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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第七冊，第二十三期，1 994 No．1，225－232

澳門的人口＊

（結構與動態）

J ．Cast ro Pi nto ＊＊

1．序言

無論何時何地，人都是社會上最重要的元素。他是生產者的同時亦是消費者，

換言之，他是經濟及社會發展的動力。因此，所有的成就是因人而起的，也是以人

作為目的 。

經濟的發展是不能忽視人的因素及其所需的環境，更不可以將來作賭注。

可以肯定，人類在他的生活中，常常作出錯誤，然後需要長時間來查核和確認

這些錯誤，又需要另一段長時間來討論、尋找方法或制度來解決它。有時已是太遲

或達不到預期效果 。

國家，集體，甚至個人的財產積聚不斷地增長。龐大的經濟集團一方面控制著

市場，另一方面不斷地壓逼那些經濟能力較差的商人，取得後者的生產力及有關的

工作職位 。

各類的污染越來越嚴重，導致不少費用的增加，而這不可視之為發展的負擔 。

＊“澳門與珠江三角洲人口”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研討會由澳門統計暨普查司主辦於一九九三

年十月二十日至廿二日舉行 。

＊＊ 政治及社會科學學士、統計暨普查司技術顧問 。

社會公義是遙不可及的事，因地區的不平衡，社會及種族的不平等，不但沒減

輕反而越來越嚴重。窮人越來越多；有關飢餓的情況嚴重得使人震驚，而國際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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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活動卻相反地平淡。一方面，窮人的百分率降低了，但另一方面，隨著落後地

區人口的增長，窮人的數字卻上升了。聯合國的統計是很准確的 。

天然資源的急劇消耗及貧窮地區人口的澎漲使現有問題越來越嚴重，並可能引

起更大的衝突。所以，使社會變得更有人性是一件必須及不可拖延的事。必須以人

的潛能、需要及願望來促進經濟發展，這樣可以達到個平衡的經濟發展及公平的社

會，避免在經濟蓬勃時制造出大量工作崗位而到經濟蕭條時卻使失業率大增 。

在這情況下，若不認識、忘記或忽視人民在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及以他為對

象，那便什麼都不能成功了 。

所以，人口研究是社會經濟計劃的一個重要元素，亦成為領導人作出決策的基

礎。其實，整體發展方針、生產力、社區基建及社會設施投資計劃都應以人的現有

動力及將來的潛能為指引的 。

若未能更深入地探討問題，這是因資料不足，而所得的資料又不能准確地反映

這些複雜的現象。本文以“人口及住屋普查”的統計資料為基礎，其主要目的是提

供對澳門人口基本特點的認識 。

2．人口的結構

先看看澳門人口年齡及性別結構的現狀、有關的改變及其原因 。

根據1 960、1 970、1 981 及1 991 年的年齡分佈圖（見附錄圖一），可說澳門的人

口結構在近三十年來並不穩定 。

這些年齡分佈圖表顯示以下情況：

— 在五十年代有一個人口老化的趨勢，可能是由於之前的十年因第二次世界大戰

期間出生率下降所致，至末期則見情況有變，年齡分佈圖的底部擴大，填補年

青 的 人 口 。

— 從那時至1 97 0年，出生率下降（零至四歲的小孩數目減少），十至十九歲的青

年人 數目 大增 而老 年 人所 佔比 例減 小 ，這 是由 於在 六十 年 代人 口的 大幅 增 長

（50％）而引致的 。

— 到八十年代初，分佈圖底部有大幅的收縮，這情況不但是由於出生率下降，也

是由 於七 十年 代後 期大 量青 年人 （十 五 至二 十九 歲） 移民 到澳 門所 造成 的 結

果 。

— 以1 99 1 年普查的資料顯示，年齡分佈圖底部是近四十年來收縮最厲害的，這是

由於未滿十歲的小孩及二十五至三十九歲青年人的數目大幅增加，而老化率比

前 十 年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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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年齡結構的變化

另外，根據上表，顯示出六十年代人口的增長和七十年代人口的減少，原

因是由世界石油危機而產生工業危機，引致不少青年移民到香港。八十年代，大量

中國人從內地移民到澳門，其中80％是十五至二十九歲的年青人，多數是非法入境

者。合法移民到澳門的人，大部份是二十五至三十九歲的年青人和十五歲以下的少

年，而其中以零至四歲的兒童為主。

當將非本地出生和近十五年來澳居住人仕的年齡分佈圖跟本澳其餘居民年齡分

佈圖比較，可看到不平衡的年齡分佈及其原因（見附錄二）。兩者的差別很大。前

者以二十五 至三十九歲 之間的人仕 最多，而十 五至二十九 歲之間的人 仕以女性 居

多 。

【表二】各統計年度的男女比例

在五十年代，由於經濟蕭條，不少男性移民外國，造成在1 960年女性人口比男

性多的現象。十年後，經濟再次蓬勃，使男性跟女性的數目在1 970年間回復到差不

多原來的比例。八十年代的外來移民潮中，大多數是女性，影響了1 991 年的男女比

例調查（94個男性對1 00個女性）。比如，女性佔了外地勞工的百份之七十。而來

自中國合法移民中女性所佔的百份率只比上述的略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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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1991年按年齡分佈的男女比例

