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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從內地經驗看澳門居民綜合生活
素質提升

楊宜勇*

在現代化過程中，民生是政治的基礎。因此，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

居民綜合生活素質提升與中國內地的“四個現代化”、小康社會、全面

建設小康社會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一、內地過去時（1965 — 2000 年）：

從“四個現代化”到“小康社會”

（一）政治家的施政藍圖

1965年1月4日，第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在北京閉幕。周恩來

總理在大會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四個現代化”。

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建議，在《報告》中號召全國人民“在不很長的歷史

時期內，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

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由於“四人幫”

的干擾和破壞，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和經濟生產秩序被打亂，實際

上，“四個現代化”沒有真正地做起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實

現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才真正成為新時期的主要任務。

1979年10月，鄧小平提出“四個現代化”是最大的政治。他說，“我

們開了一個大口，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後來改了口，叫中國式

的四個現代化，就是把現代化的標準放低一些。” 1979年11月26日，鄧

小平對不列顛百科全書公司編委會副主席弗蘭克•吉布尼先生講：“實

現四個現代化必須有一個正確的開放的對外政策。我們實現四個現代

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資源，自己的基礎，但是，離開了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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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的合作是不可能的。應該充分利用世界的先進的成果，包括利用世

界上可能提供的資金，來加速四個現代化的建設。這個條件過去沒

有，後來有了，但一段時期沒有利用，現在應該利用起來。”1979年12

月6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時候就使用“小康”這個概念

來描述中國式的現代化。他指出：“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

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

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紀末，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即使達

到了某種目標，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水平也還是很低的。要達到

第三世界中比較富裕一點的國家的水平，比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一千

美元，也還得付出很大的努力。中國到那時也還是一個小康的狀態。”

“小康”是一個中國式概念，產生於中國。“小康”一詞，最早出自

《詩經》。《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成書時間距今大約2500年。

《詩•大雅•民勞》中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其意是講老百姓終

日勞作不止，最大的希望就是過上小康的生活。現在，國外也使用小

康 概 念 ， 那 是 由 中 文 翻 譯 過 去 的 ， 譯 法 各 種 各 樣 。 1 有 人 翻 譯 為“a

society in which people lead a fairly comfortable life”，即人民過著比

較舒適生活的社會；也有有人翻譯為“comparative prosperity”，即相對

富裕的生活；有人乾脆用中文拼音，翻譯為 “xiaokang”，我認為這樣

最為貼切。

1984年，鄧小平又進一步補充說：“所謂小康，就是到本世紀末，

國民生產總值人均800美元。” 1987年4月30日，鄧小平在會見西班牙客

人時，明確提出了“三步走”實現中國現代化的戰略構想：第一步，是

在19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為基數。當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只有250

美元，翻一番，人均達到500美元，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是到

20世紀末，再翻一番，人均達到1000美元，進入小康社會。第三步，

在21世紀再用30到50年的時間，再翻兩番，大體上達到人均4000美

元，基本實現現代化，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中共十三大把鄧小

平的這一戰略構想寫進了大會報告中，作為中國內地進行現代化建設

的重要指導思想，並且把第三步目標實現的時間進一步確定為21世紀

–––––––––––––––

1. 熊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科學內涵》，來自：中國網， 2003/05/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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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葉。這樣，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新戰略提出來了。進入小康社會，是

