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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 要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對全球社會和經濟民生造成巨大而深遠的影

響，全球旅遊業更首當其衝。作為一個高度依賴旅遊業的微型經濟體，

澳門本地經濟難免受到疫情衝擊。鑑於其他產業難以在短中期內補位，

澳門經濟復甦仍需依靠綜合旅遊業。當前，全球旅遊業進入了全新階段，

因此澳門綜合旅遊更要加快調整與改變發展策略。

在對本澳及外地綜合旅遊發展趨勢，以及本澳的情況進行較為全面

分析的基礎上，本研究報告在優化升級非博彩旅遊、確保博彩旅遊健康

持續和澳琴旅遊合作發展等三方面提出一系列發展策略及超過 90 條具

體措施建議。

首先，本研究報告認為，在澳門“二五”規劃時期，全球綜合旅遊

仍受新冠疫情影響，其發展有着與之前明顯不同的趨勢，其中：從全球

來看，安全將成為旅客最看重的因素；從中國內地來看，高端和國外綜

合旅遊的需求會快速提升；從粵港澳大灣區來看，綜合旅遊將出現融合

和創新發展的趨勢；從全球博彩業來看，博彩參與情況會存在較明顯的

差異和波動。

在分析全球綜合旅遊發展趨勢後，本研究對澳門綜合旅遊業情況進

行了較為詳細的分析，認為在“二五”規劃時期，綜合旅遊的主要特點

是對內地旅客的依賴性更強，且與內地疫情發展和政策變動緊密聯動。

然而，需要強調的是，澳門綜合旅遊在整體經濟中的主體地位中短期內

難以改變，但危中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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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本研究報告對澳門綜合旅遊面對的主要問題進行了較為全面

的梳理和分析，認為在非博彩旅遊方面的主要問題包括： 1 復甦態勢穩

定性有待提升，尤其是疫情不確定性持續和內地政策變動的影響； 2 業

態急需創新，特別是急需解決過度依賴博彩業和未能配合時代革新等問

題；競爭力有待提高，最須處理的是原有模式受到衝擊後的應對，以及

政策比較優勢削弱帶來新的問題； 3 與鄰近區域的聯動不足。而在博彩

旅遊方面： 1 發展韌性受到考驗； 2 行業整體經營下滑； 3 內部收入結

構發生變化，尤其是貴賓廳業務大不如前； 4 就業情況和從業員心理健

康須關注； 5 內地訪澳旅客結構和消費方式發生變化的影響； 6 內地修

改打擊賭博法律法規對博彩業環境的影響； 7 周邊國家或地區的影響。

在上述基礎上，本報告提出了澳門“二五”規劃時期，綜合旅遊發

展策略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總體上，澳門綜合旅遊必須服務於豐富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內涵的總

體要求，盡快有效地實施“旅遊＋”策略，以推動綜合旅遊業優化升級；

也應確保博彩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以鞏固綜合旅遊業的競爭優勢；更

應把握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尤其是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機遇，加快和

加深包括澳琴旅遊在內的區域旅遊發展。具體地：

第一，澳門的非博彩旅遊要優化升級

參照多個著名旅遊目的地的相關發展經驗，課題組建議，可以商 

務 / 會展旅遊、大健康旅遊和體育旅遊等方面作為“旅遊＋”發展的重

點。具體措施建議概述為：

在“旅遊＋會展 / 商務”方面： 1 推廣“旅遊＋會展”的商務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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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形象； 2 開拓專業性品牌展會和產業主題展會； 3 引流商務旅客至

社區旅遊消費； 4 加強會展業與其它產業的聯動吸引商務旅客； 5 與灣

區城市聯動發展商務會展旅遊。

在“旅遊＋文創方面： 1 推廣以文物、史蹟、歷史街區等為代表的

歷史文化旅遊； 2 打造以特色節慶、宗教節日、居民習俗等為代表的特

色文化旅遊； 3 開拓以旅遊演藝、文化藝術、旅遊文創為代表的現代文

化旅遊； 4 發展以“創意城市美食之都”為品牌的美食文化旅遊； 5 促

進影視旅遊形成和發展。

在“旅遊＋大健康”方面： 1 拓展健康旅遊新業態以增加澳門本地

旅遊元素； 2 以澳琴旅遊業融合拓展“旅遊＋大健康”； 3 強化中醫藥

科技產業園在“旅遊＋大健康”中的角色和作用。

在“旅遊＋體育”方面： 1 打造安全健康的“體育特色休閒城市”；

2 採用全年體育賽事組合策略吸引多元旅客； 3 以更多元化賽事吸引多

元旅客； 4 政、企、民合力推動“旅遊＋體育”發展； 5 聯合大灣區城

市共同推動“旅遊＋體育”發展； 6 利用“一平台”定位推動“旅遊＋

體育”發展，考慮舉辦揉合中葡文化交流、拉丁文化、足球文化元素的

節慶式體育文化交流盛事。

第二，澳門博彩旅遊要健康可持續發展

基於對全球和澳門博彩業形勢分析，以及對未來趨勢的判斷，課題

組提出確保澳門博彩業健康持續的具體措施主要為：

首先，博彩旅遊要結合“一中心”內涵豐富來發展，尤其是要盡

快確立“以中場業務為中心”的方向，完善貴賓廳監管的法律法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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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博彩業目標客戶管理，配合特區新興產業發展所需，強化“博彩＋會

