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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青年指標 2020 社會調查 

（摘要）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原教育暨青年局）自 2008 年開始，每兩年一次進行

“澳門青年指標社會調查”，期望透過調查，更全面地掌握本澳青年的狀況，從

而讓青年工作能更好地回應澳門青年發展需要，2020 年委託澳門旅遊學院進行

“澳門青年指標 2020 社會調查”。 

  是次調查內容涉及八個領域 33 項青年指標，調查對象為澳門 13 至 29 歲青

年，問卷調查於 2020 年 1 月至 9 月期間分兩輪進行。首輪問卷調查於 2020 年 1

月啟動，採用“自填問卷”方式派員到抽樣之本澳中學及部分高校進行調查；其

後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調查工作於本澳學校停課期間中止，並於其後再以

“街頭訪問”方式開展第二輪問卷調查，收集第一輪問卷調查所不足的高校學生

問卷以及訪問在職青年。最終取得 1,961 份有效問卷，其中，中學生佔樣本量的

20.3%、大學生佔 30.29%、在職青年佔 49.41%。 

 

一、調查結果重點 

1.1 “身心健康”領域 

  調查結果顯示，有 72.6%的受訪者平均每天睡眠時間（不包括午睡）達到 7

小時及以上，而總體平均睡眠時間為 7.26 小時，基本達到美國睡眠基金會推薦

的可接受睡眠時間 6 至 7 小時（14 至 17 歲為 7 小時、18 至 25 歲以及 26 至 64

歲均為 6 小時）。然而，在所有受訪者當中，以 16 至 18 歲年齡層的受訪青年的

平均睡眠時間最少，只有 6.91 小時，存在輕微睡眠不足的情況，其他年齡層的

受訪青年平均睡眠時間均達到 7 小時以上。另一方面，受訪青年整體平均睡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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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評價為 3.20 分，較 2018 年調查結果的 3.06 分略為上升，但仍屬一般水平，由

此可見，本澳青年睡眠時間基本達標，但睡眠質量仍有改善空間。 

  受訪青年整體平均生活壓力程度為 3.14 分，與 2018 年調查結果一樣，屬於

中等水平。而無論是中學生抑或是大學生和在職青年，家庭壓力同樣成為其首三

項主要壓力來源之一，至於其他主要壓力來源則隨著身份轉變而有所不同，分別

有學業、經濟、朋輩和工作等。另一方面，受訪青年的整體平均生活快樂程度為

3.64 分，平均生活滿意程度為 3.50 分，兩者均較 2018 年調查結果的 3.40 分及

3.32 分上升。反映本澳青年在生活上都持續有較正面的快樂和滿意程度。當中以

13 至 15 歲年齡層受訪青年的生活快樂程度最高，有 3.83 分。 

1.2 “教育與培訓”領域 

  有 71.1%的受訪青年表示在疫情前一年曾離澳，當中中學生有 78.9%，大學

生有 75.4%，比例顯著高於在職青年的 65.2%。受訪青年離澳到外地的目的以觀

光旅遊、生活體驗及交流考察為主。到訪的主要國家或地區，依次以內地（粵港

澳大灣區除外）、台灣地區、香港地區、粵港澳大灣區城市（港澳地區除外），以

及東南亞地區為主，分別佔 45.2%、42.9%、37.4%、37.0%及 31.4%，前往歐美

的則有 16.1%。其中，超過六成受訪青年同意能加深對當地歷史文化、社會發展、

人民生活等方面的認識，同時亦可拓寬視野。 

1.3“勞動力與就業”領域 

  語言技能方面，97.2%受訪青年掌握／會說廣州話，其次是普通話和英文，

分別有 93.9%和 78.6%，會說葡文的有 9.7%。至於受訪青年最想增強的語言能力

是英文（有 82.3%），其他依次為普通話（有 25.5%）、葡文（有 19.4%）及廣州

話（有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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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業意願及環境方面，受訪青年的平均創業意願為 3.07 分，較 2018 年的

