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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及意義一、研究背景及意義

• 個人的幸福感，是人類一直追求的永恆價值。

• 幸福是人們對生活滿意程度的一種主觀感受。所謂幸福指
數，就是衡量民眾這種感受具體程度的主觀指標數。

• 幸福指數作為評價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不僅體現了人
民群眾對社會發展的滿意度，是經濟社會科學發展的“風向
標＂，而且越來越受到各地政府重視，並日漸成為全球公眾輿
論的焦點。

• 如果一個社會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居民幸福指數卻不能隨
之提高甚至出現下滑的話，我們就有必要對經濟社會發展模式
進行認真反思。



‧觀察居民幸福指數可以為社會矛盾和問題的解決提供基礎。尤
其是在當前，澳門經濟社會正處第二波快速發展的關鍵階段，
利益關係更加複雜，各種社會矛盾將更加凸顯。密切關注居民
整體幸福感的狀況和走勢，將其作為經濟社會運轉的“晴雨
錶＂，對於促進社會和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改善民生、增強人們的幸福感是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澳門整
體經濟環境大環境持續向好，居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但在
GDP之外，社會普遍的訴求已非單純追求經濟發展，而是可持
續的健康發展。特區政府近年來一直在著力發展經濟的同時，
也加大利用經濟發展成果用於改善民生，提升居民的幸福感。

‧在澳門理工學院的鼎力支持和積極參與下，澳門經濟學會繼
2010、2011及2012年所完成的“澳門居民幸福指數研究＂的基
礎上，繼續進行跟進行研究。



二、主要的研究方法二、主要的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於2013年11月中下旬利用攔截式面訪調查了1,106
位年滿18歲的澳門居民，調查以0分為十分不幸福/快樂，10
分為十分幸福/快樂代表受訪者對幸福的評價。

本次研究繼續得到香港嶺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前香港經濟學會會長何濼生教授的鼎力協助和指導，並與該
研究中心基本採取類似的研究方法、問卷、同時期分別在香
港和澳門進行2013年度的居民幸福指數調查。因此，港澳兩
地居民的主觀幸福感可以直接進行比較。



三、主要研究發現三、主要研究發現

圖1：2010-2013年受訪者整體主觀幸福感對比圖



圖2： 2010-2013年不同性別受訪者的主觀幸福感圖

女性主觀幸福感仍明顯高於男性，今年兩者差距縮小，主要由於女性
主觀幸福感與去年持平，男性主觀幸福感則較往年明顯回升。



圖3： 2010-2013年不同年齡受訪者的主觀幸福感分佈圖

與過去三年比較，18-25歲的受訪者主觀幸福感持續上升，此外36-45歲以及56-
65歲受訪者主觀幸福感則有明顯回升；26-35歲以及56-65歲受訪者主觀幸福感
輕微上升。66歲以上受訪者主觀幸福感較為波動，與歷年該歲組受訪者人數均
較少有關。



圖4： 2010-2013年不同婚姻狀況受訪者的主觀幸福感分佈圖

對比過去三年調查結果，今年已婚受訪者主觀幸福感評分止跌回
升，恢復已婚受訪者主觀幸福感高於未婚受訪者狀態。



圖5： 2010-2013年有沒有子女受訪者的主觀幸福感分佈圖

雖然有子女受訪者的主觀幸福感較去年有所回升，而沒有子女的受訪者
主觀幸福感卻逐年上升，相信未來兩者差距會有可能縮小。這反映了在
目前澳門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日常生活成本和壓力亦隨之而增加。



圖6： 2010-2013年不同居住地區受訪者的主觀幸福感分佈圖



圖7： 2010-2013年不同教育程度受訪者的主觀幸福感分佈圖

初中以下教育程度受訪者的主觀幸福感出現下降，而其他教育程度受訪者的
主觀幸福感則出現上升。



圖8： 2010-2013年不同身份受訪者的主觀幸福感分佈圖

與去年調查結果基本相符，仍然是身為家庭主婦受訪者主觀幸福感最高(7.32)；今年
仍然是失業/待業人士主觀幸福感最低(6.36)，不過相比去年有較明顯上升；此外，
就業受訪者的平均評價連續兩年下降後略有回升。



圖9 2010-2013年不同行業受訪者的主觀幸福感分佈圖

最高幸福感的三個行業分別為：金融地產業、教育醫療及社會服務以及批發
零售業。其中金融地產業以及批發零售業受訪者連續兩年幸福感較高。從事
製造業受訪者的主觀幸福感下降明顯，由去年的7.89下降至6.73；



圖10 2010-2013年不同行業受訪者的主觀幸福感分佈圖

從事建築業等受訪者的主觀幸福感均稍有回升；教育醫療及社會服務業受
訪者幸福感回升明顯。



比較近三年變化，今年不同個人月收入受訪者主觀幸福感波動幅度
收窄，尤其是個人月收入為50,000澳門元以下受訪者，主觀幸福感

均在7分上下波動 。

圖11： 2010-2013年不同月收入受訪者的主觀幸福感分佈圖



四、澳門居民幸福感的影響因素四、澳門居民幸福感的影響因素
受訪者對生活不同方面的評價對其整體主觀幸福感有着不同的影響，
今年解釋力度最強的前三位因素依次是：個人經濟狀況滿意度、身體
健康狀況滿意度、居住環境滿意度。

受訪者
在生活不
同方面
平均評價
分佈表
(2013年)

項目
0分
代表

10分
代表

平均
得分

相關係數
Approx.

