2014 年 3 月，承建商提出可变更施工方案，以较小型的机械打桩，即免除

移走交通指示牌的需要，以解决有关问题，并于 2014 年 4 月获监理公司批准17。但 5

个月后，承建商才按变更方案进行桩柱工程，并于 11 月完成（建成后的 IS18-P04 桥

墩与指示牌现状见下图五）。 

图五：IS18-P04 位置实景图 

                                                      
16 IS18-P02 至 IS18-P09 受场地移交影响，影响期间由 2013 年 1 月 27 日至 2013 年 3 月 8 日，共 41 日。 
17

 监理公司批准的是承建商在 2014 年 4 月 1 日提交的方案更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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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审计署摄于 2017 年 8 月 31 日。 

有关个案除了在通报延期事件存在问题之外，对于延长工期的审批亦存在令人质

疑的情况。根据核准的原工作计划，每条桩柱的施工日数约为 5 日，而里程碑 17 中

IS18-P01 至 IS18-P14 该路段的 15 条桥墩，其桩柱工程应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展开，

并需于 2013 年 5 月 11 日完成施工。审计署曾向运建办查询有关 IS18-P04 单一桥墩进

行桩柱工程的计划开工及完工日期，以及 IS18-P01 至 IS18-P14 的 15 条桥墩的桩柱工

作在技术层面上是否有既定的施工先后次序。运建办回复表示有关计划没有显示

IS18-P04的开工及完工时间，而 15条桥墩的桩柱工作只需在 2012年 12月 31日至 2013

年 5 月 11 日期间完成便可。按有关响应，即是桩柱工作没有特定的先后次序要求，

当一条桥墩受阻时，其余桥墩的桩柱工作亦应不受影响而可继续按计划施工。然而，

根据工程施工记录，截至 2013 年 5 月 11 日，IS18-P01 至 IS18-P14 的位置未曾完成过

任何桩柱，甚至没有进行过实际的钻桩工作，只进行了一些零散前期工作。即使将期

间因设计变更受影响的 IS18-P01、受场地移交影响的 IS18-P02 至 IS18-P09
18桥墩，以

及欠缺设计的 IS18-P02.1 及 P02.2 桥墩的情况纳入考虑，IS18-P10 至 IS18-P14 位置的

桥墩亦应可进行桩柱的工程，但工程记录反映有关桥墩未有于 2013 年 5 月前完成桩

柱工程，即是在计划进行桩柱工作的整个期间，可进行施工位置并没有完成过任何桩

柱工作。 

与此同时，审计署亦发现自 2012 年 6 月动工开始至 2017 年 12 月，运建办曾因

C360 分段进度延误而向承建商发出共 46 封警告信，以及曾于 2014 年 11 月就里程碑

8 未能按时完成而向承建商罚款 2,580,000.00 澳门元。从部分警告信的内容反映，莲

花口岸周边（即 IS18-P04 指示牌位置及外围工地）于 2013 年 4 月至 2014 年 1 月期间

存在人手与机械不足及管理混乱等严重影响施工进度的情况，见下表十二： 

                                                      
18

 IS18-P02 至 IS18-P09 受场地移交影响，影响期间由 2013 年 1 月 27 日至 2013 年 3 月 8 日，共 41 日。 

按 变 更 方

案，无需迁

移指示牌便

建成桥墩 

IS18-P04 

桥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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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与 IS18-P04 指示牌位置相关的警告信内容 

日期 警告信内容摘要 

2013 年 4 月  施工机械不足、机械质量差，按承建商的补救方案桩基施工机械将增至 13 套，

但至今只有 9 套进行施工，数量严重不足。 

 内部管理混乱不堪，分判商突然全面离场及停止所有桩基施工，导致除望德圣

母湾路段外，其余所有路段于 4 月 10 日开始进入停工状态。 

2013 年 11 月  工程开展至今已超过 16 个月，工程进度仍不理想及不可接受。 

 莲花口岸 IS18-P02 至 IS18-P10 位置并没有足够机械及人员施工，严重影响整

体工程进程。 

注：运建办发出的警告信当中包含当时工地无人施工的实地相片，见下图六。 

2014 年 1 月  设置于莲花口岸地下停车场的桩基工作自 2013 年 8月 31日至今并没有任何机

械及人员进行施工。 

 承建商未能按照进度补救方案赶工，所投入之人力物力资源严重不足，尤其在

桩承台及桥墩构建方面。 

注：运建办发出的警告信当中包含当时工地无人施工的实地相片，见下图七。 

数据源：整理自运建办提供的数据。  



21 

图六：2013 年 11 月运建办警告信中的实地拍摄照片 

 

数据源：运建办于 2013 年 11 月向承建商发出的警告信，由审计署标注。 

图七：2014 年 1 月运建办警告信中的实地拍摄照片 

 

数据源：运建办于 2014 年 1 月向承建商发出的警告信，由审计署标注。 

从上述警告信的内容及相片反映，C360 分段的施工进度在 2013 年 9 月承建商提

出指示牌阻碍施工前已经并不理想，出现承建商投入的施工人手及机械不足、管理混

IS18-P04 的门架式指示牌 

IS18-P04 的门架式指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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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而导致大部分时间均没有人员施工，工程处于停工状态的问题情况。然而，在监理

公司的延长工期分析报告以及运建办上呈的延长工期申请建议书中，未有提及警告信

所反映的情况。就此审计署曾向运建办作出查询，该办回复表示： 

“警告信是按照当时现场施工进度而发出的，而最终是否涉及合理延长工期，承

建单位需提交延期申请再由监理单位作评估分析后才能确定。倘若承建单位于超过合

理延期后仍未完工，届时警告信可作为其中一个依据作证明延误为承建单位责任。本

办重申监理单位是考虑不同实际阻延因素对每个里程碑作综合批评分析，得出受影响

的总日数，按该受影响的总日数延长里程碑的工作期限，其分析报告已附于过往已提

交的……建议书中，现阶段并未有其他补充。” 

此外，于 2013 年 3 月 8 日处理 IS18-P02 至 IS18-P09 的交场问题之后，IS18-P04

的位置理应可进行施工。然而，承建商直至 2013 年 9 月 17 日才反映有关位置因指示

牌受阻无法施工。对于上述约半年时间内，承建商无按工作计划施工，亦没有向监理

公司及运建办报告施工障碍的情况，审计署向运建办查询为何监理分析报告及建议书

并没有对此作任何分析，以及承建商应负的责任。运建办没有正面回复，只表示监理

公司是考虑不同实际阻延因素对每个里程碑作综合批评分析，得出受影响的总日数，

按该受影响的总日数延长里程碑的工作期限。不受影响的工作日数，承建商不会获得

延期，而上述 2013 年 3 月 8 日至 2013 年 9 月 17 日期间并没有就 IS18-P04 批准延期

予承建商。 

从上述情况反映，施工期间存在承建商没有按计划的进度施工、没有投放足够人

手及机械施工以及管理混乱等情况。然而，延期申请的分析及运建办上呈的建议书并

没有反映曾对有关问题情况作出分析。故此，难免令人质疑批准延期 214 日的决定之

合理性。 

4.1.1.1.2 个案二：IS18-P02.1 及 P02.2 横琴线接驳位欠缺设计的阻碍情况 

里程碑 17另外一个延期原因是横琴线的接驳位置 IS18-P02.1及 P02.2欠缺桥墩及

底部结构设计所致，在第二次延长工期申请时获批 687 日。 

C360 分段的工程在进行招标时已欠缺 IS18-P02.1 及 IS18-P02.2 桥墩及底部结构

的设计。按有关的设计图则指出，IS18-P02.1 及 IS18-P02.2 的桥墩及底部结构应于横

琴线走线确定后进行设计19（参见下图八）。C360 承建商亦于工程动工 1 个月后（即

2012 年 7 月）书面向运建办指出 IS18-P02.1 及 IS18-P02.2 欠缺上述设计数据，运建办

于 8 月回复正等待设计公司响应。承建商其后分别于 2012 年 12 月、2013 年 1 月及 3

月再次反映 IS18-P02.1 及 IS18-P02.2 欠缺设计图则的问题并要求运建办发出图则。

                                                      
19

 图则原文为“Pier/Portal should be designed after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Hengkin Lin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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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4 月监理公司引述设计公司之回复，表示仍在等待运建办提供用作设计相关桥

墩及底部结构的参数20。 

图八：C360 分段 IS18-P02.1 及 P02.2 位置示意图 

 

数据源：整理自运建办提供的数据，底图辑录自 C360 设计图则，由审计署标注。 

于 2014 年 5 月，运建办向设计公司提供了相关的桥墩设计参数，同时运建办亦

指示承建商进行探井的工作（Trial Pit）。由于承建商探井后表示有关位置与一些公共

事业机构的管线存在冲突，于 7 月运建办将设计公司对 IS18-P02.2 桥墩迁移位置的图

则交予承建商检查是否具条件施工。承建商于 9 月再进行全面开挖勘探，以确认

IS18-P02.2 位置的管线冲突情况。因应勘探结果，设计公司需对图则再次进行修改，

最终决定取消 IS18-P02.2 位置的桥墩，并于 2015 年 4 月完成 IS18-P02.1 的图则予承

建商施工。 

就上述事件，承建商于 2015 年 2 月提出延期申请，根据监理公司的分析，认为

按原计划承建商应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3 年 5 月 11 日期间进行桩柱工程，而

欠缺设计的情况由 2013 年 2 月 13 日起开始阻碍桩柱工程的进行。由于第二次延期申

请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而当时有关问题仍未解决。故此，得出由 2013 年 2 月 13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阻碍日数为 687 日。 

此外，监理公司的分析报告亦有以下陈述：“IS18-P02.2 的桩柱与 IS18-PA 至

IS18-P07 的高架桥两项工作属于关键工作（Critical Work）21
”。而运建办上呈的延长

                                                      
20

 监理公司信函原文为：“no detailed information was available regarding the structure connecting with 

future Hengking line, namely structural interface transition design concept （pier duplication or direct 

support on C260 portal frame）, additional loads imposed on C260 structure, movement joint displacements, 

deck and support geometry. Without such data it was impossible to provide further details at Design 

Stage.” 

