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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樂施會提交予 

第六屆澳門行政長官參選人意見書 

2024年 8月 
 

1. 樂施會是一個國際扶貧發展機構，旨在推動民眾力量，消除貧窮。澳門樂施會於 2012

年 2 月成立，致力透過發展教育及扶貧發展項目，推動在澳門的基層發展工作。我們亦

關注本澳的勞工議題和福利政策，曾多次就相關政策向政府提交意見書，亦曾與社會工

作局領導層交流意見。近年，我們獲得教育及青年發展局的資助，在本澳學校進行多元

的教育活動，培育青年人成為世界公民；我們又與各地區組織和商店合作，以創新手法

推動食物援助計劃，支援基層社群的需要。 

 

以下為澳門樂施會（下稱樂施會）向第六屆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參選人提供的

意見書。 

 

現行最低工資水平不應低於 38.4元，並回復「一年一檢」做法 

 

2. 澳門特區政府早於 2016 年實施《物業管理業務的清潔及保安僱員的最低工資》（下

稱《物管最低工資》法案），並於 2020 年全面落實最低工資保障，樂施會對特區政府為

基層僱員帶來法律性的保障表示歡迎。然而，我們認為特區政府宜就工資水平及檢討年

期作出進一步的優化。在分析多年的社經數據後，我們認為現時的工資水平應調整為 38.4

澳門元（下同），這與現行政策下的 34元工資水平，相差約 12.9%。樂施會的分析如下： 

 

3. 特區政府第一份《物管最低工資》法案，工資水平訂於 30元。然而，當我們檢視 2014

年 1 月至 2024 年 1 月這十年間的消費物價指數水平1，便發現工資升幅明顯落後於通貨

膨脹，變相降低了基層僱員的應有購買力。根據統計暨普查局的資料顯示2，綜合消費物

價指數由 2014年 1月的 86.65，升至 2024年 5 月的 105.38，升幅為 21.62%，而佔基層

 
1 雖然《物業管理業務的清潔及保安僱員的最低工資》於 2016年才正式實施，但特區政府提交給立法會

的政策文件並獲得一般性通過的日期為 2014年 7月 1日，故此我們推論政府對物價的參考依據為 2014

年年初。政策文件見：https://www.al.gov.mo/uploads/lei/leis/2015/2015-07/parecer_cn.pdf（2024年

7月 18日登入） 
2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網址「時間序列資料庫」：https://www.dsec.gov.mo/zh-

MO/Statistic/Database（2024年 7月 18日登入） 

https://www.al.gov.mo/uploads/lei/leis/2015/2015-07/parecer_cn.pdf
https://www.dsec.gov.mo/zh-MO/Statistic/Database
https://www.dsec.gov.mo/zh-MO/Statistic/Database


 
2 

家庭開支最大的「食物及非酒精飲品類」的指數升幅更達 31.67%。然而，由《物管最低

工資》法案過渡至現在的《僱員的最低工資》法例，薪金水平只由 30 元調整至 34 元，

升幅只有 13.3%，而下次檢討並落實工資水平的改變，最快要等待到 2026年。 

 

事實上，樂施會早於 2014年 11月已向政府提交最低工資法案的意見書，並透過科學的

計算方法，包括考慮澳門的「贍養系數」及特區政府訂立的「最低維生指數」，提出工

資水平不應低於 33.6元3。若我們使用相同計算方法，最低工資不宜低於二人家團的最

低維生指數金額（現為 7,990元）。若以每日工作 8小時，每月工作 26日計算，最低工

資金額不應低於大約 38.4元（7,990元 ÷ 8小時 ÷ 26日 = 38.4元 ）。詳細計算方法請

參閱澳門樂施會相關研究4。 

 

