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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澳門博彩業的蓬勃發展促進了本地經濟的騰飛，但也造成了澳門產業單一、成本過高

的發展壓力。基於澳門歷年的本地生產總值、資本形成總額、勞動力、大學生註冊人數等數據進

行實證分析，並具體測算各行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與就業彈性，結果顯示澳門就業人口素質的提

高將顯著促進本地經濟的發展，而未來澳門的產業多元發展方向應在保持博彩業健康發展的同

時，發展金融業、酒店旅遊業等傳統行業，並大力培養會展商務、醫療保健、文化創意等新興行

業。同時，通過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來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在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引導勞動力

在行業間合理流動，提高人力資本的配置效率，為澳門產業多元發展提供必要的人力資本支撐。

[關鍵詞 ] 澳門 博彩業 多元發展 就業彈性 比較勞動生產率

澳門自回歸以來經濟高速發展，本地生產總值由 2000年的 539.38億元（澳門元，下同），

增至 2015年的 3,687.28億元，年均增速達 14.41%；2015年人均本地生產總值達 7.2萬美元，

居世界第四位。但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諸如生產成本不斷上升、產業結構單一等負

面現象。

對於澳門產業發展的思考，國家規劃一直非常明確：中央“十一五”規劃提出，要“支持澳

門發展旅遊等服務業，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十二五”規劃再次明確“支持澳門推

動經濟適度多元化，加快發展休閒旅遊、會展商務、中醫藥、教育服務、文化創意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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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規劃進一步提出，“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

平台，積極發展會展商貿等產業，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 澳門特區政府也連續多年

將發展多元經濟作為施政重點， 2016 年的《施政報告》提出“促經濟、重民生、穩發展”，重

點亦是強調要進一步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對澳門經濟多元發展道路的研究和探討也成為學界關注的一個焦點。其

中，人力資本是推動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產業多元化的發展都離不開人

力資源的支持，因此，對澳門人力資本與產業發展的現狀進行梳理，可分析澳門產業結構的調整

對未來的人才需求，從而成為促進澳門多元發展的依據。

一、澳門產業發展與人力資本現狀

澳門的產業結構經歷了回歸前（1980年代至 1990年代後期）以博彩旅遊業、出口加工業、

銀行保險業及建築地產業為四大支柱產業的倒金字塔結構，到回歸後逐漸形成以博彩旅遊業為主

導，包括旅遊業、運輸通訊業、建築房地產業和金融業四大產業的結構發展演變。這一方面是特

區政府將澳門經濟發展定位為“以博彩旅遊業為龍頭，以服務業為主體，其他行業協調發展”的

策略使然，另一方面也是緣於澳門製造業尤其是傳統的紡織、製衣等產業人力資源缺乏、經營成

本上升、競爭力減弱、創新乏力而逐漸式微所致。

自1847年澳門宣佈博彩合法化開始，隨着鄰近地區漸次禁賭，澳門博彩業快速發展，2006

年取代拉斯維加斯成為世界博彩收入最高的城市， 2012 年的博彩收入甚至是拉斯維加斯的 6

倍。 據統計暨普查局數據，澳門的年度旅客人數也由回歸前的 700 萬人次， 增加到 2015年

的 3,071.5 萬人次（其中內地旅客達 2,041 萬人次，佔比為 66.4%）。博彩業的繁榮極大地促進

了澳門經濟的快速發展，澳門本地生產總值超過一半以上來自博彩旅遊業，博彩業也吸納了本地

近四分之一的就業人口，“一業獨大”的現象極為顯著。但對博彩業的過分依賴也造成了澳門經

濟極易受外部因素影響而產生波動。 2015 年澳門博彩業收入下跌 34.3% 、博彩稅總收入下跌

34.5% ，儘管固定資本投資、私人消費及政府最終消費支出分別同比增長 2.5 、 7.2 和 12.3% ，

但2015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仍較2014年實質收縮了20.3%。 總體來看，澳門是典型的高收入

微型經濟體，具有產業結構非均衡性特徵（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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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博彩業對澳門經濟社會的影響（單位：億元、萬人、 %）

