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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收集及整理自澳門回歸以來與澳門經濟相關著作，從出版的數量分析此領

域不同專題的研究與發展的狀況，讓專家學者能以此成果，幫助他們省卻查找及整理的時

間，從而更快更全面去進行適時的分析，有序的推展各種規劃。本文共收錄書目條目 2,824

條，分為八個部份二十個主題，計有經濟綜述、貿易、投資、商業概述、市場及消費、人

力資源與就業、管理、各行各業等。

澳門ǳ出版ǳ經濟

本文旨在回顧澳門回歸以來有關澳門經濟及其相關書刊的出版概況，冀通過書目出版

的統計，反映出澳門經濟的發展脈絡。截至 2023年 8月 31日止，本文共收錄書目 2,824

條，但不包括學位論文、期刊論文等資料的類型。平均每年有 128.36本書刊出版。根據

2000－ 2022年有關澳門經濟類著作出版類型統計表（表 1），可見排行第一的為統計資料，

共有 845本，佔整體 29.92%，為經濟類書刊的出版特色；次為圖書，共 521本；佔整體的

18.45%；第三位為年度工作報告及計劃，共 488本，佔整體的 17.28%；前三者為經濟類書

刊的主流出版形式，合計佔整體的 65.65%；第四為法律及諮詢文本，共 191本；第五為特刊，

共 178本。其餘依之為期刊 158種、會議錄 116本、教參書 113本、手冊 106本、年刊 74

種、名錄 34本。

1 2000 2022
排行 型式 數量 百分比（%）

1 統計 845 29.92
2 圖書 521 18.45
3 年報 488 17.28
4 法律 191 6.76
5 特刊 178 6.30
6 期刊 158 5.59
7 會議錄 116 4.11
8 教參書 113 4.00
9 手冊 106 3.75

10 年刊 74 2.62
11 名錄 34 1.20

總計 2,824 100.00

王國強，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理事長、澳門大學圖書館副館長、澳門出版協會副會長。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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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將按：一）歷年出版數量；二）歷年出版語種；三）歷年出版單位；四）歷年編

著者等四個方面作說明。

根據 2000－ 2022年澳門經濟類著作出版數量統計表（表 2），可知首十年，即

2000－ 2009年共有 1,045本，後十年，即 2010－ 2019年共有 1,465本，較前十年多 420本。

2020－ 2022年共有 314本，其中 2022年為歷年最少出版的年份，可見疫情期間對經濟書

刊及其研究發展有一定的影響。至於出版數量最多的首三位，依次為 2017年 184本最多，

次為 2013年 165本，2018年 153本排第三。

2 2000 2022
年度 數量 年度 數量 年度 數量

2000 96 2010 124 2020 130
2001 75 2011 135 2021 126
2002 81 2012 115 2022 58
2003 107 2013 165 / /
2004 110 2014 146 / /
2005 110 2015 158 / /
2006 105 2016 144 / /
2007 102 2017 184 / /
2008 126 2018 153 / /
2009 133 2019 141 / /
總計 1,045 總計 1,465 總計 314

根據為 2000－ 2022年澳門經濟類著作語種統計表（表 3），可知中文著作有 1,194

本、葡文有 246本、英文有 299本、中葡英對照有 492本、中葡對照有 238本、中英對照

有 353本、英法及葡英對照各有 1本。

3 2000 2022
語種 數量 百份比（%）
中 1,194 42.28
葡 246 8.71
英 299 10.59

中葡英 492 17.42
中葡 238 8.43
中英 353 12.50
葡英 1 0.04
英法 1 0.04
總計 2,82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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拫據 2000－ 2022年澳門經濟類著作單項語種統計表（表 4），語種為中文或包含中