4. 若我們進一步透過其他國家及香港的情況，分析澳門最低工資的水平，亦會得出工

資水平過低的結論。一個在國際上常見的方法，去了解最低工資是否訂在合理水平，是

計算最低工資（以月薪計算）與月收入中位數之間的差距。以歐盟國家為例，兩者差距介

乎於 0.39至 0.64之間（數值是以月數入的最低工資除以月收入中位數，數值愈細代表差

距愈大）5。至於澳門的水平則為 0.34（見下表），亦即是說，澳門最低工資與月收入中位

數的差距，低於歐盟國家。假若我們將澳門情況與香港相比（0.42），亦會發現澳門的最

低工資金額對基層僱員的保障程度並不足夠，特別是樂施會多年來的研究及分析，亦指

出香港的最低工資水平，遠低於基層工人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而澳門的水平更低

於香港超過五分之一（21.3%）。 

 

澳門及香港的月收入中位數及最低工資（已折算至澳門幣） 

地區 月收入中位數

（A） 

以月薪計算的最低工資6（B） 兩者差距（B / A） 

澳門 20,500元7 7,072元 0.34 

香港 20,630元8 8,582元 0.42 

 

 
3 相關意見書見：https://www.oxfam.org.hk/tc/f/what_we_do/1053/4810/MacauMWpositionpaper.pdf

（2024年 7月 18日登入） 
4 樂施會就《物業管理範疇的清潔及保安僱員的最低工資》法案的意見（2014年 11月）

https://www.oxfam.org.hk/tc/f/what_we_do/1053/4810/MacauMWpositionpaper.pdf（2024年 7月 18日登

入） 
5 數據引自“Eurostat”網站：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

explained/index.php/Minimum_wage_statistics#Minimum_wage_levels_in_relation_to_median_gross_earni
ngs（2024年 7月 18日登入） 
6 按政府最新提出的最低工資、每日工作 8小時，每月工作 26日去計算，並折算至澳門幣 
7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澳門就業調查第一季》：

https://www.dsec.gov.mo/getAttachment/fad2dac2-9607-4b20-828c-
e540a4c96df1/C_IE_PUB_2024_Q1.aspx（2024年 7月 18日登入） 
8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 – 2024年第一季》，換算率按 1香港元

兌換 1.0315澳門元：https://www.censtatd.gov.hk/tc/wbr.html?ecode=B10500012024QQ01&scode=200.

（2024年 7月 18日登入） 

https://www.oxfam.org.hk/tc/f/what_we_do/1053/4810/MacauMWpositionpaper.pdf
https://www.oxfam.org.hk/tc/f/what_we_do/1053/4810/MacauMWpositionpaper.pdf
https://www.oxfam.org.hk/tc/f/what_we_do/1053/4810/MacauMWpositionpaper.pdf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Minimum_wage_statistics#Minimum_wage_levels_in_relation_to_median_gross_earnings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Minimum_wage_statistics#Minimum_wage_levels_in_relation_to_median_gross_earnings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Minimum_wage_statistics#Minimum_wage_levels_in_relation_to_median_gross_earnings
https://www.dsec.gov.mo/getAttachment/fad2dac2-9607-4b20-828c-e540a4c96df1/C_IE_PUB_2024_Q1.aspx
https://www.dsec.gov.mo/getAttachment/fad2dac2-9607-4b20-828c-e540a4c96df1/C_IE_PUB_2024_Q1.aspx
https://www.censtatd.gov.hk/tc/wbr.html?ecode=B10500012024QQ01&scode=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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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從最低工資實施兩年多後的經驗所見，雖然法例訂明最低工資水平是「兩年一檢」，

