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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博彩業的發展與文教對策

《行政》第十六卷，總第五十九期， 2003 No.1 ， 103 — 113

劉羨冰＊

1999年12月20日，由葡萄牙管治150年的中國神聖領土澳門，和平回

歸祖國，這是澳門史上的大事。從此，她結束了一個半世紀的外人強佔的

歷史，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規範下，開始執行“一國兩制”、“澳

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創建澳門居民自己的家園。

一、 2001 年澳門的基本情況

澳門在中國南隅、是珠江三角洲出口的一個美麗的小城。 2001 年居民

436,700 人， 15 歲以下佔 21.3% ， 15 歲至 64 歲佔 71.4% ， 65 歲以上佔

7.4% ，出生率 0.75%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16,926 人，出生時平均預期

壽命 77.7 歲。

全澳正規教育學生 106,966 人，學前 14,978 人，小學 45,474 人，中學

35,850 人，職技中學 2,306 人，高等教育 8,358 人，特殊教育 560 人，成

人教育 65,695 人，每千居民之學生數目 249 人，即學生佔人口 24.9% 。

澳門特區包括澳門半島、 仔、路環島，總面積 25.8 平方公里，通過

兩大橋和一連貫公路連成一體。其實這個面積的大部分是填海而來的。

勞動力參與率為 64% ，男性 73.6% ，女性 55.9% ，失業率 6.4% ，就

業人口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為 4,630 元澳門幣。對外貿易出口額 18,472.9

百萬澳門元，以美國、歐盟、中國內地、香港為主，進口額為 19,170.4 百

萬澳門元。旅遊業入境旅客全年 10,279,000 人，是居民人口的 24 倍，人

均本地生產總值 125,592 澳門元（合 14,281 美元 / 年）1 。澳門是一個微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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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旅遊博彩業為主的現代化城市。（第二產業佔 15% ，第三產業佔

90% ，調整項 -5.7%）

二、澳門經濟發展的新定位

澳門的微型經濟依賴博彩業，回歸前後，博彩稅佔公共收入的 50% 以

上。《基本法》保證澳門資本主義制度、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在缺乏天

然資源的情況下，經過多方論證， 2002 年確定經濟發展路向：以旅遊博彩

業為龍頭，以服務性行業為主體，帶動經濟全面發展。在當前的情況下，

這是一個最現實、最穩健的策略。去年，博彩經營權公開競投，政府將原

來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獨家經營的賭博業開放，最後，批出三家營業：

澳門博彩有限公司（原旅遊娛樂有限公司）、永利渡假村（澳門）股份有

限公司和銀河娛樂股份有限公司。從此，澳門經濟發展基本定位。 2

這就意味著今後澳門的經濟仍然以賭博業為主要支柱。

三、澳門人對經濟定位的回應

（一）積極的取態 嚴峻的考驗

全澳居民作為特區的主人對以博彩旅遊業為龍頭的經濟定位採取積極

贊同的態度，澳門大學社會及人文科學院有個電話調查，受訪的青年人

68.5% 對賭權開放後採樂觀態度，不樂觀的只佔 8.7%；澳門青年刊物《新

生代》的另一項電話調查顯示，喜歡澳門是賭城的青年佔 38.8% ，不喜歡

的僅佔 14.2% ，高出 24.6% 。

澳門未來社會棟樑這種態度取向我們應怎樣看？是現實的，明智的？

還是道德觀不健康？

首先讓我們看看十幾代澳門居民成長的社會現實，我們就清楚以博彩

旅遊業為龍頭的定位是符合區情的，要改變單一經濟的理想還要靠逐步積

–––––––––––––––

2.《亞洲周刊》2002 年 8 月 12 日出版。 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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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實力，創造條件。青年人贊同這個定位，也反映了他們一種理性的態

