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調整後的澳門青年指標體系 

十個領域 79項指標： 

（一）人口、婚姻與家庭 （二）身心健康 （三）教育與培訓 

1.1 青年人口比例 

1.2 青年人口構成 

1.3 青年殘障人口 

1.4 平均初婚年齡 

1.5 家庭住戶數 

1.6 單親家庭數 

1.7 家庭平均子女數 

1.8 家庭常用語言 

1.9 新移民分佈 

1.10 出生率/死亡率 

1.11 結婚率/離婚率 

2.1 平均睡眠時間 

2.2 身體質量指標 

2.3 吸煙酗酒 

2.4 生活壓力 

2.5 疾病分類 

2.6 死亡人數及原因 

2.7 人際關係 

2.8 婚前性行為比率 

2.9 自殺率 

2.10 抗逆力  

3.1 各級學生與教師數 

3.2 本地高等教育學生人數 

3.3 離澳就學的地點和專業 

3.4 持續進修 

3.5 人均公共教育開支 

3.6 青年教師比率 

3.7 教育程度 

3.8 升學率 

3.9 輟學率 

3.10 各類學校學生比率 

3.11 青年離澳交流  

（四）勞動力與就業 （五）文娛康體活動 （六）公民義務與社會參與 

4.1 青年就業 

4.2 每周工作時數 

4.3 青年平均收入 

4.4 青年職業人口分佈 

4.5 教育程度與收入 

4.6 語言技能 

4.7 青年創業 

5.1 每天平均閱讀時間 

5.2 網上瀏覽 

5.3 對媒體的信任度 

5.4 文化活動參與 

5.5 體育活動參與  

6.1 青年社團數目 

6.2 對經濟和社會狀況滿意 

    度 

6.3 社會參與 

6.4 選舉投票參與 

6.5 青年政策參與 

6.6 義務工作參與 

6.7 環境保護  

（七）青年犯罪與行為偏差 （八）價值觀 （九）消費與生活質量 

7.1 犯罪人數及分類 

7.2 吸毒與藥物濫用 

7.3 偏差行為種類、比例 

7.4 少年感化院及監獄人數 

7.5 社會重返  

8.1 教育價值觀 

8.2 就業價值觀 

8.3 婚姻與性價值觀 

8.4 人生價值觀 

8.5 家國情懷價值觀 

8.6 家庭價值觀 

8.7 社會價值觀 

8.8 青年與父母價值觀比較 

8.9 宗教信仰價值觀 

8.10 金錢價值觀 

9.1 住房情況 

9.2 收入及來源 

9.3 開支及分配 

9.4 家庭負擔 

9.5 社會保障 



（十）社會環境與青年發展 
  

10.1 博彩業發展與青年成長 

10.2 資訊科技與青年成長 

10.3 青年中心數目 

10.4 青年娛樂場所數目 

10.5 圖書館數目 

10.6 公園數目 

10.7 空氣質量 

10.8 運動場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