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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青年政策（2012-2020）》總結評估報告 

摘要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以下簡稱“特區政府”）一直秉承“凝聚社會力量，

推動青年全人發展”的理念，營造優質的青年發展環境，讓青年的優勢及潛能得

以發揮，並掌握和實踐自身的權利、義務和責任。特區政府以《澳門青年全人發

展策略》所制定的十五個領域為基礎，制定了《澳門青年政策（2012－2020）》

（以下簡稱“青年政策”）。“青年政策”自公佈以來，特區政府與全社會圍繞

各“青年政策”方向，積極開展和推進各項青年工作，致力為澳門青年的發展提

供有利條件。為檢視“青年政策”之全期執行情況，教育及青年發展局（以下簡

稱“教青局”）委託澳門科技大學研究團隊開展相關檢視工作，對推行“青年政

策”進行綜合評價。 

是次總結報告在 2016年所作的中期評估基礎上，進一步對“青年政策”作

出總結評估。本報告結合前期成果，並涵蓋第二個政策推行週期，即 2016－2020 

年的最新數據，以形成全面的成果檢視。  

報告首先對特區政府在“青年政策”執行期間的資源投入進行檢視，以瞭

解特區政府在相關方面的投入與執行狀況。同時，搜集及分析來自“澳門青年指

標”資料庫的數據和相關統計數據等，以檢視在“青年政策”執行期間青年的

發展情況。此外，透過意見調查問卷向青年事務委員會、“青年政策”跨部門跟

進小組及教青局內部相關單位收集意見，並作整理與分析；同時，通過訪談，搜

集相關政府部門、青年社團、不同機構及團體、教育界、社會各界人士和專家學

者等對於現有“青年政策”的評價，在共同評估政策成效的基礎上，再根據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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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發展的環境與趨勢提出“新一輪青年政策”之建議。 

報告主要研究結果如下： 

首先，在制度建設及資源投放層面，滿足了“青年政策”人才培養目標的切

實需要，特區政府一方面不斷完善與青年工作相關的制度建設；另一方面合理投

放資源，大力支持學校、社團組織及舉辦教育、健康、文化、優勢及潛能、社會

融入與社會參與、創業等涉及青年發展範疇的項目，尤其是建設活動空間設施和

打造資訊渠道等。 

同時，特區政府落實各項行動計劃，於 2014年成立了“青年政策”跨部門

跟進小組，各小組成員積極推行及落實“行動計劃”。行動計劃由最初僅教青局

推行的約 60個項目，至 2020年已增加至由 12個小組部門推行的 356個項目，

內容涵蓋了五司範疇的青年工作。從所開展的各項計劃來看，覆蓋群體廣泛，不

僅針對青年本身，同時也有針對學校、社區和家庭層面設計。活動種類非常豐富，

包括資訊類講座、培訓類課程、文藝演出、交流參觀、比賽、夏令營及各種場館

資助、資金資助等，參與人數眾多且活動緊跟發展趨勢。在“青年政策”跨部門

跟進小組各成員的充分配合及推動下，行動計劃的執行率為 95.7%，成效理想。 

第二，通過結合 2012、2014、2016、2018年共四期“澳門青年指標社會調

查”以及部分政府部門的統計數據，進行綜合分析。從數據來看，“青年政策”

執行期間，本澳青年參與社會和義務工作的意願持續增強；對社會狀況的滿意度

較高；身心狀況良好，偏差行為較少；且有很強的家庭觀念，尊重父母，家庭和

諧；有良好的生活習慣與積極的價值觀；關注環保。同時數據也展現出特區政府

重視教育與培訓的良好成效，青年對外出交流活動產生濃厚的興趣，積極融入區

域。但數據也顯示一些方面有待優化，如應持續提升青年參與社會的深度與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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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繼續協助青年完善生涯規劃，促進多元發展、提升核心競爭力、促進青年向上

發展。 

第三，通過訪談和發放意見調查問卷，收集了不同持份者的意見，歸納總結

了社會各界對青年政策執行情況的評估意見。受訪者普遍認為青年政策願景全

面、目標清晰，整體上受到了各界的肯定；社會各界認為各覆蓋領域與各國或地

區政策方向基本一致，既符合國際標準，又具有澳門本土特色；在具體執行過程

中，各部門緊密配合，有效投放資源，切實執行各項活動，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政策重視教育對提升青年能力的作用；同時也有效結合家庭力量共同致力於青

年發展。然而，也有受訪者提出了幾點有待優化之處，如：青年活動及項目的深

度需要加強；覆蓋人群需要拓展；提升跨部門合作層次；宣傳、溝通與發聲渠道

及方式需更貼合青年；應協助青年加強生涯規劃；年齡範圍有待進一步討論等。  

總體而言，“青年政策”施行至今，已取得諸多成效，為澳門未來的發展奠

定了良好的基礎。根據青年政策的評估結果、政策與環境分析和所搜集的社會各

界對於未來青年政策的建議，在現行青年工作的基礎上，對未來的青年政策提出

以下建議。 

第一，關於青年年齡的界定問題，基於人口老齡化、人的平均預期壽命延長、

平均受教育年限延長、就業起點年齡的普遍提高等因素，以及考慮到青年政策年

齡界定的青年群體規模要保持適度，本地青年政策應與國家青年政策和粵港澳

大灣區的青年政策相銜接等因素，澳門的青年政策覆蓋年齡段有擴展的空間，建

議把澳門青年的年齡範圍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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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未來青年政策的方向與範疇上，建議應增強青年家國情懷的培養，

進一步提高澳門青年的身心健康，持續重視家庭及社會和睦氛圍、減少偏差行為，

協助青年提升競爭力，促進青年參與社會。 

第三，在未來青年工作展開和資源整合方面，建議提高資源整合性和參與者

的覆蓋面，拓展活動的意義與主題，加大宣傳、溝通渠道和內容形式多元化，且

應適當調整青年指標以更好地檢視政策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