度，對前景有信心，對自己有信心。

澳門早於十七世紀中（約 1685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已在澳門設立分公

司）已成為鴉片走私的中心，直到 261 年後的 1946 年，澳葡政府才在國際

輿論壓力下宣告禁毒。

1749 年，清官海防同知張汝霖規定澳門華婦、洋婦不准為娼，但澳門

娼妓從未真正禁止。 1932 年，香港禁娼， 1937 年“七•七事變”後，二

十世紀末澳門娼妓業還三度登峰造極。

1740 年，已有外籍傳教士文章在西方譴責澳門賭博業的罪惡，但賭業

在澳門歷久不衰， 20 世紀末還成為經濟的主要支柱，賭稅收入成為公共財

政過半的來源。

1874年之前長達一個世紀的“苦力”貿易（即賣豬仔），澳葡政府長期滿

足於這些罪惡性的稅收，而容忍澳門社會二百多年淪為藏污納垢之所；而

且在150年管治澳門的期間，前130年對澳門華人教育採取“撒手不管”（葡

官自己承認）的政策。澳門十幾代華人就在這樣的條件下成長。

（二） 發揚和繼承澳門人的蓮花精神

當年毒品、娼妓、賭博和豬仔貿易四門罪惡活動在澳門是互相促進

的，許多商人既開賭又販賣勞工，慫恿勞工以賣身錢去博彩，而勞工則寄

望賭博贏款為自己贖身，結果絕大多數輸光賣身款陷身深淵；少數幸運一

時，也把容易得來的錢花在吸毒和嫖妓上，始終受害。因此，歷史上澳門

惡名遠揚。身居澳門的華人當然也身受其害，許多絕望賭徒身敗名裂、妻

離子散，最後有走上自殺絕路的；另一些身負重債，親友不認，萬分後

悔，還有自斬手指表示要與賭博決裂的⋯⋯。

在葡人管治下，澳門的發展路向居民是無奈的；但血淋淋的事實卻成

為家庭、社會、學校生動的教材。我們從容閎的《西學東漸記》和鄭觀應

的《盛世危言》中可以看到大多數人對鴉片、娼妓、賭博和豬仔貿易是深

惡痛絕下的無奈。

但是，鐵一般的事實又證明，澳門民風純樸，人情味濃，大多數居民

能潔身自愛，今天，涉足賭博場所最少的還是澳門老居民，這種自覺遠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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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賭毒的免疫力實在是無數血淋淋的教訓中獲取的。是家庭教育、學校教

育、社會教育長期合力的成果。

這種出污泥而不染的蓮花精神是澳門優秀傳統之一，也是老一輩家

長、澳門文化教育界應引以為慰和自豪的。

特區建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澳門居民 20 年間外移的數以萬計，新移

民又補充了十多萬，賭博事業又走向現代化，衍生出新的、更複雜的社會

問題，況且傳統的、遠離“黃、賭、毒”的免疫力是不能遺傳的，因此，

面對廿一世紀，能否讓未來的新一代繼承光榮傳統？實在是對全澳居民特

別是對新一代教育工作者的嚴峻考驗。

（三）全方位加強有針對性的道德、品質教育

（1）愛的教育 從自愛開始

強調潔身自愛，出污泥而不染，愛自己、愛自己擁有的生命，包括自

己的形象和聲譽。人自小懂得為自己負責，懂得人生的價值；追求生活的

尊嚴、生命的光彩；從自愛到自尊，開發自我修養、自我完善的潛力。

（2）科學教育 消除貪念和僥倖心理

沉迷賭博絕大多數是從貪念開始，由僥倖心理作祟而不能自拔。但現

實生活中大量有血有淚的事例可以作為反面的教材，只有認清賭博的本

質，認清長賭必敗的道理，才能丟掉幻想，才能有足夠的心理準備抗拒誘

惑，例如澳門中學教師講或然率必帶出科學精神，教育學生正確認識賭博

遊戲規則，莊家永遠立於長勝的地位。

（3）樹立公平競爭精神  克服幼稚逞強心態

另一些人涉足賭博、是基於幼稚的、不服輸的心態。自小樹立鬥智鬥

勇的體育精神，以公平競爭為榮，以勤奮樂業為榮，以貪婪為恥。克服幼

稚的逞強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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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鍛鍊自制能力  力阻病態性賭博惡習的形成

