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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澳門青年發展專題報告》 

2021 年 9 月 7 日 

摘要 

研究背景與目的 

1. 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曾於 2019年 3月至 5月進行「2019澳門青年發展專題報告」，瞭解

澳門青年對向上流動的理解及信心。 

2. 協會於 2021年 5月至 8 月期間再度開展「2021澳門青年發展專題報告」，重在瞭解在新

冠病毒肺炎陰霾下澳門青年對自身向上流動的期望變化，提出有助青年發展的政策建議。 

3. 是次研究得到澳門基金會的贊助。 

研究方法與對象 

4. 研究團隊根據 2019 年調查框架，結合抗疫常態化後的澳門社經變化，制訂合適的指標及

項目，設計一份結構式問卷。 

5. 研究團隊於 2021 年 5 月 15 及 16 日以街頭隨機抽樣的方式進行問卷調查，對象是 18 至

34歲曾有工作經驗（包括全職、兼職、實習）的澳門居民，直接收回問卷 863 份，其中有

效問卷 824份，問卷有效度為 95.5%。以 824份有效樣本數據計算，百分比變項的抽樣誤

差約在± 3.41%以內（可信度設於 95%）。 

問卷調查主要結果 

疫情下社會階層呈固化先兆，青年突破社會階級更顯困難。 

6. 三成二（32.7%）青年認為澳門青年向上流動機會不足夠，比 2019 年調查的上升一成。認

為澳門青年向上流動機會足夠的比例由 2019 年的兩成四（24.3%）降至 2021 年的一成八

（17.6%），顯示疫情對青年上流產生窒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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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僅有三成六青年（36.7%）認為自己在過去五年向上流動，反之近五成（48.7%）青年認為

自己在過去五年沒有向上流動。 

8. 儘管有將近六成（58.4%）的受訪青年認為疫情後所屬的社會階層維持不變，甚至有一成

九（19.1%）青年表示向上流動，但從進一步分析可以得知過去五年沒有向上流動的青年，

在疫情下容易遭遇向下流動。 

9. 交叉分析可得知疫情下向上流動的青年自評為社會中層或以上者，擁有較高學歷，在抵禦

疫情風險上較好，甚至進一步轉危為機；社會中下層或以下人士在疫情期間多維持現時社

會階級不變，學歷較低者甚或向下流動，顯示這些青年抵禦疫情風險的能力較差。 

10. 除了少部分（2.2%）青年認為未來三年向下流動之外，將近五成（46.7%）青年展望向上

流動，多於維持現狀的三成三（33.9%）青年。 

11. 僅三成（30.5%）青年認為未來十年向上流動機會大，超過四成五（46.1%）青年認為一般，

將近兩成（18.7%）青年認為機會小，展現青年對長期向上流動的展望並未如短期樂觀。 

12. 自評為社會中下層或以下的受訪者，更少地對上述問題表達了正面觀感，這些青年亦更多

表示在過去五年並未有上向流動，對於未來實現向上流動亦不抱正面期望，相反自評社會

地位為中層或以上，多表示過去五年向上流動，亦對未來向上流動表示樂觀。 

13. 社會階層的分層在疫情下更趨明顯，加大了青年向上流動的阻力，這些青年需要跨過比疫

情前更高的門檻才能向上流動。 

疫情下青年就業存結構性問題，對推動青年向上流動造成阻力。 

14. 疫情打擊（36.4%）、就業市場的競爭（32.3%）、產業結構單一（31.3%）是青年認為約

束其發展的因素，側面體現疫情對澳門經濟的深層次影響。 

15. 2020 年就業數據顯示澳門青年群體（16-34 歲）的總失業人數達到 4700 人，佔全澳失業

居民總數的 45.6%，比 2019年大幅增加 1800人，是所有歲組當中失業居民增加最多的群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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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疫情下有三成七（37.0%）青年滿意現時工作，超過五成（52.7%）青年對現時工作滿意度

