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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是一个自由的经济体系，政府不直接干预各行各业的经营和发展，而是着力建设
和改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使澳门经济能得以持续稳定地发展。为了增强综合竞争能
力，澳门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促进劳动就业和整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谐与协调。政
府继续采取得力的措施，适度地发展多元化产业部门，以便形成互相依存，互相促进
的产业结构。与澳门的城市定位紧密相关，博彩业和旅游业成为澳门经济支柱产业，
这种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特征与劳动力市场运行存在着较大的关联。2007年1月29
日，笔者再次访问了澳门，并就此问题向澳门理工学院有关专家求教，对澳门劳动力
市场运行以及就业问题展开了探讨。  

   一、劳动力市场就业与失业   

澳门是一个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充裕的人力资源是劳动力市场供给的重要前提和基
础。19 96年，澳门总人口约为45万，1998年达48 .65万，2005年约为49万。就人口结
构看，中国居民占95%以上，城市人口占97%左右。澳门民众勤劳敬业，因此劳动力
参与率较高，通常维持在60%左右。在劳动力资源总量恒定的前提下，劳动力的供给
总量由劳动力参与率决定。劳动力供给总量变化，取决于总劳动力参与率的变化，因
而在澳门总人口中劳动力人口总量较大。2004年，澳门劳动力为22 .6万，其中就业人
口为21 . 5万，失业人口为1 .1万，失业率约为4 .9%。2006年，劳动力总数上升为28 .4
万，其中就业人口为27 .4万，失业人口为1万，失业率为3 .65%。1997年亚洲金融危
机后，澳门失业率一度保持在7%以上。与此相比，澳门目前的就业形势已经明显好
转。旅游业快速增长，博彩业开放以及吸引外来投资增加，是失业率下降的主要原
因。随着政府和私人投资大型项目的展开，澳门失业率将持续下降。  

从劳动力就业的产业结构看，90年代中后期，农业就业人口为0 .27万，占1 .38%；工
业就业人口为7 . 87万，占40 .61%；服务业就业人口为11 .23万，占58%。可见，澳门
服务业发展较快，就业人数最多。从就业劳动力的文化素质结构看，1997年劳动人口
中受教育程度的比例，小学占30 .4%，初中占33%，高中占15 .3%，受过专业教育的
占2 .2%，受过大学教育的占6 .6%，文盲半文盲占12 .5%。从劳动力就业的行业上看，
20 06年，就业增加的行业包括运输仓储业、通讯业、批发零售业、酒店业和饮食业
等，制造业和建筑业则相对滞后。经济发展对博彩业、酒店业、金融保险业等诸多行
业的带动作用较大。仅从博彩业看，2004年，在该行业就业的劳动力为2 126 4名。按
照职业分类观察，与博彩投注服务有直接联系的工种包括监币、兑换、赌场监场、巡
场、荷官、现金或电话投注员等劳动者共11637名；以赌场侍应生、角子机场服务
员、护卫及保安员、闭路电视监察员等为主的服务、销售及同类就业者达49 20名。博
彩行业就业份额较大成为澳门劳动力市场运行的特征之一。  

但是，失业始终成为劳动力市场运行难以避免的矛盾，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只是要
将失业的程度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避免失控而引发社会动荡。从劳动力失业的行
业结构上看，2 005年以来，澳门建筑业的失业有所改善，不动产及工商服务业、批发
及零售业、酒店及饮食业的失业持续缓解，促进了澳门劳动力市场需求，劳动力就业
有所改善，部分失业劳动力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尽管如此，劳动力市场仍有一批长
期失业者，原因在于失业者的技能与岗位技能需求难以适应。失业者相对集中于年龄
偏大及教育程度偏低劳动力群体，政府已经采取较为有效益的对策，通过技能等方面
的针对性培训，提升他们的就业竞争能力。  

澳门劳动力市场运行的特征之二是，女性劳动参与率呈持续稳定增长之势，女性劳动
者就业有所扩大，职业妇女比重上升，其社会地位得以提高。2002年，在2 0 .1万就业
人口中，女性劳动者占48%。她们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较为广泛，从专业、技术或辅
助专业到参政议政、医疗卫生、文化敎育、商业服务等各个领域都占有相当的比重。
其原因在于，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呈现上升趋势，高中毕业女生升大学的比例近八成，
年轻一代女性学历的提高，将增加她们在未来知识经济社会中的竞争力。但是，阻碍
澳门妇女就业的问题不容忽视，诸如女性整体教育程度偏低，特别是低学历、中年女
性失业率较高；新移民女性劳动者难以较快融入社会；在就业和晋升等方面对女性存
在某些限制等。因此，改善女性整体素质和就业公平仍然需要各界予以关注。  