有沒有堅強的意志，最基本的環節是能否養成從善如流、嫉惡如仇的

美德，而最關鍵的環節是個人自我克制能力的鍛鍊。從小磨煉出自制能

力，也就是高度的自我完善能力，它不但是遠離不良習染的保證，也能經

受生活、工作的挫折，是成功的必要品質。

為此，澳門德育，必須加強有針對性的教育內容和鍛鍊項目，教材的

本地化是十分必要的。

本澳教育當局於 1994 年制訂了《道德及公民教育》試行大綱，高中三

年內容編排上只有高中三一節課：“博彩業與治安”3 ；初中三年內容上也

只有一節：社會問題：賭博。兩節課的教學目的看來和別的地方差不多，

未有針對澳門的地方特點，其餘小六公民教育部分的《澳門經濟》從目

標，從工作建議以至評核指引，均與澳門地方經濟沒有牽連。整套教材

除“中葡關係”等有地方特色之外，其餘的“放之四海皆準”。顯然是不

適應澳門的今天和未來。教育當局能補充修訂自然好，否則擔課的教師也

應加以調整，針對地方特色，作出必要的補充。

人格的培養必須從小開始，非智力因素（動機、興趣、感情、意志等）

必須從感性入手，經長期的、促進受教育者親身的接觸、感受、體驗從而

內化成為自己的道德認知，道德判斷和道德價值；更重要的還是知與行之

間的一致性，意志力也必須同步鍛鍊，那就不是公民與道德課程可以唱獨

腳戲的了。因此，加強學校德育份量，加強班主任責任制，加強所有學科

教書育人兩大任務的有機結合，針對澳門賭城的客觀實際，很有必要。

由於人口比例中，居澳超過 20 年的老居民僅佔 45.9% ，居澳不足 10

年的新移民佔了 25.4%4 ，因此，對博彩旅遊城市有針對性的道德品質教育

不能僅僅以學生為對象，對新移民，特別是對新移民學生的家長也顯得格

外重要。應該成為政府行為，推動全方位配合，形成風尚，營造 21 世紀健

康的社會文化。我們老一輩也好，年青一代也好，都應該以積極的態度推

動澳門經濟發展的同時，推動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 5 。

–––––––––––––––

3.《高中道德及公民》試行大綱， 1999 年 4 月。 P.75

4.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2001 人口普查報告。 P.12

5. 劉羨冰：《讓人的發展與教育改革比翼齊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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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定有前瞻性的文教對策