展”、加強“博彩＋文創”和探索“博彩＋體育”。

其次，要堅定博彩旅遊持續健康發展的信心，適時檢討和推出更具

針對性的博彩從業員就業支援措施，做好博彩經營權重新競投的工作，

考慮批出 6 個博彩經營牌照，以及“10 ＋ 5”年的專營權期限，慎重處

理過程中可能引起市場不必要揣測等問題。

再者，要配合國家安全的新要求，促使博彩企業負上更大社會責任，

考慮在日後在專營合約內針對舉辦“旅遊＋”活動、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等方面設立指標。

最後，博彩企業應推動“博彩＋科技”發展，增加旅客博彩休閒體

驗，以科技手段聯合推動社區旅遊，逐步在更多街區引入科技旅遊新場

景，結合政府智慧城市政策，引導旅客到區內消費，協助中小企業升級

轉型。

第三，要以澳琴旅遊作為切入點深化區域旅遊發展

在澳門“二五”規劃時期，粵澳旅遊合作需要兩地主管部門以及市

場主體逐步尋找到共同利益支點與更大的合作空間，在共商共建共享的

基礎上，從分割式競爭向共贏式競合轉變。具體可包括：

首先，應整合澳琴旅遊資源，鼓勵業界推出各類型的“一程多站”

式創新旅遊產品，探索開發創新“海島遊”產品，推動粵港澳遊艇自由

行，探索共建“影視旅遊城”項目，加強旅遊統計合作，找出澳琴所服

務的共同目標旅客。

其次，應共建澳琴旅遊品牌，加強澳琴品牌內容跨界融合創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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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針對國際或內地長途旅客市場的聯合推廣宣傳。

再次，以科技手段促進澳琴旅遊，共享兩地旅遊大數據，為出入境

旅客提供更多的旅遊與交通資訊，以及考慮共同推出吸引旅客暢遊兩地

的旅遊電子消費券。

更重要的是，應創新改革旅遊合作制度，落實粵港澳文旅合作，盡

快制定具體的區域旅遊發展規劃，鼓勵澳門的休閒旅遊企業，開拓深合

區的旅遊投資項目開拓商機，積極向中央爭取以深合區為試點，適度調

整內地旅客赴澳門的旅遊簽注政策，並為來訪澳門的旅客經珠海到大灣

區其他城市自駕旅遊創設條件。

綜合旅遊的升級轉型必然經歷陣痛期，特區政府和業界需逆境思

變，因應形勢調整產業政策和經營策略，主動開發創新性旅遊產品和服

務，增強對旅客的吸引力和體驗價值，實現穩定和新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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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第一章  引言

一、研究背景

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以下簡稱“新冠

疫情”）對全球社會和經濟民生造成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全球旅遊業在

疫情中更是首當其衝。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UNWTO）的“世界旅遊晴

雨錶”（Tourism Data Dashboard）數據顯示，2020 年全球國際旅客人

數全年下降了73%。1 而據UNWTO的2021年至2024年擴展情景分析預測，

國際旅遊可能需要兩年半到四年的時間才能恢復到 2019 年的水平。然

而，目前全球疫情發展仍存在眾多不確定因素，包括病毒不斷變種、發

展中國家疫苗供應不足、各國採取的防疫策略不一致等，愈來愈多專家

估計疫情或長期存在，全球旅遊市場恢復週期可能不斷的延長。2

澳門的情況也不例外，雖然特區政府快速啟動重大公共衛生防控

機制，至今保持零死亡、零社區感染和零醫護人員感染的抗疫成果，但

澳門作為一個高度依賴旅遊業的微型經濟體，本地經濟難免受到疫情衝

擊。作為澳門綜合旅遊業重要組成部分的博彩業，隨入境旅客大幅減少

受到沉重打擊。時至今日，全球疫情仍未受控，國外和香港旅客仍不能

1 資料來源：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世界旅遊晴雨錶》官方網站數據庫：https://www.unwto.

org/unwto-tourism-dashboard。

2 The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WTO): 2020: Worst Year In 

Tourism History With 1 Billion Fewer International Arrivals, Jan 2021, https://www.

unwto.org/taxonomy/term/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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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往返澳門，而內地個別地區疫情仍不時出現反覆，亦影響內地旅客