文的著作有 2,277本，佔總體的 51.77%；語種為英文或包含英文的著作有 1,146本，佔總

體的 26.06%；語種為葡文或包含葡文著作有 975本，佔總體的 22.17%。雖然中文著作在

經濟範疇所佔的份量有五成；但其與英文及葡文著作只多出一半左右，主要原因是大部份

政府部門的統計資料、年度計劃及工作報告、經濟法規等均有雙語或三語版本，好讓更多

地區人士瞭解澳門的經濟概況，吸引外來投資。

4 2000 2022
語種 數量 百份比（%）
中 2,277 51.77
英 1,146 26.06
葡 975 22.17
總計 4,398 100.00

根據 2000－ 2022年澳門經濟類著作出版單位統計表（表 5），可知澳門經濟著作以

政府部門為最多，共有 45個政府部門，出版 1,724本，佔總體的 61.05 %。第二位為私人

出版單位，共 167間，579本；第三為社團，共 131個，出版 502本；第四位是自資出版人，

共 7人，16本；最後為學校，共 2間，3本。

5 2000 2022
出版單位類型 出版單位數量 百分比（%） 出版單位冊數 百分比（%）
政府部門 45 12.78 1,724 61.05
私人出版社 167 47.44 579 20.50
社團 131 37.22 502 17.78
自資 7 1.99 16 0.57
學校 2 0.57 3 0.11
總計 352 100 2,824 100

（1）政府部門出版分析

根據2000－2022年澳門特區政府不同部門出版經濟類著作排行表（一至五位）（表6），

可知在 1,724本書刊中，出版數量排第一位為統計暨普查局，共 755本；第二位旅遊局，

共 147本；第三位為金融管理局，共 120本；第四位為財政局，共 87本；第五位為澳門

理工大學，共 8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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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00 2022

排行 單位名稱 數量 百分比（%）
1 統計暨普查局 755 43.79
2 旅遊局 147 8.53
3 金融管理局 120 6.96
4 財政局 87 5.05
5 澳門理工大學 80 4.64
總計 1189 68.97

（2）私人出版單位分析

根據 2000－ 2022年私人出版單位出版經濟類著作排行表（一至五位）（表 7），在

579本書刊中，出版數量排第一位為澳門科技大學，共 35本；第二位為聯豐亨保險有限公

司，共 24本；第三位文化公所、大豐銀行，各 22本；第四位為澳門商業銀行、大西洋銀行，

各21本；第五位為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南光（集團）有限公司、澳門博彩年鑑，各20本。

7 2000 2022

排行 單位名稱 數量 百分比（%）
1 澳門科技大學 35 6.04
2 聯豐亨保險有限公司 24 4.15

3
文化公所 22 3.80
大豐銀行 22 3.80

4
澳門商業銀行 21 3.63
大西洋銀行 21 3.63

5
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 20 3.45
南光（集團）有限公司 20 3.45
澳門博彩年鑑 20 3.45

總計 205 35.40

（3）社團出版分析

根據 2000－ 2022年社團出版經濟類著作排行表（一至五位）（表 8），在 502本書刊中，

第一位為澳門經濟學會，共47本；第二位澳門管理專業協會，共34本；第三位為澳門錢幣學會，

共 20本；第四位為世界旅遊經濟研究中心，共17本；第五位為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共 15本。

8 2000 2022
排行 單位名稱 數量 百分比（%）

1 澳門經濟學會 47 9.36
2 澳門管理專業協會 34 6.77
3 澳門錢幣學會 20 3.98
4 世界旅遊經濟研究中心 17 3.39
5 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 15 2.99

總計 133 2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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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個人自資出版分析