以上的回應僅屬德育小範圍，我們還必須有開拓性與建設性的措施，

對經濟發展定位作文教政策的積極回應。

（1）有效地提高對外溝通能力，制定特區語文政策

澳門英語教學從 20 世紀 50 年代開始，盲目跟著香港走，所有的中文

學校一直把作為外語或者稱為第二語言的英語教學從中一年級下放，成為

從幼稚園 —— 甚至托兒所開始教學；教學方法成人化、聽、說、讀、寫齊

頭並發，至今仍然到處是“英語聾啞症”的誤區，十幾年的教學效益很

低，是極大的浪費。因此，要提高社會整體對外溝通能力，英語口語和電

腦網上的溝通都要從教學改革開始，才能適應 21 世紀全球一體化的國際趨

勢，對澳門經濟發展的新定位，就更為迫切，打破單一經濟的未來設想也

要靠對外溝通能力的提高。要進行改革，首先必須培訓前線師資，必須以

新理念，新成果樹立新標杆，化解習慣勢力。當前還要針對教師普遍負擔

太重的主要矛盾，作出有效的措施，掃除障礙，及早推動改革，使 15 年的

基礎教育真正培養出適應升學和就業需要的對外溝通能力。

此外，普通話、簡化漢字的普及也是十分急迫的。無可否認，在資訊

顯得越來越重要的年代，澳門居民獲得資訊兩大渠道是通過中文和英文媒

介，因而必須提高中、英兩語文的水平；葡文也是正式語文，政府公文基

本仍用雙語，許多典籍宗卷還以葡文為載體，溝通葡人和近億的各地葡語

人口也有其獨特功能。因此，政府應及早制訂四語三文的政策。（普通

話、粵語、英語、葡語、中文、英文和葡文）

（2）建設健康、高雅的主流文化

以旅遊博彩業為龍頭，以服務性行業為主體，帶動經濟全面發展的定

位，既承認賭博業一枝獨秀的局限，又決心積聚力量，打破經濟過份依賴

博彩業的局限。澳門居民，包括年青一代贊同新的經濟發展定向的原因，

除了有信心搞好治安、加強德育之外，還看到特區政府打破單一經濟的遠

見和決心。

前文提到全方位加強有針對性的道德品質教育當然是必要的回應，但

如何建設健康的、高雅的主流文化，才是最根本的、前瞻性的和建設性的

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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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誤會，澳門社會存在“賭博文化”，好像澳門人普遍存在“賭博