2.93 分略有上升。對創業環境的評分為 2.90 分，評價略低於 3 分，此與澳門創業

活動研究 2019 報告中“創新環境指數”較低的結果相吻合。另一方面，調查結

果發現創業青年的抗逆力較強，當創業受訪青年面對毫無希望的事情時，與非創

業受訪青年相比，不放棄的態度更為堅決，也更相信困難是可以解決，反映創業

青年在面對和處理困境的心態更為積極樂觀。 

1.4“文娛康樂活動”領域 

  受訪青年過去一星期平均每天用在閱讀書籍的時間最多，為 1.74小時；其次

為閱讀報章，為 1.06 小時。至於閱讀方式，主要以手機為主，有 81.2%；通過電

腦和實體刊物閱讀的比例相約，分別有 35.2%和 34.2%；透過平板電腦閱讀的比

例則有 27.5%。與 2018 年調查結果相比，受訪青年通過以手機及平板電腦閱讀

的比例分別上升了 10.9%和 8.6%，反映了青年的閱讀方式很大程度已傾向電子

化。 

  網絡使用方面，受訪青年過去一星期平均每天的上網時間用在社交網站的最

多，為 2.49 小時，較 2018 年調查結果上升 0.33 小時；其次是用於輔助工作或學

習（不包括網上上課），為 2.46 小時，較 2018 年調查結果上升 0.03 小時。 

  體育活動參與方面，有 81.0%受訪青年過去一年有參加體育鍛鍊，當中，有

40.0%平均一星期進行 1 至 2 次鍛鍊，23.4%平均一星期進行 3 至 4 次鍛鍊。受訪

青年鍛鍊的時數以 1 至 2 小時最多，有 40.3%；其次是 30 分鐘至 1 小時，有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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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公民義務與社會參與”領域 

  社會參與方面，有 38.9%受訪青年在疫情前一年曾參與社會活動，當中，以

參與“公益活動”最多，有 84.9%；其次，通過不同渠道“對政府政策措施／社

會議題發表意見”的則有 15.7%。與此同時，有 27.6%受訪青年曾對青年相關政

策發表過意見，較 2018年調查結果的 12.5%明顯提升。另有 26.4%受訪者在疫情

前一年曾參與義務工作，當中，最常參與的義務工作是“探訪”（有 41.6%）；

其次是“賣旗”（有 41.4%），以及“推行學校／社區活動”（有 36.1%）。 

  關於環境保護方面，受訪青年對特區政府推動環保工作滿意度的整體評價為

3 分，較 2018 年度的 2.53 分上升。逾半數的受訪青年認同澳門現時較重要的環

保工作是“資源回收”（有 59.9%）、“垃圾分類”（有 59.0%）、“宣傳教育”

（有 56.5%）及“環保政策”（有 52.3%）。而最受關注的首五項環境問題依次為

“空氣質量”（有 66.9%）、“噪音水平”（有 42.1%）、“垃圾回收”（有

40.8%）、“廢棄物處理”（有 37.1%）及“光污染”（有 35.0%）。至於受訪青

年願意為保育環境所作的付出，首五項依次為“自備購物袋” （有 73.6%）、

“自備水樽”（有 61.8%）、“節約用電”（有 57.0%）、“不浪費食物”（有

53.1%）及“節約用水”（有 52.6%）。 

1.6“價值觀”領域 

  “教育價值觀”方面，在受訪青年當中，逾九成受訪青年偏向認同“學校的

教育對個人成長有幫助”（有 92.9%）、“整體澳門人的知識水平正在不斷提升”

（有 92.0%）、“學歷會影響一個人的前途”（有 92.7%）、“政府投放的教育資

源有助於鼓勵個人增長知識水平”（有 95.0%）。調查結果反映本澳青年對教育

的重視程度以及對澳門政府在教育方面投入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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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就業價值觀”方面，有 90.5%受訪青年偏向認同“當選擇工作時，第一