根據 2000－ 2022年個人自資出版經濟類著作排行表（一至五位）（表 9），可知出

版數量排第一位為 João António Valente Torrão，共 8本；第二位張偉璣及胡亮君，均 2本。

9 2000 2022

排行 單位名稱 數量 百分比（%）
1 João António Valente Torrão 8 66.67

2
張偉璣 2 16.67
胡亮君 2 16.67
總計 12 100.00

在 2,824本書刊中，以個人名義編著的圖書有 496本，佔整體的 17.56%，其中共有

456 個人編著者，根據 2000－ 2022年澳門經濟相關學術著作的編著者出版數量達五本

以上的排行表（表 10），依次為柳智毅 31本，排在第一位，次為楊允中，兩者以主編經

濟叢書及會議錄為主；第三位為胡錦漢，共 11本，以廣告及市場學為主；第四位為葉桂平，

共 8本，以主編經濟發展及經貿合作等課題為主；第五位為白濤，共 7本，以編輯《澳門

博彩年鑑》為主；而出版 6本的有 Paul Arthur Van Dyke（范岱克）、林發欽、林廣志、許

亦峰、曾忠祿、張偉璣、Francisco José Pedro Leandro、簡萬寧，分別以經濟貿易史、博彩、

旅遊及經濟法律等作為研究的主題；至於 5本則有 João António Valente Torrão（杜約翰）、

吳紹宏、區宗傑、劉丁己、鄧愛民、李淑冰等，分別以經濟法、市場學、管理學等為題。

10 2000 2022 5

排行 編著者姓名 數量

1 柳智毅 31
2 楊允中 13
3 胡錦漢 11
4 葉桂平 8
5 白濤 7

6

Paul Arthur Van Dyke（范岱克） 6
林發欽 6
林廣志 6
許亦峰 6
曾忠祿 6
張偉璣 6

Francisco José Pedro Leandro 6
簡萬寧 6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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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oão António Valente Torrão（杜約翰） 5
吳紹宏 5
區宗傑 5
劉丁己 5
鄧愛民 5
李淑冰 5

為了更深入地瞭解澳門經濟類著作的出版情況，從而瞭解其發展的脈絡，本節因應本

地狀況，設定了二十個主題，並作出統計分析，其結果可參閱 2000－ 2022年經濟類著作

主題排行表（表 11）。結果發現經濟綜述的出版量為最多，共 657本，佔整體的 23.26%；

次為金融業，共 338本，佔整體 11.97%；第三為旅遊業，共 306本，佔 10.84%；第四為

博彩業，共 256本，佔 9.07%；第五為貿易，共 231本，8.18%；第六為商業概述，共 130本，

佔 4.6%；第七為人力資源與就業，共 118本，佔 4.18%；第八為管理，共 111本，3.93%；

第九為市場及消費，共 95本，3.36%，包括市場及廣告 33本、消費 62本；第十位為投資，

共 85本，3.01%。然而社會較關注的酒店業、會展業、文化產業等行業的書刊均排名十位

以後，而有關高新科技及大健康的書刊，未見有太多的研究，說明經濟學研究者可以加大

及加快研究的力度，為澳門未來經濟提供更多的建議。

11 2000 2022

排行 主題 數量 百分比（%）
1 經濟綜述 657 23.26
2 金融業 338 11.97
3 旅遊業 306 10.84
4 博彩業 256 9.07
5 貿易 231 8.18
6 商業概述 130 4.6
7 人力資源與就業 118 4.18
8 管理 111 3.93
9 市場及消費 95 3.36
10 投資 85 3.01

11
工農漁業 81 2.87
房地產業 81 2.87

12 酒店業 75 2.66
13 建造業 62 2.2
14 會展業 56 1.98
15 物流業 40 1.42
16 零售業 39 1.38
17 服務業 33 1.17
18 文化產業 25 0.89
19 各行各業綜述 5 0.18

總計 2,82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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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824本經濟類著作中，依主題排行第一位為經濟綜述類，共 657本，佔整體的