心態”。事實剛好相反，澳門老居民大多數勤勞樸素，潔身自愛，澳門社會

根本未有形成甚麼“賭博文化”，只有局部的賭博行為。

但是，由於人口流動，城市開放，資訊發達，我們必須面對不斷出現

的新問題，新苖頭；澳門青少年犯罪率雖比其他地區低，但已出現了年輕

化、女性化、團夥化和暴力化等傾向；進入賭場的青年雖不多，但不少青

少年鑽法律空子，網上賭波、賭馬、賭狗的有增加趨勢、沉迷於酒吧、網

吧、電子遊戲機中心的青少年也不少；加上厭學風不止，留級率全澳平均

10.18%（1999 年度數字）都是不容忽視的現象。

澳門亦深受鄰近地區的影響，文化教育界在呼籲要警暢“次文化”、

“爛文化”的污染，也不是杞人憂天！戰後和平歲月 ，青少年生理成長速

度往往快於心理成熟程度，過早要求享有成人的獨立自主行為模式，不喜

歡束縛與勸諭，但心智的不成熟，人生經驗的不足夠，往往又妨礙了健康

的成長，偶一不小心也容易墮入罪惡集團的圈套。我們一方面要加強德

育，另一方面又要加強法治，但更重要的還是社會整體主流文化的建設。

（3） 珍惜多元尊重的寶貴的文化遺產

澳門是多元文化的小城，是東西方文化交融並存的，精品式美麗的小

城。開埠四百多年沒經過戰火破壞，民族、宗教、文化間的衝突，已讓時

光和人們的理智沖淡，已形成當代少有的、多元文化互容共處，共同發展

的局面：葡式餐廳吸納了中式菜譜、印度、馬來亞的佐料和烹調方法，中

式大夫第裝上西方的百葉窗；西式洋房中間開了中式天井；澳門機場、澳

門博物館開幕慶典，天主教的祝聖儀式和佛教的開光典禮同時舉行；除夕

夜進教堂“望彌撒”的天主教徒可以再轉到廟宇去上香求簽⋯⋯。美國學

者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化衝突論》在澳門難有市場。因為

從利瑪竇時代開始、澳門人已體會到多元文化的相互尊重，和生命一樣重

要。因而東方的儒家文明和西方的基督文明在澳門都擁有豐富的歷史遺

蹟，也擁有未來發展的自由空間。這是構建全球倫理的理想基地，是不同

信仰、不同文化的人群都可以安生立命的理想家園，這是澳門另一筆寶貴

的文化遺產，是建設健康的、和諧的、溫馨的文化的優良土壤。我們應進

一步發揚居民愛好和平，珍惜友誼，融和共進的精神，營造居民和遊客都

感到舒暢、安心、愉悅的文化氣氛。



110

（4） 發揮社團逾千的文化的潛力

從 20 世紀 80 年代至今，澳門在文化活動方面充分發揮了中、葡文化

的優勢，官方和民間合力，不管大型的藝術節、音樂節、國際煙花比賽，

國際青年舞蹈節，各種美術、攝影、書法展覽，各類學生學藝比賽，學術

活動和體育活動⋯⋯豐富多彩，從幼兒到老人家，從晨曦到夜晚，絡繹不

絕。文學活動和出版事業、社團活動和民間聯誼也十分頻繁和多彩多姿，

不同族群和階層雖未做到水乳交融，但早已推毀了楚河漢界，這些都是建

設健康的、高雅的主流文化的有利條件。

過去在葡人管治期間，最主要的缺點是市民參與時多時少，曲高和寡

和推介不足。現在特區政府成立了，官民溝通渠道暢順，一定可以提高高

雅文化的效益，堅持推廣，形成社會風尚，發揮人文熏陶的潛移默化的力

量。一批有心人的推動和組織是十分必要的。 43 萬人口的澳門在迎接澳門

回歸的兩三天內，連續組織三萬人的迎軍，幾千人的花式花車大巡遊、二

萬人參與的大型體藝表演，無數場次的文藝體育演出，充分顯示澳門居民

的組織性、積極性、潛力和素質。官方加以有意識的指導和推動，假以時

日，此消彼長，健康、高雅的文化一定能成為社會的主流。

人有社會性一面，隨大流的心態是普遍的，當代社會的人群、特別是

年輕一群是容易接受朋輩影響，容易接受主流文化濡染的。我們把更多的

氣力放在主流文化的建設上是最佳的策略。

（5）重中之重是發揮閱讀的功能

在培育健康、高雅文化因素的過程中、應把培育讀書興趣、習慣、技

能、質量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

資訊時代 ，資訊的流通、資訊的公開，為人類提供了公平發展的平

臺，提供了許多增長知識、激發智慧的機會；但是，沒有養成主動的、終

身學習的“嗜好”，機會就不屬於你的。 21 世紀的新一代，必須自小愛閱

讀，把它作為空氣、陽光、水份那樣的生存的必需，生活的樂趣。世界各

地不但在新世紀初紛紛擴建、增建圖書館和資訊館，還在培養閱讀方面動

了不少腦筋。新加坡 2001 年，圖書館與產科醫院合作，發展了五萬新生嬰

兒會員，從孕婦胎教開始，一站式服務，對會員提供終生優惠。澳門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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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起直追，要把呆在電視機前的兒童和只有興趣和能力讀漫畫的孩子爭取

過來，在書報的閱讀中增進他們的知識，發展他們的抽象思維，激發他們

的智慧，加速他們吸取知識的速度，養成求知求進的自覺性，創造性的人

才自然會從中湧現。澳門經濟如何拓展、創新和轉型都可以立於不敗之

地。再退一步說每個人每天都用餘暇閱讀，開卷有益，本身就是健康的高

雅的文化。

終身學習最根本保證在於自學，提高對外、對內溝通能力的保證也在

於自學，提高全人口的素質也依靠全人口自學積極性的持續，才使建設健

康、高雅文化有所保證，日本、香港學者追尋經濟一蹶不振的主要原因之

一，是不少青年在“爛文化”中成長。

四、法制的保證

要對澳門未來發展作出文教方面積極的回應，還需要行政當局在財

政、法制上的保證。

（一）嚴格執行限制三類人進入賭場的法令

在法制上，澳門早已立下禁止三類人進入賭場博彩的條例：

第一， 21 歲以下青少年兒童不得進入，基本上包括了十萬多大、中、

小、幼學生；

第二，公職人員除春節三天之外，一律禁止進入賭場博彩；這 約一

萬八千人。

第三，直接從事博彩業的員工，近一萬人，將來三個賭牌都全部開

業、肯定其從業員過萬。

三類人合起來有 14 萬多，已經是總人口的 32% ，目前執行情況基本有

效。為了保護青少年的健康成長，我們必須敦促政府部門嚴格執行，以法

律保障學生在 21 歲前不能進入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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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嚴懲教唆犯 保護青少年