個考慮因素是薪酬”，較 2018 年調查結果上升 6.0%；與此同時，分別有 85.3%

和 80.1%受訪青年偏向認同“你清楚自己現時／將來的職業取向”及“本澳就業

市場充滿機會”，較 2018 年調查結果分別上升 2.4%和 12.0%，反映本澳青年雖

然普遍仍注重工作的薪酬待遇，但其就業價值觀正逐漸轉變，並較過往更清楚認

識自己未來職業發展方向，同時，亦反映受訪青年對本澳未來的發展較有信心。 

愛國愛澳一直是澳門社會的核心價值觀，調查結果顯示，逾九成受訪青年偏

向認同“澳門作為以中華文化為主流的地方，傳承和發揚中華傳統對社會有正面

影響”（有 90.2%）、“國家的綜合國力（包括外交，國防，經濟以及科技等）

正不斷提高”（有 91.7%）及“每個國家的國民都應該尊重自己國家的國旗和國

歌”（有 92.6%）。反映本澳青年的國家認同感較強，並擁有繼續深入了解國家

發展的意願。當中以 13 至 15 歲年齡層的受訪青年對國家認同度最高，其次是 16

至 18 歲及 25 至 29 歲年齡層的受訪青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特區政府在愛國愛

澳教育工作上的成效，尤其在處於非高等教育階段的青年成效更為顯著。 

1.7 “消費與生活質量”領域 

  至於收入方面，中學生、大學生及在職青年的收入中位數分別是 700 元（澳

門元，下同）、2,000 元及 18,000 元。此外，有 21.0%受訪青年有兼職，當中，

13.6%是中學生，68.9%是大學生， 17.5%是在職青年。至於兼職收入中位數為

1,000 元。 

開支方面，最多受訪青年選擇的首三項開支依次是“飲食”（有 76.8%）、

“娛樂消遣”（有 59.1%）及服飾支出（有 44.6%）。至於儲蓄或投資方面，有 

81.1%受訪青年平均每月儲蓄或投資在 6,000 元及以下，有 6.1%在 6,001 至 8,000

元，有 12.9%在 8,000 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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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狀況方面，有 61.6%受訪青年居住於購置的私人樓宇，遠高於現時租用

私人樓宇的受訪青年（有 20.2%），居住於經濟房屋的則有 9.3%。至於居住人數

（不含受訪青年本人）平均為 2.7 人，中位數為 3 人。另有 41.4%的受訪青年需

要承擔部分家庭開支，有 53.0%的受訪青年會分擔日常家務。 

1.8 “社會環境與青年發展”領域 

  “博彩業發展與青年成長”方面，16.0%受訪青年在過去一年內有賭博，當

中以男性、22 至 24 歲、大學生身份的受訪青年參與賭博的情況較多。另外，有

28.2%在 21 歲及以下的受訪青年在期間亦曾經賭博。 

  青年向上發展方面，受訪青年認為決定個人社會地位的因素依次為“職業地

位”、“經濟能力”、“教育程度”、“社會貢獻”及“家庭背景”。另外，分

別有 67.3%和 66.3%的受訪青年認為自己相對於父母輩“有更多開拓國際視野的

機會”和“有更多接受教育和培訓的機會”，而認為“有更多發揮個人潛能的機

會”以及“有更多職業選擇的機會”的則有 61.7%及 60.5%。 

  

二、因應調查結果而提出的參考建議 

2.1 調查結果顯示，本澳青年平均睡眠時間基本達到美國睡眠基金會推薦的可接

受的 7 個小時基本睡眠時間，但睡眠質量仍有提升空間。因此，建議學校和

家長多鼓勵青年養成良好的作息習慣。另一方面，由於來自家庭的壓力是受

訪青年主要壓力來源之一，故強化有助家庭成員彼此之間交流和溝通的親職

教育，幫助家庭成員及時發現問題，以及早改善其壓力和負面情緒。此外，

政府亦應多關注學生的身心健康發展，推出多元評核，並加強跨部門合作，

共同進行積極預防、教育和開展多方位的支援工作。而學校應多關注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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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課負擔及其心理健康。考慮“經濟”及“工作”都是在職青年主要壓力

