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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青年社會流動狀況調查 2022 

專題研究行政摘要 

2022 年 12 月 12 日 

1. 健康的社會流動，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要元素，提升整個社會的社會流動性，一般被認

為將有助於經濟的正向發展。世界經濟論壇 2020 年一份關於全球 82 個經濟體的社會流動

指數報告指出，社會流動性水平提高，能成為經濟增長的槓桿。報告建議，企業和政府應

共同努力，創造新的社會流動途徑，確保每個人都有公平的成功機會（Fair Opportunities 

For Success）。 

2. 回歸以來，澳門經濟實現跨越發展，居民生活持續改善，民生福利水平顯著提升，免費教

育、免費醫療等一系列政策惠及全澳，澳門居民獲得感、幸福感愈來愈強。與此同時，過

去一代青年受惠於經濟高速發展，善於把握回歸以來一系列的政策機遇，乘勢而上，大多

實現了向上流動，與其父母一輩相比，過上了更好的生活，分享了澳門經濟發展的累累碩

果。 

3. 自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本地經濟“一業獨大”的產業結構受到嚴重衝撃，在

整體經濟下行的壓力下，就業形勢複雜嚴峻，整體職位減少，本地居民收入中位數下降，

青年向上流動的機會無可避免地受到一定擠壓。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2021 年一份研究也指

出，新冠疫情對勞動力市場的衝撃，“不成比例地打擊了年輕人”。 

4. 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新青協）先後在 2019 年和 2021 年兩次開展“澳門青年發展專題研

究”，探討和聚焦澳門青年對向上流動的理解和信心。為進一步蒐集青年對向上流動的看

法，尤其是探討新冠疫情下約束他們向上流動的主要原因，新青協在今年 8 月至 12 月再

次展開“澳門青年社會流動狀況調查 2022”，透過文獻分析和街頭隨機問卷調查，梳理

出不同世代和具備不同社會流動經驗的青年的意見，提出多項助力青年向上流動的政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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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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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1 份，其中有效問卷

665 份，問卷有效率為 89.7 %。以 665 份成功樣本數推算，百分比變項的抽樣誤差約在 ± 

3.80% 以內（可信度設於 95%）。街頭問卷調查於 2022 年 10 月 22、23 日在全澳各區進

行，對象是 18–34 歲，曾有工作經驗（含全職、兼職、實習）的澳門居民。 

2. 人脈資源、受教育程度和財富，是受訪澳門青年認為最能量度一個人社會地位的主要指標，

分別獲五成三（52.5%）、四成五（45.4%）和三成八（37.9%）的青年認同。其餘較多受

訪者選擇的選項，依次分別是：政治影響力（34.1%）、家庭背景（31.9%）、職位（29.0%）

和行業（25.3%）。 

3. 超過五成六（56.4%）受訪青年認為，“專業技能提升”最能代表青年上流。此外，分別

也有四成七（47.2%）和四成五（44.7%）的受訪青年認為，“人脈擴展”和“受教育程度

提高”最能代表青年上流。其餘較多受訪者選擇的選項，依次分別是：職位提升（35.5%）、

財富增加（31.1%）和政治影響力提升（23.2%）。 

4. 整體而言，有四成八（47.8%）的受訪青年明言，澳門青年向上流動機會不足夠（36.8%）

乃至遠遠不足夠（10.8%），只有不足一成（6.5%）受訪青年認為澳門青年有足夠的向上

流動機會。與 2019、2021 年兩次同類調查比較，更多青年認同向上流動機會缺乏，認為

上流機會不足的受訪青年比例，由 2019 年的兩成三（23.0%）和 2021 年的三成三（32.7%），

上升至今次調查的四成八（47.8%）。 

5. 與 2019 年新冠疫情前相比，大部分受訪者認為現時本澳青年向上流動的難度增大，有超

過七成（71.7%）受訪青年認為現時青年上流難度增加，更有一成九（18.5%）受訪青年表

示現時上流難度大大增加。進一步對數據作交叉分析發現，30—34 歲的青年，和學歷為高

中或以下的青年，更多地認為向上流動難度增大。 

6. 三成六（35.8%）的受訪青年認為，保存現在所擁有的一切，比爭取更多重要，持相反意

見者有兩成七（27.3%）。六成三（63.0%）受訪青年認同，內地和澳門的深度融合為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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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更多發展機遇，持相反意見者僅佔一成多（12.5%）。另外，有六成三（63.4%）受訪