這個戰略的第二步目標。

（二）實踐達成的目標

1.“小康生活”指標

1995年，國家計委和國家統計局提出了到2000年實現小康生活的基

本標準，共有10項，其中包括了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按1990年價格計

算，達到2500元；人均收入水平，城鎮達到2400元，農民人均純收入達

到1200元；居住水平，城鎮人均住房面積8平方米，農村人均鋼筋磚木

結構住房面積15平方米；人均蛋白質日攝入量70克；城鄉交通狀況，城

鎮居民人均擁有鋪裝道路面積達到8平方米，85%以上的行政村通公路；

成人識字率達到90%，嬰兒死亡率控制在21%以內；文教娛樂服務支出

達到16%；森林覆蓋率15.5%；農村初級衛生保健達成率實現100%。

據有關專家測算，到2000年，中國內地基本實現了總體小康。具

體說來，有74.14%人口基本進入小康生活水平，有15.64%的人口接近

小康水平，10.22%的人口沒有實現小康。2國家統計局用綜合評分方法

進行測算，2000年中國內地小康實現程度為96％，人民生活總體上達

到小康水平。

表 1   中國內地總體小康實現程度（%）

1990年 1995年 1997年 2000年

總體進程 46.32 76.98 86.52 96.0

經濟水平 49.71 100 100 100

物質生活 49.89 76.09 89.85 100

人口素質 53.03 80.77 80.27 90.2

精神生活 47.23 73.99 97.05 100

生活環境 23.32 55.38 60.33 84.6

城鎮進程 61.3  86.9   90.0 96.2

農村進程  53.1  71.9   81.5 93.1

–––––––––––––––

2.《中國小康進程展望》， http://www.qiuyue.com/gendai/xiaokang.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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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總體小康＝中國內地進入第一次現代化中期

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和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認

為：總體小康標誌中國內地第一次進入現代發展成熟期。3

表 2 1970 — 1998 年中國內地第一次現代化的發展階段

綜合評價的發展階段
1970 1980 1990 1998

起步期 起步期 發展期 發展期

（1）農業產值佔GDP比例（%） 34 30 27 18

根據（1）判斷的發展階段 起步期 起步期 發展期 發展期

（2）農業產值/工業產值 0.89 0.61 0.64 0.37

根據（2）判斷的發展階段 發展期 成熟期 成熟期 成熟期

（3）農業勞動力佔總勞動力比例（%） 81 76 74 50

根據（3）判斷的發展階段 傳統社會 起步期 起步期 起步期

（4）農業勞動力/工業勞動力 7.99 5.43 4.93 2.08

根據（4）判斷的發展階段 傳統社會 傳統社會 起步期 起步期

資料來源：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中國現

代化報告 200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3 年。

二、內地進行時（2001 — 2020 年）：建設全面小康社會

（一）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概念

2000年中國內地實現的總體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不

平衡的。所謂低水平，就是指剛剛進入小康的門檻。一是指人均水平

還不高，二是指還有相當比重的人口尚未進入小康。按照世界銀行

1998／1999年度《世界發展報告》中的指標劃分，中國內地在上世紀末

總體達到的小康水平時人均只是800美元，還只相當於世界下中等收入

國家的下限。而且人均數不等於每個人都達到這個水平。大體上只有

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口進入小康，還有1/4左右的人口達不到這個水

–––––––––––––––

3. 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中國現代化報告

200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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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所謂不全面，就是指我們以往總體達到的小康主要是從經濟方面

看，側重於物質文明方面，對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態環境和可持

續發展方面關注不夠。而且經濟方面也主要是指解決了衣食無虞的問

題，側重在解決生存需要，指在溫飽的基礎上，生活質量有所提高，

達到豐衣足食，溫飽有餘。需要指出，即使在生存需要方面，也還有

許多問題來不及解決，例如住和行的問題當時還遠沒有得到解決。至

於享受需要、發展需要還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所謂發展不平衡，就

是指進入小康的人口在全國分佈是不平衡的。城市與農村之間、東部

與西部之間、不同收入群體之間發展水平存在差距。總體上說，從地

區看，東部地區進入小康的比重大，中西部地區則比重小；從城鄉

看，城市進入小康的比重大，農村進入小康的比重小。從收入差距

看，高中低不同收入群體之間收入很不平衡，並且這種差距有擴大的

趨勢。

低水平、不全面、發展不平衡的小康應當說是中國內地人民奔小

康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一個階段，也是從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

先富起來到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歷史進程中不可逾越的階段。針對中

國內地存在的上面這些問題，江澤民把鄧小平的第三大步（2001－2050

年）又細化為了“小三步”（2001－2010，2011－2020，2021－2050）。

1997年，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上指出：“展望下個世紀，我們的目標

是，第一個十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

活更加寬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再經過十年的

努力，到建黨一百年時，使國民經濟更加發展，各項制度更加完善；

到世紀中葉建國一百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

會主義國家。”根據中國共產黨十五大提出的三個目標，江澤民在中共

十六大報告中，進一步明確了今後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任務：“我

們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

水準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

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

更高水準的小康社會，意味著更全面的小康，就是物質文明、精

神文明、政治文明全面發展的小康社會。它要求社會主義民主更加完

善，社會主義法制更加完備，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實，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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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