23.26%。根據經濟綜述類著作子目統計表（表 12），可見以澳門經濟部門的年報及簡介為

最多，共 278本，內容有年度工作報告、工作計劃、紀念特刊、簡介、服務承諾、審計報

告、期刊等，包括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常設秘書處輔助辦公室、金融情

報辦公室、金融管理局、旅遊局、財政局、核數師暨會計師註冊委員會、貿易投資促進局、

經濟局、審計署、澳門文化產業基金、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澳門旅遊學院（現澳

門旅遊大學）等 12個部門，31種書刊；第二為澳門綜合統計，主要為統計暨普查局及金

融管理局的統計書刊，共有 25種，208本；第三為澳門經濟綜述，共 69本，主要內容以

探討澳門經濟發展概況、澳門經濟論集、澳門經濟政策、澳門產業結構、政商關係、港珠

澳大橋、體育經濟、新城區規劃、經濟適度多元、一國兩制、居民收入等多個課題；第四

為澳門經濟法律，共 66本，主要為民商法、債法、知識產權、商標註冊、國際商法、商

業仲裁等課題；第五為世界經濟述評，共 36本，主要為中國及世界各地經濟論集、經濟

理論等。

12

排行 類目 數量

1 澳門經濟部門年報及簡介 278

2 澳門綜合統計 208

3 澳門經濟綜述 69

4 澳門經濟法律 66

5 世界經濟綜述 36

總計 657

有關澳門金融業的出版書刊，數量為 338本，佔整體 11.97%，根據金融業著作子目

統計表（表 13），排行第一為銀行業，共 98本，主要是各大銀行的年度報告及推廣活動

書刊；第二為稅務，共 64本，主要是各種稅務指南及規則；第三為保險，共 58本，亦是

以年度報告為主；第四為證券及股份，共 33本，主要是證券投資調查；第五為會計，共

29本；第六為貨幣與黃金，共 27本，主要是澳門錢幣學會出版的錢幣歷史的書刊；第七

為金融業綜述及金融業法律，各 11本；第八為金融業統計，主要為金融管理局出版的金融

統計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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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排行 類目 數量

1 銀行業 98
2 稅務 64
3 保險業 58
4 證券及股份 33
5 會計 29
6 貨幣及黃金 27

7
金融業綜述 11
金融業法律 11

8 金融業統計 7
總計 338

經濟類著作排行第三位是旅遊業書刊，共 306本，佔 10.84%。根據旅遊業著作子目

統計表（表 14），第一為旅遊業統計，共 11種、156本；第二為澳門旅遊業綜述，共 76

本，其中，有澳門旅遊業發展總體規劃、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澳門旅客研究等細目（表

15）；第三為旅遊業綜述，57本，有旅遊業展覽、旅遊業論集等細目（表 16）；第四為

旅遊業社團及機構，共 8間機構、17本。

14

排行 類目 數量

1 旅遊業統計 156
2 澳門旅遊業綜述 76
3 旅遊業綜述 57
4 旅遊業社團及機構 17

總計 306

15

排行 類目 數量

1 澳門旅遊業——旅遊業發展總體規劃 35
2 澳門旅遊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8
3 澳門旅客研究 7

4
澳門旅遊權益 5
澳門文化遺產 5

5 澳門旅遊業 4

6

政府部門審計 2
澳門西灣湖廣場綜合旅遊項目 2
澳門旅遊業服務質量 2
澳門星級旅遊服務認可計劃 2
澳門旅遊教育 2
澳門航空業 2

總計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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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排行 類目 數量

1 旅遊業展覽 14

2 旅遊業論集 13

3

中國景區開發 4

世界旅遊業 4

旅遊業品牌 4

旅遊業導遊教材 4

中文旅遊語文教材 4

4 旅遊教育 3

5 中國水上旅遊 2

6

太空旅遊 1

保安員教材 1

旅行社教材 1

旅遊業期刊 1

葡萄牙旅遊業 1

總計 57

排行第四位的博彩業著作，共計有 256本，佔整體的 9.07%。根據博彩業著作子目統

計表（表 17），排行第一為博彩業社團及機構，共 67本；第二為澳門博彩業綜述，共 57

本，其中，有澳門博彩業年鑑、澳門博彩業論集等細目（表 18）；第三為博彩業綜述，共

45本，有博彩遊戲教材、博彩業展覽等細目（表 19）；第四為博彩業統計，共 3種、38本；

第五為博彩業期刊，共 25種；第六為博彩業法律，共 24本。

17

排行 類目 數量

1 博彩業社團及機構 67

2 澳門博彩業綜述 57

3 博彩業綜述 45

4 博彩業統計 38

5 博彩業期刊 25

6 博彩業法律 24

總計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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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排行 類目 數量