21
 监理公司分析报告原文为：“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above section, the critical works are 

piling work of IS18-P02.2 (Hengqin Line) and the related CIS viaduct (IS18-PA to IS18-P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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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期建议书亦引述监理公司的分析指出“部分(受影响工作)亦处于工作计划的关键路

径上，对整体工程进程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 

监理公司及运建办均表示阻碍事件影响工程的关键路径，然而分析报告及延期申

请建议书中未有明确反映工程的关键路径，亦没有明确反映阻碍事件如何影响到关键

路径的相关工作而导致需延长工期。故此，审计署要求运建办说明，监理公司及该办

曾就阻碍事件影响工程关键路径曾作出的分析。然而，该办回复并没有限制监理公司

必须就关键路径的影响进行分析22，并重申有关的分析可参阅延长工期的建议书及附

件的监理公司分析报告23，没有其他数据补充。同时，向本署强调其对关键路径的观

点： 

“关键路径只是监理公司用作分析及评估延期的参考依据，监理公司按各种不同

实际阻延因素对受影响的里程碑作出综合评估。” 

“关键路径只是其中一种被广泛使用的分析方法，如何运用，如何评估，是属监

理单位的专业判断。而分析报告没有显示相关之分析过程，并不代表该报告不具备专

业性。” 

因应上述情况，审计署难以掌握足够资料，以分析是否正如监理分析报告及延期

申请建议书所指，阻碍事件处于工作计划的关键路径上而对整体工程进度产生负面影

响。然而，根据运建办的回复，IS18-P01 至 IS18-P14 该路段位置的 15 条桥墩的建造

在技术层面上没有既定的施工先后次序，只需按原工作计划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3 年 5 月 11 日完成桩柱工程，以及于 2013 年 1 月 21 日至 2013 年 7 月 14 日内完

成下部结构工作便可。按此分析，当 IS18-P02.1 及 P02.2 因欠缺下部设计而无法进行

桩柱工程时，承建商是可以先进行其他桥墩的桩柱及下部结构工作。而且按原工作计

划每条桩柱的预计施工日数约为 5 日。故此，计算工程进度受阻碍事件影响的实际起

始日期，应思考是否可从监理公司所指的 2013 年 2 月 13 日往后推，将批准延期的日

数减少。然而，从现有的监理公司分析文件，以及运建办的延期申请建议书，均未能

看到这方面的相关分析。更甚的是，承建商于 2016 年 5 月及 6 月作出第三次延长工

期申请时，监理公司更将计算延期日数的起始点推前至 2012 年 10 月，令到延长日数

有所增加24。有关延长申请最终亦获批准。故此，难免令人质疑有关获批准延长工期

日数的合理性。 

另一方面，从上文第 4.1.1.1.1 点个案一中有关运建办向承建商所发出的警告信可

见，于 2013 年 4 月至 2014 年 1 月期间，承建商根本未有按核准的工作计划施工，存

                                                      
22 审计署审阅了监理服务合同，其内并没有订定必须就延期因素对关键路径的影响进行分析。 
23

 运建办回复表示监理公司就延期的分析资料已附于上呈予上级的延期建议书中，只补充了一份监理
公司计算各里程碑延期日数的电子表格。运建办表示有关电子表格属监理公司的内部文件，只是于
完成分析后向运建办作解说之用，并非向该办提交的文件。该文件是因应审计署的查询才向监理公
司索取。 

24
 延长日数由 2012 年 10 月 17 日开始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计算，共 89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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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有投入足够人力与机械施工，且管理混乱，导致大部分时间均没有人员施工等问

题情况。而工程施工记录亦反映，按计划 IS18-P01 至 IS18-P14 桥墩应进行桩柱工作

的期间（2012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3 年 5 月 11 日），并没有完成过任何桩柱工作。而

在计划进行下部结构的期间（2013 年 1 月 21 日至 2013 年 7 月 14 日），亦未有任何桥

墩曾进行下部结构的工作。综合警告信所反映的情况以及实际的施工情况，难免令人

质疑阻碍工程进度的主要原因并非单纯欠缺 IS18-P02.1 及 P02.2 的下部设计。 

图九：完工后的 IS18-P02.1 位置实景图 （一） 

 

数据源：审计署摄于 2017 年 8 月 31 日。 

图十：完工后的 IS18-P02.1 位置实景图 （二） 

 

数据源：审计署摄于 2018 年 4 月 28 日。  

IS18-P02.1 位置 

IS18-P02.1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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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2 协调管理 

个案三：C370 段里程碑 15–因北安码头工程未能移交施工场地的个案 

2015 年 6 月，C370 承建商的第二次延长工期申请获批准，当中里程碑 15
25，即

第 23 号车站，共因 3 项原因获批准延长工期 330 日26。（C370 里程碑 15 第二次延期

申请获批的 3 项原因详见附件五） 

当中场地移交的原因影响最大，共获批准延长工期 323 日。这是源于北安码头工

程的工地办公室（下称“工地办公室”）所在位置与 C370 第 23 号站的施工位置出现冲

突，承建商未能取得场地施工所致。根据监理公司的分析，按工作计划兴建第 23 号

车站的第一项工作由 2012 年 9 月 12 日开始，直到 2013 年 8 月 1 日完成工地办公室

迁拆移交场地予承建商施工，由此计算出批准延长 323 日的结果。 

有关工地办公室与第 23 号车站存在冲突，事实上于轻轨工程（C370 分段）的设

计图则早已显示有关情况（详见下图十一），而工程量列表（Bill of Quantity，简称“BQ”）
27当中亦包含迁拆工地办公室的相关工作。 

图十一：C370 分段第 23 号站与工地办公室位置示意图 

 

数据源：整理自运建办提供的数据，底图辑录自 C370 设计图则，由审计署标注。 

                                                      
25

 根据招标文件，里程碑 15 的交付内容为「第三个车站(平顶、具备防风雨条件)」，而第三个车站为第
23 号车站。 

26
 按运建办的说明，里程碑的延期日数并非单纯加总各延期原因的延期日数，而是将每一个延期原因
涉及的延期日数相加，并扣除当中出现重迭的日数得出。 

27
 工程量列表是工程合约的组成部分，当中订定了工程的详细技术规格要求，包括施工方法、具体尺
寸、选用材料及设备的质量要求等方面的信息，而承建商亦按 BQ 所订定的内容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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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运建办早已知悉有关冲突，并非突发事件。然而，根据运建办 2013

年 12 月上呈予运输工务司司长的一份后加工程建议书，当中运建办表示： 

“ 根 据 C370 施 工 图 则 “ 车 站 23 工 地 位 置 图 ” 编 号 : 

C270-TST23-CSS-TDD-00001-A，显示 23 号车站所在的位置与建设发展办公室(以下简

称“GDI”) 的北安客运码头项目承建商所使用的工地办公室(以下简称“工地办公

室” )有冲突。本办遂于 2012 年 9 月开始与 GDI 就此工地办公室的迁拆工作展开协

调……”。 

故此，自 C370 工程于 2012 年 6 月 1 日动工后，运建办在相隔 3 个月后（直到

2012 年 9 月），才开始与建设发展办公室（下称“建设办”）就工地办公室的迁拆展开

协调。对于运建办为何没有于工程动工前或动工后立刻协调迁拆工地办公室，运建办

回复表示早于 2011 年设计时间已持续与建设办进行协调沟通，建设办亦知悉轻轨施

工范围与北安码头工程有所重迭，但运建办未能提供任何有关协调沟通处理工地办公

室的相关文件及记录。同时，审计署亦作进一步查询，于动工前后（即 2011 年设计

时间至 2012 年 9 月之前）运建办有否明确要求建设办需何时迁拆工地办公室。但运

建办始终没有明确的回复，只表示对于建设办未能及时安排其承建商迁出工程范围，

非运建办所能安排及控制。 

4.1.2 审计意见 

众所周知，轻轨工程的预计完成时间已多次延后，工期延误是一个问题，但批出

太多延期亦是一个问题。从表四可见，凼仔线 3 个工程分段的工期分别延长了 1,034

至 1,134 天不等，其中 C350 及 C370 所获批准的延期日数与原工期相若，而 C360 更

获延长超过一倍。基于由不可抗力因素（天雨、台风等）所导致的延期申请只占非常

少数，因此，轻轨是否出现了如此多不可避免的因素需批准延期，审计署提出强烈的

质疑。 

虽然审计署无法审查所有的申请个案，但事实上，审查发现运建办对于及早通报

及处理延期因素、分析审批及协调管理方面均存在严重缺失，具体分述如下：  

及早通报及处理延期因素 

根据工程业界惯常使用的国际标准，由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下简称

FIDIC）28所出版的《施工合同条件》（Conditions of Contract for Construction）指

引指出，倘业主方、监理或承建商知悉任何出现可能引致延期的事件，必须向其

                                                      
28

 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简称 FIDIC，成立于 1913 年，其成员为各国咨询工程师协会，至今成员
涵盖全球 104 个国家。FIDIC 亦与世界银行和其他跨国开发银行在不同区域合作，确保为工程师而
设的国际性标准应用于全球的基础设施建设。(FIDIC 网站 http://fidic.org/about-fidic) 



28 

他利害关系人作出“预先警告29（Advance Warning）”。而对于承建商更规定，应

于知悉后 28 日内向监理就引致延期的事项及情况作出通知，并于知悉事件的 84

日内作出延长工期的申请30。而相比 FIDIC 所提出的建议，国际及本澳工程业界

就大型私人工程在通知时限方面，所订定的时间规范则更为严格，甚至为 14 天。

同时，本澳法例亦有类似的规定，根据第 74/99/M 号法令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

及第二款，订明当出现不可抗力或发生不可归责于承揽人（即承建商）的阻碍事

实时，承揽人应在知悉事件后 5 日内通知定作人（即业主方），而监察实体31应立

即在其在场下证实有关事实并缮立笔录。由此可见，不论国际标准、业界做法及

本地相关法例，当出现可能导致延误的事实时，均十分重视及早通报的重要性，

希望能尽早处理，以减低影响。 

延长工期管理及延误的罚则，组成了工程管理当中很重要的相辅相成机制，

如有延长工期机制但无罚则，或有罚则但欠缺完善的延长工期机制，均会令管控

工期的手段起不了作用。而 FIDIC、法例及业界如此重视“预先警告”的原因，

是基于具有以下不可替代的关键功能： 

 有利掌握当时实际情况，避免日后争拗 

若错过实时掌握实际情况的机会，而待日后才去进行确认，双方对于当

时的实际情况，可能已忘却了，更遑论去核实及作出充分而基于事实的判断。

在此情况下，除了难以有效落实延长工期的审批控制及通过罚款起到阻吓作

用外，更会引起不必要的争拗，除导致双方为此虚耗外，更会破坏双方的良

好合作关系。 

 实时管控问题，避免造成不可逆转的事实 

实务上，并非所有问题都必须延长工期，例如可通过施工方案的调整追

                                                      
29 FIDIC《施工合同条件》（2017 年版）第 8.4 点，英文原文：“Each Party shall advise the other and the 

Engineer, and the Engineer shall advise the Parties, in advance of any known or probable future events or 

circumstances which may: (a) adversely affect the work of the Contractor’s Personnel; (b) adversely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Works when completed; (c) increase the Contract Price; and/or (d) delay the 

execution of the Works or a Section (if any)…”（详见 FIDIC Contract for Construction: The Red Book 

2017）。 
30 FIDIC《施工合同条件》（1999 年版）第 20.1 点，英文原文：“If the Contractor considers himself to be 

entitled to any extension of the Time for Completion and/or any additional payment … the Contractor shall 

give notice to the Engineer ... The notice shall be given as soon as practicable, and not later than 28 days 

after the Contractor became aware, or should have become aware, of the event or circumstance. …Within 

42 days after the Contractor became aware (or should have become aware) of the event or circumstance 

giving rise to the claim, or within such other period as may be proposed by the Contractor and approved by 

the Engineer, the Contractor shall send to the Engineer a fully detailed claim ...” （详见 FIDIC Contract 

for Construction: The Red Book 1999）。而 2017 年的新版《施工合同条件》亦有相关规定，只是将延
长工期申请的时间由知悉事件的 42 日内改为 84 日内（详见 FIDIC Contract for Construction: The Red 

Book 2017）。 
31 监察实体可以为业主方或监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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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进度。若然承建商出现问题时，按自己的理解安排及执行工作，而最后按

