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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時代下澳門青年零工就業模式 

專題研究行政摘要 

2022年 9月 15日 

1.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就業市場持續惡化，勞動職位數量持續下降，應屆畢業生和社會

新鮮人的就業形勢複雜嚴峻。同時，疫情改變居民消費和生活習慣，電子支付、網上購物

愈趨盛行，一大批由互聯網和線上平台衍生的“零工崗位”，如外賣車手、線上直播主

（KOL）等應運而生，令不少青年選擇加入到“零工經濟”（Gig Economy）行列。 

2. 國際勞工組織一份針對青年就業趨勢的報告指出，青年群體在勞動力市場面對“崗位數量”

和“就業質量”的雙重挑戰。在傳統就業市場就業形勢仍然嚴峻的今天，青年群體大多只

能投向“非正式和脆弱的就業形式”（Informal and Vulnerable Forms of Employment）——

即零工經濟的就業模式。然而，零工經濟的工作模式，普遍難以讓青年及其家庭累積足夠

收入，並在社會上向上流動。 

3. 傳統就業方式在合同類型、收入保障、就業福利、法律和社會保障上具備突出優勢，零工

工作者的社會保障遠低於從事傳統職業者。隨著零工經濟在澳門的萌芽與發展，若干與零

工經濟的新生議題引發社會討論。青年作為目前澳門最主要的零工工作者，更是有關議題

的主要持份者、參與者。 

4. 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新青協）一直關心青年就業議題。為進一步蒐集澳門青年的職業價

值觀和對零工就業模式的看法，深入了解青年在互聯網時代選擇零工就業的原因、其接受

程度和他們的社會經濟特徵，新青協在 2022 年 5 月至 8 月展開“互聯網時代下澳門青年

零工就業模式”專題研究，透過問卷調查、文獻研究和橫向比較分析，探究本澳和全球零

工經濟的發展情況和基本特徵，並提出多項優化和解決“零工就業模式”衍生公共問題的

政策建議，供社會各界參考。 

5. 是次研究得到澳門基金會的贊助，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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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研究和澳門零工經濟的基本情況 

1. 國際社會對“零工經濟”仍未有清晰而一致的定義。傳統意義上的零工經濟者，一般被定

義為“具一定自主性的商品或服務提供者與企業就短期或項目性工作所訂立的勞務關

係”。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崛起，零工經濟的內涵日趨豐富，當中包括諮詢和承包工作、兼

職工作、臨時性工作、自由職業、自僱、副業以及用戶通過線上平台獲取的按需工作。 

2. 零工經濟顛覆了傳統全職工作的工作模式。零工工作者不再單一地為一個企業或平台服務，

反而能透過多職、多身份的工作模式獲取收入。與此同時，傳統上透過晉升獲取更高收入

的工作模式，亦逐步轉變為能透過多職身份獲取更多、更廣收入來源的提升收入模式。零

工經濟者從“出售時間”換取收入的工作模式，轉變為“出售工作成果”來換取收入。 

3. 同時，全球零工經濟就業模式的發展帶來了若干社會問題。當中，最為顯著的是零工工作

者與僱主、顧客與企業間關係模糊不清，令諸多零工工作者不能享有勞動關係法律規範的

僱員保障，在僱傭關係中處於弱勢。與此同時，他們普遍面對薪酬或待遇偏差、失業風險、

社會認同低、社會保障不足的問題，亟待正視。 

4. 工作時間靈活且具有臨時性質，並透過線上平台以計件或按需方式獲取收入，是本澳互聯

網時代零工經濟業者的基本特徵。參照國內外對於零工工作者的職業類型劃分，本研究將

本澳零工工作者的職業類型主要分為以下五類：（一）外賣服務者；（二）微工人；（三）

專業服務人員；（四）直播主；（五）計程車司機。 

 

問卷調研結果 

1. 研究採用了結構性問題調查，以街頭問卷方式進行，成功收回問卷 816 份，其中有效問卷

805 份，問卷有效率為 98.7%。以 805 份成功樣本數推算，百分比變項的抽樣誤差約在 ± 

3.45 % 以內（可信度設於 95%）。街頭問卷調查於 2022 年 5 月 28 日、29 日和 6 月 5 日

在全澳各區進行，對象是 18–34 歲的澳門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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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成七（47.0%）人明確表示，願意接受以非固定工作作為職業選擇。同時，明確表示不

