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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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居民消費習慣與貨幣
支出分配研究

甘樂年＊

澳門居民近年失業率高踞不下，從1 999年開始維持在6～7％範圍內，

就業不足率由2000年6月開始突破3％。長時期的經濟低迷和高踞不下的失

業狀況，使澳門的內部消費市場呈現一片淡靜。雖然，2000年經濟出現正

增長，本地生產總值按不變價格計算上升幅度高達4．6％，擺脫經濟衰退的

陰影，結束為期四載的經濟不振，有望回復生機，但內部消費市場前景依

然未見樂觀。參考表一，澳門居民的平均消費並未出現較大的轉變。消費

習慣以及儲蓄率直接影響資本市場的貨幣供應、貨幣在市場的流轉速度，

同時是宏觀調控的財政及貨幣政策成效與否的一個重要參考指標。美國政

府面對經濟放緩的情況下，大幅將利率下調，通過貨幣政策減低居民儲蓄

意願，刺激貨幣流向消費市場，有利整體經濟回復生氣。單憑政府執行財

政及貨幣政策令經濟運行週期改變是不切實際的。脫離經濟運作背後的實際

分析和研究所推行的貨幣政策效率必然未如理想。消費習慣的研究和分析

不單表現出地區的經濟狀況特徵，亦可反映貨幣收入和支出的分配實況。

表一：澳門居民各年人均消費

＊ 廣州暨南大學經濟學碩士、澳門經濟學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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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本地生產總值

一、澳門現狀與內部消費之關係

消費理論是經濟學一個頗為關注的問題，消費是總需求的主要組成部

份，是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對象。過熱的消費行為導致通貨膨脹和減少消

費的對立面—— 儲蓄的減少，不利整體經濟發展和穩定。若消費不足，大

量現金沉澱，不但市場運作呆滯，其骨牌效應幅射於生產、營銷、就業市

場等等。澳門居民的存款連年遞增，銀行資金充足，借款相對下跌（參看

表二），並不需要增加儲蓄以利資本積累是不爭的事實。

表二：澳門居民存款及信貸

單位：百萬澳門元

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統計月刊－2001年3月份

消費行為決定於消費者當期收入的增減和預期收入的改變、支付者間

的互相攀比、消費偏好、原有資產價值評估等等因素。澳門90年代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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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業帶動的泡沫經濟首先爆破，居民投資於房地產的資產價格大幅貶