Sig.
個人經濟狀況滿意度 6.69 0.447 0.000
身體健康狀況滿意度 7.28 0.443 0.000
居住環境滿意度 5.79 0.432 0.000
目前工作滿意度 6.78 0.431 0.000
政府目前的整體施政滿意度 5.83 0.422 0.000
與家庭成員間的關係滿意度 7.73 0.418 0.000
治安環境滿意度 6.71 0.417 0.000
交通環境滿意度 4.98 0.403 0.000
就業環境滿意度 6.84 0.398 0.000
家庭經濟狀況滿意度 6.82 0.398 0.000
學習/教育環境滿意度 7.04 0.387 0.000
消費/生活物價滿意度 4.62 0.373 0.000
醫療服務滿意度 6.05 0.364 0.000
社交關係滿意度

非常
不满意

非常
满意

7.26 0.356 0.000



圖12 2011-2013年受訪者在生活不同方面平均評價分佈圖



五、澳門與香港居民幸福指數對比五、澳門與香港居民幸福指數對比

圖13：2005-2013年香港幸福指數變化圖



圖14：澳門與香港幸福指數對比圖



圖15：澳門與香港不同性別受訪者幸福指數對比圖



圖16：澳門與香港不同婚姻狀況受訪者幸福指數對比圖



圖17：澳門與香港不同教育程度受訪者幸福指數對比圖
香港2013大專以上數據暫缺



圖18：澳門與香港居民不同工作時數受訪者幸福指數對比圖

反映每周工作時數越長，幸福感就越低。



圖19：澳門與香港不同家庭月收入受訪者幸福指數對比圖



六、結論及相關建議六、結論及相關建議
2013年度本澳
居民的主觀幸
福感與 2012年
略有所回升，
但並不顯著。

從本次調查數
據能反映，導
致本澳居民幸
福感不高的原
因為：消費/生
活物價、交通
環境以及居住
環境。



1. 繼續積極拓寬貨源，平抑物價

• 著名的經濟學家凱恩斯曾經說過一句話：“通過連續的通貨膨脹
過程，政府可以秘密地、不為人知地沒收公民財富的一部分。用
這種辦法可以任意剝奪人民的財富，在使多數人貧窮的過程中，
卻使少數人暴富。＂ 另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弗裡德曼（Milton 

Friedman）也曾說過：惡性通貨膨脹對一個國家的損害比一場大規
模戰爭更加嚴重，它在摧毀一種現在體制方面比戰爭更有效。

• 針對澳門近年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特區政府應在商品進口成
本方面考慮，在保證進口商品質量與安全的前提下，繼續積極拓
寬貨源，減少商品供應鏈上的中間環節，以平抑物價，減輕居民
對生活的不安定感。此外，特區政府還可以考慮透過區域合作，
加強農業投資，建立農產品生產基地，進一步保證質量的同時，
還有機會可以降低成本。



2. 綜合治理交通 提升百姓出行幸福感

交通問題一直是影響澳門居民幸福感的首要因素之
一。高速的經濟增長以及常住人口的急劇膨脹使得
交通需求與交通供給的矛盾日益突出，在車多人多
的情況下，市民將大量的時間浪費在路上，居民出
行的時間成本明顯上升，幸福感持續下降。建議綜
合治理交通問題，道路修建必須加快，提高道路使
用效率，提升百姓出行幸福感。



3. 落實“澳人澳地＂政策 增加公共房屋的供給

•本澳在高速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居民的居住和生活空間日趨
收窄，而且房屋市場價格連年攀升，遠遠拋離一般居民的購
買力，不少居民連最低的置業門檻都跨不過，無法實現置業
安居“夢想＂，提升居民幸福感遙遙無期。

•由於澳門是一個微型經濟體，土地資源極為有限，以“澳人
澳地＂政策阻止投機炒賣，保障本地人住屋需求，而成了社
會普遍共識。我們建議，特區政府應更主動積極解決居民住
屋、置業和改善生活環境等需求。落實“澳人澳地＂政策，
繼續增加公共房屋的供給。



4. 完善人力資源政策

•關注及確保本地就業權益不受損。確確實實用好本地人才優先
原則，走出“外來的和尚會念經＂和“家花沒有野花香＂ 的誤
區。在選才、用才上“捨近求遠＂、“厚外薄內＂，只造成了
自有人才資源的浪費，幸福感自然下降；

•從過去四年的調查反映，每周工作時數越長，幸福感就越低。
我們建議，規範工作時間，防範工時過長；

•加強人力資源開發，增加向上流動的機會。



結結 語語

耶魯大學教授連恩（Robert E. Lane）是研究幸福的先驅者之一，他的研
究有一個重要啟發：雖然富裕的物質生活無法換來更多幸福，但拚經濟，
還是有必要。因為沒有經濟榮景，人們就沒有安全感，就會出現恐懼戰勝
幸福。今天的澳門社會越來越多元，人們的價值觀也是越來越多元的時
代，特區政府難以幫助人民決定什麼是幸福生活，但有義務保障不同的人
群，讓他們有能力去追求屬於他們的幸福人生。良好的政府應在發展經濟
滿足人們不斷增長的物質需求的同時，不忘促進民眾生活環境的改善與精
神愉悅度的提升。
幸福是人們對生活滿意程度的一種主觀感受，不過幸福指數是測量居民對
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滿意度，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重視並
利用好幸福指數，有利於促進經濟與社會和諧、科學發展。澳門居民幸福
感是建設和諧澳門的重要依託，是次對澳門居民幸福指數的跟進調查，幫
助我們瞭解澳門居民的主觀幸福感情況及其變化，較深入地探討了影響或
決定人們主觀幸福感的因素，為提高澳門居民幸福感提供了依據，期望能
為特區政府政策制定提供有益的參考。



謝謝各位！

歡迎提寶貴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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