运建办的规定于工期完结前 30 日才作出申请，即使监理及部门最后判断不

应延长工期，已无法避免及减低影响，工程延误已成为铁一般的事实，只能

罚款了事。须指出的是，罚款是无助于补偿政府的所有损失，更无法弥补所

造成的社会成本（包括市民不便、塞车等），而工期的严重延误甚至会赔上

政府的管治威信。因此，执行罚款及索取补偿并不是政府乐见的事，反而希

望能通过有效协调减少延误而不需要罚款。 

引致延期有很多因素，包括定作人引致的因素（改变设计、后加工程甚

或移交场地等）；另外有些则是合同双方以外的影响因素，包括不可抗力及

第三方造成的影响。然而，从现有规范公共工程承揽的第 74/99/M 号法令见

到，只有不可抗力或不可归责于承揽人之事实，第一百七十一条才有规定须

于 5 日内通知定作人，并由监察实体立即缮立笔录，其后则须于规定时间内

作出申请及审批。但由定作人所引致的延期因素，目前法例并没有及早作出

通知的规定，在此情况下，若然只靠目前法例的要求，难以做好有关因素所

衍生的申请和管控工作。 

上述法例未有规定的地方，理论上可透过承揽规则及合同进一步加强补

足规范，正如私人公司的负责人，亦是透过有关手段作出管控。然而，承揽

规则虽有要求倘出现第三者引致的延期因素时，须于 5 日内作出通知，但并

无注明倘没有通知会否导致像法例一样，失去申请的权利。更甚的是，即使

法例有明确规定的不可抗力因素，承揽规则也只是要求于完工前 30 日作出

申请，显然违反了相关的法例要求。 

而事实上，从指示牌的个案可见，有关事件未有及早作出通知并得到运

建办足够的重视。同时，最后发现只需要使用一台较小的机器便可解决，可

见有关延期并不必要，倘能及早作出通报并作出研究，絶对可减低对工程进

度的影响。 

对延期因素的分析审批 

从一般的项目管理而言，一个项目会涉及众多步骤及工序，有些步骤或工序

延后会影响整个项目的完成期间向后移，有些则不然。因此从项目管理角度，首

要工作是找出这些一旦延误便会导致整体工期向后移的步骤及工序，而这些工序

相连起来而形成的路线，后来管理学学者给予一个名称为关键路径（Critical 

Path）。作为项目管理的其中一个分支，工程管理一直以来对于申请延长工期的审

批，最主要是判断所提出的延误因素，会否引致分段及整体工期往后移，若换一

个专业角度描述以上的工作的话，即判断会否影响工程的关键路径。同时，亦要

判断延期的影响日数，以及能否通过工作安排减少延误，均属于工期把关的重要

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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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上，不少的私人工程与其他地区及国家的公共工程，长期以来均以此作

为延长工期的技术把关，甚至将有关要求明确写入承揽规则及合同。而近年来，

FIDIC 逐渐将指引条文细致化后，亦订明在首次提交的工作计划及往后所修改的

工作计划中，必须列明项目的关键路径32，可见 FIDIC 对于项目的关键路径亦非

常重视。 

然而，正如审计结果所述，运建办进行延期申请的审批时，对于阻碍事件就

关键路径是否构成影响及影响多少，该办公室并不掌握有关情况。同时，审查发

现目前轻轨与其他公共工程普遍使用的工程合同条款一样，并没有加入须对关键

路径进行分析的条款；而对于监理服务合同亦没有明确要求监理公司必须就关键

路径的影响进行分析。而对于上述情况，运建办只表示监理公司进行分析时会作

综合考虑。由此可见，如此重要的控制点并没有得到部门应有的重视，更遑论得

到有效的把关。 

而事实上，审计署对于是次抽查的两个个案所获批延期日数的合理性，以及

是否已积极采取措施减低影响亦存在质疑，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横琴线接驳位的个案（个案二），共涉及 15 条桥墩的打桩工作，有

关工作原应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3 年 5 月 11 日期间完成。若所

有桥墩的打桩工作未能于 5 月 11 日前完成，会影响后续上部工程的施

工，由此可见 5 月 11 日便是关键路径的一个节点。 

按道理，合理的做法是通过调动施工工序，将受影响桥墩的打桩工作放

到最后，参照原工作计划，由于每条桥墩的打桩工作预计需时 20 日33，

故应以关键路径节点 5 月 11 日扣减施工所需的 20 日，从而得出实际受

影响的起始时间，以此推算应为 2013 年 4 月。但运建办于延期审批时

却认为该桥墩的打桩工作于 2012 年 10 月已开始受影响，为何与上述推

算的时间相差了 6 个月之多，由于审批文件未有详细分析或给予合理说

明，审计署无法判断，但难免令人质疑所批准日数的合理性。再加上运

建办未有解释为何延长工期的分析未有提及发给承建商的警告信所反

映的问题情况，更令人进一步质疑运建办延长工期管理工作的严谨性。 

 如上所述，审批时还须考虑是否存在可行的缓解方案(例如透过调动工

序、增加人手机器等)，尽量压缩所需批出的延长工期日数。然而，参考

                                                      
32 FIDIC《施工合同条件》（2017 年版）第 8.3 点，英文原文：“The initial programme and each revised 

programme shall be submitted to the Engineer in one paper copy, one electronic copy and additional paper 

copies (if any) as stated in the Contract Data, and shall include:…(g) all activities (to the level of detail 

stated in the Specification), logically linked and showing the earliest and latest start and finish dates for 

each activity, the float (if any), and the critical path(s);…”（详见 FIDIC Contract for Construction: The 

Red Book 2017）。 
33

 按原工作计划所预计每条桩柱的施工时间 5 日，再以每条桥墩 4 条桩柱而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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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牌的个案（个案一），经过 6 个月的协调后，最终才发现可透过使

用较小型的机器，而且在不增加费用的情况下解决问题，可见运建办于

处理延期申请时未有按国际上的良好做法积极协调解决问题，并作出相

应的把关。另外须指出的是，虽然有些缓解方案可能涉及费用的增加，

例如增加人手机器，但作为业主方，分析时应将工期延误对社会的影响

与所增加的费用进行合理比较，并作出取舍。 

对阻碍事件的协调管理 

对轨道交通而言，前期协调工作是主体工程开工前的首要环节，牵涉到场地

移交、交通规划改道、管线迁移等各方面。如未有妥善处理好前期协调工作，则

很可能导致主体工程未能依时开工，或即使勉强开工，工程仍会出现延误而影响

整体建设进度。 

从 C370 的个案（个案三）反映，设计图则中早已显示第 23 号车站与北安码

头工程的工地办公室存在衡突，虽然运建办声称早于 2011 年已与建设办进行协

调沟通，但仅以口头方式作出，运建办不但未能提供任何协调文件记录，亦未有

任何数据显示已取得北安码头承建商确认愿意配合迁出。在这种情况下，运建办

仅靠所谓的口头协调便单方面及极为乐观的认定有关承建商在轻轨工程动工后

会自动迁出，并将场地交予 C370 承建商施工，有关做法毫无疑问对工程的协调

管理带来重大风险，根本未能确保 C370 工程在动工前，有关施工场地具备条件

移交。 

另一方面，运建办在解决问题的工作态度上亦欠缺积极，在 C370 动工 4 个

月后才发公函予建设办正式要求北安码头承建商迁离，无故令工程延期，其后更

推诿有关情况非自身能控制，更突显运建办在处理有关问题上不负责任。同时，

有关施工场地明显因受阻不具条件移交，但运建办与 C370 承建商仍签署委托动

工笔录确认已移交场地，及后又因场地移交问题批准工程的延期申请，反映有关

执行工作只属行礼如仪，妄顾第 74/99/M 号法令第一百三十二条对有关程序的实

质意义及后果。 

由此反映运建办未有重视工程前期协调工作的重要性，在协调管理方面的粗

疏最终导致有关里程碑延误近一年，继而影响总工期。如运建办认真抓紧协调管

理的工作，有关延误原因显然是有条件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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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审计建议 

运建办应： 

 在工期管理上，与国际上的工程项目管理做法接轨，并重新审视法例上的不

足及提出需要的修改。在完成修改法例之前，尝试通过完善承揽规则做好相

关的监控。 

 业主方必须做好前期研究、设计及场地移交等各个环节的管理工作，以避免

自己成为延误工作的因素。 

4.2 对往年审计发现的跟进 

审计署于第三阶段及是次第四阶段的跟踪审计跟进了过往所提出的审计发现。对

于以往所提出的 16 项审计发现，至今仍未改善的 2 项审计发现属违约金条款订定及

整体投资估算的问题（有关违约金条款订定的跟进见上文第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

点）。 

整体投资估算方面，于第一及第二阶段的审计工作中，发现运建办并没有就轻轨

系统进行动态估算及纳入所有相关开支，至第三阶段跟进时，虽然运建办已就此作出

改善，然而审计署发现运建办自 2012 年 9 月后并没有对项目的整体投资估算再作更

新。至第四阶段，运建办就轻轨系统订定了短、中及远期的规划，并提出更多的走线，

然而跟进发现运建办除了更新了凼仔线的开支估算之外，对于所规划的其他走线并没

有作出完整的投资估算，具体如下： 

4.2.1 审计发现 

4.2.1.1 轻轨系统整体投资估算 

2016 年 5 月，运建办上呈报告书汇报有关轻轨一期的投资估算金额。当中运建办

指出由于凼仔线已经进入实质的建设阶段，而澳门半岛线仍未定案，令整体项目的推

进时程安排与原计划出现差异，而且轻轨一期亦已决定以分阶段方式投入营运，首阶

段目标于 2019 年开通凼仔线，及后再按序将轻轨服务延伸至妈阁及澳门半岛线。运

建办表示倘继续沿用轻轨一期的概念来表达轻轨项目的财务状况，将未能如实反映项

目建设所需，亦不利执行项目的财务管理工作，为此，对项目建设的财务状况作出调

整，以便能配合建设时程，合理反映相对所需的财政资源。该办表示经分析，截至 2016

年 4 月 15 日轻轨一期已判给金额为 97.31 亿澳门元，当中凼仔线为 77.47 亿澳门元，

而澳门线为 19.84 亿澳门元。运建办指，由于澳门半岛线仍未落实具体走线，故未能

对澳门线进行造价估算，而凼仔线方面，结合已判给项目及预计开展项目的动态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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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34造价为 106.95 亿澳门元，有关的明细见下表十三： 

表十三：截至 2016 年 4 月 15 日凼仔线投资估算表 

单位：亿澳门元 

项目划分 已判给项目 预计开展项目 总计 

前期研究 0.60 -- 0.60 

顾问及服务 6.86 3.28 10.14 

列车及系统 37.54 7.65 45.19 

土建项目 32.47 18.55 51.02 

合计 77.47 29.48 106.95 

数据源：整理自运建办提供的数据。 

由于运建办不再以轻轨一期的概念来表达项目的财务状况，故此，审计署进行第

四阶段审计时曾要求运建办提供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止，按 2016 年 12 月所订定

的的短、中及远期规划的轻轨系统最新整体投资估算数据（共有 11 条走线）。然而，

运建办只提供了一份有关凼仔线的投资估算明细表，估算金额为 108.23 亿澳门元。同

时，运建办表示除凼仔线及妈阁站具备动态估算的基础外，其余路线因处于研究或设

计时间，并未具备经已落实之路线方案，亦未具备预计可判给之年份，故运建办暂未

能开展相关的造价估算工作。 

由于运建办于 2016 年 12 月订定短、中及远期走线规划时所上呈的建议书当中没

有任何走线及整体项目的造价数据，故此，审计署只能从运建办所提供的各走线的数

据，整理得出就轻轨系统项目的整体估算金额。按 2016 年 12 月所订定的短、中及远

期规划共有 11 条走线，5 条走线属动态估算、2 条走线属静态估算、1 条走线属预算

金额35、有 3 条走线现时未有任何估算资料。详见下表十四：  

                                                      
34

 轻轨项目的动态估算方法为:项目静态估算+应急费用+估价变动准备金。 
35 审计署曾向运建办查询各走线最新的投资估算数据，然而运建办就凼仔线延伸至妈阁站的走线未有
提供任何数据，只表示“暂未有补充资料”。但从运建办提交财政局的 2018 年度 PIDDA 预算提案数
据，却填报了该项目的总预算金额。然而，有关数据并没有反映预算是建基于动态或静态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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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轻轨各走线所涉及的投资估算表 