質、科學文化素質和健康素質明顯提高，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機

會。生態環境得到改善，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人與自然更加和

諧。就是說不僅物質生活富足殷實，而且人民的民主權利、精神生活

和生存環境都得到較大幅度的改善和提高，經濟和社會全面進步，整

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更高水

準的小康社會，也是發展比較均衡的小康社會，就是要堅持大中小城

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逐步提高城鎮化水

平，城鎮人口比重超過55％。積極推進西部大開發，爭取10年內取得

突破性進展，使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地區差別擴大的趨勢逐步扭

轉。社會保障體系比較健全，社會就業比較充分，家庭財富普遍增

加，人民過上更加富足的生活。

（二）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指標研究

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大後提出的到2020年全國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根

本標誌是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有關部門對這些指標進行了細化。

1. 綜合標準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有關專家的建議標準如下4：

表 3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綜合標準

指標名稱 單位 基本標準 2000年 2010年 2020年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美元 3030 854 1600 3050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18000 6280 12000 18000

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 元 8000 2253 4000 7300

恩格爾係數 城鎮
% 40

39.2 30 25

農村 49.1 40 35

城鎮人均住房建築面積 平方米 30 19 25 30

–––––––––––––––

4. 福建省社科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研究中心課題組：《福建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評估

指標體系研究》，載《東南學術》， 2004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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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名稱 單位 基本標準 2000年 2010年 2020年

城鎮化比例 % 50 36.2 46 56

居民家庭電腦普及率 % 20 4.2 10 20

大學入學率 % 20 11 20 30

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蓋面 % 70 30 50 70

刑事犯罪率 % 0.1 0.2 0.15 0.1

2. 農村全面小康社會的評價指標體系

建設全面小康社會重點是農村，成敗也在農村。根據中共十六大

的要求，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於2004年下發了《農村全面小康標準》及

《農村全面小康測評方法和指標說明》，建立了新的評價指標體系。農

村全面小康社會是一個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教育、衛生、

社會保障、生態環境、人民生活等各個方面的大的複合系統，新的評

價體系著重在建設全面小康社會任務最艱巨、最繁重的農村，以可持

續發展的眼光評價農村社會的發展，通過運用新的科學評價指標體系

對農村實現全面小康社會進程的監測，發現農村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

難點，旨在尋求加快建設農村全面小康社會的對策。

國家農村全面小康社會標準評價體系由6個方面、18個評價指標構

成。 6個方面包括：經濟發展、社會發展、人口素質、生活質量、民

主法制和資源環境。18個指標及其標準值分別是：農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6000元）、第一產業勞動力比重（≦30%）、農村小城鎮人口比重

（≧35%）、農村合作醫療覆蓋率達到（≧90%）、農村養老保險覆蓋率

（≧60%）、萬人農業科技人員數（≧4人）、農村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

（0.3∼0.4）、農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9年）、平均預期壽命（≧75

歲）、 農 村 居 民 恩 格 爾 係 數（≦ 4 0 %）、 農 村 居 民 居 住 質 量 指 數（≧

75%）、農民文化娛樂消費支出比重（≧7%）、農民生活資訊化程度（≧

60%）、農民對村政務公開的滿意度（≧85%）、農民社會安全的滿意度

（≧85%）、常用耕地增長率（≧0）、森林覆蓋率（≧23%）、萬元農業

GDP用水量（≦1500立方米）。

農村全面小康的測評採用綜合評分法。基本計算方法是按每個指

標規定的最高值與最低值確定全距，然後計算每個指標的實現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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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將單個指標實現程度與其權數相乘並加總，得到綜合分值。綜合

評分值在-100分至+100分之間。在計算各項指標實現程度時，計算結

果為負值（即尚未達到總體小康值），取負值，而不是取“0”；但不能低

於-100（低於-100的按-100計算）。計算結果為正值的取正分，各指標實

現程度高於+100的，按+100計算。負值代表還未達到總體小康水平，

達到“0”起步值為達到總體小康水平，正值為在全面小康建設進程中，

+100為實現全面小康。5

（三）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基本途徑

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是中國經濟、

政治、文化全面發展的目標，是與加快推進現代化相統一的目標。其

符合中國國情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符合人民的願望，具有重要的現

實意義。中國內地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基本途徑是：

1. 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全面建設小

康社會的根本途徑；

2. 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健全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是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保證；

3. 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全面建設

小康社會的強大動力。

4. 大力加強國防和軍隊建設，發展和平外交，維護和平、穩定的

內外部環境，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

三、內地未來時（2021-2050 年）：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一）口號的提出

