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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經濟專題研究 

行政摘要 

2023 年 12 月 29 日 

1. 加快促進經濟復甦，鍥而不捨推動多元是特區政府 2023 年度的施政重點。在特區政府的

主導下，不少社區經濟、社區旅遊項目應運而生，“關前薈”、“悠路環”、“悠氹仔”

成為了澳門社區經濟的標杆式項目。在《2023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提出要

打造複合式社區旅遊新產品，拓展海內外旅遊市場，並要扶持中小企業發展，推廣特色店

品牌，科技賦能特色街區，促進社區消費。今年以來，政府更先後與博企合作，啟動六個

歷史文化片區的活化工作，創設條件吸引商戶進駐，完善區內營商環境，提升社區文旅經

濟活力。 

2. 青年群體一直關注社區經濟的發展，亦是社區經濟的主要持份者。一方面，不少年青人是

“參與者”，加入創業大軍，在社區中營運中小企業，亦有一些青年定期參與社區創意市

集。另一方面，以 Z 世代為首的青年群體也是社區經濟的主要“消費者”。及時了解青年

對社區經濟的看法，對促進社區經濟至關重要。因此，新青協提出開展“社區經濟專題研

究”，透過街頭的實徵數據、文獻研究和與社區經濟持分者深入訪談，了解澳門社區經濟

發展的基本情況，以及青年對發展社區經濟的意見和看法，從而提出符合青年意見的發展

政策，供政府和社會各界參考。 

3. 本研究在今年下半年展開。當中，街頭隨機問卷調查在今年 11 月進行，成功訪問了 769

名澳門青年。同時，研究團隊深入訪問了包括政府部門、立法會議員、地區商會、社區商

戶和創業青年在內的持分者，探討本澳社區經濟不同持份者對社區經濟發展的經驗、成因、

困難、挑戰與展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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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7 份，其中有效問卷

769 份，問卷有效率為 97.7 %。以 769 份成功樣本數推算，百分比變項的抽樣誤差約在 ± 

3.53% 以內（可信度設於 95%）。街頭問卷調查於 2023 年 11 月 5、25、26 日在全澳各區

進行，對象是 18–44 歲，通常居所位於澳門的澳門居民。 

2. 青年有較強留在自己生活社區消費的意願。六成三（62.6%）的受訪青年表示，更願意留

在自己生活的社區中消費，表示不同意者不足一成（9.5%）。受訪青年在自己生活社區的

消費頻率高，四成三（42.5%）表示在自己生活社區有每日一次或以上的消費，四成一

（40.7%）表示每週有兩到三次的消費。 

3. 方便快捷、價格優惠和支持地區小店，是受訪青年願意留在社區消費的主要原因，分別獲

八成六（86.2%）、兩成三（22.8%）和兩成（19.9%）的青年選擇。其餘較多受訪者選擇

的選項，依次分別是：具有品質保證（10.3%）、購買特色商品（6.2%）、和店舖員工交流

（5.9%）和獲得客製及個性化服務（5.2%）。只有極少數（2.7%）受訪者表示，政府的活

動補貼是他們願意留在社區消費的主要原因。 

4. 受訪青年普遍同意，相較於五年前，其所居住的社區現在更有商業活力。四成四（44.3%）

受訪青年認為，相較於五年前，其所居住的社區更有商業活力，不同意者佔兩成一（20.9%）。

值得留意的是，經統計顯著性（卡方）檢定，居住於本澳不同社區的受訪青年，對認同自

身居住社區較五年前更具商業活力的比率有顯著差異。按認同比率從高至低，依次是：嘉

模堂區（61.3%）、望德堂區（52.4%）、大堂區（47.7%）、聖方濟各堂區（45.8%）、花地瑪

堂區（40.0%）、聖安多尼堂區（38.9%）和聖老楞佐堂區（18.6%）。 

5. 四成一（41.4%）的受訪青年同意澳門社區經濟發展勢頭良好，認為一半半的佔三成六

（35.9%），不同意發展勢頭良好者約佔兩成三（22.7%）。四成五（44.6%）青年表示，政

府的推廣活動增加了其在社區消費的意願，不同意者約佔兩成四（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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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受訪青年對政府支持社區經濟發展的具體政策的了解度不足。四成二（41.9%）受訪青年