时

期 
走线 

投资估算金

额(亿澳门元) 
估算类型

注 1
 备注 

短

期 

凼仔线 108.23 
已判给及 

估算金额
注 2 

 估算数据日期－2017/12/31 

 金额当中已包含动态估算元素 

凼仔线延伸至 

妈阁站 
15.17 

PIDDA 

预算提案 

 预算数据日期－2017/10/27 

 金额是运建办提交 2018 年度 PIDDA 预算时，所填报的预计

至 2018 年可开展项目的总金额 

东线 209.8 动态估算 

 估算数据日期－2017/9/29 

 对于项目的不同部分采用了不同年度（2010 至 2018）的物价

为估算基础 

 估算包括 20%的应急费用，以预计 2021 年施工及于 2026 年

完成为前提 

珠澳穿梭线 

（即人工岛口岸

专线） 

17.8
注 3 静态估算 

 估算数据日期－2011/12/14 

 以 2011 年的物价为估算基础 

石排湾延伸线 24.69 动态估算 

 估算数据日期－2016/11/17 

 以 2016 年的物价为估算基础 

 估算包括 20%土建备用金，以及 5%列车及系统备用金，金

额以预计 2017 年施工及于 2022 年完成为前提 

中

期 

澳门半岛内港线 未有资料 ─ ─ 

澳门半岛延伸线

－ 

北段走线 

17.5 ~ 20
注 4 静态估算 

 估算数据日期－2015/2/5 

 没有指出以哪一年的物价为估算基础 

 以预计 2016 年施工及可于 2021 年完成为前提 

澳门半岛延伸线

－ 

南段走线 

32.74~42.04 动态估算 

 估算数据日期－2014/08/27 

 估算金额以 2014 年 1 月的价格为估算基础 

 采用城市日高架方案，估算包含估价变动的动态估算元素，

以预计 2015 年施工及可于 2020 年完成为前提 

远

期 

横琴延伸线 74.53 动态估算 

 估算数据日期－2014/7/2 

 以 2013 年第四季度的物价为估算基础 

 估算包含应急费用及估价变动准备金，但没有列明百分比，

估算金额以预计 2015 年施工及于 2020 年完成为前提 

路凼北延伸线 未有资料 ─ ─ 

路环延伸线 未有资料 ─ ─ 

数据源：整理自运建办提供的数据。 

注 1： 运建办表示參考国际上对编制工程建设项目估算资料的惯常做法，处于概念设计时间的财务资料称为“概

算 ＂。虽然建议书及其他内部文件显示为估算，但实际上除了凼仔线及凼仔线延伸至妈阁站两条走线之
外，其余全部走线均为“概算＂。同时，该办表示相关项目造价的动态估算需符合以下基础条件：(1) 具
备已落实之路线方案；(2) 具备建造工程预计可判给之年份；(3)就估算时所预测施工年期的市场通胀情况。 

注 2： 有关金额的组成中，95.12 亿澳门元属已判给的开支，13.11 亿澳门元属预计开展金额。 

注 3： 运建办表示轻轨车站及站后折返线之地基土建工作由建设办负责及承担相关开支。 

注 4： 北段走线共考虑 3 个方案，运建办只提出每公里预计建造成本 5 亿澳门元，没有指出走线的估算总额，
审计署按此乘以各方案的走线长度得出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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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运建办在订定了短、中及远期的规划之后，仍然欠缺对整个轻轨项目

的整体动态估算。 

4.2.2 审计意见  

FIDIC 的《采购程序指引》（下简称“采购指引”）指出，为评估及决定一个项目

是否在经济上可行，项目初期已经需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编制一个估算36。同时，

随着项目进行，当业主方掌握更多信息时，应就估算金额适时进行更新37。参考国际

上的惯常做法，不同阶段的估算具有不同的用途： 

 进行可行性研究或规划时所作出的初步估算，主要用于判断项目是否值得开

展及经济上可行； 

 后续的立项、招标及判给等各阶段所作的估算更新，则主要用于成本控制方

面。 

根据运建办于 2016 年所提出的短中远期规划，轻轨系统的建设将分为 3 个阶段，

共 11 条走线。然而，作为如此重大的方向性决定，运建办于 2016 年呈交上级审批的

建议书中，既没有每条走线的初步估算资料，甚至整个轻轨项目合共 11 条走线的粗

略整体造价亦欠奉。在此情况下，除了不利于对经济效益进行考虑，亦令到决策者无

法掌握将来大概的财政负担，难以确保符合《基本法》量入为出的原则。再者，路线

的规划有其科学性及关联性，在合理规划之下，不同路线之间通过协同效应的配合才

能产生“1 + 1 > 2”的经济效益；反之，若然日后发现财政上难以负担，而取消或长

期延后个别走线兴建的情况下，对于轻轨经济效益的负面影响亦都会呈现“2 – 1 < 1”

的情况，这样更会令特区政府陷入一个进退失据，甚至乎骑虎难下的困境。因此，于

可行性研究或整体规划阶段，一个粗略的估算极具战略意义。 

另外，随着项目进行而掌握更多信息时，亦应适时作出估算更新，以便得出一个

较为准确的估算，作为工程造价监控的基础。然而，撇开中远期规划的走线不谈，即

使短期规划也还有一条走线（珠澳穿梭线）没有编制动态估算，而运建办的解释是未

符合编制动态估算的 3 个基础条件，真正具备条件的只有凼仔线及凼仔线延伸至妈阁

站，其他走线均未具备条件。然而，实际上有些按其说法不具备条件的短期走线（例

如东线、石排湾线）却订定了动态估算，因此，是否欠缺该办所指的基础条件，便不

具备订定动态估算的技术可行性，令人存疑。 

从以上可见，运建办的估算工作虽然较以往有所改善，但仍未完全整改。 

                                                      
36

 FIDIC《采购程序指引》(2011 年版)第 2.7 点，英文原文为：Assessing whether the project is economically 

viable, based on realistic cost estimates …（详见 FIDIC Procurement Procedures Guide 1
st
 edition 2011） 

37
 FIDIC《采购程序指引》(2011 年版)第 3.6 点，英文原文为：The preliminary cost estimates …, should be 

reviewed, revised, and updated – perhaps several times as the project develops – as better and more 

accurate information becomes available.（详见 FIDIC Procurement Procedures Guide 1
st
 editio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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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审计建议  

运建办应： 

 在可行性研究及规划阶段，对项目的整体、各个组成部分及各不同选项订定

粗略的估算，以供分析比较及作出决策之用。此外，为使不同成本甚或不同

时间落实的项目具备可比性，应使用同一年度的物价编制估算。 

 对于可预视开展的工程，落实动态估算以作为工程问责的基础。 

 随着工程进展，应按当时的实际情况适时更新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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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部分： 综合评论 

历次审计重点 

根据运建办在 2009 年公布的《澳门轻轨系统第一期 2009 兴建方案》，当时的目

标明确表明建设车站总数 21 个，路线总长 21 公里，预计 2014 年投入运作。截至 2018

年 8 月，澳门轻轨系统只能预计凼仔线在 2019 年通车，整项工程的执行情况，包括

路线设定、造价预算、工程管理、竣工时间，皆与当初的计划存在巨大落差。轻轨系

统是特区政府最重要的公共工程投资，由于其兴建目标是引入集体运输系统，优化澳

门的公共交通，因此无论政府及广大居民，都对此项重大工程寄予厚望。然而，运建

办筹划轻轨工程多年，耗用巨额公帑进行前期研究，聘用监理公司协调工程，花费超

乎寻常的时间开展土建工程，至今只能做到局部完成、局部通车。更令大众忧虑的是

运建办从未严格计算轻轨工程的造价预算，亦没有坚决执行当初决定动工兴建时的整

体计划，反而一直以粗略估算及边兴建边修改计划的方式推行工作，这种有违科学施

政的管理方式不但无法保障公帑得以合理运用，更令轻轨工程的造价及工期形同不设

上限，本来为了解决交通问题而开展的轻轨系统，不但未能如期发挥功效，更演变成

特区政府及社会整体的沉重负担。 

回顾各阶段的审计重点，审计署自 2011 年 5 月发表首份关于轻轨系统的跟踪审

计报告以来，揭示运建办在不同阶段的多种问题，并促使其跟进改善。在第一个及第

二个跟踪审计均着重整体投资管控，包括从初步粗略估算到后续的更新与成本监控，

同时亦关注到运建办如何通过加强对项目管理公司的管理，达到对轻轨建设的质量、

造价、时间等进行有效监控的目的。至于第三阶段及本阶段的跟踪审计，除了承接之

前的基础，还针对施工进度缓慢的问题，加入对工期管理机制的设置与执行审计，而

这必然需要正视当中两个互为表里的关键环节，即审批延期及执行罚款。为此，审计

署已在第三个跟踪审计一并检视罚款与索偿这两种违约金，并在是次审计了延期申请

管控机制，以及部门是否有尽好本份为落实工程的设计与建设开创有利条件。 

跟踪审计第四阶段的情况 

延期申请管控机制的问题沉积已久，虽非源自于运建办，但已为澳门的公共工程

带来严重的影响。过往工务部门曾公开表示本澳公共工程并不流行“罚文化”，并承

认没有执紧程序是不好的文化。在这种习非成是的历史因素下，作为罚款基准的把关

——延期申请管控机制，从今次审计发现所见，的确难以获得应有的重视，而这也是

轻轨工期延后问题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至于没有做好基本协调管理工作而导致自己

也成为工期延后的源头，则反映运建办未有全面履行自身职责。 

透过今次审计所揭示的问题，审计署促请工务部门今后在所有公共工程方面都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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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过去长期存在的不足，加强工期管理机制的构建与落实。尽管每项工程发生延误

各方面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责任，但是主要承担责任和后果的肯定是在作为定作人的当