但實際執行情況卻長達三年時間。以首個最低工資生效日期（即 2020年 11月 1日）起

計算，最低工資金額於法律生效後滿兩年才開始進行檢討，並於 2023 年 12 月才完成並

公佈修改法例，及於 2024年 1月 1日才正式生效。即使最低工資最後有所調升，但距離

首次生效日已超過三年。因此，假如最低工資仍然維持「兩年一檢」，這意味著下次檢討

日期最快要等待至 2026年年中，這對基層僱員及其家庭的生活保障必定會愈加不足。為

此，樂施會建議政府應回復 2016 年實施《物業管理業務的清潔及保安僱員的最低工資》

法案時最低工資「一年一檢」的做法，以確保基層僱員能每年都獲得薪金的調整，以維持

基本的購買力。此外，我們認為政府應盡量縮短法例及更新最低工資水平的待生效期。

按過往特區政府的施政日程，若行政長官在每年 11月宣讀施政報告時，同時公布最低工

資的新水平，並於翌年 1月 1日生效，將會是個十分理想的做法。 

 

6. 樂施會認為，所有僱員在付出勞力後，其所獲得的工資理應至少能讓其個人及家庭

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而在這個大前提下，我們建議政府在釐定及檢討工資水平時，應

提供一些客觀、具體及可量度的指標，同時應清楚列出最低工資水平如何由這些指標中

計算出來，讓公眾容易理解工資的釐定及檢討準則，提升施政透明度，這本身亦乎合特

區的施政理念9。 

 

取消公積金中的權益歸屬比例 

 

7. 現時，特區政府以非強制方式推行僱員公積金制度。然而，現行非強制性中央公積

金制度10設立權益歸屬比例，意思是當僱員轉職或離職時，可根據供款年期按比例取得僱

主供款的部分或全部累計款項。僱員的供款年期最少要有三年，方可獲得僱主供款部分

的 30%累算權益；權益歸屬比例按僱員供款年期遞增，僱員供款達十年或以上方可全數

獲得僱主供款。 

 

樂施會認為這種權益歸屬比例的設立對僱員並不公允。雖然這項措施的訂立原意是希望

僱主能借此挽留人才，要求僱員為同一僱主工作十年或以上才能獲得全數僱主供款，但

實際上卻等同剝削僱員的退休福利及限制僱員選擇職業的自由。如僱員在三年內轉換工

作，將不會得到任何僱主供款部份，對有付出的僱員並不公平。因此，樂施會建議特區政

府取消權益歸屬比例的做法。 

 

加強支援民間組織進行回收工作，並以相關物資支援基層家庭 

 

 
9 賀一誠，2023，《2024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頁 33，

https://www.gov.mo/zh-hant/wp-content/uploads/sites/4/2023/11/2024_policy_c.pdf（2024年 7月 18

日登入） 
10 澳門特別行政區第 7/2017號法律《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

（https://bo.io.gov.mo/bo/i/2017/25/lei07_cn.asp，於 2021年 10月 4日登入） 

https://www.gov.mo/zh-hant/wp-content/uploads/sites/4/2023/11/2024_policy_c.pdf
https://bo.io.gov.mo/bo/i/2017/25/lei07_c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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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國現為全球碳排放總量及增長量的第一大國11，但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早於

2016年簽訂了《巴黎氣候協定》，為減緩全球氣候變化出力。根據國家的《中國應對氣候

變化的政策與行動》白皮書12，中國提早三年落實了《巴黎氣候協定》的部份承諾（包括

碳強度的下降及森林積存量）13，並超額完成了向國際社會的減排承諾。更重要的是，為

配合《巴黎氣候協定》的最終承諾，國家於 2020年的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上由習近平

主席承諾，爭取於 2030年前達到峰值，並努力爭取 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14。可見，國家

十分重視全球氣候變化對人類及地球生態帶來的危機。 

 

澳門作為國家的一份子，亦正積極應對全球暖化問題。為履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

約》及《京都議定書》及配合國家編製《中國氣候變化國家信息通報》，特區政府已於 2015

年成立應對氣候變化跨部門專責小組，除了期望制定有效的減排行動，亦希望「把減緩

和適應氣候變化的工作推廣至私營機構和巿民大眾，讓全民參與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
15。 

 