   二、劳动力短缺与输入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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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劳动力市场运行的特征之三是，大量输入外地劳工，解决本地劳动供需矛盾问
题。从输入原因上看，随着澳门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转型，本地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矛盾
日益突出。特别是内地开放港澳游后，澳门博彩业、旅游业及相关的服务性行业出现
了繁荣，很多企业扩大经营规模，致使劳动力市场需求有所扩大，特别是对专业技术
性劳动力的需求，以配合各行各业的发展，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和竞争能力。从劳工政
策上看，政府输入外地劳工，前提是不能影响澳门本土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外地劳工
主要是补充性劳动力，弥补基层劳动力的不足，而不是竞争性或替代性劳动力，排挤
本地劳工的就业岗位，否则必然会影响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从实践上看，政府只允许
雇主在本地招工不足的情况下，合法输入外地劳工；雇主在输入外地劳工后，不能以
使用廉价劳动力为竞争手段，不正当解雇澳门本地劳工。因此，在基本保障本地劳动
力就业和合理工资水平不受侵害的基础上，特区政府大批引进外地劳工，特别是专业
技术劳工。从规模和行业上看，截至2006年7月，澳门输入外地劳工总量已达到5 .2
万。外地劳工遍及澳门各行各业。在澳门约4万名制造业劳动力中，外地劳工占了
40%，其中服装业超过35%，纺织业占了60%，其他制造业高达80%。在约700 0名酒
店业雇工中，外地劳工占35%，其中绝大多数从事非技术性基础劳动；在建筑业1 .20
万名劳动力中，外地劳工约占25%。从外地劳工来源上看，澳门外地劳工主要是来自
祖国大陆、菲律宾和泰国等地区。一般来说，祖国大陆劳动力多数在制造业或在服务
性行业就业。由于地缘和人缘关系，珠海对澳门输出劳动力较多，以便缓解本地就业
压力。珠海对澳门劳动力输出，主要集中于酒店业和建筑业。然而，菲律宾劳工以女
性劳动者为主体，她们主要是从事家庭帮佣、清洁工或在公司、银行和金铺等担任保
安护卫员。泰国劳工多数在浴室、酒吧或夜总会就业。从经济和社会影响上看，外地
劳工的大量输入，有助于缓解澳门基层劳动力不足的矛盾，改善产业的经营条件，增
强澳门的国际竞争力，业已产生积极的经济效益。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大量外地劳
工的存在，除了带来部分消极的社会影响之外，还在相当程度上侵害了本地非熟练劳
动者的就业权益，外地劳工过于频繁的流动扰乱劳动力市场秩序，对劳动力市场的运
行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三、就业培训与反就业歧视   

澳门劳动力市场运行的特征之四是，促进就业培训和规范就业的措施与政策较为得
力。澳门实施职业培训与发放津贴并行政策，既能保障失业者基本生活，又为他们再
就业创造条件，从而有利于澳门经济的长远发展。为了缩短劳动者技能的差距，澳门
劳工事务局、澳门工会联合总会共同推出“中壮年人士就业辅助培训计划”，旨在为
中壮年劳动者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机会，协助这一群体转业至职位空缺较多的行业。就
业辅助培训计划主要针对35岁或以上之中壮年劳动者，但并不局限于失业者，在职劳
动者同样可以参加培训。澳门存在结构性失业，政府扩大培训对象范围，旨在进一步
消除结构性失业。因为澳门部分企业开工不足，其劳动力面临转业，但这些劳动者人
到中年，技能低而难以转岗至高工资、高技术的新兴岗位实现再就业。为了解决中
年、低学历妇女再就业难问题，从1999年和2000年起，澳门妇联开展了“失业人士培
训课程”、佣工转业服务项目。数年来，虽然课程名额只有200多名，但报名者逾千
人，并且大部分都是中年、低学历妇女。与此同时，澳门鼓励企业雇用长期失业者，
政府向雇主提供相当数额的补贴或税收减免。  

在消除劳动力市场就业歧视、实现公平就业方面，澳门于1984年8月首次实施《劳工
法》，严格规范劳资关系，并且保障劳工应有的权益。澳门还制定了《就业政策及劳
工权利纲要法》、《劳资关系法律制度》，以及《保障男女劳工在就业上获平等之机
会及待遇》等法律。上述法律都对劳动者就业机会平等、禁止就业歧视有明文规定。
不仅如此，政府还通过实施多项国际劳工公约、国际人权公约，保障劳动者就业平等
权利，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歧视。这些公约包括：《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就
业政策公约》、《对男女工人同等价値的工作付予同等报酬公约》、《经济、社会、
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
视国际公约》等。对于就业歧视，不但澳门特区整体法律已赋予劳工足够的保障，而
且在监察方面政府也设有专职部门处理。如果雇主违反法律规定，政府有关部门肯定
要依法惩处，以确保就业公平和劳动力市场健康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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