1
澳門博彩業年鑑 20
澳門博彩業論集 20

2 澳門博彩業歷史 7
3 澳門博彩業——賽馬 4

4
澳門博彩業人力資源 2
澳門博彩業稅務 2

5
澳門博彩業管理 1
澳門博彩業語文教育 1

總計 57

19

排行 類目 數量

1 博彩遊戲教材 21
2 博彩業展覽 6
3 博彩業中文教材 5
4 博彩業字典 3
5 博彩業論集 3
6 博彩業英文教材 3
7 博彩業博彩遊戲 2
8 博彩業術數 1
9 博彩業管理 1

總計 45

排行第五的貿易類著作，共有231本，佔整體的8.18%。根據貿易類著作子目統計表（表

20），排第一為經貿合作，共 83本，細目可參考經貿合作類著作子目統計表（表 21）；

第二為貿易統計，共 6種、62本；第三為貿易機構及公司，共 4種、27本；第四為貿易協議，

共 24本，主要是《〈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服務貿易協議》及《粵

澳合作框架協議》的相關著作；第五為澳門貿易綜述，共 20本；第六為貿易期刊，共 9種；

第七為貿易綜述，共 6本。

20

排行 類目 數量

1 經貿合作 83
2 貿易統計 62
3 貿易機構及公司 27
4 貿易協議 24
5 澳門貿易綜述 20
6 貿易期刊 9
7 貿易綜述 6

總計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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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經貿合作類著作子目統計表（表 21），可見有關與葡語國家合作的課題為最多，

共 27本，另與巴西合作的有 6本，兩者合共 33本；次為大灣區 12本；第三為一帶一路，

共 7本。其餘有珠三角經濟 6本；澳琴合作 5本；澳門貿易合作及大中華區經濟各 4本；

廣東及尤里卡計劃各 3本；東盟、東亞、中國內地、中國香港、中國台灣、澳門與南沙等

各 1本。83本貿易合作類書刊中，共有 67本是與澳門貿易直接相關。

21

排行 類目 數量

1 葡語國家 27
2 大灣區 12
3 一帶一路 7

4
珠三角 6
巴西 6

5 澳琴合作 5

6
澳門經貿合作 4
大中華區經濟 4

7
廣東 3
尤里卡計劃 3

8

東盟 1
東亞 1
中國內地 1
中國香港 1
中國台灣 1
澳門與南沙 1

總計 83

排行第六的商業概述類著作，共有 130本，佔整體的 4.6%，根據商業概述類著作子目

統計表（表 22），排首名的是商業期刊及通訊，共 49種，主要為商業及廣告宣傳資料；

第二為商會及商業機構，共 14個機構、32本，主要為紀念特刊、會員名錄及會刊；第三

為工商業指南，共 8種、25本；第四為商業概況，共 24本。

22

排行 類目 數量

1 商業期刊及通訊 49
2 商會及商業機構 32
3 工商業指南 25
4 商業概況 24

總計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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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第七為人力資源與就業類著作，共 118本，佔整體的 4.18%，根據人力資源與就