然而，雖然近年來政府在環保及減排方面作出努力，但相關成果卻被經濟成長帶來的環

境成本所抵消。例如政府近年大力推動回收工作，包括開辦九個「環保加 FUN站」、十六

個流動回收車站點、以及於超過 780幢高層大廈開展「大廈分類回收好 EASY計劃」16，

但近十年的回收率卻沒有明顯變化，仍然處於 20%左右的水平。事實上，自澳門回歸以

來，社會及經濟蓬勃發展，人口增加、大量旅客到訪、旅遊博彩業及會展業發展迅速、居

民生活及消費水平大大提升。但同時亦令到固體廢物的產生量急遽增長。翻查《澳門環

境狀況報告 2023》17，澳門雖受疫情影響，令棄置的城市固體廢物量增長有所緩和，但數

字仍然偏高，人均城市固體廢物棄置量為每日 2.02公斤，明顯高於鄰近先進城市如香港、

北京及新加坡等。 

 

9. 事實上，本澳產生的城市固體廢物中，約三分一為有機物（2023年約為 32.9%）18，

主要是被棄置的食物。由於這些被棄置的食物被運送到焚化爐及在燃燒的過程中，會釋

 
11 世界銀行相關數據：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N.ATM.CO2E.KT?most_recent_value_desc=true

（2024年 7月 18日登入） 
12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21，「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10/27/content_5646697.htm（2024年 7月 18日登入） 
13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18，「中國已提前三年落實「巴黎協定」部分承諾」

http://www.gov.cn/xinwen/2018-11/27/content_5343609.htm?_zbs_baidu_bk（2024年 7月 18日登入） 
14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20，「習近平：中國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將說到做到」

http://www.gov.cn/xinwen/2020-11/17/content_5562102.htm（2024年 7月 18日登入） 
15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2015，「本澳成立氣候變化跨部門專責小組」https://www.gov.mo/zh-

hant/news/144908/（2024年 7月 18日登入） 
16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環境保護局，https://www.dspa.gov.mo/ecofunweb/1station.aspx（2024年 7月 18

日登入） 
17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環境保護局，《澳門環境狀況報告 2023》(2024年 6月)。

https://www.dspa.gov.mo/Publications/StateReport/2023/2023_tc.pdf（2024年 7月 18日登入） 
18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環境保護局，《澳門環境狀況報告 2023》(2024年 6月)。

https://www.dspa.gov.mo/Publications/StateReport/2023/2023_tc.pdf（2024年 7月 18日登入）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N.ATM.CO2E.KT?most_recent_value_desc=true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N.ATM.CO2E.KT?most_recent_value_desc=true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10/27/content_5646697.htm
http://www.gov.cn/xinwen/2018-11/27/content_5343609.htm?_zbs_baidu_bk
http://www.gov.cn/xinwen/2020-11/17/content_5562102.htm
https://www.gov.mo/zh-hant/news/144908/
https://www.gov.mo/zh-hant/news/144908/
https://www.dspa.gov.mo/ecofunweb/1station.aspx
https://www.dspa.gov.mo/Publications/StateReport/2023/2023_tc.pdf
https://www.dspa.gov.mo/Publications/StateReport/2023/2023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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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大量溫室氣體，所以減少食物浪費，實際上是為全球氣候變化出一分力。另一方面，現

時被棄置的食物當中，不少是一些外貌稍遜但仍可食用之物。因此，假若我們能回收這

些食物，並派發予有需要的人士，不但能減少浪費和緩減氣候變化，而且更能有效地運

用剩餘資源，去幫助有需要人士。 

 

10. 有見及此，澳門樂施會自 2016年開始，分別與地區社福機構「救世軍喜樂家庭綜合

服務中心」、「鮑思高青年服務網絡」（鮑青網）及「澳門宣道堂慈善會」（宣道堂）合作，

於祐漢區、下環區、台山區、高士德區推行「剩菜回收計劃」，每週二至三次於當區的街

市及附近商店、檔販回收賣剩但狀況良好的蔬菜，甚或是乾貨類剩食，並分發予區內有

需要家庭。經過多年努力，剩菜回收計劃獲得社區各持份者的認同和大力支持，故我們

決定持續進行和擴展該計劃。截至 2023年底，所有剩食計劃已獲得超過 120個商戶菜販

支持，共回收及分發了逾 21萬公斤剩菜，受惠人次達 22萬。 

 