一般，超過一成（10.3%）的受訪者不滿意。 

17. 三成五（35.4%）青年認為就業市場提供的向上流動機會不足夠，兩成一（21.7%）青年認

為上流機會足夠。青年意識到就業市場供求情況逆轉，就業競爭變得激烈，必然要提升自

身競爭力以應對不斷變化的就業市場需求。 

18. 疫情下應屆畢業生乃至社會資歷較淺的青年在漸趨激烈的求職競爭中先求「有份工」，雖

解決燃眉之急，但亦存有求學期間的理想和現實情況存在落差。長期不匹配不但有損青年

對工作的滿足感，更可能收窄青年藉就業向上流動的空間。 

19. 不同階層的青年所能獲取的就業資源及機會並不均等，優質的就業機會相較早年有所減少，

叠加因疫情而導致旅遊博彩等勞動資源密集的職位流失，中下階層青年向上流動的機會減

少，而社會階層較高的青年普遍有較高的學歷和人脈資源，成為其就業競爭優勢，更容易

獲得機會。 

教育是青年上流的硬條件，多方措施助青年提升實力。 

20. 受教育程度（48.1%）、人脈資源（38.7%）及職位（37.8%）是眾多青年用以量度一個人

的社會階層的重要指標；青年亦認為人脈的建立（45.4%）、知識的累積（45.0%）及職位

的提升（36.5%）代表著青年向上流動。 

21. 與持學士或以上學歷的青年相比，持高中或以下學歷的青年更多在過往五年沒有上流，在

疫情發生後向下流動，甚至預期未來三年向下流動。從實際角度來說，無論是履行專業職

務，或是任職中、高管理職位這些體現青年上流的情況，都傾向要求一定的學歷。教育仍

然是青年力爭上流的硬條件。 

22. 工作資歷愈淺的青年愈認為未來十年上流的機會大，反之工作資歷愈久的青年愈認為未來

十年上流的機會小。對於已有工作資歷加乘的青年，更需要豐富自身能力以突破上流天花

板，持續學習是必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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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自身努力（39.9%）、自我能力（38.1%）、足夠的晉升職位（30.1%）等則是青年認為有

助其發展的因素，顯示青年認同「打鐵還需自身硬」，政府應重視將青年發展和澳門未來

有機聯合，使青年所學、所長，均化為澳門發展的養份。 

24. 政府推出「保就業」措施重在廣泛受用性，尚未有針對青年特質推出相關措施，在提升青

年適應就業市場的競爭仍有相當大的改善空間。 

25. 疫情為澳門敲響必須加緊經濟適度多元化步伐的警示。特首賀一誠提出了大健康產業、現

代金融、高新技術、會展商貿和文化體育等產業方向，產業的紥根成長離不開對本地人才

的培養，這也為青年上流帶來新的路向。 

政策建議 

26. 以受訪青年的觀感與意見為基礎，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議，以供政策及社會各界參考。 

27. 建議一︰推動經濟適度多元，擴闊青年發展空間。澳門必需加快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以大健康產業、現代金融、高新技術、會展商貿和文化體育等等新興產業推進產業結構多

元佈局，增強經濟發展動能，擴闊居民就業空間，為經濟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 

28. 建議二︰提供適切就業支援，保障青年就業穩定。19-20 年的本地畢業生仍未完全被就業

市場消化的同時，新一屆應屆畢業生已經進入市場競爭，青年就業的整體形勢趨複雜嚴峻。

政府需做好為青年人提供職前準備、求職技巧、職業技能的網上培訓課程，建立職位招聘

的資訊整合平台；以及繼續深化現有實習計劃，積極與更多本澳及灣區企業對接，拓展實

習崗位的種類和數量，並考慮將實習期適當延長，確保青年在經濟與經驗方面得到保障。 

29. 建議三︰積極優化進修機制，加強青年人才培養。建議政府推動將針對澳門現時需要發展

的行業或技能資訊列進清單，並積極優化持續進修機制，鼓勵居民考取不同職業技能或證

照，提升知識儲備及專業技能。同時因應各個行業適時發佈更新人才需求調研數據，推出

與重點發展產業相關的特定科目的獎學金或培育計劃，為青年學生及在職人士提供生涯規

劃的參考，為澳門發展積極培養高質量的本地青年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