值，無論是因為應付負資產帶來沉重且長期的負擔，或是因帳面值虧損引

起的信心打擊，這些均對消費意慾起著負面的作用；1 997年亞洲金融危機

接踵而來，金融資產相繼縮水，可謂禍不單行。港元為保聯繫匯率制度，

進入長時間的通貨收縮期，同樣不利於當期消費，從理論解釋如下：

設 K＝P
t
（1＋r）／P

t＋1
1．1

其中：r 為利率，P
t
、 P

t＋1
分別是t 年及t ＋1 年之物價，則K值大於1 時，

儲蓄（延遲消費）有利且合理性。

CPI 為通脹率，則有CPI＝（Pt＋1
－ P

t
）／P

t
1．2

即有（P
t＋1
）／P

t
＝1＋C P I

t
1．3

1．3 式代入1 ．1式得K＝（1＋r）／（1＋CP I）

澳門的目前情況r 為正值，CP I 為負債→K＞1 ，故持有現金有利於現期

消 費 。

1 ．澳門日報2001 年4月26日轉述中央社台北25日電。

出口加工業面對2005年全球成衣及紡織品配額全面取消的打擊，配額

保護傘的消失削減澳門出口加工業的原有優勢。出口工業能否緊握時機，

吸引外來資金和技術引進，為原有廠商提升生產能力和提高產品檔次，不

畏懼與鄰近地區的公平角逐，還有待於各方面的努力。前景走勢的不明朗

因素對就業職位數目增加，甚至能夠維持原有職位並不樂觀。建築業經歷

數載寒冬，建築地盤和裝修工程數目相繼減少，工人失業或開工不足情況

普遍，失業率高踞各行業之首。過往部份澳門建築工人轉往台灣工作，纾

緩建築業勞動力的供應遠遠大於需求的狀況。目前台灣的房屋空置率高達

1 05萬戶1，未來30至50年內仍然處於供過於求的情況，澳門建築業工人往

台工作的可行性將大大減低。就業困難的壓力令整個建築行業就業者緊縮

開支，日常消費不能量入為出，未能成功尋求解脫困境的出路。至於就業

前景，大部分人士，包括建築業專門人士，還望政府增加公共工程的開展

和賭權開放帶來的生機。金融業作為澳門四大經濟支柱之一，當然不能獨

善其身，不單承受其他產業倒退的影響，亦由於電子計算機的功能擴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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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普及，金融業的自動系統操作取代更多的人手工序，導致職位需求大

大減少。其他就業人士方面，包括公務員薪酬保持不變已有相當長的時

間，同時又有繳交職業稅的聲音，預期大部份人士仍將維持或減少收入。

按上述有關消費行為的分析，澳門目前的現況未對居民內部消費帶來

喜悅的信息，一般持悲觀的情緒，對消費增加的意慾極低。近年澳門居民

外地消費轉移趨勢明顯加強，緊接著澳門北面的珠海市為中國改革開放首

批設立的經濟特區之一，經濟發展速度領先於中國內陸其他城市。珠海市

政府訂定嚴格的城市規劃標準，致力建設一個高水準的花園城市為長期目

標，多次被評定為優異居住城市的模範，環保工作和綠化程度全國馳名。

珠海市大規模發展人文景觀及大型遊樂設施，旅遊業確定為第三產業的主

導，積極推動第三產業發展。珠海陸地面積1 ，630平方公里，約為澳門的70

倍，海域面積達6，1 35平方公里，擁有1 46個海島，生態環境極之優美，旅

遊發展潛力巨大。珠海擁有建成並已投入使用的對外聯繫網絡，當中包括

符合國際機場標準的珠海機場、通往中國各地的一級公路、多個容納高噸

位貨輪和客輪的大型深水港碼頭。規劃建設的高速公路有京珠高速公路、

粵西沿海高速公路、珠海至江門高速公路和連接香港的伶仃洋大橋等等。

同時為了配合珠海成為珠江三角洲中名副其實的休閒度假勝地和理想的會

議舉辦中心，高檔次的酒店、賓館、酒樓、購物中心和娛樂場所等等配套

設施相繼落成。1 999年接待國內外遊客有725．6萬人次，旅遊收入達62．54

億人民幣。此外，硬件提供的相繼完善，消費市場亦同步漸趨成熟，服務

的質素和供應商品的檔次逐步升級，自然吸引澳門居民北上消費。消費轉

變出現兩個進程，一是北上消費的人群不斷增加，從低消費能力的階層滲

透至各個階層，在公眾長假期內，經常接近十萬人次（佔澳門人口1 ／4）進入

中國大陸。二是消費種類的覆蓋面擴大，原來消費集中於一些彈性較大的

消閒項目內，例如飲食、化妝美容、按摩、音樂及電影的錄像光碟等等的

刺激性消費項目。近這幾年消費層面增加至服裝、鞋襪、皮具等等的生活

必須品，甚至大體積的傢具製成品和燈飾物、牙齒及疾病治療的醫療服

務、建築材料的購買、半製成品的加工程序，如門窗、櫥櫃、衣櫃等。涉

及面包括絕大部份可離境進行的消費項目，珠海消費市場的發展速度比澳

門快，北上消費從開始的刺激性消費轉移至取代性的消費性質，下表闡明

外地消費數額的增大和佔總消費的比例按年上升，正面打擊澳門的內部消

費市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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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澳門居民之消費結構