局。若公共部门自己不重视延期申请管控及违约金的实施，则承建商在投标前会产生

不必依法执行的期望，也不会认真考虑自身能力与估算成本；而作为监理，除因定作

人没有提出严格要求外，定作人自身的行为也表明不会认真执行以上两个环节，特别

是发生连准时交场也严重滞后的情况，已清楚反映定作人对准时完工的要求毫不着

急，运建办以这种不严谨、不积极的方式协调工程，怎么可能会推动监理公司严格审

查相关日数并协助构想不同施工计划及方案以节省时间？正因为从协调部门开始一

环扣一环的失误、延期、有法不依、有错不罚，不遵循国际惯常的大型公共工程监控

及管理方式行事，令轻轨系统的工程一拖再拖，一错再错，工程投资与工期都完全无

法控制在当初所批准的计划内。 

未来的关键问题 

由于运建办一开始便无法按计划妥善开展工程，致使工期不断延长，期间澳门的

社会经济发展与外围环境都出现不同的变化。由于运建办一直没有坚定地贯彻执行推

动轻轨工程的职责，其整体计划便不时因应不同阶段的社会需求而作出调整，令自身

陷于被动，也令更改路线方案的讨论没完没了。在另一方面，运建办对轻轨工程的整

体计划及主要讯息如规划设计、审批程序、工程招投标、设备材料采购、工程施工、

设计变更、价款结算、竣工验收、运营维修管理等都只以零散的方式公布，甚至在出

了问题之后才被动地谈及，欠缺全面准确的主动发布讯息机制，令社会各界对于这项

长期占用路面的公共工程感到难以理解，无所适从，缺乏信心。 

当广大居民完全无法得知轻轨系统还要花多少钱、还要兴建到何年何月，而运建

办则强调没有超支（指局部完成的凼仔线），按计划推行工作（但最新的计划迟迟不

公开披露），这种讯息与事实不完全吻合的策略不但无法令大众释疑，反而有机会产

生更多问题。基于执行不力及讯息不完整的负面影响已经清晰可见，倘若不革除各种

明显的流弊，特区政府除了要为兴建这项公共工程持续投入更多公共资源，还要面对

运建办落实政策能力不足而衍生的各种问题和变数。 

回到轻轨的建设本身，由当初 2007 年提出兴建至现阶段比较明确的 2019 年先开

通凼仔线营运，社会大众对具体变更所知不多，对轻轨系统的后续发展更有一系列质

疑，综述如下： 

其一是轻轨系统纾解交通挤塞的成效。按照 2016 年度的规划，轻轨路线的涵盖

面相对较全面，然而有关短、中、远规划的优先次序及其可行性等等事项，首先令人

疑惑的是为何将原第一期规划的澳门线（部门后分为南段线与北段线）延后到中期，

并以短期兴建东线取而代之？按目前规划，短期路线预计在 2026 年前完成，中期路

线的兴建则遥遥无期。值得注意的是，按照估算人流最多的区域应该是原第一期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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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如果轻轨系统是以纾解交通挤塞为首要目标，运建办为何会将人流量最多，最能

够产生协同效应的原第一期澳门线，大幅向后延？而运建办至今亦从未对外公布东线

是经第四条跨海通道或是另建一条跨海通道38，故其不确定性亦是否会太大？此外，

若说原第一期澳门线路线的重新规划设计存在较大的难度，但构成有关难度的因素理

论上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甚至情况有机会变得更复杂。 

此外，关于内港线的施工可行性，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考虑到计划中的防洪措

施建设，且内港一带地理位置狭窄，所规划的内港线是否具备技术可行性，现在是否

已经具备可行的技术方案？将来有可能采用的技术方案，其造价会否非常高昂？这一

系列问题倘若未经过科学论证，日后是会令库房付出高昂代价的。 

在另一方面，既然决定大幅延后原第一期澳门线的兴建，为何决定马上兴建妈阁

站？按运建办现时规划，从妈阁站连接往澳门半岛其他地方的路线，目前还是完工无

期，可以预见在未来多年，乘客以轻轨从凼仔到妈阁后，只能换乘其他交通工具。目

前妈阁往下环、沙梨头方向，往南湾方向等，均经常塞车，市民可从离岛直接前往目

的地，而无需到妈阁换乘，徒添路面挤塞。由此可见，妈阁站的客流量有可能被高估，

这样的安排可带来的经济效益亦相当有限。再进一步分析，若内港线的建设方案存在

较大变量，如今运建办已决定先行建设妈阁站，将来路轨的接驳上是否已具备全面可

行的方案?妈阁站接驳澳门半岛其他地区的路线造价是否已经过详尽的论证和合理的

预算？ 

其二是轻轨的经济效益。本质上，轨道交通运输是一个最依赖规模效益的系统。

这是由于厂房、营运系统、基本车队等的建设，以及日后营运与维护的核心团队的建

立与持续运作等，都属于“固定消费”，且涉及大量资金及特别珍贵的土地资源。 

以截至 2017 年 12 月这个节点为例，将营运的凼仔线总共投入约 108 亿澳门元建

设费，当中作为“基本消费”的车厂、行车系统、车卡（考虑到目前车卡承载量已远超

凼仔线客流量）等合共约 56 亿澳门元，并投入约 13 万平方米的土地资源。至于 11

个车站及路轨建设则约 52 亿澳门元，平均每个站约 5 亿澳门元。至于每年平均超过 9

亿澳门元的营运与维护费用39，当中多少是“固定消费”，多少是因应营运量的增加而

需要马上增加，现阶段是不得而知的。以运建办目前所制定的方案，轻轨的效益确实

存在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将来轻轨每年投入至少超过 9 亿澳门元营运，会解决多少交通问题？是否具

备经济效益？ 

                                                      
38 根据运建办提供的资料，东线的初步设计构想提出另建一条跨海隧道为轻轨之用，但现时仍未有最
终定案。 

39 凼仔线的营运及维护服务判给金额为 58.8 亿澳门元，为期 80 个月，当中 20 个月为准备营运期，60

个月为营运期。准备营运期的费用约 10.8 亿澳门元，而营运期的费用约 48 亿澳门元，故此得出每
年的营运费用平均超过 9 亿澳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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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远而言，若需要通过完成余下的全部或大部分建设才能够实质上有效纾缓

交通挤塞的问题，涉及的投资量将有多大？ 

 日后的营运及维护费用需要多少钱？是否已经过科学分析及具备经济效

益？ 

 此外，按照现时的规划，需要到那个节点，到甚么时候才能够实质上有效纾

缓交通挤塞的问题？为此，需要指出的是，到达那个节点所需的期间越长，

需要的时间及公帑则越多。 

综合四次跟踪审计所反映的情况，特区政府在 2007 年提出轻轨造价 42 亿澳门元，

历经多年，因种种未如理想的工作安排而影响工程进度，运建办至今仍无法明确计算

出整体工程的造价，且倾向以“边做边改”、“判给后才公布造价”的方式，制造“从

来无讲过起轻轨用几钱”、“没有超支”的表面现象，长期逃避交代整体计划的详情，

结果令轻轨工程脱离了成本管控的合理范围。事实上这项由运建办主导超过十年的工

程投资金额不断增加，工期不断延长，管理成效不彰，未来要花费多少人力物力至今

仍未能明确公布，基于欠缺全面而客观的计价过程和开支预算，致使无论是公众还是

决策者都较难分析建设轻轨是否物有所值。 

根据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 FIDIC《采购程序指引》，评估一个项目是否在经济

上可行，需要具备切合实际的估算，而优化公共工程的招标程序，提高重大工程的透

明度，是落实施政目标的最基本要求。为此，运建办应加大力度认真履行法定的职责，

在轻轨系统迈向下一阶段之际，把握最好的时机，进行中期检讨，参考国际大型工程

行之有效的方法计算出造价，负责任地做好整体规划，为轻轨工程的未来跟进方式及

科学决策提供更全面的数据和理据，开诚布公地解释社会各界提出的质疑和忧虑，切

实吸取教训，为下一阶段的工作制定合乎常理的计划，并追回配合特区整体交通政策

的进度。此外，所有工务部门都应该以轻轨工程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为借鉴，认真检视

公共工程的不足，杜绝类似问题再发生，挽回公众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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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部分： 审计对象的响应 





43 43 



44 44 



45 45 



46 46 



47 

第 7 部分：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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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在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判给的轻轨系统开支 

序

号 
判给日期 开支名称 

判给金额 

（澳门元） 

1 2008.01.09 澳门轻轨系统第一期工程路线钻探 2,478,650.00 

2 2008.04.07 澳门轻轨系统第一期的深入环境评估研究 1,980,000.00 

3 2008.08.13 「澳门轻轨系统第一期 - 沿线地下管线普查」研究 4,033,500.00 

4 2008.10.24 「澳门轻轨系统第二期可行性研究」服务 6,000,000.00 

5 2009.01.22 西湾大桥配合轻轨系统运作之安全性研究 2,550,000.00 

6 2009.02.13 澳门轻轨系统第一期工程的项目管理及技术援助服务 176,202,490.00 

7 2009.02.19 轻轨一期車厂地段环评及地质研究 975,000.00 

8 2009.02.09 轻轨一期車厂地段环境及地质勘探 2,909,792.00 

9 2009.02.19 轻轨第一期及第二期社会和经济研究 760,000.00 

10 2009.04.28 轻轨二期可行性研究民意调研 200,000.00 

11 2009.04.08 澳门轻轨系统展览 - 展品设计及制作 4,481,650.00 

12 2009.05.22 西湾大桥下层車道实地测量 180,000.00 

13 2009.06.01 澳门轻轨系统展览 - 展厅设计 101,484.90 

14 2009.07.20 澳门一期轻轨系统之独立技术援助 1,950,000.00 

15 2009.08.11 轻轨一期車厂地段平整工程 18,200,000.00 

16 2009.09.04 澳门轻轨一期隧道方案 - 城市整合模拟研究 210,000.00 

17 2009.09.04 轻轨一期車厂地段平整工程之监察 587,000.00 

18 2009.09.02 澳门轻轨系统展览-展厅装修工程 623,008.00 

19 2009.12.18 澳门轻轨系统展览-展厅装修工程后加项目 36,290.00 

20 2009.09.29 
「澳门轻轨系统第一期的深入环评研究」 - 后加研究项目-隧道

方案 
55,000.00 

21 2009.11.04 轻轨一期車厂外围綠化工程 617,983.00 

22 2009.11.16 「轻轨展览館大樓 - 设计方案」服务 1,454,445.00 

23 2009.11.20 「轻轨展览館大樓 - 地质勘探」服务 201,855.00 

24 2009.12.14 「轻轨修車厂及营运站-外围綠化工程」之后加工程 52,666.80 

25 2009.12.15 「澳门轻轨系统展览－展品设计及制作」后加项目 286,172.30 

26 2010.01.14 「轻轨一期隧道地段地质勘探」服务 3,989,592.00 

27 2010.02.10 编制轻轨一期运营与维护招标文件 3,680,000.00 

28 2010.03.03 「轻轨一期工程沿线三维测量」服务 4,597,348.00 

29 2010.03.16 「轻轨一期隧道地段环评研究」服务 2,965,852.00 

30 2010.03.31 轻轨系统公共关系策略研究暨顾问 995,400.00 

31 2010.04.06 望德圣母湾大马路供电电缆迁移 3,4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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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010.04.22 望德圣母湾大马路供水管网迁移 5,256,630.00 