1999年12月31日，在首都各界迎接新世紀和新千年慶祝活動上，

江澤民表示：在新世紀 ，中華民族將在完成祖國統一和建立富強民

–––––––––––––––

5. 駱豔菲：《玉溪市農村全面小康建設情況》，來源：玉溪統計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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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上實現偉大的復興！2001年，在

“七一”講話中，江澤民提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任務，“從二十

世紀中葉到二十一世紀中葉的一百年間，中國人民的一切奮鬥，”都

“是為了實現祖國的富強、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偉大復興。”他把“這個

歷史偉業”，分為兩個五十年，我們“已經奮鬥了五十年，取得了巨大

的進展，再經過五十年的奮鬥，也必將勝利完成。”2002年，江澤民的

“5.31講話”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

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江澤民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還懷有一

種浪漫主義的憧憬。他曾經以詩一般的語言指出：我們生活的這個星

球正在發生深刻而又充滿希望的變化。人類幾千年文明進步聚積的能

量，迸發出無窮的創造力。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中華民族的偉大

復興，已是躍出東方地平線的一輪絢麗紅日，這輪紅日是注定要高高

升起來的，它的美麗霞光正在照耀祖國的大好河山。6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學理性表述就是基本實現現代化，與鄧小平“三步走”戰略是

一致的。

（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本內容

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認為：預測中國內地2050年現代化發

展目標有兩種方法。其一，根據中國的發展進行“直接外推”，即用中

國過去的發展速度來估算未來的中國發展水平。其二，根據世界的發

展進行“間接外推”，即用世界過去的發展速度估算未來的世界發展水

平，然後設計未來的中國發展目標。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世界上的國家，如果按兩次現代

化階段劃分，可以分為已經進入第二次現代化的國家和處於第一次現

代化進程的國家，或者已經完成第一次現代化的國家和沒有完成第一

次現代化的國家；如果按第二次現代化指數大小分組，可以分為發達

國家、中等發達國家、初等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2000年發達國家

都已經進入第二次現代化，中等發達國家部分進入第二次現代化，部

–––––––––––––––

6. 李忠傑：《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網， 2002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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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已經完成或基本實現第一次現代化；初等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都

沒有完成第一次現代化。2000年中國進入初等發達國家行列。

根據鄧小平的設想，中國將在2 0 5 0 年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水

平，基本實現現代化。這就要求根據世界的發展進行“間接外推”，根

據世界過去的發展速度估算未來世界中等發達國家的發展水平，並把

這個發展水平作為未來50年中國現代化的“參考目標”。所以，要分析

2050年中國現代化目標，首先要分析2050年世界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2050年世界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大體是：“第二次現代化指數”大於“79-

93點”，小於“162點”，平均約為120點；這些國家分別處於第二次現代

化的成熟期、發展期或起步期。簡言之，在2050年世界中等發達國家

中，有部分國家處於第二次現代化的成熟期，基本實現第二次現代

化；部分國家處於第二次現代化發展期，部分國家處於第二次現代化

起步期，第二次現代化指數超過當時世界平均值。

鄧小平“2050年中國達到當時世界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基本實現現

代化”的設想有兩層涵義，一是達到當時世界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二是

基本實現現代化。2050年基本實現現代化，意味著基本實現第二次現

代化。因為，2050年世界發達國家將完成第二次現代化，部分中等發

達國家將基本實現第二次現代化。對於世界發達國家和中等發達國

家，2050年的現代化是第二次現代化；對於中國，2050年的現代化也

“必須”或“只能”是第二次現代化。中國將在2015年－2020年完成第一

次現代化。

2050年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意味著三種可能性：（1）達到

2050年世界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底線，第二次現代化指數超過2050年

世界平均值（大約為“79-93點”），處於第二次現代化起步期；（2）達到

2050年世界中等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第二次現代化指數達到“120點”

左右（超過2000年高收入國家平均值），處於第二次現代化的發展期；

（3）接近2050年世界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上線，第二次現代化指數接近

“162點”，進入第二次現代化成熟期，基本實現第二次現代化。7

–––––––––––––––

7. 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中國現代化報告

200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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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本途徑

一是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進一步增強以經濟科技文化力量為主

的綜合國力。加快現代化建設的步伐，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體制，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使中國的經濟總量和發展水平有