表示不了解（25.4%）乃至完全不了解（16.5%）政府支持社區經濟發展的具體政策，表示

了解者約佔兩成七（27.2%）。問及年青人是否有足夠機會參與政府支持的社區經濟項目，

受訪青年意見分歧，三成六（36.2%）認為沒有足夠機會，三成三（32.5%）認為有足夠機

會，也有三成一（31.3%）表示“一半半”。 

7. 青年普遍認同澳門社區中缺乏消遣地點。近六成（59.4%）的受訪青年認為，在週末和節

假日，澳門社區中缺乏（30.7%）乃至非常缺乏（28.7%）供消遣的地點，不同意者約佔兩

成（20.3%）。七成二（72.0%）受訪青年表示，願意接受政府和社會組織在其生活的社區，

在節假日舉辦墟市活動。當中，表示完全接受者有三成六（36.0%），表示不接受者不足一

成（9.9%）。 

8. 受訪青年認為，特區政府近年推動社區經濟的成效中等，評分得分為 5.52 分，分數處於

及格範圍，略高於尺度中點（11分尺度，0分代表完全無效，10分代表完全有效，尺度中

點為 5分）。經統計顯著性檢定，受訪青年的年齡（ANOVA）和自評社會階層（T 檢定），

皆與其評分的高低呈統計上顯著的關係，其具體差異如下：18–24 歲（5.86 分）、社會中層

及以上者（5.74 分），所給予的評分較其他組別高；相反，30–34 歲（5.14 分）、社會下層 

/ 中下層者（5.14 分），給予的評分較低。 

9. 受訪青年認為，特區政府近年為推動社區經濟投入的資源中規中矩，有待加強，評分得分

為 5.60分，分數同樣略高於尺度中點（11分尺度，0分代表完全不足，10分代表完全足

夠，尺度中點為 5分）。經統計顯著性檢定，受訪青年的年齡（ANOVA）和自評社會階層

（T 檢定），皆與其評分的高低呈統計上顯著的關係，其具體差異如下：18–24 歲（5.93 分）、

社會中層及以上者（5.76 分），所給予的評分較其他組別高；相反，30–34 歲（5.23 分）、

社會下層 / 中下層者（5.25 分），給予的評分較低。 

10. 受訪青年普遍認為，旅客是政府推動的社區經濟片區的主要受眾。在六成二（61.9%）的

受訪青年看來，目前政府推動的社區經濟片區的主要受眾更偏向旅客（37.3%）或稍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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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24.6%），認為偏向居民的約有一成九（18.8%），認為一半半者亦佔一成九（19.2%）。