單位：千澳門元

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1993－1999本地生產總值

二、澳門消費函數的估計

消費函數在宏觀經濟學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居民關於消費和儲蓄的習

慣反映長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關係，消費函數有助量度當地消費特徵，它

不僅代表消費的主要特徵，而且還決定了投資、政府支出、稅收、淨出口

等需求變量對平衡所產生的影響和效力。消費規律研究在20世紀30年代中

期開始，是很多經濟學家非常關注的問題。收入和支出的關係是消費的核

心理論，在眾多影響消費的因素中，收入被公認為最主要的元素。消費函

數的釐定分別以“絕對收入”、“非隨機生命週期”和“持久收入理論”為主導

的研究方向。

凱恩斯在1 936年發表的論著‘通論’中解釋消費與收入兩者的關係和規

律：人們的消費傾向隨其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消費的增加小於收入的增

值，用數學語言表示如下：

1．消費絕對值 Ch
＞C

1
C

h
、C

1
分別表示相對高收入和低收入之消費值

2．邊際消費傾向MPC＝△C／△Y滿足0＜MPC＜1

3．平均消費傾向APC＝C／Y隨收入上升而下降，即其儲蓄率隨收入上升

而上升，且恒有 APC＞M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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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凱恩斯的絕對收入理論假說的消費函數為：

C＝α＋βY 其中Y代表收入，C代表消費支出

表四是使用澳門統計暨普查局1 998／1 999年的住戶預算調查的公佈數

據，經過整理計算後的結果。表四顯示出澳門居民的消費習慣在很大程度

上服從絕對收入理論，平均消費傾向隨收入增加而增加。對於並不完全配

合絕對收入理論的部份，亦是經濟學家批評絕對收入理論忽視消費習慣、

消費偏好和人們消費開支互相攀比的關係。平均消費傾向表明每月收入低

於5，500澳門元的家庭平均生活處於入不敷支的生活狀況，按公佈數據粗略

推算，佔澳門家庭比例1 5％的家庭長期生活於非常不穩定的情況，家庭問

題必然延伸至社會問題，這些家庭極需援助或改善他們的收入。邊際消費

傾向服從於MPC＜1 的心理法則，但其變化並無清晰的趨勢可尋，總體而

言，對於增加收入部份的處理方式，低收入家庭絕大比例傾向於改善原來

生活中物品供應不足的消費方面；相對高收入的家庭相似於一些發達地區

的情況，採取頗為合理的消費和儲蓄關係。

表四：按家庭收入及消費支出計算之平均消費傾向（APC）
及邊際消費傾向（MPC）

消費函數的估計有不少的數學理論和模式選擇，並配合可供使用的統

計數據及時間序列的可行性。首先選擇絕對收入模式計算簡單的消費函

數，計算數據中使用GDP代替Y，基於澳門歷年並沒有出現較大的財政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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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改變，因此區內生產總值與個人可支配收入兩者間的比例關係變化不

大。經過使用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公佈之本地生產總值1 983－1 999年的相關