青年認為，與外地人才的競爭能使其能力提升。 

7. 自身努力、自我能力和教育背景，是受訪青年（已經歷向上流動者）認為自己向上流動的

主要原因，分別獲五成二（52.3%）、三成九（39.1%）和三成七（36.6%）的青年選擇。

其餘較多受訪者選擇的選項，依次分別是：人脈助力（23.9%）、整體經濟向好（23.9%）、

運氣（23.0%）、足夠晉升空間（20.2%）等。 

8. 受訪青年（未經歷向上流動者）認為造成自身未能向上流動的主要原因，依次分別是：疫

情打撃（46.5%）、缺乏人脈（32.1%）及產業結構單一（31.6%）。其餘較多受訪者選擇的

選項分別有：缺乏晉升空間（30.1%）、能力不足（23.4%）、未夠努力（21.6%）和政府支

援不足（19.3%）。 

9. 對未來五年的自身社會流動狀況預判，逾四成二（42.4%）受訪青年持樂觀態度，認為自

己將經歷向上流動，認為社會階層維持原狀者有三分之一（33.2%），亦有一成七（17.2%）

受訪青年認為將向下流動。當中，經卡方檢定，工作經驗在 10 年以上者（35.2%）、學歷

在高中或以下者（29.7%），更傾向認為未來五年自己將向下流動。 

10. 有五成七（56.7%）的受訪澳門青年認為，與父母一輩相比，現時本澳青年向上流動較他

們困難（47.8%）乃至遠遠困難（8.9%）。與此對比，認為較他們向上流動容易者約佔兩

成（20.2%）。 

 

政策建議 

1. 建議一：加大對教育獎、助學金的投入。研究發現，“受教育程度”是本澳青年認為“最

能代表青年上流”的主要指標之一。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社會流動性報告》也指出，教

育的“獲取”、“質量和公平”及“終身學習”是社會流動的評量標準。可見，教育和人

力資本的發展戰略是有利於社會流動的核心因素，同樣也是經濟增長和社會包容的關鍵因

素，政府有責任解決多重結構性問題教育和人力資本發展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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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平度高”一直是在澳門教育制度的顯著優點，獎、助學金被認為是可以令學生實

現向上流動的關鍵政策。在本澳面臨產業轉型的關鍵時間節點，政府更要加大對獎、助學

金的投入，推出更多與產業政策高度相關的獎、助學金項目，尤其是推出幫扶力度高，面

向碩、博士研究生的專項獎學金。政府可以透過政策傾斜，鼓勵更多有志青年修讀與未來

產業政策關係度高的學科，從而鼓勵學生投身朝陽產業，為落實本地經濟產業多元出一分

力，解決現時產業單一的窘境。 

2. 建議二：推出一比一專項配對基金，鼓勵青年獲取專業證照。研究發現，超過五成半受訪

青年認同“專業技能提升”是“最能代表青年上流”的主要指標，位居首位。近年特區政

府積極鼓勵青年獲取專業資格，包括教育暨青年發展局在“持續進修發展計劃”（2020–

2023）設立納入資助的外地證照考試目錄，和人才發展委員會推出“人才培養考證激勵計

劃”，透過獎勵鼓勵居民積極考取證照並取得指定水平。 

研究建議，深化現行考取證照的支援，政府進一步加大納入資助的外地證照考試目錄清單，

推出不設名額的專項配對基金。只要居民報考政府認可清單內的證照考試並出席，政府以

1：1（居民自付一半，政府資助一半）的模式津貼部分考證費用，鼓勵居民“有證多考”·

提升專業能力。 

3. 建議三：重視持續教育需要，搭建全民學習平台。研究發現，大部分受訪者認為現時本澳

青年向上流度的難度，較 2019 年疫情前增大。在數字化的年代，面授形式的持續進修課

程已難以滿足現代青年的學習需要。因此，建議政府參考新加坡政府在 2015 年開展“技

能創前程計劃（Skills Future）”的經驗，推廣終身學習文化，推動學習型社會的建設。具

體而言，政府可以建立多元和開放的優質教育體系，尤其可以透過資助高等院校和職業技

能機構開設規模化的在線遙距課程（MOOCs），提供靈活性強的學習課程，讓市民及青年

在工餘時間持續學習，增強自身競爭力，響應特區政府“教育興澳”、“人才建澳”的施

政方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