11. 除了剩食回收及分發工作外，樂施會亦於 2022年開始另一項回收先導計劃，與民間

組織及回收企業合作，完善紙皮回收工作系統。當中包括聯繫超市及商戶等優化與紙皮

回收人士（主要為婦女）的聯絡方式，協助進行紙皮乾淨回收；設立恆常回收路線，派專

車與這些紙皮收回人士交收紙皮；透過「車換車」及「紙皮暫存點」等措施便利回收人士

的工作等。我們亦與民間組織推動商業回收，持續向各大會展統籌組織進行遊說，在商

品博覽會及展銷會等活動場所內，設立完善的紙皮回收系統。項目發展至今近一年半的

時間，共進行了超過 1,400次紙皮回收，連繫了 50家商戶及會展商，並回收近 50萬公斤

的紙皮，成效顯著。 

 

12. 我們上述提及過的先導項目，是有幸得到各協作夥伴、地區組織及持份者的大力支持，

才能獲得較理想的成果，並總結出有效的項目管理和執行系統。總括而言，這些先導項

目包含三重意義：在環保層面上，項目有助減少地球資源浪費，長遠緩減全球暖化問題；

在扶貧層面上，部份回收的資源，例如剩食和剩菜可以直接幫助到社區內有需要的家庭，

減輕他們的生活開支；在社區層面上，項目有效地連結了商戶（如街市檔販、食品企業、

大型超市等）、地區組織及弱勢家庭（尤其是當中的中老年婦女），強化社區互助網絡和

鄰里關係。 

 

13. 過去幾年，澳門特區政府在緩減全球暖化方面，確實取得一些進展，例如推行廚餘

減量回收工作、開展膠袋收費的立法工作及增設不同類型的回收系統等，但就剩菜和剩

食回收方面的工作，卻似乎仍處於探索階段。澳門樂施會經過多年的探索和實地試行，

以及與其他地區組織的互相協作，對於在社區推行回收工作並如何進行有效分發，已有

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掌握，因此我們在剩食回收及分發的工作，有以下延伸性的建議： 

 

14. 特區政府未來應支援民間組織拓展這類「環保與扶貧結合」的政策。短期內，政府可

考慮與民間團體合作，向其他街市及商戶推出剩食回收計劃；同時考慮在俗稱「食物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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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短期食物補助服務上，加入剩食及剩菜的元素。中長期方面，特區政府可借鑑香港

相關經驗，支援民間團體租用工廈及購置器材，去拓展剩食及剩菜項目，例如，讓團體具

備能力將剩食烹煮為飯盒，令有需要人士得到更便捷的支援。 

 

進一步連結世界公民教育及「品德與公民」課程 

 

15. 澳門樂施會於 2014年開展世界公民教育工作，以多元體驗式（如戲劇教育、社區探

索）的學習過程，讓參加者學習全球貧窮議題以及深入了解本地弱勢社群的處境。同時，

我們亦與不同的中學合辦「樂施行動組」，每年組織約 100名學員，持續地參與社區服務。

截至 2023年 12月底，我們與夥伴團體舉辦了超過 2,100場教育工作坊，逾 86,200人次

參與，並與「樂施行動組」成員一起，服務逾 180個本澳弱勢家庭（戶次）。 

 

16. 樂施會的世界公民教育理念，是培育年青人成為「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的世界公