數據計出模型一如下：

C＝789570．12＋0．348Y

（1．369） （22．468）

F＝504．801 R2＝0．971 R
2
＝0．969 DW＝0．364

上述方程相關係數數值表示收入與消費高度相關，而Y係數t 統計量及

總體檢驗之F統計量α值的顯著水平低於0．001 。但常數t 統計量α值之顯

著水平為0．1 91 ，顯示序列相關的DW值脫離置信區間，上述方程並不滿足

所有的檢驗標準，並不是一個優良的回歸方程。考慮絕對消費理論純粹以

收入作變量，當經濟環境出現較大的變化時，消費習慣的改變或收入分配

的不平衡增加，不利原有理論的假設條件。由於澳門20世紀90年代中期後

的經濟環境非常不穩定，嘗試從1 999年開始逐年向後遞減年數建立模型並

觀測各項統計量之檢驗值，結果與預期相符合，R
2
的數值續年增加至1 995

年，上述方程不能通過t 檢驗之常數部份得以完全改良，α值的顯著水平

低於0．001 水平，DW值落於95％置信區間內，成為一個優良的回歸方程，

方程式如下：

C＝15041 63．2＋0．305Y

（9．952） （62．228）

F＝3872．266 R2＝0．997 R
2
＝0．997 DW＝1．96

依據非隨機的生命週期消費函數理論，消費行為依賴於消費者現在和

今後收入的總效應，假設以人們在現時收入和未來一生收入的貼現值及現

時資產之和的約束條件下，計算如何追求一生最大效用化。引用上述理論

之數學推導後的經驗計量模型，消費者的當期消費改變的外生變量綜合為

當期收入增減、上期收入及消費費用，模型二方程式2為 ：

△C
t
＝α

1
△ Y

t
＋α

2
（△Yt－1－△C

t－1
） 3．1

或 C
t
＝（1－α2）C

t－1
＋α Y

t
＋（α2－α

1
）Y

t－1
3．2

2．消費函數計 算方程式源 於 Ando，A ．and Modigl i ani，F ．，1 963．T he l i fe－cycle hypot hesi s of

sav i ng：aggr egat e i mpl i ca t i ons and t est s．Amer i c an E c onomi c Re v i ew 53，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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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1 982－1 999年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公佈之統計數據經整理後計算出方

程模型二如下：

△C
t
＝0．211 4269△Y

t
＋0．0236005（△Y

t－1
－△C

t－1
）

（9．576） （6．107）

F＝64．156 R2＝0．81 1 R
2
＝0．800 DW＝2．29

模型二同樣可用下列型式表示：

C t＝0．9763995 C
t－1
＋0．21 1 4269Y

t
－0．1878264Y

t－1

上述方程各自變量系數通過F、t 檢驗，且顯著水平α值細於0．001 、R 2

具高度相關程度，DW值同樣通過置信區間檢驗，各項標準差皆優於模型

一。使用模型一及模型二作同期的私人消費估算值（參看表五），模型二之

估計值非常接近實際的消費值，與真實消費值之相對差的幅度較模型一

少。二者間最大分別是1 993、1 998及1 999年，完全反映引入上期收入及消

費等變量符合澳門居民消費心理及消費的特徵，非隨機的生命週期消費函

數理論較適合澳門的消費情況。

表五：模型一及模型二對私人消費之估算及比較

單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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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消費函數分析澳門居民的收入分配