願意接受的有兩成六（26.1%），持不確定意見的佔兩成七（27.0%）。 

3. 工作時間具靈活性、能累積工作經驗和賺取更高收入，是受訪澳門青年願意接受從事零工

的主要原因，分別獲五成九（59.0%）、三成七（36.8%）和兩成九（29.1%）的青年認同。

其餘較多受訪者選擇的選項，依次分別是：能發揮自身所學（19.8%）、賺取全職工作以外

的額外收入（16.9%）、工作內容輕鬆（16.7%）、沒有其他更佳的工作選擇（10.3%）。 

4. 近四成（40.4%）受訪青年同意，零工是一份正式工作。在社會認同感上，近半受訪青年

（48.2%）認同從事零工工作能獲得他人認可，而一成六（16.7%）青年則持明確反對意見，

沒有明確意見者佔三分之一（33.5%）。不過，有五成五（54.9%）受訪者表示相較全職工

作，從事零工工作難以達到家人對他們的期望，表達不同意者只有兩成二（22.6%）。 

5. 相較於全職工作，受訪青年認為從事零工工作的主要劣勢，依次分別是：工作收入穩定性

低（66.7%）、缺乏晉升空間（40.2%）及工作來源穩定性弱（36.9%）。其餘較多受訪者選

擇的選項分別有：工作時間不固定（27.6%）、社會地位較低（16.5%）和難以發揮自身所

學（10.9%）。另外，有逾半（53.7%）受訪青年認同，相較於全職工作，自身從事零工工

作難以符合未來的職業規劃；同時，有五成二（52.2%）受訪青年認為，相較於全職工作，

從事零工工作難以為自身帶來更優質的生活品質。 

6. 工作時間靈活（80.1%）、工作壓力較低（35.0%）和工作收入多勞多得（28.8%），分別是

受訪青年認為相較於全職工作，從事零工工作的主要優勢。其餘較多受訪者選擇的選項分

別有：工作地點自由（22.4%）、工作內容簡單（16.3%）、能有效發揮自身所學（10.3%）

和能獨自完成工作（9.9%）。 

7. 絕大部分受訪澳門青年認同工作穩定的重要性，以 11分尺度量度（0分代表非常不重要，

10 分代表非常重要，尺度中點為 5 分）計算，評分均值為 7.84 分。當中，近三分之二的

受訪青年認為工作穩定性非常重要（評分在 8 分或以上）；相反，只有極少數（3.3%）受

訪青年認為工作穩定性不重要（評分在 5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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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調查發現，工作穩定性與受訪青年在工作中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呈正向關係。七成

九（79.3%）受訪青年同意，一份穩定的工作能為自身帶來安全感；八成二（81.5%）受訪

青年同意，一份穩定的工作能為其家人帶來安全感，當中更有兩成四（23.6%）受訪者表

示非常同意。近半（49.2%）受訪青年同意，收入的高低與工作穩定性相關。另外，有七

成八（77.8%）受訪青年認同一份穩定的工作能為自身獲得更完善的社會保障。 

9. 針對互聯網時代的彈性就業模式，有七成四（73.5%）的受訪者表示當代澳門青年能適應，

認為未能適應者僅屬少數（6.5%）。有七成三（73.2%）的受訪青年認為，本澳青年在互聯

網時代能有更佳的發揮。同時，有三分之二（67.3%）受訪者認同，在互聯網時代本澳青

年比以往更具競爭力。 

10. 有五成六（55.6%）青年認為，在互聯網時代，其更願意從事由互聯網平台衍生出的零工

崗位，但明確表示不願意者也有一成七（17.4%）。對於在互聯網時代，澳門就業市場上提

供的零工崗位，逾三成青年（30.9%）表示崗位“較少”或“非常少”。澳門青年普遍對

就業形勢表達悲觀。近七成（68.5%）青年表示相較疫情前，對就業前景更為憂慮；同時，

五成六（56.0%）青年表示相較疫情前，其就業要求有所降低。另外，有五成七（56.9%）

受訪青年表示，相較疫情前，他們更願意接受非全職工作。 

11. 只有四分之一（25.4%）受訪青年明確滿意特區政府的就業幫扶政策，兩成七（27.2%）

認為特區政府的就業支援措施有效。在八項具體支援青年就業的措施中，與企業合作開設

更多實習崗位（47.6%）、開辦更多“帶津培訓”課程（39.4%）、資助青年持續進修（36.4%）、

推出“帶津上崗”資助僱主聘用青年（33.2%）和在政府內部開設臨時性職位（30.2%），

獲最多青年認同。 

 

政策建議 

1. 建議一：政府應盡早開展對本澳零工經濟發展情況的調查研究。研究發現，與其他地區相

比，澳門現在並不具有對零工工作者的全面調查研究。受統計方法所限，統計暨普查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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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調查》的調查範圍並不能覆蓋所有的零工工作者，尤其是透過以自由職業、副業和