民，積極參與社區事務。我們推動年青人以開放的心態與目光，了解包括國家及香港在

內的各地區先進的社會服務手法，並於本土社區予以實施，服務有需要人士。歷年來樂

施會的教育工作幸得各界認同、支持和參與，我們近年屢次獲教育及青年發展局資助，

舉辦超過 100場教育活動，包括生命教育分享會、教師培訓等，超過 45所澳門中小學和

逾 10,000名學生參與。 

 

17. 為此，樂施會認為在未來，特區政府應將世界公民教育元素，在課程及教師培訓方

面，逐步與「品德與公民」上的教育工作及基本學力要求19相連結。 

 

更有效地支援基層家庭的個別化需要 

 

18. 受惠於特區政府較全面的社會福利政策，與鄰近地區比較，澳門貧窮問題不算嚴重。

例如，從下表可見，正在領取經濟援助的人數近年呈下降趨勢；在貧富懸殊問題方面，澳

門的堅尼系數由回歸初期（2002/2003年）的 0.45，下降至 2017/2018年的 0.3620（堅尼

系數為量度貧富懸殊的指標，數值介乎於 0 和 1 之間，數字愈大，表示貧富懸殊情況愈

嚴重）。參考香港相關數字為 0.539，以及國際間一般以 0.4作為警戒線的做法，澳門的貧

富懸殊問題並不算嚴重。 

 

正在領取「經濟援助」的人數21： 

 
19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基本學力要求」，

https://portal.dsedj.gov.mo/webdsejspace/site/ddca/index.jsp?con=requirements（2024年 7月 18日登入） 
20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2017/2018年住戶收支調查結果》，

https://www.gov.mo/en/news/110822/ （2024年 7月 18日登入） 
21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工作局，《工作報告》（2015年至 2022年），

https://www.ias.gov.mo/ch/publications-statistics/publications-research/annual-report（2024年 7月 18

日登入） 

https://portal.dsedj.gov.mo/webdsejspace/site/ddca/index.jsp?con=requirements
https://www.gov.mo/en/news/110822/
https://www.ias.gov.mo/ch/publications-statistics/publications-research/annual-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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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家庭數目 人數 

2015 4,637 7,598 

2016 4,456 -- 

2017 4,118 -- 

2018 3,827 -- 

2019 3,594 5,502 

2020 3,364 5,127 

2021 3,079 4,683 

2022 2,898 4,474 

 

19. 然而，經過多年在澳門的扶貧工作所獲得的數據和經驗，我們發現部份基層家庭由於

缺乏精準的支援，其家庭成員難以脫離現時較困難的處境，或獲得發展的機會。因此，我

們建議特區政府可以在以下三個範疇，作更深入的研究，了解及有效地支援基層家庭的

個別需要。當中包括 1）優化《照顧者津貼制度》；2）關注基層有特殊教育需要（自閉症

患者）的就業支援問題；3）研究增設在職家庭補助的可行性。 

 

1）優化《照顧者津貼制度》 

 

20. 為應對人口快速老齡化的問題，澳門政府於 2016年發表了《澳門特別行政區養老保

障機制及 2016 至 2025 年長者服務十年行動計劃》22，當中包括四大範疇（醫社服務、

權益保障、社會參與及生活環境）及其下十四個次範疇。其中在「醫社服務」範疇下的一

個次範疇：「復康與長期照顧」中提及，政府會在中期階段，開展為缺乏經濟條件的家庭

提供護老者津貼的可行性研究。此外，特區政府在同年亦進行了《2016-2025年康復服務

十年規劃》23，中期目標提出「研究設立照顧者津貼，支持家庭照顧」。 

 