業類著作子目統計表（表 23），可見排行第一為澳門就業統計，共 5種、31本；第二分

別為澳門就業及澳門人力資源，各 25本；第三為澳門人力資源統計，共 7種、21本；第

四為澳門就業輔導，共 11本；第五為中國人力資源，共 5本。

23

排行 類目 數量

1 澳門就業統計 31

2
澳門就業 25
澳門人力資源 25

3 澳門人力資源統計 21
4 澳門就業輔導 11
5 中國人力資源 5

總計 118

排行第八位為管理類著作，共計有 111本，佔整體的 3.93%，根據管理類著作子目統

計表（表 24），可見管理學 76本，其中有澳門理工學院（現澳門理工大學）管理科學高

等學校學士學位論文集 10本及澳門管理專業協會年度報告 20本；第二為創業書刊，共 21

本，以Happy Macao出版社所出版的創業攻略系列 10本為最多；第三為理財類，共有 14本，

主要是家庭及兒童理財的書刊。

24

排行 類目 數量

1 管理學 76
2 創業 21
3 理財 14

總計 111

排行第九位是市場及消費類著作，共 95本，佔整體的 3.36%，分市場及廣告、消費兩

個次目。

市場及廣告類著作共有 33本（表 25），其排行依次為市場學 9本、澳門品牌 8本、

澳門市場及廣告公司及社團 7本；廣告概論 5本；澳門廣告業 4本。消費類著作共 62本（表

26），第一為澳門消費物價指數，共 2種、30本；第二為澳門消費者權益，共 10本，主

要為相關的法律知識；第三為政府部門工作報告及計劃，共 1種、8本，為澳門特別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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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消費者委員會的工作報告；第四為澳門消費仲裁及澳門商品消費，各 4本；第五位為澳

門汽油業，共 2本；其餘為歐盟消費者權益、中國消費、澳門北上消費、澳門消費期刊各

1本。

25

排行 類目 數量

1 市場學 9
2 澳門品牌 8
3 澳門市場及廣告公司及社團 7
4 廣告概論 5
5 澳門廣告業 4

總計 33

26

排行 類目 數量

1 澳門消費物價指數 30
2 澳門消費者權益 10
3 政府部門工作報告及計劃 8

4
澳門消費仲裁 4
澳門商品消費 4

5 澳門汽油業 2

6

歐盟消費者權益 1
中國消費 1
澳門北上消費 1
澳門消費期刊 1

總計 62

排名第十位為投資類著作，共 85本，佔整體的 3.01%，根據投資類著作子目統計表（表

27），可見排第一的是投資澳門類書刊，共 43本；第二為投資統計，共 22本，種；第三

為投資綜述，共 20本。

27

排行 類目 數量

1 投資澳門 43
2 投資統計 22
3 投資綜述 20

總計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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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第十一位的分別有工農漁業及房地產業，各 81本、2.87%。根據工農漁業著作子目

統計表（表 28），排第一為工農漁業統計，共 3種、56本；第二為工農漁業綜述，共 19本；

第三為工農漁業社團及機構，共 6本。根據房地產業著作子目統計表（表 29），可見以澳

門房地產法 38本最多；次為澳門房地產概況 15本；第三為澳門房地產社團及公司 12本；

第四為澳門房地產統計，共 5本；第五為中國房地產，共 3本；第六為中國房地產法、房

地產論集、澳門物業管理、房地產語文，各 2本。

28

排行 類目 數量

1 工農漁業統計 56
2 工農漁業綜述 19
3 工農漁業社團及機構 6

總計 81

29

排行 類目 數量

1 澳門房地產法 38
2 澳門房地產 15
3 澳門房地產社團及公司 12
4 澳門房地產統計 5
5 中國房地產 3

6

中國房地產法 2
房地產論集 2
澳門物業管理 2
房地產語文 2

總計 81

排第十二位為酒店業，共 75本，佔整體的 2.66%。根據酒店業著作子目統計表（表

30），可見以酒店業統計共 5種、44本為最多；次為酒店業綜述共 16本；第三為酒店業

社團及機構共 9本；第四為澳門酒店業綜述著作 6本。

30

排行 類目 數量

1 酒店業統計 44
2 酒店業綜述 16
3 酒店業社團及機構 9
4 澳門酒店業綜述 6

總計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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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第十三位為建造業，共 62本，佔整體的 2.2%，根據建造業著作子目統計表（表