博彩及
本地生

博彩業佔 博彩業
就業總

博彩業從業
博彩 公共總

博彩稅收

年份 博彩中介 本地生產 從業 人員佔總就 佔公共收

業產值
產總值

總值比重 人數
人數

業比重
稅收 收入

入比重

2008 955.52 2085.55 45.82 7.74 31.71 24.41 432.08 575.21 75.12

2009 1018.70 2097.08 48.58 7.37 31.19 23.63 456.98 606.34 75.37

2010 1570.62 2699.95 58.17 7.54 31.48 23.95 687.76 793.89 86.63

2011 2094.24 3328.87 62.91 8.20 32.76 25.03 996.56 1141.99 87.27

2012 2284.67 3644.84 62.68 8.95 34.32 26.08 1133.78 1302.18 87.07

2013 2589.66 4105.18 63.08 9.34 36.10 25.87 1343.82 1525.67 88.08

2014 2391.95 4015.95 59.56 9.40 38.81 24.22 1367.7 1567.35 87.26

2015 1636.83 3393.25 48.24 9.42 39.65 23.76 895.73 1100.8 81.37

數據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產值數據以 2 0 1 3 年價格計算（生產者價格）

數據顯示，博彩業已經成為澳門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但由於過於依賴博彩業，使經濟結構

過於單一，容易受到外在經濟波動的衝擊，在全球金融危機與內地經濟增長放緩等外在不利因素

的衝擊下，近年澳門本地的經濟也出現了增長乏力的跡象。同時，博彩業“一家獨大”產生的虹

吸效應，導致大量資本與人力資源從其他行業流向博彩業；由於博彩業對從業人員的素質要求並

不高，中學畢業足以滿足就業要求，且薪資頗豐，從而影響澳門本地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積極

性，而本地勞動力市場對外來勞動力（人才）仍有一定的歧視與限制，成為澳門產業結構優化

升級、多元發展的重要限制因素。

從表2可以清晰地看出，新世紀以來，澳門的就業總量逐漸增長，就業人員的受教育程度逐

步提高，高中及大學受教育程度就業者的比重穩步增長。澳門勞動力整體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源

於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澳門本地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大幅增長，由 2001 年的 7,307 人增

至 2014 年的 18,558 人，增長 153.98% ，佔 15 － 24 歲人口的比重由 11.05% 增至 23.52% 。說

明本地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意願正在逐步增強，這與特區政府與各社會團體對教育的投入與支持

密不可分。澳門教育暨青年局每年均有學費援助、膳食津貼及學習用品津貼的支持，各社會團體

還有獎學金等形式的幫助，這些舉措不同程度地提高了澳門青年的學習積極性（表 2）。

王斌康：《澳門博彩業專營權有限開放對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分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8

年，第 67－ 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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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澳門就業人口總數及各學歷佔比

年份 總數 (千人) 小學佔比 初中佔比 高中佔比 高等教育佔比 其他佔比

2000 195.3 27.19% 33.13% 16.64% 12.60% 10.45%

2001 205 27.71% 32.44% 17.02% 12.34% 10.49%

2002 204.9 26.06% 32.80% 17.76% 13.57% 9.86%

2003 205.4 24.78% 31.89% 17.72% 15.58% 10.08%

2004 219.1 23.73% 30.90% 20.04% 15.52% 9.81%

2005 237.5 22.40% 31.62% 22.44% 15.66% 7.83%

2006 264.2 21.57% 31.49% 23.73% 16.88% 6.32%

2007 293 20.27% 29.15% 25.22% 19.25% 6.08%

2008 317.1 16.81% 30.12% 27.44% 20.94% 4.67%

2009 311.9 17.25% 27.35% 27.51% 23.21% 4.68%

2010 314.8 17.53% 27.16% 28.43% 22.71% 4.19%

2011 327.6 15.84% 27.11% 28.57% 24.24% 4.24%

2012 343.2 14.51% 25.70% 29.25% 27.01% 3.53%

2013 361 13.49% 24.52% 28.53% 30.22% 3.27%

2014 388.1 13.42% 22.70% 29.63% 31.49% 2.78%

2015 396.5 13.04% 22.98% 28.50% 32.86% 2.62%

數據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二、人力資本對澳門經濟發展的貢獻

人力資本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核心力量。通常認為，勞動力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將顯著促進當

地經濟的發展，那麼澳門人力資本存量的增加是否也能夠顯著地促進經濟增長呢？這可用歷史數

據進行計量分析。

為了對人力資本在澳門經濟增長中的作用進行實證分析，我們以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

模型為基礎，將就業人員分為高等教育和非高等教育兩類，建立增長模型來具體測算勞動力素質

的提高對澳門經濟的影響：

(1)