澳門消費與收入的比例偏低於其他發達地區，若能夠鼓勵居民加大消

費的份額，加速貨幣在市面上的流通速度，發揮貨幣在經濟活動的中介作

用和推動力，建立有效的收入與支出關係，才有利於澳門地區的長期發

展。背離經濟分析的金融研究是灰白和空泛的，金融活動依附於整體經濟

運作。財富的增加對原地區的貢獻不足，並不是一個成功的經濟個體。從

貨幣的收入流向分析可觀察這種現況，應加以注視和改良。

利用模型二所得出的消費函數可進一步描述和分析澳門居民的消費行

為。澳門的區內生產總值增減額對消費增減係數為0．21 1 4，兩個係數符號

合理性地相同，均為正值，表明消費隨收入增加而增加，但貢獻率約為

21 ％，令人非常失望。澳門的私人消費值與GDP之間的比例約為40％，但

消費隨收入增加的增加值低於這個比例，只達到原來的52％，顯示居民對

財富積累的興趣大於即期消費。從另一角度而言，財富增加的部份歸屬於

邊際消費傾向較低的原來高收入家庭中。這當然與亞洲地區高儲蓄率的文

化有關，高收入者追逐金融資產的不斷累積，低收入者入不敷支，增加收

入的部份即使盡數傾囊，依然杯水車薪，對整體消費市場只能泛起小小的

波浪。模型二及表四沿用不同的統計調查，具較高的說服力和置信程度。

根據2001 年4月中公佈的最新統計資料顯示，2000年度的本地生產總值

當年價格為498．28億澳門元，與上年比較增加7．81 億澳門元；私人消費為

205．1 2億澳門元，與上年比較卻只輕微增加1 億。若使用模型二計算之2000

年私人消費增減為正8．41億澳門元，模型計算0．0236005（△Y
t－1
－ △C

t－1
）的

部份為6．76億，其數值大於消費增加的真實值，說明△Yt對 △C
t
並沒有貢

獻，與模型二的推論並不相符。模型失效的情況反映出澳門居民收入分配已

經呈現結構性的改變。事實上2000年的平均收入中位數為4，792元，低於

1，999年的4，889元，雖然旅遊業增長強勁，但住宿、餐廳酒樓及同類場所的

平均收入中位數錄得4，055元，不及1 999年的4，401 元，分享不到增長的利

益。消費疲弱的情況短期未能轉變，且需要行政當局高度關注，減低情況惡

化的可能性，以利整體的穩定運行。

20世紀50年代，密爾頓·弗里德曼（Mi l ton F r iedman）提出永久收入理

論，非隨機的生命週期消費函數基本上符合這個理論，永久收入理論中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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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居民消費習慣的改變並不與生產總值的變化同步。由於消費習慣經歷長