21. 及至 2020年，特區政府宣佈實施《2022至 2023年照顧者津貼先導計劃》，並於 2023

年 12月轉為恆常性措施（下稱《照津》）。根據《照津》，經社會工作局評估，重度智力殘

疾、自閉症、肢體殘疾及長期卧床人士若有同住家庭成員為其提供照顧，便可申請照顧

者津貼，而《照津》受惠者可同時領取經濟援助、殘疾津貼及社會融和計劃（即為三類弱

勢家庭：單親、殘疾人士和長期病患者家團提供補助）。可見，與鄰近地區的政策相比，

澳門特區政府在支援社會弱勢人士有更全面的福利及支援政策，承擔亦更多，樂施會對

此表示肯定。然而，我們認為《照津》在現時較全面的支援下，仍可以進一步作出優化。

事實上，自 2020年推行先導計劃至今，《照津》的金額一直沒有作出調整，並維持在 2,175

澳門元的水平。因此，我們建議特區政府應每隔一段合理的時間，就《照津》的金額進行

 
22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工作局，《澳門特別行政區養老保障機制及 2016 至 2025年長者服務十年行

動計劃》(2016年 4月)。http://www.ageing.ias.gov.mo/uploads/file/20160408e.pdf，頁 25（2024年 7

月 18日登入） 
23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2016-2025年康復服務十年規劃》(2016年 10月)。https://www.ias.gov.mo/wp-

content/themes/ias/tw/download/leaflet_cwz.pdf，頁 6（2024年 7月 18日登入） 

http://www.ageing.ias.gov.mo/uploads/file/20160408e.pdf
https://www.ias.gov.mo/wp-content/themes/ias/tw/download/leaflet_cwz.pdf
https://www.ias.gov.mo/wp-content/themes/ias/tw/download/leaflet_cwz.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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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例如每兩年檢視一次），並以「消費物價指數」作為調整的其中一項參考數據。 

 

2）關注基層有特殊教育需要（自閉症患者）的就業支援問題 

 

22. 根據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的資料，2021-22學年有特殊教育需要（Special Education 

Needs, SEN）的學生佔整體學生的 3.7%，當中的融合生有 2,244人（佔 71.1%），包括有

自閉症類群障礙的學生。隨著社會大眾對特殊教育需要的認識有所增加及評估能力的提

升，在過去 15 年間融合生的比例增加了 11倍24。對於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基層學童及其

家庭來說，特區政府的相關支援和配套措施尚算能應付現時的需求，但就那些已從學校

畢業的自閉症患者的就業支援不足問題，卻受到不少家長所關注。 

 

23. 根據樂施會的夥伴團體及一些社會服務機構所反映，社會工作局為畢業後的自閉症

患者專設的就業崗位工作已飽和，對於這些正在待業的自閉症患者而言，等待社會工作

局安排工作機會的時間十分漫長。此外，雖然澳門特區政府對殘疾僱員有工作收入補貼

計劃，同時會對聘請殘疾僱員的企業實施稅收優惠政策。但殘疾僱員並不跟隨最低工資

的規定，該補貼計劃最多補貼至普通僱員最低工資的標準。長遠來說，SEN青年／自閉症

人士更容易跌入在職貧窮的情況。 

 

24. 就業是青少年由完成正規教育，踏出校園後步入社會的一個重要階段，對 SEN 青年

／患有自閉症的青少年來說，要找到合適的工作及融入職場所面對的困難和挑戰，往往

較一般的青少年為大。為此，我們建議政府增加資源，開拓更多就業支援計劃，協助這些

有特殊需要的青少年就業，讓他們發揮才能，自力更生，包括資助在這方面有承擔且有

經驗的社會服務機構和社會企業等，推行相關的就業支援計劃，透過培訓及實習，讓他

們學習職場所需的思維方式、技術、行為表現及專業技能，增加他們投入正式就業市場

的資本。 

 

3）研究增設在職家庭補助的可行性 

 

25. 現時澳門政府提供予陷入經濟貧乏狀況的個人及家團的社會援助包括：「一般援助

金」、「偶發性援助金」和「三類弱勢家庭特別援助金」，其申請資格一般是家庭要處於經

濟貧乏狀況，即家庭總收入低於最低維生指數。然而，對於一些在職但處於低收入的家

庭而言，他們未必能符合這些援助計劃的申請資格。以一個三人家庭為例，假如只有一

名家庭成員出外工作以供養其餘 2 名成員，只要他的工資略高於現時的最低維生指數澳

門幣 11,020元，這個家庭便不能符合以上的援助計劃的申請資格。 

 

