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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的澳門
──專輯主持人語

徐建華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近兩年了，人類仍未看到疫情結束的曙光。截止 2021 年 11 月 21 日，
全球 2.57 億人感染，死亡人數高達 514 萬，疫情成為二戰以來影響人類社會的最大事件。
在政治上，國與國之間因為疫情起源的追究而衝突不斷；國家應對疫情的措施往往也成為
一國內部政治紛爭的根源。在經濟上，疫情導致全球經濟衰退，逆全球化湧現；大量民眾
失業而面臨經濟困難。在文化上，因疫情導致的污名、歧視與仇恨犯罪不僅存在於一國內
部，更擴展到全球；不同民眾對口罩的接受程度的差異也激發了文化衝突。在社會層面，
無數民眾經歷死亡、失去親人的悲痛；更多的人經歷了強制隔離而造成的心理創傷，民眾
面對疫情而產生的恐慌普遍存在；而各國政府因應對疫情而採取封鎖、隔離而導致的次生
危害也史無前例。

澳門作為一個微型經濟體，其經濟、社會各方面受疫情的衝擊更是所有未有。疫情之
前，由於博彩業在澳門回歸以來井噴式增長，澳門人均本地生產總值超過 10 萬美元，成
為全球數一數二的富有地區。作為全球最大的賭城，澳門的經濟發展嚴重依賴於以中國內
地遊客為主的旅遊及博彩業。疫情導致邊境實際上間歇性封鎖，人員流動急劇下降。2020

年入境澳門的旅客數量僅為 2019 年的 15%。2020 年澳門全年本地生產總值與 2019 年同期
相比下降了一半。作為支柱產業的博彩業收入更是下降了八成。在疫情最嚴重的 3 月份，
博彩業整個月的收入只相當於正常年份的 1 天的收入。可以說，疫情對澳門社會產生的影
響在全球也可謂“首屈一指”。

《澳門研究》作為專門研究澳門社會的標杆性雜誌，在其具有特殊意義的第 100 期推
出新冠疫情專輯，意義重大。本人受邀為本期特刊的特邀主編，倍感榮幸。在本期特刊中，
七篇文章從不同的角度分析疫情對澳門社會所產生的影響。各篇文章的視角可能不同，但
都致力於釐清疫情對澳門社會所產生的後果，從而為澳門社會長期的繁榮穩定與良治作出
貢獻。

一、引言

二、本期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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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文章由本人和團隊成員共同完成。在名為《從日常活動理論看新冠疫情對澳門
犯罪的影響》一文中，我們詳細探討了疫情對澳門犯罪的影響。雖然疫情對人類社會產生
了重大的破壞性作用，它也產生了少數意外的好處。例如，因為人類生產與生活活動的減
少而帶來了環境的改善；因為人類出行的減少而導致交通事故減少等。犯罪學的研究表明，
人們的非法活動往往依附在合法的活動基礎之上。疫情導致人類合法活動受限、進而帶來
的犯罪數量減少則成為其意外的積極後果之一。在本文中，根據官方統計資料、新聞媒體
資料以及對警察的訪談，我們分析了疫情對澳門犯罪產生影響的具體體現。一方面，疫情
使澳門犯罪率降到回歸以來的最低點，與博彩業相關的犯罪更是下降了八成；另一方面，
以電信詐騙為主體的非接觸式犯罪則顯著增加。我們進而從日常活動理論來解釋疫情對澳
門犯罪所產生的影響，並提出疫情引起人類活動更多地從線下轉到線上，是澳門犯罪變化
背後的結構性原因。文章最後探討了疫情對澳門犯罪潛在的影響，特別指出學界和政府都
應該關注疫情對澳門有組織（黑社會）犯罪的潛在影響。 

本期的第二篇文章《澳門居民遵從新型冠狀病毒預防措施的概況》由唐國傑及其團隊
完成。一直以來，澳門都是全球抗疫的優等生。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兩年之際（截止 2021

年 11 月 21 日），澳門疫情感染人數僅為 77 人，所有患者全部治癒出院，沒有 1 例死亡。
這一成績既來自澳門特區政府快速而有效的應對，也離不開民眾的積極參與。總體來說，
澳門居民對於特區政府的防疫政策配合度相當高，這從澳門開展三次全民核酸檢測時民眾
的積極參與程度中可見一斑。但是，針對不同的防疫措施，民眾的遵從程度可能有所不同；
對於同一措施，不同群體的遵從程度也會不同。唐國傑團隊通過比較在澳門收集的三次防
疫調查數據，對上述問題作出探討，以求為進一步應對疫情建言獻策。首先，他們的研究
發現，在所有措施中，澳門居民在公眾地方佩戴口罩這一項上做得最好；但是，隨着時間
推移，居民對這一措施的遵從程度也有所下降；在所有居民中，35—45 歲男性群體在這一
點上遵從度最低。其次，研究發現，對於在公眾地方保持 1 米社交距離這一措施，絕大多
數居民都做不到，儘管這一行為隨着疫情的發展有所改善；在所有居民中，年輕人最難做
到保持社交距離。再次，對於兩類不當的抗疫行為如“在未洗手前接觸口、鼻、眼”和“非
必要的外出”這兩項上，超過六成的居民做不到。針對以上的發現，研究倡議政府和民眾
都要意識到澳門防疫的成功之處和可能的薄弱環節，繼續努力，力爭繼續保持抗疫優等生
的地位。