時期的生活過程，總體而言，短期收入的變化對長期平均收入所產生的影

響力較少。圖一闡明澳門居民消費量變化的斜率低於GDP的增長，兩者間

在GDP高速增長期的分差最大，此時居民的消費增長低於收入的增速，有

利資本積累，但同時無損內部消費市場。這種現象亦可表明歷年的增長剩

餘沉澱於民間，以不同的形式儲存在金融機構或散佈於海外各地市場。從

宏觀上的觀測或使用消費函數的層面分析，兩者結論同樣吻合，論證澳門

居民收入與支出的特性，改變現有的消費不足的辦法是刺激高收入者的支

出以及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

澳門居民的收入變化有兩極分化的趨勢，依據統計局1 998／1 999住戶

調查資料計算的堅尼係數為0．43，高於1 993／1 994的0．41 。財富分配集中

於高收入群內。表五反映澳門居民的收入增長流向特色，佔澳門1 ／5的高

收入住戶擁有澳門居民總收入的49．1 ％，而這些住戶的邊際消費傾向低於

其他低收入住戶。表一展示出澳門居民的存款脫離GDP的負增長影響，

高收入的居民把支出的剩餘部份投放於金融機構、股票市場、各式各樣

的基金投資和外幣市場。澳門的市場規模不大，現有企業上市集資推動

機構重組，固定資本投資、增大再生產的需求並不普遍，本地沒有股票

市場可供居民投資增值，居民收入增大的部份不能回流至本地市場。高

收入群的高儲蓄率與投資率不成比例，貨幣流動形成單向流出，非常不

利於內部消費市場。

圖一：澳門GDP和私人消費的歷年變化

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1 982－1 999年本地生產總值

90



表六：按每月收入之住戶五等分位統計之住戶收入分配

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1993／1 994及1998／1999年住戶預算調查

四、可行策略不足

澳門位居中國南大門，具備海島型經濟結構特色，長期實行低稅制和

高度自由開放政策。以1 5％為上限之累進制稅收制度，對公司及個人徵收

所得補充稅（純利稅）和職業稅。超過90％以上的內需貨品從區外輸入，只

有燃油、車輛、水泥及煙酒這些個別物品收取入口稅，基本上不收取任何

貨物入口稅。使用於刺激經濟活動之財政政策受制於現實條件，原已低無

可低的稅務制度，再減稅作為刺激內部消費的空間不足和種類貧乏。現行

的職業收入免稅額為85，000澳門元，不用繳交職業稅的群體包括公務員、

醫療人員、教育工作者、新聞從業人員和神職人士。上述這些居民人數不

少，削減最直接的職業稅收，受益居民只集中在相對收入較高層面的群

體，刺激經濟的成效低於政府庫房損失的收益。

澳門貨幣政策基本不能主導，澳門元與港元匯率掛鉤，間接與美元形

成聯繫匯率。澳門元利率升跌乃跟隨美元利率步伐，政府不能自我實行利

率政策；澳門政府歷年並沒有發行債券，缺乏公開市場操作條件。非直接

干預市場的貨幣政策手段不足，貨幣政策的傳導作用與期望並不相符。美

國由於經濟放緩，聯儲局實行大幅度的減息行動，貼現率從2000年1 2月的

6厘下調至2001年5月的3．5厘，作為對抗美國經濟放慢情 況的手段。美元進

入減息週期，澳門元的利率同步下調有利借貸和降低儲蓄意慾，但以美國

為主的成衣及紡織品出口將會承受美國經濟放緩的打擊，不利出口加工

91



業。此消彼長，這個配合經濟低迷的利率走向，對澳門的消費市場是禍是

福，還是未知之數。

雖然可行政策不足，行政當局並未忽視呆滯的內部消費市場，使用間

接或直接的施政政策推動恢復原有市場的活力。澳門政府於去年4月宣佈樓

宇交易的物業轉移稅改為統一收取3％的印花稅。與此之前，本澳的物業轉

移稅分別是澳門半島的6％、氹仔和路環離島的4％（於樓宇完成4年內成交

之物業有2％的稅務優惠，即澳門半島4％，其他為2％）。澳門政府降低物

業市場的交易費用，對區內及區外有意置業的人士帶來較佳的信息，沉靜

多時的二手樓宇買賣市場是這個新政策實施的最大受益者，刺激居民樓宇

轉換，提升原有居住級數的意願。正如前述的失業情況，各界人士提出不

同的訴求，以望失業人士能夠返回工作崗位。澳門政府一方面調節外來勞

工的數目，對失業者直接發放失業救濟金或通過社會保障基金間接撥款紓

緩這些急需援助的人群。另一方面，透過勞工暨就業局舉辦不同的再培訓

課程，期望失業人士盡快參與工作，增加居民收入，以利市場健康運行。

五、消費市場探討和前瞻

澳門具有一國兩制的政治特色、擁有東方蒙地卡羅之稱的美譽，賭城

設施和娛樂場所充足，自然吸引中外來客。2000年來澳的入境旅客人數錄

得91 6萬人次，與1 999年比較增長23％，為澳門內部消費市場帶來1 25億澳

門元的消費額。澳門賭權即將開放，各界一致看好澳門的旅遊業前景，為

澳門經濟帶來無限生機。旅遊賭博業為澳門帶來豐厚的收入，相對高收入

的行業形成平均工資和生活水準高於珠海；澳門的地理環境和原有的城市

規劃的局限性，在某些方面不能與珠海相提並論，澳門居民北上消費的勢

頭增長將不可逆轉。這兩個內外的因素將支配澳門內部消費市場結構今後

的變化可能性。

（一）面向澳門居民的內部消費行業的經營和生產工人不能避免時代的

轉變，顧客的流失和就業機會的降低不可抗拒，若完全相信市場自行運作

機制，汰弱留強，行業間的收入差距繼續擴大。集中於降低經營成本，吸

引那些關注價格的消費群體，正如上述消費邊際傾向的分析，這種對策的

覆蓋面大部份針對原已局限的消費來源，拼命爭取儲水不足的小水池，對

水量充足的大水塘並不起分流作用。澳門的商舖價格和租金大幅下調，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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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不合居住比例的龐大商舖數量，以及內部需求的下降，空置率不能改

善，租值不保的情況將打擊交易價格最大的地產市道，居民缺乏投資於物

業市場的信心。各項經濟因素相互交叉影響，新增職位空缺未能填補失業

大軍和每年加入就業市場的各科畢業生，內部消費市場遭受多重打擊，本

已疲弱的內消市場更加百上加斤。消費來源乾涸，週期性的運轉頗大機會

引發惡性競爭。從事內部消費市場工作的就業人士收入和工作時間兩極走

向，收入的不增和工作時間的相對增加，不利市場整體發展。不設下限的

工作收入，長期形成工作的情緒不穩，副作用慢慢呈現。

表四中等於或少於1 7，500元收入的家庭佔澳門的家庭80％，而等於或

少於8，500元收入的家庭佔總數的45％，這些家庭的邊際消費傾向和平均消

費傾向大於高收入者，增大他們的收入，消費市場受惠的效益更為明顯，

如何使這群人士能夠分享經濟成果和經濟增長的部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就業市場的人力資源供大於求，將會正面衝擊市場自動機制的運作，工資