四成五（45.2%）受訪青年認為，政府在活化社區經濟和保護街區文化中做到較好平衡。

認為“一半半”的青年約有三分之一（35.4%），認為政府未能在兩者中做到平衡的有兩成

（19.5%）。 

政策建議 

1. 建議一：全方位支持青年參與社區經濟，支持青年企業主善用科技，提升競爭力。青年是

社區經濟項目的主要參與者，研究數據顯示，青年對於“有足夠機會參與政府支持的社區

經濟項目”的意見分歧，四成二受訪青年表示不了解政府支持社區經濟發展的具體政策。

不論是作為經營者、消費者或是參與者，社區經濟發展需要青年的多方面參與。因此，本

研究建議特區政府在日後的社區經濟項目中，加強面向青年群體的宣傳工作，吸引更多本

地青年以不同身份投入社區項目，助力社區經濟發展。 

同時，建議政府當局繼續深化和加強現有的中小企業支援工作，加強對社區經濟項目中的

青年經營者的支持，鼓勵青年企業主善用科技，提升競爭力。例如，新加坡當局自 2017 年

起，在網上展示 30 項現成而且容易採用的科技方案供當地企業使用，助力企業主改善庫

存盤點、供應鏈營運、產品銷售等方面工作。當局更請來行銷專家、科學家、工程人員協

助中小企業重新包裝產品或服務，期望產品或服務在推出市場後能有即時成效，形成正面

循環，讓店家樂意持續進行產業轉型及升級。因此，研究建議當局參考海外的成功經驗，

增撥資源，持續加強對企業主線上以及線下“一對一、多對一”的技術支援和個案指導服

務，助力青年企業主和社區中小微企善用科技提升經營水平。 

2. 建議二：結合街區文化特色，持續推出具特色的主題性社區經濟項目。在量性數據和質性

訪談中，受訪者均對政府近年來在社區經濟的資源投入予以肯定。量性數據亦顯示，四成

一的受訪青年同意澳門社區經濟發展勢頭良好，四成五的青年表示政府的推廣活動增加了

其在社區消費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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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其他地區推動社區經濟的經驗，社區的“獨特性”和其背後的社會文化底蘊，往往是

社區經濟成功的不二條件。本研究倡議，政府要審視不同社區、街區的特點和商圈環境，

主動講好“社區故事”，進一步發掘本地具有特色、文化底蘊的社區和街區，透過與街區

本身的文化故事結合，打造具有主題性的社區經濟項目。必須指出，社區經濟項目往往需

要地區團體和居民的支持方能持續、有效舉辦。研究建議，在推動社區經濟項目時，除了

充分考慮旅客的需求外，亦需要照顧和平衡居民日常生活和消費的習慣。因此，政府要積

極加強和社區居民的互動和溝通，令居民同樣能夠同享社區經濟發展的成果。 

3. 建議三：加強跨部門協作，從便民思維著手，增加籌辦社區經濟活動的便捷性。特區政府

近年大力推進電子政務的發展，以“便民為本”的思維，減省不必要的行政程序，提升辦

事效率。儘管如此，研究者在訪談中發現，在舉辦一些社區經濟活動時，在程序上仍需要

在多個部門辦理大量行政手續，人力、協調、行政、時間成本大，間接減弱了地區組織和

商戶籌辦社區經濟活動的誘因。與此同時，在硬件上，由於社區經濟活動大多是臨時性的，

商戶和組織者未必有足夠的空間存放物資。 

有見及此，研究建議在不改動與安全性相關的手續下，以“便民思維”為本，在牌照、活

動申請等方面加強跨部門的協調、合作、配合，打破“申請壁壘”，更可考慮在政府支持

的活動先行先試，透過“一站式”的服務申請和處理辦法，加強籌辦社區經濟項目的便捷

性。在硬件建設上，政府也可以開放部分閒置土地和儲物空間，在符合安全性的條件下，

供有需要的社區商戶暫時存放物資，以便於周末和節假日舉辦社區經濟活動時使用。 

4. 建議四：“新舊並用”，透過不同媒體加強對社區企業的宣傳工作，多角度發掘新客源。

隨著資訊與通訊科技（ICT）的發展，網絡新媒體的力量愈來愈受重視，成為不少社區商

舖在宣傳上的主要手段。透過新媒體的力量和其傳播特性，部分具特色的商戶一夜走紅，

擴展了包括居民和旅客在內的消費客源。在研究的深入訪談中，有受訪者表示，現時均有

透過新媒體進行宣傳，主力吸引本地和內地的年輕客戶到訪，他們同時提到，政府在宣傳

上的支援亦主要集中在新媒體，相關的舉措對商戶帶來直接而正面的影響。另外，有受訪

的社區商戶表示，由於不同客戶接收信息的媒介不同，本地及內地的中年、老年群體更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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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使用傳統媒介，如電視、報紙，傳統媒體上的宣傳工作仍有其不可取替性。 

有見及此，本研究建議當局透過“新舊並用”和“雙軌並行”的做法，一方面持續在網絡

新媒體加大力道，進行不同類型的宣傳工作，亦應盡可能在傳統媒體的節目、特別是與內

地電視台共同製作的節目上，增加社區商店的曝光率。另一方面，透過上述的宣傳手法，

吸引本地、內地與外地消費者到社區商戶消費，引流不同年齡層、消費力的客源到社區商

店消費，盤活社區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