33 2010.06.25 澳门居民步行特性调研 296,010.00 

34 2010.05.03 港珠澳大桥人工岛口岸专线研究 2,850,000.00 

35 2010.02.03 购置文件管理系统 614,619.00 

36 2010.07.02 轻轨系统与 B 区融合初步研究 726,827.00 

37 2010.09.17 轻轨一期凼仔 C250 分段编制工程计划 12,983,000.00 

38 2010.09.17 轻轨一期路凼 C260 分段编制工程计划 6,900,000.00 

39 2010.09.17 轻轨一期路凼 C270 分段编制工程计划 7,025,000.00 

40 2010.10.19 轻轨一期車厂地段地质勘探 953,478.00 

41 2010.12.17 轻轨一期沿线定量风险评估 731,300.00 

42 2011.02.18 轻轨一期 C280 分段車厂编制工程计划 13,880,000.00 

43 2011.02.22 轻轨一期澳门 C210 分段编制工程计划 12,800,000.00 

44 2011.02.18 轻轨一期澳门 C220 分段编制工程计划 13,500,000.00 

45 2011.03.16 轻轨一期澳门 C230 分段编制工程计划 15,450,000.00 

46 2011.02.02 轻轨场站公共用地及设施准则规划 1,360,000.00 

47 2011.05.19 「轻轨一期沿线地下管线补充探查」研究 1,700,000.00 

48 2011.07.19 澳门轻轨交通立法调研与咨询 13,000,000.00 

49 2011.07.19 轻轨系统与 B 区融合补充研究 458,800.00 

50 2011.08.23 「轻轨一期深入环境评估补充研究」服务 788,000.00 

51 2011.08.24 购买文件管理系统优化工程服务 387,171.00 

52 2011.09.01 轻轨系统关闸段走线可行性研究 1,990,000.00 

53 2016.01.27 
解除「轻轨系统关闸段走线可行性研究」的公证赔偿金–修改财

务安排 
199,000.00 

54 2011.11.01 C380-轻轨一期車厂地基建造工程 386,000,000.00 

55 2011.11.18 轻轨系统澳凼东轴线前期研究 9,700,000.00 

56 2011.12.09 「C678-車厂地基工程-质量控制」之服务 4,825,000.00 

57 2011.12.21 
C580 监察“C380-轻轨一期車厂地基建造工程及 C385-轻轨一

期車厂上盖建造工程” 
29,368,500.00 

58 2011.12.30 C350-轻轨一期凼仔市中心段建造工程 489,000,000.00 

59 2012.01.12 轻轨一期独立验证设计顾问服务 4,380,000.00 

60 2012.01.20 「C675－凼仔市中心段－质量控制」之服务 5,613,528.50 

61 2012.05.23 「C550 监察“C350-轻轨一期凼仔市中心段建造工程”」服务 37,455,581.00 

62 2012.04.03 轻轨一期凼仔 C250 分段-编制工程计划-赛马会段路线补充服务 7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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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2012.04.16 「凼仔轻轨站升降机及扶手电梯质量控制」服务 997,503.00 

64 2012.05.02 C370 - 轻轨一期凼仔口岸段建造工程 671,200,000.00 

65 2012.05.17 C360 - 轻轨一期路凼城段建造工程 815,004,305.00 

66 2012.06.14 「C674 - 西湾大桥改善工程 - 质量控制」服务 1,956,662.50 

67 2012.05.11 轻轨系统关闸门樓保护工程可行性研究 1,700,000.00 

68 2012.06.14 「C677－凼仔口岸段－质量控制」之服务 7,891,989.00 

69 2012.06.04 轻轨系统澳门北区走线综合性研究 3,380,000.00 

70 

2015.11.19 

2016.09.30 

2016.12.01 

解除「轻轨系统澳门北区走线综合性研究服务」公证合同及支

付赔偿金 
405,600.00 

71 2012.07.09 C385 - 轻轨一期車厂上盖建造工程 555,137,300.00 

72 2012.06.06 「轻轨客运量及列車采购策略研究」服务 640,000.00 

73 2012.06.19 「C676－路凼城段－质量控制」之服务 9,757,251.00 

74 2012.08.20 轻轨列車及系统设计的独立复审服务 7,519,000.00 

75 2012.08.16 
C560 监察“C360-轻轨一期路凼城段建造工程”及“C370-轻

轨一期凼仔口岸段建造工程” 
42,641,933.33 

76 2012.09.10 「C679-車厂上盖质量控制」之服务 5,337,350.00 

77 2012.10.22 购置虚拟化服务器(VM)系统 309,258.00 

78 2012.11.14 C370-轻轨一期凼仔口岸段建造工程通讯电缆迁移 2,520,401.05 

79 2012.12.30 
「澳门轻轨系统第一期工程的项目管理及技术援助延续服务」

合同(C050)-协议修改服务合同期限 
96,204,995.00 

80 2012.12.05 C360-轻轨一期路凼城段-供水管网迁移 6,428,411.00 

81 2012.12.05 C370-轻轨一期凼仔口岸段-供水管网迁移 6,681,948.00 

82 2012.12.27 「C541 监察-西湾大桥凼仔中央分隔带」服务 4,570,200.00 

83 2013.06.03 「轻轨一期凼仔段-环境监控」之服务 3,007,298.00 

84 2013.06.06 制作“澳门轻轨系统-凼仔段工程-实像纪錄”服务 1,654,000.00 

85 2013.06.03 澳门轻轨系统展览－新展品设计及制作 2,890,000.00 

86 2013.07.23 
「C350-轻轨一期凼仔市中心段建造工程」-部分路面重铺后加

工程 
2,156,714.00 

87 2013.08.16 澳门轻轨系统票务策略深化研究 3,710,000.00 

88 2013.10.03 「C350-轻轨一期凼仔市中心段建造工程」-后加工程 （二） 5,800,511.40 

89 2013.10.22 
轻轨一期运营及维护服务的招标文件修订及相关技术援助-服

务 
7,987,068.00 

90 2013.10.08 购买紧急应变信息系统 498,965.00 

91 2013.10.16 轻轨一期凼仔段-供水管网迁移 1,205,3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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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2013.11.08 C370-轻轨一期凼仔口岸段-供水管网迁移服务之补充 981,837.00 

93 2013.11.08 C360-轻轨一期路凼城段-供水管网迁移服务之补充 1,191,100.00 

94 2013.11.06 「凼仔柯维纳马路近油站-通讯管线迁移」服务 234,360.00 

95 2013.11.14 「轻轨澳门半岛南段走线可行性研究」服务 28,452,000.00 

96 2013.01.04 
有关购置澳门轻轨系统额外列車,设备,备用零件及维护服务

(C110 合同-轻轨列车增量采购) 
822,040,000.00 

97 2013.12.06 「C370－轻轨一期凼仔口岸段建造工程」-后加工程（一） 
659,238.00 

(3,281,250.00) 

98 2013.12.12 「C370－轻轨一期凼仔口岸段建造工程」-后加工程（二） 7,325,650.00 

99 2013.12.31 「C370－轻轨一期凼仔口岸段建造工程」-后加工程（三） 3,300,174.90 

100 2014.01.29 「C360－轻轨一期路凼城段 - 通讯管线迁移」 823,722.00 

101 2014.03.11 
「C560 监察“C360-轻轨一期路凼城段建造工程”及“C370-

轻轨一期凼仔口岸段建造工程”」- 额外服务 
2,786,000.00 

102 2014.03.20 「凼仔口岸段-澳门国际机场内油站及管线迁移」服务 3,026,610.00 

103 2014.03.11 「轻轨澳门半岛南段走线地质勘探及测量」服务 5,943,000.00 

104 2014.04.15 「C542 监察-西湾大桥下层車道机电系统改善工程」 5,858,250.00 

105 2014.04.24 「C360-轻轨一期路凼城段-通讯管线迁移 2」服务 328,583.00 

106 2014.05.08 「C370－轻轨一期凼仔口岸段建造工程」-后加工程（四） 911,588.00 

107 2014.05.30 「澳门轻轨系统社会经济效益分析研究」服务 1,402,500.00 

108 2014.06.23 「轻轨一期澳门 C230 分段编制工程计划-修改设计」 18,930,000.00 

109 2014.07.17 「轻轨一期澳门 C230 分段编制工程计划-隧道段-修改设计」 18,885,000.00 

110 2014.08.06 「C360-轻轨一期路凼城段建造工程」- 后加工程（一） 
3,930,809.00 

(605,008.00) 

111 2014.09.26 「C370－轻轨一期凼仔口岸段建造工程」-后加工程（五） 2,603,916.40 

112 2014.09.26 「轻轨一期澳门 C220 分段编制工程计划-修改设计」 24,790,000.00 

113 2014.10.14 澳门轻轨延伸横琴线深化研究及设计 89,980,000.00 

114 2014.10.09 购买文件档案管理系统(DMS)优化工程 453,657.00 

115 2014.12.12 「C370－轻轨一期凼仔口岸段建造工程」-后加工程（六） 1,258,418.80 

116 2015.02.27 「轻轨一期凼仔段-供水管网迁移 2」服务 589,845.00 

117 2015.02.27 轻轨一期独立验证设计顾问服务－补充服务 2,700,000.00 

118 2015.03.12 「人工岛口岸专线旅检大樓站－编制工程计划」服务 7,850,000.00 

119 2015.03.13 
「C350-轻轨一期凼仔市中心段建造工程」－后加工程（三）及

后加工程（四） 

2,717,110.20 

(264,7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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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2015.03.23 
「C580 监察“C380-轻轨一期車厂地基建造工程及 C385-轻轨一

期車厂上盖建造工程”」－延续服务 
2,042,500.00 

121 2015.03.27 
「C550 监察“C350-轻轨一期凼仔市中心段建造工程”」－服

务补充 
1,991,000.00 

122 2015.03.27 
「C560 监察“C360-轻轨一期路凼城段建造工程”及“C370-

轻轨一期凼仔口岸段建造工程”」－服务补充（第二次） 
2,950,011.17 

123 2015.03.27 
「C542 监察 - 西湾大桥下层車道机电系统改善工程」- 延续服

务 
3,611,250.00 

124 2015.04.08 「C360-轻轨一期路凼城段建造工程」－后加工程（二） 
17,779,520.70 

(179,786.00) 

125 2015.04.08 「C350-轻轨一期凼仔市中心段建造工程」－后加工程（五） 18,759,986.20 

126 2015.04.08 「C370－轻轨一期凼仔口岸段建造工程」－后加工程（七） 
24,860,640.48 

(1,567,635.00) 

127 2015.06.19 
「C580 监察“C380-轻轨一期車厂地基建造工程及 C385-轻轨

一期車厂上盖建造工程”」－延续服务（第二次） 
829,500.00 

128 2015.07.02 
「C550 监察“C350—轻轨一期凼仔市中心段建造工程”」-延

续服务 
23,440,778.00 

129 2015.07.02 
「C560 监察“C360-轻轨一期路凼城段建造工程”及“C370-

轻轨一期凼仔口岸段建造工程”」-延续服务` 
28,081,993.65 

130 2015.07.03 
「澳门轻轨系统第一期工程的项目管理及技术援助延续服务」

合同 C050-第二次修改合同 
12,248,333.50 

131 2015.07.03 「轻轨一期项目现况的评估」服务 2,522,000.00 

132 2015.07.03 「轻轨一期凼仔段-环境监控」延续服务 2,754,365.00 

133 2015.08.12 
C125 -「供应凼仔轻轨站升降机及扶手电梯公证合同」-合同期

延长及修改 
90,561,162.00 

134 2015.09.24 
「C580 监察“C380-轻轨一期車厂地基建造工程及 C385-轻轨一

期車厂上盖建造工程”」-延续服务(第三次) 
145,500.00 

135 2015.09.30 轻轨車厂应急方案的技术援助-第一阶段服务 54,063,220.00 

136 2015.10.19 「C280R-轻轨車厂设计视图及调整」服务 34,900,000.00 

137 2016.08.08 C110–接纳列車的储存及维护方式之优化方案及释放预留款项 (12,650,000.00) 