通過線上平台獲取工作收入的零工工作者。考慮到零工經濟的發展勢頭，建議政府盡早牽

頭對澳門現職的零工經濟者展開專題調查，充分掌握澳門零工工作者的實際數據，並了解

他們所面臨的困境，從而對長期處於就業弱勢的零工工作者提出針對性的支援和幫扶服務。 

2. 建議二：持續創造就業崗位，優化“帶津上崗”政策。研究數據發現，儘管近半青年願意

接受以非固定工作作為職業選擇，但工作崗位的穩定性仍然是青年擇業、就業的主要考量，

尤其是對於年齡較大、婚姻狀況穩定的青年群體。工作收入穩定性低、缺乏晉升空間、工

作來源穩定性弱仍然是零工經濟的主要劣勢，對社會新鮮人長遠職涯發展並不友好。“就

業作為最大的民生”，政府在經濟下行的大環境下，要持續創造就業崗位，包括優化《疫

情期間鼓勵僱主聘用本地待業居民的臨時性補助計劃》和《就業輔助及培訓規章》，利用

財政補貼和稅務傾斜的政策手段，最大程度為本地僱主創造長期性的就業崗位提供足夠誘

因。 

3. 建議三：優化《職業稅規章》自由及專門職業分類。現行經第 2/78/M 號法律核准的《職

業稅規章》載有“自由及專門職業附表”，在特區自資從事附表內任何業務者被劃為職業

稅第二組納稅人。該附表自 1993年第 9/93/M 號法律修改後便未再更新，部分由互聯網衍

生出的新興職業未被專門納入其中，只能簡單歸類為“未在本表載明之其他自由及專門職

業”，相關分類未能貼合社會實際情況。建議政府在未來修訂《職業稅規章》時，應將更

多自由職業納入分類，並面向青年做好稅務工作的宣傳，強化自由職業者的稅務意識。 

4. 建議四：推進“非全職工作制度”立法工作。現行第 7/2008 號法律《勞動關係法》第三條

規定，非全職工作由特別法例規範。勞工事務局在 2017年 9月就“制定非全職工作制度”

展開公開諮詢，並在翌年公布總結報告。然而，勞資雙方對“非全職工作”的定義、勞動

權益的保障具有較大的意見分歧，相關立法進度並不樂觀。“非全職工作制度”作為零工

工作者勞動權益保障的重要法律依據，政府要參照國內外的經驗，盡快落實《非全職工作

制度》的法律建設，補齊勞動者權益保障短板，加強零工工作者的就業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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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議五：向僱主提供合理維護零工工作者勞動權益的工作指引。研究發現，工作穩定性與

受訪青年在工作中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呈正向關係。在具體保障法律出台前，建議

特區政府可參照國務院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 2021 年 7 月出台《關於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

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的方向，加強對僱主進行宣導並制定不具約束力的工作指引，

推動僱用零工工作者的平台企業主健全支付保障制度、引導其建立勞動報酬的合理增長機

制，並強化旗下零工工作者的職業傷害保障。 

6. 建議六：職業技能培訓須貼合互聯網發展趨勢。研究發現，超過七成青年認為能在互聯網

時代有更佳發揮、六成七認同在互聯網時代本澳青年較過往更具競爭力，超過五成六願意

從事由互聯網平台衍生出的零工崗位，尤其是 90後、95後、00後等年輕世代。建議政府

和社會團體未來提供的職業培訓可更多傾斜至與互聯網時代相關的技能，提升培訓內容的

寬度和深度，為青年在數碼化時代獲得更好發展賦能。 

7. 建議七：建立零工人才網絡信息平台。研究發現，澳門就業市場在互聯網時代提供的零工

崗位有限。互聯網時代下，零工需求通常依附於不同的網絡信息平台進行發布。本澳的零

工工作者，往往因不了解本地、內地乃至其他地區工作信息的獲取渠道，從而錯失工作機

會，亦使本地零工工作者在跨地區競爭中處於下風。建議政府可考慮自設或委托第三方建

立長期有效的信息平台，邀請用工者發布零工需求，並同時開放給零工工作者上載及更新

自己的技能及專業信息，做好供需配對。另一方面，信息平台可為零工經濟者補充展開跨

地區合作所需的知識及信息，例如跨域法務和財稅情況，提升本澳零工經濟者的跨地域競

爭力，令本澳零工經濟者有意願，也有能力“走出去”。 

8. 建議八：確立專業技能認證，明晰零工職涯發展。研究發現，超過一半以上青年認同從事

零工工作在職業規劃、生活品質上不及從事全職工作者。建議政府進一步制定不同零工範

疇的專業及技能認證，尤其是互聯網時代下的新興行業中，具有高附加值的零工工種。通

過制定完善的專業及技能認證，社會能夠更好識別和認定零工工作者的專業水平，一方面

鼓勵零工經濟者不斷提升自我，明晰其職涯發展路徑；另一方面，也可以協助零工經濟者

通過自身專業性，取得更佳的社會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