的收入與生活標準的脫節，促使政府設定直接參與市場運作的施政方針，

為免內部市場過份萎縮和失衡，最低工資的設定以及加強推廣按勞工法的

法定時間工作列入考慮範圍，以便增加就業機會。

（二）外來遊客的增長有助於澳門消費市場的發展，以遊客為目標的消

費行業得以健康成長。外部需求的檔次決定了澳門營銷市場貨品供給的高

低種類。若遊客的增長和需求質素不斷上升，澳門商人引入相應高質素產

品配合外來消費者的需求，高檔次的貨品能夠立足於澳門的消費市場，形

成具自我特色的名牌市場，建立獨有風格的消費模式，提供的商品和服務

不易被鄰近地區所取代。消費市場不但受益於外部需求的帶動，而且將可

推動澳門居民那些高能力、高需求的消費群留澳消費，澳門居民的內部消

費可望止跌回升。短期分析而言，外來消費行為導致商舖需求集中於旅遊

區分，商舖價格壁壘分明，城市的消費中心和居住區域明顯被劃分出來，

改善一直以來城市規劃的區域定位問題。

3．U．S．Bureauof the Census l5／6／1998。

（三）澳門四大經濟支柱之三的工業、建築業、金融業前景未能明朗。

能否單憑旅遊賭博業的發展惠及澳門居民，保持經濟增長，居民安居樂

業，承受的風險係數不能小覷。位於美國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賭城，人

口數量1 998年公佈為258，295人3 ，少於澳門常住人口的435，000人。兩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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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博旅遊業有一定的規模差距，若澳門能趕上拉斯維加斯賭城的經濟效

益，從東方蒙地卡羅變身為東方的拉斯維加斯，就業者的工作時間處理適

當，結合東西方生活標準的差別，相信可維持原有人口數量的運作。中國

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澳門政府的有效政策推廣和執行，健全的法制和高

質數的專業人才隊伍配備，抓緊這個入世的機遇，對外貿易、貨運業、工

業、金融業等等相繼健康發展，澳門的整體經濟長遠前景應抱樂觀態度，

澳門居民的內部消費市場能夠回復生機。

結束語

1 993年澳門的人文發展指數是0．897 4，位居高度人文發展之列，處於

世界排名25～26之間，身為澳門居民應感到自豪。澳門政府提供1 0年免費

資助教育，免費政府醫療服務受惠者包括1 0歲以下的兒童及持有教育局發

出學生証的就讀學生、年齡超過64歲和手持貧民証的澳門居民、教育工作

者、一些指定種類的嚴重疾病病患者，而擁有1 8，000人的公務員隊伍，每

人每月扣除約200元的醫療援助金，則其本人及直系家屢同樣享有免費政府

醫療服務，面對全澳居民的慈善機構—— 澳門同善堂藥局，每日贈醫施藥

高達780↑5人次以上。澳門社會保障基金收取在職人士及僱主共45元的每月

供款，向供款超過5年的65歲或以上的人士發放每月1 ，1 50元的生活津貼。

澳門居民在醫療保險及退休保障的收入扣除低於世界絕大部份的地區和國

家，在職收入與可支配收入間的比例較大，理應為一個高消費比例的地

區。澳門居民享受世界一流的福利制度，居民消費與GDP的比例還有上升

的空間，但消費情緒依然不振，如何開發那些有能力而未參與消費的部

份，有待進一步探討和研究。

4．澳門統計暨普查局1 996年人文發展指數。

5．澳門日報2001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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