138 2015.10.26 
「轻轨一期澳门 C230 分段编制工程计划 - 修改设计」- 服务

补充 
810,000.00 

139 2015.10.27 
「C580 监察“C380-轻轨一期車厂地基建造工程及 C385-轻轨一

期車厂上盖建造工程”」-延续服务(第四次)  
72,750.00 

140 2015.11.24 
「C580 监察“C380-轻轨一期車厂地基建造工程及 C385-轻轨一

期車厂上盖建造工程”」-延续服务(第五次) 
72,750.00 

141 2015.12.01 
「C542 监察 - 西湾大桥下层車道机电系统改善工程」- 延续服

务（第二次） 
460,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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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2015.12.01 「C350-轻轨一期凼仔市中心段建造工程」－后加工程（六） 
18,614,739.30 

(1,305,984.00) 

143 2015.12.17 
「澳门轻轨系统第一期工程的项目管理及技术援助服务」合同

C050 -第三次修改合同 
19,586,712.00 

144 2016.01.06 
《“制作澳门轻轨系统 - 凼仔线工程 -实像纪錄 (2016-2018)”

服务》 
1,759,520.00 

145 2016.02.05 「C370-轻轨一期凼仔口岸段建造工程」独立验证服务 1,165,400.00 

146 2016.02.24 C380A-轻轨車厂之前期工程(第一阶段) 8,998,180.00 

147 2016.03.09 「轻轨一期独立验证设计顾问服务」 补充服务（第二次） 390,000.00 

148 2016.03.11 轻轨凼仔线-设立轻轨車站之供水系统工程 8,701,318.00 

149 2016.03.11 C580A 监察“C380A-轻轨車厂之前期工程（第一阶段）＂服务 1,350,000.00 

150 2016.03.14 「轻轨系统石排湾线可行性研究」-服务补充 789,360.00 

151 2016.03.25 澳门轻轨项目的管理及技术援助服务 474,318,199.00 

152 2016.04.13 “C380B-轻轨車厂之前期工程（第二阶段）” 187,986,000.00 

153 2016.04.13 
「C678A－轻轨車厂之前期工程（第一阶段）－质量控制」服

务 
202,459.05 

154 2016.04.22 
「轻轨一期路凼 C260 分段-编制工程计划-配合石排湾线修改设

计」服务 
1,800,000.00 

155 2016.04.22 
「C678B－轻轨車厂之前期工程（第二阶段）－质量控制」服

务 
2,902,158.00 

156 2016.04.27 
「C580B 监察“C380B-轻轨車厂之前期工程（第二阶段）”」

服务 
3,813,000.00 

157 2016.05.26 「C370-轻轨一期凼仔口岸段建造工程」-后加工程（八） 1,490,765.30 

158 2016.05.30 「C650－澳门轻轨系统第一期独立安全审查」服务-修改合同 29,600,000.00 

159 2016.06.22 
「C550 监察“C350-轻轨一期凼仔市中心段建造工程＂」- 补

充服务（二） 
563,136.00 

160 2016.06.22 
「C560 监察“C360-轻轨一期路凼城段建造工程＂及“C370-

轻轨一期凼仔口岸段建造工程＂」补充服务（三） 
867,990.93 

161 2016.06.24 「C350-轻轨一期凼仔市中心段建造工程」－后加工程（八） 4,003,520.90 

162 2016.06.29 「C350-轻轨一期凼仔市中心段建造工程」－后加工程（七） 12,355,237.70 

163 2016.07.01 「轻轨系统石排湾线可行性研究」服务 - 修改合同 11,544,100.00 

164 2016.07.25 「C385R-轻轨車厂上盖建造工程」 1,070,000,000.00 

165 2016.08.09 C110 工地办公室及储存仓库迁清 12,647,443.00 

166 2016.08.15 TSU - 轻轨客流量研究 1,950,000.00 

167 2016.09.20 C679R-車厂上盖工程质量控制 8,700,56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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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给金额 

（澳门元） 

168 2016.09.21 
「C550 监察“C350-轻轨一期凼仔市中心段建造工程＂」- 补

充服务（三） 
563,136.00 

169 2016.09.21 
「C560 监察“C360-轻轨一期路凼城段建造工程＂及“C370-

轻轨一期凼仔口岸段建造工程＂」补充服务（四） 
869,900.00 

170 2016.09.30 「C370-轻轨一期凼仔口岸段建造工程」独立验证-补充服务 15,560.00 

171 2016.09.30 「轻轨一期凼仔线-供水管网迁移 3」工程 173,515.00 

172 2016.09.30 
「C560 监察“C360-轻轨一期路凼城段建造工程＂及“C370-

轻轨一期凼仔口岸段建造工程＂」-延续服务（第二次） 
5,495,615.93 

173 2016.10.07 「C350 段噪音影响评估」服务 48,000.00 

174 2016.10.12 C500 监察-轻轨凼仔线系统及机电设备 196,899,548.00 

175 2016.10.18 「C360-轻轨一期路凼城段建造工程」-后加工程（三） 689,965.00 

176 2016.10.18 C580R 监察“C385R-轻轨車厂上盖建造工程” 45,952,800.00 

177 2016.10.26 
「C370-轻轨一期凼仔口岸段建造工程」-后加工程（九）-北安

码头景观整治 
12,779,105.00 

178 2016.10.27 「C350-轻轨一期凼仔市中心段建造工程」－后加工程（九） 4,298,310.10 

179 2013.06.03 
「C380-轻轨一期車厂地基建造工程」之后加工程及延长施工期

限 

11,207,364.00 

(18,566,329.30) 

180 2016.11.08 「C380-轻轨車厂地基建造工程」－后加及后减工程（2） 
54,491,322.84 

(58,547,863.94) 

181 2016.11.18 「C380-轻轨一期車厂地基建造工程」-损害赔偿 1,141,550.64 

182 2016.11.30 「C380B-轻轨車厂之前期工程（第二阶段）」- 后加工程(一) 
7,818,941.72 

(4,669,025.10) 

183 2016.12.07 
「轻轨一期凼仔 C250 分段-编制工程计划」-噪音缓解设施补充

设计服务 
250,000.00 

184 2016.12.13 「C370-轻轨一期凼仔口岸段建造工程」-后加工程（十） 5,184,658.70 

185 2016.12.23 
「C560 监察“C360-轻轨一期路凼城段建造工程＂及“C370-

轻轨一期凼仔口岸段建造工程＂」-延续服务（第三次） 
6,490,060.78 

186 2017.01.16 「C360-轻轨一期路凼城段建造工程」-  后加工程（四） 8,245,765.32 

187 2017.01.19 「C385R-轻轨車厂上盖建造工程」-后减工程(一) (11,966,734.00) 

188 2017.01.25 
「C600-轻轨凼仔线行車物料及系统之土建工程-质量控制」服

务 
1,427,000.00 

189 2017.02.28 轻轨凼仔线 13 号車站  –电网接驳服务 18,320,700.00 

190 2017.03.01 
「 C110–供应澳门轻轨系统第一期行車物料及系统」  -  以

100 年耐久性混凝土建造行車基座之后加工程(一) 
3,602,376.00 

191 2017.03.03 
「轻轨妈阁 C240R1 分段编制工程计划-修改设计」- 地质勘探

工作 
1,127,4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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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2017.03.06 「C360-轻轨一期路凼城段建造工程」-  后加工程（五） 3,938,686.20 

193 2017.03.17 
「C550 监察“C350—轻轨一期凼仔市中心段建造工程＂」–延续

服务(二) 
8,884,512.00 

194 2017.03.28 「C385R-轻轨車厂上盖建造工程」-后加工程(2) 1,784,000.00 

195 2017.03.29 「轻轨一期凼仔段-环境监控」第二次延续服务 1,979,580.00 

196 2017.03.30 「C350-轻轨一期凼仔市中心段建造工程」－后加工程（十） 
4,256,182.60 

(454,990.00) 

197 2017.04.03 「澳门国际机场内供气站迁移服务」 13,024,420.00 

198 2017.04.10 「C385R-轻轨車厂上盖建造工程」-后加工程(3) 52,327,132.00 

199 2017.04.13 
「C560 监察“C360–轻轨一期路凼城段建造工程＂及“C370–

轻轨一期凼仔口岸段建造工程＂」–延续服务（第四次） 
8,803,253.46 

200 2017.04.19 「轻轨車厂-设立供水系统工程」 4,177,989.30 

201 2017.04.20 C110-有关自动收费及售票系统设备數量的调整 (4,341,550.00) 

202 2017.05.02 轻轨妈阁 C240R1 分段编制工程计划– 修改设计」服务 27,280,000.00 

203 2017.05.05 
「轻轨妈阁 C240R1 分段编制工程计划  – 修改设计  – 通讯

管线迁移」服务 
5,342,668.80 

204 2017.05.22 「C350-轻轨一期凼仔市中心段建造工程」－后加工程（十一） 
1,235,342.80 

(90,792.00) 

205 2017.06.02 “澳门轻轨项目的管理及技术援助＂额外服务 68,151,200.00 

206 2017.06.07 「C370-轻轨一期凼仔口岸段建造工程」-后加工程（十一） 1,687,332.00 

207 2017.06.08 
「 C110–供应澳门轻轨系统第一期行車物料及系统」  -  关于

車厂的系统线缆铺设及导轨支柱安装之后加工程(二) 
3,927,798.00 

208 2017.06.12 
C110 - 供应「澳门轻轨系统第一期行车物料及系统-优化供电系

统设计及安装补充服务」 
5,190,625.00 

209 2017.06.26 「轻轨石排湾 C290 编制工程计划」服务 32,800,000.00 

210 2017.07.10 「轻轨一期独立验证设计顾问服务」  补充服务（第三次） 1,400,000.00 

211 2017.07.12 
「C110–供应澳门轻轨系统第一期行車物料及系统」- 关于预建

轻轨石排湾线道岔位置之后加工程(三) 
2,411,463.00 

212 2017.07.19 「C385R-轻轨車厂上盖建造工程」-后加工程(4) 2,547,499.74 

213 2017.07.24 「C360-轻轨一期路凼城段建造工程」－后加工程（六） 
5,573,547.00 

(184,348.00) 

214 2017.07.25 轻轨石排湾地下管线勘探工作 398,000.00 

215 2017.07.25 「C350-轻轨一期凼仔市中心段建造工程」－后加工程（十二） 3,605,386.00 

216 2017.07.31 「C350-轻轨一期凼仔市中心段建造工程」－后加工程（十三） 7,496,271.10 

217 2017.08.10 「C385R-轻轨車厂上盖建造工程」-后加工程(5) 3,828,3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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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2017.08.25 
“澳门轻轨系统首批次额外列车及设备(包括维护服务及备用

零件)”供应公证合同及其修改合同之处理方案 
46,048,891.00 

219 2017.09.06 「C360-轻轨一期路凼城段建造工程」－后加工程（七） 
8,621,293.70 

(686,994.00) 

220 2017.09.11 
「C110–供应澳门轻轨系统第一期行車物料及系统」- 关于 13

至 14 号站间紧急通道阔度调整之后加工程(四) 
208,880.00 

221 2017.09.12 「供应凼仔轻轨站升降机及扶手电梯」之补充服务 623,205.00 

222 2017.09.14 「为升降机及扶手电梯的测试及维护工作提供臨时电缆」服务 358,490.00 

223 2017.09.18 「C370-轻轨一期凼仔口岸段建造工程」-后加工程（十二） 
11,842,217.10 

(3,984,990.00) 

224 2017.09.22 
C110  -供应「澳门轻轨系统第一期行車物料及系统  -  优化

SCADA 系统设计及安装补充服务」 
7,042,150.00 

225 2017.09.26 
C110 -供应「澳门轻轨系统第一期行車物料及系统  -  优化子

系统显示界面的补充服务」 
6,970,000.00 

226 2017.09.26 
「C350-轻轨一期凼仔市中心段建造工程」－后加工程（十五） 10,771,282.50 

(1,817,461.40) 