更大的提高，到2 1 世紀中葉，爭取進入世界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

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基本達到現代化的程度。

二是大力推進社會的全面進步，實現社會各個領域的整體協調發

展。堅持科教興國，使中國的科技、教育水平進入世界先進行列。全

面提高國民素質，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加強

民主法制建設，實現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提高

人民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水平。鞏固和完善我們的各項基本制度。鞏固

和發展中華民族的大團結。

三是大力建設和弘揚新時代的中華文明。繼承中華民族的優秀文

化傳統，摒棄糟粕，吸收精華，在新的更高的層次上建設面向現代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中華文明。立足中

國現實，正確處理與世界其他文明的關係，以海納百川的胸懷，科學

地鑒別和吸收世界優秀的文明成果。使中華文明立於世界，跟上時

代，在新的世紀煥發出更加奪目的光彩。

四是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中華民族是一個統一

的大家庭，中華民族的領土和主權不容分割。沒有祖國的完全統一，

就不會有完全意義上的民族復興。堅持統一，是炎黃子孫的共同願

望，是中國人民長期以來的追求目標。在中華民族海內外同胞，包括

兩岸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早日實現祖國統一的目標。

五是屹立於世界先進民族之林，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作出更大的

貢獻。維護和保持國家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以及在國際舞臺上

的民族尊嚴。積極發展與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高舉和平

的旗幟、發展的旗幟，樹立中國維護世界和平和致力共同發展的形

象，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和文明新秩序，與世界人民一

道，共同建設一個和平、安寧、繁榮和昌盛的新世界。8

–––––––––––––––

8. 李忠傑：《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網， 2002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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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澳門居民綜合生活素質提升的幾點理解

（一）澳門 2005 － 2009 年的施政方向

2004年11月16日，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何厚鏵先生向立法會

作2005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總結過去一年乃至首屆特區政府的施政工

作，提出今後的施政藍圖。這是何厚鏵首個任期內的最後一份施政報

告，也是他當選連任後第一次作施政報告。連任後，一向做事低調的

何厚鏵向澳門人鄭重承諾：要全面提升澳門的綜合生活素質。“生活素

質”是他在競選活動中使用頻率最高的“關鍵詞”。他認為，提高市民的

生活質量，是“以民為本”（中國內地提“以人為本”）理念的體現，是澳

門社會對人的關懷的回應，也是確保社會穩定和發展的客觀要求。提

升澳門的綜合生活素質不單是每個人口袋 的錢增加多少，而且是澳

門人共同的生活目標，是凝聚整個社會的概念。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要逐步改善交通、醫療、環保、教育、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條件，整合

社會整體資源和環境。何厚鏵先生表示，要讓澳門人在經濟的發展中

提高收入水平，要讓澳門的下一代比他們這一代過得更好，要讓他們

在50年後依然無怨無悔地擁護“一國兩制”。

在這份施政報告 ，何厚鏵先生秉承競選第二任行政長官時《同建

優質社會，共創美好明天》的參選政綱，以全面提升澳門人綜合生活質

素為奮鬥目標，提出2005年的施政重點和未來五年的施政理念。他指

出，未來的一年，既是特區政府施政的第六年，又是第二屆政府施政

的第一年。我們必須以新的思維，新的模式，結合過去五年的施政經

驗，繼續開展各項工作。政府的施政方向，將是進一步打好社會各項

事業的根基，並調整有關策略，以適應和駕馭特區急速的變化及長遠

的發展，實現澳門人綜合生活素質持續、可靠的提升。

何厚鏵先生在這份施政報告中專辟一章闡述創建優質社會、全面

提升澳門人綜合生活質素的理念。他指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即將跨

進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之際，提出提升市民綜合生活質素的戰略目

標，理有所據，切實可行。他在例舉了一系列實現這一目標的有利條

件後強調，只有素質良佳的社會，才能對各種重大的變故與危機，取

得強大的免疫力和抑制力。實現優質社會，不但是理想的追求，而且

是長治久安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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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澳門居民綜合生活素質現況的調查