除了老年人中女性比例偏高外，在二十至二十九歲之間的人仕中女性亦比男性

多（1 43個女性對1 00個男性），在四十至四十九歲之間的男性則比女性多（1 25個

男性對1 00個女性）。至於鰥寡人仕方面，比例是五個寡婦對一個鰥夫 。

3．人口的動態

3．1．人口的增長

澳門人結構在近幾十年來有很大的改變，尤其是出生率的下降及移民的影響 。

要分析和了解這現象便要了解人口增長與其因素：自然變動及移民的影響 。

澳門人口在近幾十年期間有大幅增長。雖然有升有降，在每十年一次的人口與

房屋調查中，可見六十年代與八十年代的增長率是上升的，年平均增長 4％。

【表四】從1950年起的人口發展

（1）在此之前的調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非常時期所進行的，不適宜作比較 。

（2）年終的估計 。

（3）與1 991年1 2年月31日比較 。

這增長速度是由於移民造成的，大部份移民來自中國。傳統上澳門成為移民目

的地，這可以從下列兩點証明：澳門的人口中以非本地出生的比例佔多（50％）及
今天的人口總數是二十年代初的四倍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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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工業在六十年代發展得相當快，勞工的需求帶動人口增長，並帶來成千

上萬來自東南亞的華人。近十年來，澳門快速發展，勞動力的缺乏也帶來人口的增

長，加上中國政治開放，使大量人口移民到澳門。以下我們可見這十年來造成人口

增長的結果 。

3．2．自然及移民變動

從六十年代起出生統計數字都是不正常的，這不單只因出生率變化而造成的，

而是由於八十年代中實行強制民事登記而出現很多補辦登記。有一個異常的情況就

是1 966－70年，1 97 1 －75年和1 976－80年三個期間的出生數字與之前及之後的期間

的數字比較只有一半或以下。故此很難對此作出可靠的結論 。

【表五】人口的自然變動

（1）這些數字受到八十年代中期補辦登記以及之前不需強制登記的影響。

最近幾年來，人口的自然增長是五至六千人左右，等於每年人口的1 ．5％增長

率，此外還需加上移民的2．5％增長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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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移民潮的評估

（1）對中國出生的居澳人仕，以91年普查時所報開始在澳門居留時間計算。

（2）根據移民到美國、加拿大及香港的紀錄。

（3）這是根據91年普查所得，中國出生居澳人仕成為合法居民及其居留年份分佈的資料作估計。

（4）入境／出境的差異。

（5）沒有這些年份的資料 。

從以上數據可見，在澳門居留的人仕超過一半是在中國出生，証明歷年來移民

問題的巨 大壓力 。

從【表六】中可見，1 988年至1 991 年合法移民到澳門的人數和91 年普查時所報

在澳門居留的中國籍人仕入境年份的數字相差不大。以91 年普查所得最近十五年內
的數字為最接近事實，並沒受死亡或移民到外地因素影響，可說移民到澳門的現象

在七十年代中期是不明顯的。在1 978至80年，甚至在1 981 年，移民潮達到頂峰，之
後便開始不降。從1 987年到1 991 年，這數字又開始上升，但沒有七十年代末期那麼

明顯。只有90年的數字有下降，這是由於外勞進出的數字相抵之故。

根據【表六】的資料，可總結在近十五年來，有十六萬來自中國的人仕在澳門

居留。這數目與澳門1 960年的人口差不多，其中並沒包括一些未知素，如在這期間

移民到澳門，然後又移民到香港及中國鄰近地區的人仕。1 991 年和1 992年間獲批准
在澳門居留的人仕大多數來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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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沒有確實數目，這研究沒有計算那些非法入境並逗留在澳門的人仕，但在

近五年來，被遣返之非法入境者有五萬九千名，多數來自廣東省（中山、江門及新
會）和福建省 。

總括來說，龐大的移民潮是造成澳門人口結構變化的主要原因 。

4．在東南亞的比較

澳門位於東南亞，她的將來與其鄰近地區是不可分開的，尤其是香港和中國。
澳門將來治權回歸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所以在這方面可作一些比較及一般