當前，為了逃避法律的責任，不法分子利誘未成年少年犯罪，或者首

先引誘青少年吸毒，造成人身上不得不依屬、心理上“破罐破摔”沉淪不

自愛，然後驅使他們從事販毒、盜竊、燒車、毆鬥等罪惡活動。因而也必

須檢討法律法令，嚴懲教唆犯，加強執法才能有效保護青少年成長。

（三）普及法律知識  調整管教方法

在澳門，中、葡兩種文明經長期磨合，有它的優越之處，又有其不

足。兒童院的設立，強調人道的關懷以及給予自新機會的精神應該堅持，

但成功率的提高應成為工作努力的目標。如何適應多元文化社會，適應澳

門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特點調整管教方法，也是未來需要社會關注的一個

視角。普及《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和本地法律知識，讓家長和新一代知

法、守法並自覺爭取法律對自己的保護還是根本環節。

五、財政的保證

在財政上，必須保證文教事業的加強，讓建設性大於公害性，積極作

用勝於博彩帶來的消極負面的作用。

（一）文化建設專款的必要性

建議在博彩收益中撥出文教建設專款，作為建設主流文化的財政保

障。中國歷史上也有過成功的例證。 19 世紀末盛宣懷採納鄭觀應的建議

用“洋藥捐”（即鴉片入口稅）辦教育。教育史載浙江省有三項專稅撥作

教育專款（箔類營業稅、煙酒附加稅、屠宰營業稅）保證教育發展，也是

百年來江、浙教育優勢、人才優勢、文化優勢保證下今天的相對先進優

勢。因此，從博彩收益中撥專款保證健康、高雅主流文化建設不但是補償

性的作用，實際上是前瞻性的，建設性的作用。

（二）講求效益  文化活動面向全體居民

健康、高雅的文化，不一定百分百是陽春白雪，排斥下里巴人。多元

文化必須相互尊重，共同發展。（所謂“爛文化”是指那些以牟取私利為



113

目的，不顧社會效益，特別是乘青少年在心智未成熟，好奇心重之隙，推

出宣揚色情、打鬥、享樂的漫畫、電影等為代表的文化。）健康、高雅文

化不在形式，重在內容與效益。澳門計劃建科學館，計劃擴大圖書館、增

加體育場所迎接國際性比賽，繼續在財政上支持社團康樂活動，支持藝術

團體的展覽、表演、比賽等活動。不管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書法、國畫、粵

曲、太極、武術，還是西方芭蕾、鋼琴、提琴，現代的攝影、保齡球

......，只要居民喜聞樂見，政府應通過鼓勵、指引，讓廣大的民間積極性

充分發揮，朝著面向全體居民，講究積極效益的方向，同心同德共建理想

的特區主流文化，為自己、為旅客提供健康、高雅的文化環境，最關鍵的

還是為下一代澆注和諧、進步的成長養分。

（三）教育經費必須符合經濟發展水平

按國際計算標準， 1999 年教育現代化國家教育經費佔地區生產總值的

平均數為 5.91905% ，澳門 1999 年度，只佔 3% ，僅過了一半；另一計算

人均教育經費的絕對值， 1 9 9 9 年現代化國家與地區教育費人均為

1357.397 美元，澳門同年度平均每人年教育公費僅 422.86 美元，僅得三分

之一。

因此，澳門教育公共支出處於低水平是不爭的事實。加上社會資助，

家長承擔，也始終處於拮据狀態。

目前發展教育存在最大的障礙還是全澳教師工作普遍過重。班師比

為：幼稚園1:1.22；小學1:1.47；中學1:1.79與上海一比，立見短絀。上海

小學1:2，初中1:2.6→2.8；高中1:3→3.2。當前教師工作壓力大，質量沒有

保證。絕大部分精力花在上課、改卷。對自己的備課，專業成長和對學生

的關懷、溝通、指導放在末位 —— 放在隨時被擠掉的地位，這與“以人為

本”，“因才施教”要不斷改進，成為研究型教師的要求越拉越遠，成為當

前澳門教育發展的主要矛盾。這一問題的解決，是要靠教育財政的增加，

才是最基本的條件。

澳門經濟定位後，社會普遍關心治安和青少年成長這兩大問題是十分

合理的。我們必須作出有力的措施，有針對性的回應，更必要的是以積極

的建設抵消、賽過公害性的、消極因素的滋生和蔓延，才能發揚澳門人長

期出污泥而不染的蓮花精神。在 21 世紀新的條件下，還應有所發展，有所

創新，把澳門小城建成集東西方文化精萃，主流文化健康高雅，居民素質

文明高尚的小城，從而成為使人感到安居樂遊的地方。



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