公式（1）取對數後構建計量回歸模型：

(2)

各變量數據均來自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統計資料庫，取2001－2014年的季度數值，具體說明

如下：

Y：澳門本地生產總值，以 2014 年環比物量按支出法計算，單位為億元；

K：資本形成總額，以 2014年環比物量按支出法計算，單位為億元；

L
1
：未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就業人數，即就業人員中學歷為小學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及

其他的人數，單位為萬人；

L
h
：為就業人員中學歷為高等教育的人數，即就業人口中學歷為高等教育的人數，單位為萬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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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全要素生產素或技術進步。

、 β、 θ：各投入要素的係數即貢獻率。

回歸結果顯示，高等學歷從業人數的增加對澳門經濟增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表3），將顯

著促進澳門本地經濟的發展；而低學歷就業人數的回歸結果沒有統計顯著性，說明低學歷就業人

數的增加對本地經濟增長並沒有顯著的作用。從生產函數的回歸結果來看，固定資本對澳門經濟

增長的影響低於勞動力素質提高的作用，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是推動澳門經濟增長的核心力量。

因此在澳門未來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應進一步突出人力資本的作用，通過提高人力資本水平可推動

澳門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

表 3 高等學歷從業人數的增加對澳門經濟增長的影響

引數 估計係數 標準差 P>|t|

資本形成總額 0.1119* 0.0587 0.062

高學歷就業人數 0.7725*** 0.1066 0.000

低學歷就業人數 -0.1042 0.4364 0.812

全要素生產素 7.3594*** 1.7290 0.000

R-squared 0.9079 Adj R-squared 0.9030

*** 代表通過 1% 顯著性檢驗， ** 代表通過 5% 顯著性檢驗， * 代表通過 10% 顯著性檢驗

三、各行業比較勞動生產率與就業效率分析

分析顯示，人力資本在澳門的經濟增長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於澳門的產業發展並不均

衡，我們需要進一步分析本地經濟中不同行業之間勞動生產率及就業效率的差異，才能更為深入

地瞭解產業發展與人力資本之間的內在聯繫。

（一）比較勞動生產率

比較勞動生產率是借鑑庫茲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相對國民收入的概念，衡量行業

勞動生產率的指標，它的計算方法是一個地區中某一行業產出佔比與就業佔比的比值。比較勞動

生產率的動態變化可以反映出行業的產出效率和勞動密集度的情況。該值越大，說明該行業勞動

生產率越高。其計算公式為：

(3)

e
i
是行業 i的比較勞動生產率，G

i
是行業 i的產值佔本地生產總值比重，L

i
是行業 i的就業人

口佔就業總數的比重。

澳門各行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計算如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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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行業比較勞動生產率

製 水電及 建
批發及 酒店及

運輸倉 金 不動產 公共行
教

醫療衛 文娛博

年份 造 氣體生 築 儲及通 融 及工商 政及社 生及社 彩及其

業 產供應業 業
零售業 飲食業

訊業 業 服務業 保事務
育

會福利 他服務業

2008 0.27 2.41 0.80 0.26 0.51 0.44 2.25 2.34 0.92 0.36 0.58 1.88

2009 0.25 2.16 0.57 0.28 0.50 0.38 2.29 2.15 0.93 0.40 0.50 2.06

2010 0.16 1.89 0.42 0.31 0.45 0.34 1.67 1.54 0.70 0.34 0.36 2.43

2011 0.13 1.17 0.36 0.30 0.34 0.39 1.41 1.34 0.58 0.31 0.31 2.51

2012 0.16 1.11 0.33 0.36 0.32 0.41 1.57 1.56 0.54 0.31 0.35 2.40

2013 0.16 1.14 0.29 0.43 0.31 0.40 1.53 1.37 0.52 0.31 0.36 2.44

2014 0.24 2.07 0.30 0.48 0.36 0.44 1.58 1.39 0.60 0.37 0.38 2.46

數據來源︰筆者計算所得。

比較勞動生產率為 1 時，說明該行業的產值佔比與就業佔比一致，可稱之為平均勞動生產

率。各行業間比較勞動生產率的差異，將導致勞動力從比較勞動生產率低的行業向比較勞動生產

率高的行業轉移，從而使行業的就業結構發生相應的變遷，這種勞動力的轉移會提高整體勞動力

的勞動生產率，從而推動地區經濟增長。

從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歷程來看，勞動力從勞動生產率較低的第二產業向生產率較高的第三