227 2017.09.26 「C350-轻轨一期凼仔市中心段建造工程」－后加工程（十四） 10,903,337.40 

228 2017.09.27 
「轻轨一期路凼 C270 分段-编制工程计划」-車站与邻近设施連

接优化设计补充服务合同修改 
1,120,000.00 

229 2017.10.09 

C110  -供应「澳门轻轨系统第一期行車物料及系统」-   优化

列車自动控制系统、控制中心及 13 号站列車折返线的设计連安

装之判给及合同修改 

5,435,211,540.00 

230 2017.10.13 
「C560 监察“C360–轻轨一期路凼城段建造工程＂及“C370–

轻轨一期凼仔口岸段建造工程＂」–延续服务（第五次） 
6,761,004.55 

231 2017.10.16 「C370-轻轨一期凼仔口岸段建造工程」-后加工程（十三） 7,390,483.50 

232 2017.10.16 C340A-轻轨妈阁前期建造工程 139,860,000.00 

233 2017.10.18 「C350-轻轨一期凼仔市中心段建造工程」－后加工程（十六） 4,367,834.20 

234 2017.10.24 「C140  -  轻轨凼仔线标識系统编制工程计划」服务 3,300,000.00 

235 2017.10.24 制作“澳门轻轨系统相关工程－实像纪錄（2018-2020）＂服务 

1,928,560.00 

1,678,000.00 

1,850,220.00 

236 2017.11.07 
C110 -「供应澳门轻轨系统第一期行车物料及系统-环境影响缓

解措施的验证评估」补充服务 
546,380.00 

237 2017.11.13 
「C110–供应澳门轻轨系统第一期行車物料及系统」-关于为接

驳石排湾线换乘月台而调整电缆的安装位置之后加工程(五) 
875,200.00 

238 2017.11.17 「C360-轻轨一期路凼城段建造工程」-  后加工程（八） 
27,131,722.50 

(3,591,2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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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2017.11.21 「C370-轻轨一期凼仔口岸段建造工程」-后加工程（十四） 4,406,359.50 

240 2017.11.21 「C385R-轻轨車厂上盖建造工程」-后加工程(6) 6,831,407.00 

241 2017.11.21 轻轨凼仔线車厂  –电网接驳服务 17,359,280.00 

242 2017.11.23 「C674A-轻轨妈阁站前期工程质量控制」服务 1,944,202.10 

243 2017.11.27 「C350-轻轨一期凼仔市中心段建造工程」－后加工程（十七） 
10,893,453.30 

(2,077,604.30) 

244 2017.11.29 「轻轨石排湾地下管线勘探工作（二）」 294,000.00 

245 2017.12.01 
「轻轨一期路凼 C270 分段-编制工程计划」–車站的优化设计补

充服务 
1,385,000.00 

246 2017.12.01 
「轻轨一期凼仔 C250 分段-编制工程计划」–車站的优化设计补

充服务 
851,200.00 

247 2017.12.01 
「轻轨一期路凼 C260 分段-编制工程计划」–車站的优化设计补

充服务 
1,030,000.00 

248 2017.12.01 「轻轨石排湾线高压电缆管线迁移」服务 52,026,964.00 

249 2017.12.01 「轻轨石排湾线供水管网迁移」工程 24,578,630.00 

250 2017.12.01 「C385R-轻轨車厂上盖建造工程」-后加工程(7) 3,848,860.00 

251 2017.12.12 
「C550 监察“C350—轻轨一期凼仔市中心段建造工程＂」–延续

服务(三) 
4,211,258.40 

252 2017.12.12 「轻轨妈阁站高压电缆管线迁移」服务 13,521,557.00 

 13,272,804,458.35 

数据源：运建办提供的开支数据 

注 1：上表出现负数的判给开支为后减工程。 

注 2：上表中一些判给开支曾进行合同修改，在此仅列出经修改后之判给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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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在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批准价格修订的轻轨系统开支 

序

号 
批准日期 开支名称 

修订金额 

（澳门元） 

1 2013.01.17 C110 合同 - 首年合同工作之价格修订 26,928,372.00 

2 
2013.12.13 

澳门轻轨系统第一期行車物料及系统合同-第 2 年合同

工作之价格修订（C110 合同） 
27,184,392.00 

3 2015.06.26 C050 延续合同 -第二个合同年之价格修订 948,306.26 

4 2016.05.04 C050 延续合同-第三个合同年之价格修订 2,360,507.33 

5 2016.09.06 C050 第三次修改合同 - 价格修订 979,335.60 

6 2016.11.15 「C380 – 轻轨一期車厂地基建造工程」之价格修订 4,162,236.15 

合计： 62,563,149.34 

数据源：运建办提供的开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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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现行法例及轻轨工程承揽规则对于延长工期的相关规定 

A. 第 74/99/M 号法令 

…… 

第一百六十八条 

（合同期间之延长） 

如工作中止，但中止不可归责于承揽人，亦非由工作本身性质所造成，则视合同及工

作计划所定之期间按与中止期间相同之期间获延长。 

…… 

第一百七十一条 

（阻碍性事实之证实） 

一、发生应视作不可抗力之情况，或发生不可归责于承揽人之其他事实时，承揽人应

在知悉该等事实发生后五日内，要求定作人证实该等事实并决定其后果。 

二、承揽人呈交申请后，监察实体应立即在其在场下证实有关事实并缮立笔录，其内

载明： 

a） 事实之原因； 

b） 事实发生后之情况以及与先前情况之差异； 

c） 是否遵守行规及定作人之规定； 

d） 承揽人是否忽略按谨慎及经验之一般规则，为防止或减少不可抗力之后果应由其

采取之若干安全措施； 

e） 是否须确定或暂时中止全部或部分工作；暂时中止部分工作时，须详细说明中止

涉及之部分工程以及中止可能延续之时间； 

f） 所受损害之估价； 

g） 认为有益或承揽人要求加载之其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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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揽人得在笔录内或在缮立笔录后十日内，提出附理由说明之申请，其内须按其

认为拥有之权利提出请求；实时可确定应赔偿之损失及金额时，尚须分别列出该

等损失及金额；拟就笔录之内容提出申诉时，方可在申请内提出。 

四、监察实体须就承揽人之申请提供适当信息，并将之连同笔录交予定作人，定作人

须在十五日内将其决定通知承揽人。 

五、承揽人拟以增加实施承揽之困难或费用之不可归责于其之事实为依据要求赔偿

时，须遵守同一程序，但应按情况作出调整。 

六、如承揽人未及时提交本条所指申请，不得再行主张其权利；但妨碍对事实作调查

之不可抗力之情况除外。 

七、监察实体未按本条规定调查事实时，得由承揽人进行调查，并在两名证人在场之

情况下缮立笔录；笔录一式两份，笔录原件即交予定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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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承揽规则 III.1 一般条款 

…… 

1.8 - 第三者行为及权利 

1.8.1. -由于任何可归责于第三者的事实导致施工延误，由获悉事件发生日起计五天内，

承揽人应以书面向监察实体报告，以便定作人在其能力范围内采取措施。 

…… 

5.2 - 承揽工程施工期的延长 

5.2.1. -应承揽人有理据的申请，定作人可以对承揽工程施工之总工期或分段工期给予

延长。 

5.2.2. -第5.2.1.条所指的理据若因自然现象产生，以下为可考虑延长工期之自然现象限

値： 

-风暴讯号为三号以上之台风； 

-每日总降雨量为20毫米或以上； 

上述限値只作为延长工期的参考理据，延长工期将取决于上述自然现象发生的

时段及对工程延误造成的确实影响。 

5.2.3. -第5.2.1.条所指的申请，应附上新的工作计划，详细指出达成此工作计划为必要

的劳动力和机械的数量，以及承揽人对此所建议采取的其他措施。 

5.2.4. -如果存在后加工程，一旦承揽人作出要求，合同竣工期按此后加工程额与承揽

工程额之比作延长。 

5.2.5. -第5.2.1.条到第5.2.3.条所述之延长要求，应在需要申请延期的工期完结前三十天

提交，以避免所基于的事实之后发生变故。 

5.2.6. -如工作中止，但中止不可归责于承揽人，亦非由工作本身性质所造成，则视承

揽工程的总工期以及在现行工作计划中受此中止影响的分段工期按与中止期

间相同之期间自动延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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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C360 里程碑 17 获批准延期的申请理由 

序

号 
延期原因 影响位置 影响情况 

延期 

日数 

1 
欠缺及 

变更设计 

IS18-P02.1

及 P02.2 

 横琴延伸线接驳位置 IS18-P02.1 及 ISI8-P02.2 原为门架式桥墩结

构。进行探井时发现 ISI8-P02.1 的桩基位置与一条军用光纤、一

组高压电缆及一条供水管出现冲突，需变更设计方案，因变更需

时，导致未能按时施工。阻碍时间由 2013 年 2 月 13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注： 运建办编制的延长工期建议书未有提及欠缺横琴线设计而影

响施工的情况，具体情况详见上文第 4.1.1.1.2 点。 

687 

2 设施冲突 IS18-P04 

 需迁移门架式交通指示牌才可施工，期间需要与交通事务局及海

关等部门进行协调，因协调需时，导致未能按时施工。阻碍时间

由 2013 年 9 月 17 日至 2014 年 4 月 18 日。 

214 

3 变更设计 IS18-P01 

 进行探井检查时发现桩基位置与地下停车场之旧有桩基结构出

现冲突，需变更设计方案，因变更需时，导致未能按时施工。阻

碍时间由 2013 年 2 月 13 日至 2013 年 8 月 19 日。 

188 

4 变更设计 IS18-P11 

 施工位置靠近一高压天然气管，故需要与能源业发展办公室及相

关专营公司协调，基于安全考虑变更设计方案，因变更设计需时，

故造成施工障碍。阻碍时间由 2014 年 2 月 19 日至 2014 年 5 月 3

日。 

74 

5 场地移交 

IS18-P02

至 

IS18-P09 

 该位置位于莲花口岸地下重型停车场内，故需要与交通事务局、

建设发展办公室及土地工务运输局作协调，因协调需时，以致未

能按时进场展开施工作业。阻碍时间由 2013 年 1 月 27 日至 2013

年 3 月 8 日。 

41 

6 恶劣天气 
所有施工

位置 
 降雨量超过 20 亳米或悬挂三号以上风球的日子。 24 

7 保安原因 
所有施工

位置 

 因贵宾访澳及举办国际性论坛等原因，根据治安警察局及保安部

队事务局之保安工作要求，停止施工。 
4 

数据源：整理自运建办提供的申请延长工期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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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C370 里程碑 15 获批准延期的申请理由 

序

号 
延期原因 影响位置 影响情况 

延期

日数 

1 场地移交 ST-23 

 车站施工位置与北安码头工地办公室的位置出现冲

突，码头工程的工地办公室占用了车站的施工位置，

承建商由 2012 年 9 月 12 日至 2013 年 7 月 31 日期间

未能进场施工。 

323 

2 恶劣天气 
所有施工

位置 
 降雨量超过 20MM 或悬挂三号以上风球。 21 

3 保安原因 
所有施工

位置 

 因特别事故及举办国际性论坛等原因，按定作人及警

方的要求停止施工。 
6 

数据源：整理自运建办提供的申请延长工期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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