2005年12月14日，由港澳專家組成的研究小組公佈“澳門居民綜合

生活素質現況調查（二00五）”中期報告。研究小組組長、香港大學亞洲

研究中心主任黃紹倫教授以及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楊汝萬教授公

佈了調查的初步結果。這次調查的涵蓋面非常廣泛，包括文化教育、

經濟就業、醫療健康、娛樂休閒等18個方面，調查結果基本上反映了

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對生活各主要領域的感受和意願。9

研究小組初步分析，大部份受訪的澳門市民對澳門整體的發展趨

勢持樂觀的態度。他們大多認為澳門現時的發展較過往的三年為佳，

也相信澳門三年後的情況會有所改善。對於市民普遍關注的教育問

題，調查結果顯示，近半的受訪市民滿意澳門目前的中小學教育狀

況，有四成半的受訪者滿意現時的大專教育。此外，約有七成的受訪

者認為教育可提升個人的社會及經濟地位，有超過四成的受訪市民計

劃在未來三年會繼續進修，但當中以高學歷和高收入人士佔大多數。

在醫療衛生方面，調查發現約四成的受訪者滿意衛生中心和山頂

醫院的服務。同樣地，約四成受訪市民滿意私家醫院及醫生的服務，

但有近半數的受訪者認為私營醫院及醫生的收費不合理。有近六成的

受訪居民同意公共醫療服務應只照顧貧窮人士，有經濟能力者應該多

付醫療費用或自購保險。

有關澳門特別行政區市民的住屋情況，調查結果顯示，有七成半

受訪者的住宅是自置私人物業，有一成受訪市民租住私人樓宇，而居

於經濟或社會房屋的受訪市民亦佔一成。在居住環境素質方面，有四

成多的受訪者滿意現時居住單位的整體素質，亦有三成多的受訪居民

滿意整體的居住環境。此外，調查亦發現，約有四成的受訪市民滿意

澳門社會在環境保護和城市規劃的工作表現，有近四成的受訪者滿意

舊區重整的進度。

–––––––––––––––

9. 中新社：《澳門大部分市民對澳門整體發展趨勢持樂觀態度》， 2005 年 12 月 14 日，

http:// www.zytzb.org.cn/zytzbwz/ newscenter/hlkd/80200512150032.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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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綜合生活素質研究中心主任謝志偉強調，這是澳門特別行政

區政府首次進行有關澳門居民綜合生活素質現況的調查。調查收集到

的實證資料有助特區政府全面認識和掌握澳門社會各階層、各領域的

實際狀況，進一步暸解澳門居民對目前生活各方面的滿意程度。調查

結果對澳門特區政府制定適合未來發展的政策有重要的影響。

（三）澳門居民綜合生活素質提升的良好基礎

1. 就業狀況有所改善。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2005年11月28

日公佈，2005年8月至10月，澳門的失業率為4.1%，維持上一期2005年

7至9月的水平，但較去年同期下降0.4個百分點。據最新一期就業調查

結果顯示，8月至10月期間，澳門勞動人口約為25.3萬人，其中就業人

口24.3萬人，失業人口1萬人。目前，澳門勞動力參與率為63.6%，與

上一期和去年同期比較，分別上升0.2及1.0個百分點。在失業人口中，

約有1700人尋找第一份工作，佔總失業人口的16.1%，所佔比重較上一

期下降2.6個百分點。同上一期比較，建築業、運輸通訊及倉儲業和製

造業的失業情況有所改善；而批發及零售業和酒店及飲食業則較上一

期稍差。10

2. 財政盈餘持續增加。澳門特區政府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2005

年11月1日在向立法會引介《2004年預算執行情況》報告時透露，至2005

年底，澳門公共財政的累積盈餘將達到170億澳門元。2004年特區政府

的總收入為193.4億澳門元，盈餘61.6億澳門元。澳門2005年預算執行

情況理想，預計到2005年年底，特區總盈餘將達到168億至170億澳

門元。11

3. 內地對澳門的支援。《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

排》（以下簡稱澳門CEPA）於2003年10月17日在澳門特區政府總部簽

署，並與《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香港CEPA）於

–––––––––––––––

10. 新華網：《澳門 8 至 10 月失業率為 4.1% 較去年同期下降》，  2005 年 11 月 29 日，

http:// www.china.org.cn/chinese/ TCC/1044986.htm 。

11. 新華社：《澳門特區家底漸厚 年底公共財政將有盈餘 170 億》， 2005-11-02 ， http:/

/www.crionline.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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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月1日同時實施。澳門CEPA的簽署是兩地經濟相互融合、共同

發展的內在需要，澳門CEPA的如期實施將會給澳門經濟提供更大的擴

展空間，澳門也需要積極善用 CEPA，使其帶動澳門經濟健康發展。

只有時刻關注民生，才能達成政通人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在行政

長官何厚鏵先生的正確領導下，通過澳門各屆共同努力和內地與澳門

的良性互動，澳門居民綜合生活素質提升的戰略實施一定會取得預期

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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