產業的轉移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由表4可知，澳門比較勞動生產率較低的行業是製造業與建

築業，而比較勞動生產率較高的行業是博彩業、能源供應業、金融業、不動產及工商服務業。因

此，通過提高勞動者整體素質，促進其從第二產業向金融業、不動產及工商服務業等第三產業轉

移，不僅滿足了澳門產業多元發展的要求，也將會推動澳門整體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優化澳門

經濟結構的同時促進澳門經濟的持續發展。

（二）就業彈性與就業效應

不僅不同行業間勞動生產率存在差異，不同行業的勞動需求或勞動吸納能力也有很大的差異

性。因此我們運用就業彈性這一指標來進一步分析澳門不同行業勞動需求的差異性，所謂的就業

彈性指的是經濟增長每變化百分之一所對應的就業增長的比率，即就業量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的

比例。計算公式如下：

(4)

上式中 E
t
為 t 時期的就業彈性， L 為就業人數， G 為經濟產值或各行業增加值，樣本時間

t ＝ 2008,2009, ……, 2014 。

當某行業的產值增長為正時，若該行業的就業彈性同時為正值，則彈性值越大，說明該行業

的就業吸納能力越強、就業吸納效率越高；若該行業的就業彈性為負值，則說明該行業勞動力生

產率低，人員冗餘，就業吸納效率低。為清晰地展示澳門各行業吸納就業的效率，筆者採用澳門

統計暨普查局公佈的各行業歷年吸納就業人數及產值情況進行了就業彈性測算（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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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行業歷年就業彈性

製 水電及 建
批發及 酒店及

運輸倉 金 不動產 公共行
教

醫療 文娛博彩

年份 造 氣體生產 築 儲及通 融 及工商 政及社 衛生及 及其他

業 供應業 業
零售業 飲食業

訊業 業 服務業 保事務
育

社會福利 服務業

2008 3.58 -10.88 -9.39 -1.01 1.1 -0.12 -2.97 1.27 -5.59 -1.49 -1.76 -0.7

2009 0.88 4.07 0.41 0.35 1.01 -0.45 0.00 4.37 0.26 0.23 4.85 -0.72

2010 0.28 0.00 0.69 0.04 -0.07 0.44 0.00 -9.65 1.37 -0.40 -5.43 0.04

2011 0.95 7.46 0.70 0.21 -3.10 -0.54 0.95 0.36 2.27 0.47 0.59 0.26

2012 -4.77 1.07 1.31 -0.13 1.25 0.00 0.07 -2.48 2.17 0.68 0.07 1.01

2013 1.65 0.00 2.72 0.16 0.31 -0.14 0.74 2.00 0.81 0.53 0.31 0.33

2014 -1.36 -1.28 1.24 0.45 0.23 1.05 1.96 5.53 -0.21 0.25 2.30 -0.08

2008 －
1.21 0.44 -2.32 0.07 0.73 0.24 0.75 1.40 1.08 0.27 0.93 0.14

2014

數據來源︰筆者計算所得。

從各行業2008－2014年的就業彈性來看，吸納就業效率較高的是不動產及工商服務業、公

共行政及社保事務、醫療衛生和金融等行業，吸納就業效率較低的是建築業、批發零售和博彩

業。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博彩業作為吸納澳門就業的主要行業，隨着其發展逐漸進入瓶頸期，其

就業吸納效率已經逐漸飽和，單位產值的增長所帶來的就業增加逐漸降低。澳門產業多元的經濟

結構調整也必然伴隨着就業結構的變化，政府需要積極引導新增就業從博彩業向其他勞動吸納效

率較強的行業轉移。

就業彈性雖然能夠反映不同行業的勞動吸納能力，但仍具有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現在當某一

行業的就業規模較小，即使該行業的就業彈性較大，該行業對就業的貢獻量也不高，因此我們進

一步測算各行業的就業效率，即行業產值每增長百分之一所帶來的就業人數的增加， 具體計算

公式或表示為：

E
t1
=E

t
L

t-1
(5)