31），可見第一為澳門建造業統計共 9種、53本；第二為澳門建造業社團及公司，共 1種、

7本，均為澳門建材企業商會的特刊；第三為澳門建造業人力資源的研究書刊，共 2本。

31

排行 類目 數量

1 澳門建造業統計 53
2 澳門建造業社團及公司 7
3 澳門建造業人力資源 2

總計 62

排第十四位為會展業，共 56本，佔整體的 1.98%。根據會展業著作子目統計表（表

32），可見排行第一為澳門會展業綜述，共 37本；第二為會展業綜述，共 11本；第三為

會展業統計及會展業社團及機構，各 4本。

32

排行 類目 數量

1 澳門會展業綜述 37
2 會展業綜述 11

3
會展業統計 4
會展業社團及機構 4

總計 56

排第十五位為物流業，共 40本，佔整體的 1.42%。根據物流業著作子目統計表（表

33），可見排行第一為澳門物流業統計，共 1種、29本；第二為澳門物流業社團，共 2種、

8本，分別為澳門付貨人協會及澳門物品編碼協會的會刊；第三為澳門物流業，共 3本。

33

排行 類目 數量

1 澳門物流業統計 29
2 澳門物流業社團 8
3 澳門物流業 3

總計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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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第十六位為批發及零售業，共 39本，佔整體的 1.38%。根據批發及零售業著作子

目統計表（表 34），可見排行第一為澳門批發及零售業統計，共 4種、29本；第二為澳

門批發及零售業，共 6本；第三為澳門批發及零售業歷史，共 4本。

34

排行 類目 數量

1 澳門批發及零售業統計 29
2 澳門批發及零售業 6
3 澳門批發及零售業歷史 4

總計 39

排第十七位為服務業，共 33本，佔整體的 1.17%。根據服務業著作子目統計表（表

35），可見排行第一為服務業統計，共 1種、32本；第二為澳門服務業，共 1本，為澳門

服務業總工會二十周年會慶之特刊。

35

排行 澳門服務業書刊子目統計表 數量

1 澳門服務業統計 32
2 澳門服務業 1

總計 33

排第十八位為文化產業，共 25本，佔整體的 0.89%。根據文化產業著作子目統計表（表

36），可見排行第一為澳門文化產業統計，共 16本；第二為澳門文化產業，共 5本；第

三為中國文化產業，共 3本；第四為歐亞文化產業，共 1本。

36

排行 澳門文化產業書刊子目統計表 數量

1 澳門文化產業統計 16
2 澳門文化產業 5
3 中國文化產業 3
4 歐亞文化產業 1

總計 25

本類著作只有 5本，主要為各行各業的概述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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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以來澳門的經濟類著作在政府部門主導下，出版量不斷增加，包括經濟與法規、

經濟相關的諮詢文本、經濟統計資料、經濟教科書、經濟期刊等。而從葡文的出版品數量

來看，葡文在經濟範疇繼續佔有相當的重要地位。由於大部份書刊均以統計及年報等形式

出版，成為本地出版的特色，為研究者提供不同程度的原始參考材料，其實用性甚強，讓

研究者有豐富的資源可應用。

從書刊的主題來看，澳門經濟研究具有多元性特色，題材分佈相對平均，讓研究者有

較大的研究空間。近年來，出版單位為了更有效的傳播、推廣及使用經濟資源，不少出版

品以電子版及紙本雙向發行。預計未來本地出版澳門經濟著作的格局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但是，隨着大灣區和深合區的建設、葡語國家與中葡平台的影響之下，加上澳門特區政府

正大力推動大健康、現代金融、高新技術、會展商貿和文化體育等產業發展，預計將有不

少學者及碩博士候選人，以此作為研究方向，藉以提高影響力。最後，由於澳門在“一國

兩制”的成功實踐，澳門經濟參考資料亦慢慢豐富起來，將促使不少內地學者以澳門為題，

對澳門的經濟範疇將有更多的研究出版。

〔責任編輯ˢ陳超敏〕

〔校對ˢˢˢ何仲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