來源之一，建議政府向在職青年提供更多生涯規劃以及就業方面的支援。 

 

2.2 由於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過去一年，除内地與本澳之間能保持往來

外，本澳往外地的交流活動幾乎停頓，基於相信未來一段時間，本澳青年到

訪的目的地仍以大中華為主，因此，建議政府及學校應藉此積極開展並鼓勵

青年多到訪內地，增加青年對國情的認識和了解。 

 

2.3 語言技能方面，目前絕大部分受訪青年具備廣州話、普通話及英文的溝通能

力，但掌握葡文的卻不足一成。澳門作為溝通葡語系國家與內地之間的橋樑，

未來需要進一步加強本澳葡語專業人才的培養。 

 
2.4 數據亦反映，受訪青年對澳門創業環境的評價偏低，建議政府相關部門、教

育機構應提供更多元化的課程或培訓，尤其是提升青年對現時創業環境的了

解。同時，為了讓青年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機遇，本澳的創新創業環境亦

有待完善。 

 

2.5 由於受訪青年上網用於瀏覽社交網站，以及用於輔助工作或學習的平均時間

（不包括網上上課）有上升趨勢，而青年的閱讀方式日漸電子化，導致使用

電子產品的平均時間有所上升。因此，學校及教育部門應持續倡導多元化閱

讀並引導學生養成閱讀習慣，同時，建議政府通過資源整合，順應青年閱讀

習慣，為青年提供更多閱讀的資源，如將電子圖書館與公共圖書館更緊密地

整合起來，讓青年可快速搜尋感閱讀興趣的書籍文章，持續以多元化的形式

增進青年的閱讀興趣。另一方面，亦建議加強青年的網絡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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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在鼓勵澳門青年參與社會活動和義務工作方面，建議政府、教育界和社會機

構未來進一步推動青年參與社會各項活動，提升其社會責任感及承擔意識，

使青年的生活更充實、更有意義。 

 

2.7 本澳青年的整體價值觀積極及正面，對待國家、社會、精神和物質的態度和

看法均體現良好的認知及道德水平。但基於現實，青年普遍對待金錢和就業

的看法比較務實，並會結合實際情況進行選擇。建議政府、家庭、學校和社

團組織應繼續引導青年建立正確的金錢和就業價值觀，並透過大力弘揚優秀

青年個人事蹟來引起更多青年的共鳴，從而引導他們精神層面的成長。 

 

2.8 調查結果顯示，無論是受訪的在職青年、大學生及中學生，在過去六個月，

其選擇的首三位開支依次是“飲食”、“娛樂消遣”和“衣服”。同時，雖

然受訪青年於 2019 年的收入有所上升，但與 2018年的調查結果變化不大。由

於新冠肺炎疫情給本澳經濟民生帶來重大的衝擊，尤其是勞動力就業和收入

方面，故未來應加強對青年有關金錢管理的宣傳和教育，幫助青年樹立正確

的理財觀念，提高其對突發事件的風險承受能力。另一方面，社會各界亦應

勉勵青年要因應現實的環境情況，適當調整心態，對工作薪酬待遇須有合理

期望。 

 
2.9 政府部門、博彩企業和學校需要加強對青年的負責任博彩教育，對博彩活動

有正確的認識。另外，由於大部分青年認為“經濟能力”和“職業地位”是

決定社會地位的兩大主要因素，因此政府和社會應加大對青年宣傳教育，鼓

勵青年通過服務社會來創造自我價值，同時亦應營造對社會有突出貢獻的個

人及團體予以重視及尊重的社會氛圍，以鼓勵青年更多地服務和貢獻社會，

提升個人的責任意識，此亦是增進青年向上發展的途徑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