其中，E
t1
為 t時期的就業效應，L

t-1
表示 t－ 1期的就業人數。在行業產值增長為正時，E

t1

值越大說明行業產值每增長1%時吸納的就業規模就越大，反之則表明該行業吸納就業的規模越

小。

表6展示了各行業產值增長的勞動需求效應，即產值增長1%所帶來的就業規模的增加，我

們可以從中瞭解各行業的發展對澳門未來勞動需求和就業形勢可能產生的影響。從發展趨勢來

看，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博彩業的就業效應呈現寬幅波動的態勢，說明其易受到外部經濟

衝擊影響，勞動需求會隨着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而快速轉變，這也會對澳門當地的就業產生較大

的衝擊。

羅諶：《我國大學生供需匹配問題的研究》，北京交通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14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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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各行業歷年就業效率（單位：千人）

製 水電及 建
批發及 酒店及

運輸倉 金 不動產 公共行
教

醫療衛 文娛博彩

年份 造 氣體生產 築 儲及通 融 及工商 政及社 生及社 及其他

業 供應業 業
零售業 飲食業

訊業 業 服務業 保事務
育

會福利 服務業

2 00 8 45.12 -9.09 -312 .02 -41 .94 38.22 -1.1 -26.2 12 .81 -124 .4 -19 .12 -13 .21 -59 .77

2 00 9 21.39 3.25 15.41 13.48 41.03 -7.06 0 1 02 .1 4 5.12 2.57 31.04 -55 .96

2 01 0 4.65 0 21.89 1.43 -3.06 7 .19 0 -224 .23 26.97 -4.67 -40 .75 3 .14

2 01 1 14.46 6.71 18.85 8.65 -132 .72 -9.77 6 .91 10.03 48.56 5 .4 4 .74 19.8

2 01 2 -6 1 1.39 37.02 -5.65 57.58 0 0.56 -69 .36 49.88 8.42 0.56 82.48

2 01 3 1 7 0 87.7 6 .85 16.26 -2.18 6 .05 48.62 20.25 6.94 2.65 29.21

2 01 4 -12 .28 -1.91 43.76 19.93 12.66 16.69 18.19 1 52 .7 2 -5.52 3 .53 20.9 -7.86

2008 －
29.34 0.35 -87 .39 2 .75 29.97 3.77 5.51 32.73 20.86 3.07 5.93 11.04

2 01 4

數據來源︰筆者計算所得。

通過分析澳門不同行業的比較勞動效率與就業效率，可以發現，通過提高勞動者人力資本水

平以促進勞動力在行業間的轉移，不僅可以滿足澳門產業多元發展的要求，也將會推動澳門整體

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優化澳門經濟結構的同時，也能促進澳門經濟的持續發展。結合當前澳門

產業發展趨勢來分析，未來澳門的產業多元發展方向應在保持博彩業健康發展的同時，發展金融

業、酒店旅遊業等傳統行業，並大力培養會展、健康、文化等新興行業。通過大力發展高等教育

和在職培訓，依靠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在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積極引導

勞動力在行業間合理流動，提高人力資本的配置效率，使產業多元發展和人力資本提升之間形成

良性循環，為澳門的經濟發展和經濟結構優化提供人力資源的支持。具體可從以下方面着手：

（一）提高本地高等教育普及度。澳門本地青年上大學的意願較弱，歸根結底是高等教育的

成本收益較低，中學畢業就能找到收入較高的職業，而大學乃至研究生畢業收入並沒有明顯更

高，要提高適齡年輕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意願，需從兩方面着手：

其一，減少低學歷高薪工作的就業規模，通過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大力發展新興產業實現

澳門的產業多元，避免博彩業“一業獨大”，減少博彩業吸納就業的規模。為適齡就業人口創造

更豐富的就業崗位，引導勞動者向新興產業轉移，提高高等教育勞動者的薪酬水平。

其二，通過多種途徑提高高等教育的收益。繼續為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提供不同等級的助學

資金，鼓勵適齡人口在本地或外地繼續深造；為新就業者根據學歷提供一定年限的就業津貼，鼓

勵高素質人才留（回）澳發展。

（二）根據澳門未來多元發展的專業需求，調整澳門高校的專業設置。重點開設會展、旅

遊、管理、金融、社保、醫療保健等領域的專業，為澳門的多元化發展輸送高素質人才，同時也

為澳門高校畢業生擴大職業發展空間。

（三）加強區域合作，形成人才、智力共用平台，彌補澳門短板。根據不同行業的人力資源

供需特點，制定相應的人才培養計劃與緊缺人才輸入政策，為產業多元發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

撐。

[ 責任編輯 劉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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