性 的 考 慮 。

首先，應強調澳門是東南亞地區中人口 集中在青年人（1 5至39歲）的地區，

等於49．4％，之後是新加坡（47．3％）和韓國（47．1％）。第二，除了日本是人口
老化的國家外，香港、澳門和新加坡在這帶是人口較老化的地區，這現象與經濟社

會發展有關 。人口 年輕的是 菲律賓、 印度尼西亞 和馬來西 亞，其出 生率是很 高

的 。

另一方面，從人口老化及世代更替的指標的重要性及趨勢可以確定：

· 在老化率方面，從負面來看，澳門跟在日本及香港之後，與新加坡同一水平，

同是在這地區中比率 高的四個地區。

· 關於世代更替，從正面來看，菲律賓的世代更替能力是 高的，跟著是澳門，

之後是香港和新加坡，皆有同樣的水平。

另一個負面因素，是澳門人口的男女比例，94個男比1 00個女。除了在日本差
別較小 外，在這一帶，差不多所有國家或地區，男性比女性多。

雖然澳門的嬰兒死亡率比日本、香港及新加坡略高，但卻是這區中死亡率 低

的地區。亦助長了澳門人口的老化。

澳門人口老化的趨勢將會成為威脅。澳門、日本及香港的平均壽命是東南亞地

區中 長的地方。至於依靠別人維生的老人的比率，澳門則比香港或日本低。

5．結論

第一個結論就是澳門人口結構與香港或新加坡差不多。因為這些地區對移民是

開放的，特別是來自中國的青年。

這些地區的差別是：由於澳門人口比較少而急速發展導致缺乏勞動力，所以造

成有較大的出 生率增長；另 外，在澳門 的男女比例也 不平衡，女性 比男性多； 還

有，香港的老化率比其他地區高。

關於澳門我們可見：

· 在 近幾 十 年期 間 ，大 量的 移 民使 澳 門人 口在 年 齡及 性 別結 構上 受 到極 大 影

響 ；

231



· 澳門人口年齡份佈不平均，大部份集中於二十至三十九歲的人仕，以及分佈圖

底部收縮，比例上是四十年來 細的 ；

· 在澳門，每一百個男性對一百零六個女性，而在其他地區則剛好相反，差別亦

較少。這差別在二十至二十九歲（每一百個男性對一百四十三個女性的）和四

十至四十九歲的人仕中更明顯（每一百個女性對一百二十五個男性） ；
· 澳門人口有老化的趨勢，部份是因為出生率下降，此外，新一代取替年老一代

的速度也頗快 ；
· 在東南亞國家及地區中，澳門是死亡率偏低及平均壽命高的地方 。

人口老化的趨勢帶來兩個明顯的情況。在短、中期來看，由於1 5至39歲人仕所

佔比例較高，而這群人又正值生育期，新舊兩代交替快速，使老化趨勢有所改變。

這都受人口流動及這群人的行為所影響。而這些都與影響著家庭組成的經濟社會條

件有關。但相反地從長遠看，在四十年後，這群20至39歲的人仕變老，使問題更嚴

重 。

至於男女比例也同樣是個問題，。如不趕快改變這情況，會使很多婦女結婚的

機會減少。除此之外，還需注意1 9至29歲人仕中的男女差別是很大的（70男對1 00

女），只是在40至49歲人仕中情況相反（1 25男對1 00女）即是說在1 5至24歲的婦女

中有1 9％是找不到同年齡的男伴，若這群婦女在25至40歲的男性中找伴侶，其中三
分之一的功機會很微 。

因此，要作出一個有利的人口政策就需考慮以下幾點：

1） 減少增加人口的外來因素，利用現有及潛在的人力資源，這需要加強培訓的 。
2） 改變現狀，對有素質的青年男性勞工來澳門給予優惠條件 。

3） 現在 已是 時間 來 擴大 及強 化發 展帶 來 的福 利（ 改善 膳食 、 住屋 、學 習、 衛 生
等）這是改善勞動人口能力及素質，及提高整體人口生活水平的重要條件。

4） 利用婦女的巨大潛在勞動力。從91 年普查的資料可見，約有一萬九千名年齡界

乎20至40歲的婦女既非學生也無從事生產 。

【表七】1991年20至39歲的人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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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圖及表）

【圖一】

一九六○，一九七○，一九八一及一九九一年澳門
人口年齡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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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一九九一年澳門男女人口年齡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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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一九五○及一九九一年間澳門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

236



【圖四】

澳門，香港，新加坡的人口年齡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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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令人口增長的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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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某些東南亞國家及地區從年齡份組的人口情況

【表B】男性對女性的比例（對每百名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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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國家及地區的人口指數

【表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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