作為支柱產業的博彩業吸納了超過 8 萬的就業人口。疫情以來，各大博彩企業積極履
行其社會責任，力爭做到不辭退員工。面對經濟的大蕭條，企業員工即使保住了工作職位，
也不得不面對減薪或放長假等措施，進而面臨各種各樣的焦慮。本期的第三篇文章《新冠
疫情下服務業領導責任心如何影響焦慮的員工？——來自澳門的實證研究》一文正探討了
這一課題。通過對疫情期間澳門綜合度假村 300 多名員工以及 70 多名管理者的問卷調查，
劉丁己及其團隊重點研究了企業領導的責任心對員工焦慮的影響。研究發現，受新冠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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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員工的忙碌心態會增加他們的焦慮程度，進而降低他們的主觀幸福感。與此同時，
企業領導人的責任意識則能顯著地緩解員工焦慮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研究建議企業領導
人在疫情之下，要更加強化責任意識，積極和員工溝通，從而把疫情對員工的影響降到最低。

疫情以來，特區政府積極開展各種措施，保障居民就業。雖然疫情對經濟就業造成重大
衝擊，澳門的失業率也有所上升；但是，在特區政府的積極干預下，失業率仍維持在較低水
平。2021 年中（7—9 月），澳門的就業總人口為 37.56 萬人，總體勞動力參與率為 68.5%，
總體失業率為 2.9%。本期的第四篇文章《新冠疫情下的澳門就業政策》由鄞益奮撰寫。文章
首先回顧了疫情對澳門的嚴峻挑戰，如本地生產總值的斷崖式下降、博彩收入顯著下跌、入
境旅客銳減、失業率上升、月收入中位數減少、酒店入住率下降等。其次，文章亦回顧了澳
門特區政府應對疫情的總體政策，包括設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推出三輪經濟
援助、推出本地遊等。再次，文章介紹了澳門“保就業”政策的基本框架，如帶津培訓計劃、
優先保障本地人就業，以及扶持青年就業三方面。最後，文章為新冠疫情下澳門就業政策的
完善方向提供了幾點建議，包括堅持積極就業政策、完善職業培訓、堅持民生導向、落實本
地人優先就業，以及積極支持應屆大學畢業生就業。

作為全球最大的賭城，博彩業給澳門貢獻了一半的本地生產總值以及近九成的政府稅
收。疫情對博彩企業的衝擊首當其衝。在本期的第五篇文章《新冠疫情衝擊下的澳門博彩企
業》一文中，曾忠祿詳細研究了疫情對博彩業的具體影響。文章發現，總體而言，2020 年澳
門博彩企業的收入下降了近八成，六大博企全面虧損，其中金沙虧損最嚴重，高達 127 億港
元。2021 年前七個月，博企收入有所改善，但仍損失了 67% 的收入。文章進而認為，博彩
企業受損的不僅僅限於財務，還包括信用、應收賬款以及資產估值等影響。與此同時，與全
球其他地方的博彩企業相比，澳門博企承擔了更多的社會責任，如捐款、捐贈抗疫物資、為
中小企業提供支援、為零售租戶減免租金、不大規模裁減員工、提供隔離酒店等。文章最後
指出，儘管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博彩企業對澳門的長遠發展仍充滿信心。

儘管疫情對全人類都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不同群體和行業受影響的程度卻有所差
異。一些行業因為疫情帶來的改變而發生根本性的轉變，高等教育則是其中之一。在疫情之
前，線上授課、線上會議還是一種非主流的教學手段。疫情催生了線上教育的蓬勃發展，線
上會議幾乎成為常態，並且還體現出傳統線下會議所不具備的優勢，如打破空間限制等。疫
情既改變了教學模式，又改變了學生體驗。本期的第六和第七篇文章分別從這兩方面作出探
討。徐威和麥雁鈴的文章《新冠疫情期間澳門高校大學英語網絡教學研究》通過對澳門高校
30 位從事英語教育的教師進行訪談和問卷調查，探討疫情對大學英語線上教學的具體影響。
研究發現，一方面，多數教師在網課初期都面臨着相當大的挑戰，因為疫情之前多數教師並
無網課經驗。另一方面，雖然網課有克服時空限制的優點，但課堂中師生互動卻受到相當的
限制，從而使得教學效果大打折扣。邵艷菊的《網課的“另類體驗”——疫情期間澳門高校
大學生線上學習的調查分析》則從學生的角度來分析線上教育的體驗。作者對澳門某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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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的 26 位學生進行訪談，詳細列出了學生對網課的矛盾體驗。一方面，網課打破了時空
限制，節省了學生交通成本，提升了靈活性；另一方面，時空的打破又模糊了學習和生活的
邊界，讓學習變得難以集中精神。文章進而分析了不同的學生群體如本澳學生和內地生在克
服網課帶來的困難以及利用網課帶來的優勢上的差異。文章最後也對後疫情時代網課的發展
和前景作出展望和反思。

疫情對澳門社會產生全面而深遠的影響。本期的七篇文章雖然力圖從不同的角度來進行
探究，但其所能涵蓋的範圍仍相當有限。我們期待着更多的學者對這一課題繼續進行深入的
研究。此外，我們也期待着研究者有更開闊的理論和國際視野。正如澳門基金會吳志良主席
在本期（《澳門研究》100 期）寄語中所言，澳門研究既要有紮實的本土經驗知識，又要有
開闊的國際視野，兩者缺一不可。沒有對澳門社會深切的關懷，研究常流於冰冷的數字而不
得澳門社會的要害；沒有開闊的國際視野，對澳門社會的理解則可能陷入狹隘的地方主義，
缺乏更大的世界觀和格局。最後，我們期待着更多的優秀學者以飽滿的熱情、科學的方法、
嚴謹的態度、開放的視野投入到澳門研究當中。只有高質量的研究和有效的知識，才能既為
國際學術的發展提供獨特澳門視角，又能為澳門社會的發展貢獻良策。

三、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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