 
24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澳門特殊教育簡介》，

https://www.dsedj.gov.mo/capee/cappee08/se/macau_specedu_intro_20211201.pptx；力報，《融合生人數有

上升趨勢，教青局正構建輔導資訊平台》（2022年 5月 31日）。

https://www.exmoo.com/article/199920.html 

https://www.dsedj.gov.mo/capee/cappee08/se/macau_specedu_intro_20211201.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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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為了鼓勵低收入家庭成員持續就業，自力更生、紓緩跨代貧窮，我們建議澳門特區

政府可參考香港政府於 2016年推出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25計劃（並於 2018年 4月

1 日易名為「在職家庭津貼」計劃），並研究增設「在職家庭補助」的可行性。事實上，

香港特區政府在正式推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之前，香港樂施會已經進行了幾

項相關的研究，而政府在政策公布前亦諮詢過樂施會的意見，最後更採納了我們其中的

一些建議。因此，如有需要，我們很樂意為澳門政府提供這方面的意見。 

 

發展「樂施競跑旅遊塔」成為澳門旅遊體育的重要盛事 

 

27. 澳門特區政府《2024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明確提出：「打造藝文體育品牌盛事，持

續舉辦更多高水平的大型體育活動，打造具澳門特色的體育品牌賽事。推動體育、文化、

旅遊等產業聯動發展，建設『演藝之都』、『體育之城』。」26 

 

28. 自 2014年起，樂施會每年在澳門最具代表性地標之一的澳門旅遊塔，主辦「樂施競

跑旅遊塔」活動，旨在鼓勵參加者推廣健康生活、關懷社群，並將運動與公益的精神傳遞

給運動愛好者，與樂施會一起幫助世界各地的貧窮人自力更生，改善生活，惠澤社群。這

項體育籌款活動吸引了來自本地、國內及海外的跑者參與，多年來獲得了眾多夥伴的支

持，其中包括曾擔任協辦單位的澳門田徑總會。活動至今已累積超過 2,400名參與者，並

成功籌得 330萬澳門元。 

  

29. 樂施會致力於將「樂施競跑旅遊塔」發展成為澳門旅遊體育的重要盛事，從一個本地

活動發展成為世界認證的國際垂直馬拉松賽事 -- 自 2023 年起成為垂直馬拉松世界協會

（TWA）120積分賽事。2023年為活動十周年，活動廣邀海外精英跑手到來參與盛事，吸

引了來自新加坡、日本、澳洲、意大利、西班牙、斯洛伐克等國的國際跑手參加，海外參

賽者佔參加者總數的 23%。我們更榮幸地獲得旅遊局參與擔任支持單位，並透過局方海

外代表處及官方宣傳平台進行宣傳推廣，吸引海外跑者及嘉賓參與。 

 

30. 今年我們將繼續舉辦「樂施競跑旅遊塔」，期望持續獲得特區政府及各官方單位的持

續支持和參與，令活動得以逐年壯大，一同將活動打造成澳門重要的體育盛事之一。 

 

完 

 
25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https://www.wfsfaa.gov.hk/wfao/tc/index.htm（2024年 7

月 18日登入） 
26 澳門特區政府《2024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https://www.gov.mo/zh-hant/wp-

content/uploads/sites/4/2023/11/2024_policy_c.pdf（2024年 7月 18日登入） 

https://www.wfsfaa.gov.hk/wfao/tc/index.htm
https://www.gov.mo/zh-hant/wp-content/uploads/sites/4/2023/11/2024_policy_c.pdf
https://www.gov.mo/zh-hant/wp-content/uploads/sites/4/2023/11/2024_policy_c.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