的出遊意願。可以預期，疫情對旅遊業的衝擊還會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

澳門要在防控疫情和推動旅遊業復甦之間取得平衡，考驗着澳門社會經

濟的抗逆韌性和特區的整體治理能力。

儘管新冠疫情對本澳綜合旅遊業帶來沉重打擊，鑑於其他產業難以

在短中期內補位，經濟復甦仍然依靠旅遊業，這是難以迴避的現實。在

可預見的將來，澳門實體經濟和公共財政很大程度上仍需依靠包括博彩

業在內的綜合旅遊業。澳門的當務之急是要築牢綜合旅遊業根基，為綜

合旅遊業注入更具吸引力的元素，吸引過往龐大的消費客流重回澳門。

2021 年 12 月，澳門特區政府公佈《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

展第二個五年規劃（2021-2025 年）正式文本》，為澳門旅遊業以及各

項產業發展確立了方向。然而，課題組預期全球新冠疫情於“二五”規

劃時期仍可能存在反覆，這象徵着澳門進入“二五”規劃發展階段後，

澳門綜合旅遊的發展必須考慮全球疫情防控態勢對綜合旅遊產生的影

響。

事實上，早在疫情發生之前，全球旅遊業已經開始經歷一場深刻變

革，從旅遊者本身，以至旅遊方式、旅遊需求、營銷渠道、產業鏈條等

方面都在變化。旅遊需求轉向個性化、多樣化、細分化和高品質化，旅

遊產業呈現出越來越複雜化、智慧化、精細化的發展趨勢。疫情加劇了

這一進程，全球旅遊業生態與民眾出行模式進一步加快改變，旅遊業已

進入一個具時代特點的全新發展階段，疫情以後的全球旅遊業依然挑戰

與機遇並存，澳門綜合旅遊亟待升級轉型，在“二五”規劃時期更要加

快調整與改變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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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標

本研究旨在配合特區政府在“二五”規劃時期推動綜合旅遊業復甦

以及升級轉型、拓展客源及增加旅客消費、延伸旅遊產業鏈等施政方向，

以及國家“十四五”規劃中提出支持澳門豐富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內涵、

融入國家“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等提出策略建議及具體措施建議。其現

實意義和必要性顯而易見。本報告研究目標如下：

第一，深入分析“二五”規劃時期澳門綜合旅遊的發展形勢，協助

特區政府了解綜合旅遊所面對的機遇與挑戰，讓日後規劃行業發展、支

援業界及拓展客源等施政部署更為精準前瞻，使綜合旅遊業走上可持續

發展軌道，同時提升特區政府在“二五”規劃時期振興經濟的政策成效。

第二，澳門博彩經營權的重新公開競投已進行了公開諮詢。博彩旅

遊作為公認的澳門經濟命脈，通過研究可為博彩旅遊業及關聯產業的發

展之路探索方向，並可為博彩經營權重新競投的戰略部署提供有價值的

參考。

第三，本研究可豐富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領域的研究成果，有利

於特區政府針對調整產業結構的難點、痛點、堵點進行綜合建言，為鞏

固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定位，豐富綜合旅遊休閒元素，優化澳門產業

結構等提供務實參考。

第四，本研究收集分析專家學者、綜合旅遊業界人士和專業人才對

未來綜合旅遊發展策略的意見和建議，對於特區政府施政及旅遊業持份

者均不失重要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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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的主要研究方法如下：

1. 文獻研究法

文獻研究法通過收集、閱讀國內外有關綜合旅遊產業政策或相關範

疇文獻，從中科學總結澳門綜合旅遊業的特點模式和發展規律，盡可能

完整地概括出行業結構調整面對的新形勢及難題，力圖歸納出有借鑒意

義和具澳門特色的發展模式。

2. 德爾菲法（Delphi Method）/ 專家意見法 /專家調查法

為了瞭解社團界、學術界、業界對澳門綜合旅遊業發展的意見和看

法，使研究成果最大限度符合澳門本地實際情況和區情，課題組將就行

業發展的深層次問題、推進行業升級轉型的建議召集經濟學者、社團領

袖、業界持份者等人士進行“頭腦風暴”（Brainstorm）和專家論證，

並透過文獻及輿論瞭解社會對行業發展的短中期總體方向，並將相關意

見和反饋體現在報告中，最終形成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研究成果。

3. 政策比較分析

利用政策比較法，對比澳門、拉斯維加斯、新加坡、日本等綜合旅

遊業的優化升級政策措施，比較當中的利弊，從而得到一套符合澳門特

區實際情況的政策建議，為特區政府規劃綜合旅遊產業未來的發展路徑

提供參考，為豐富“一中心”內涵貢獻理論智慧。

四、研究內容

本研究的主要內容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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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第一，將深入瞭解和探討澳門“二五”規劃時期澳門綜合旅遊發展

的優勢、不足、機遇及挑戰，當中包括現狀及問題總結，以及對建議策

略措施作出深入論證。本研究從“二五”規劃時期國內外的複雜形勢、

全球旅遊業生態與旅客出行模式的急劇轉變、各旅遊目的地相互競合博

奕等嶄新視角出發，探求行業未來發展策略和重拾增長的可行方案。

第二，圍繞澳門在新時期如何豐富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內涵的命題，

研究內容涵蓋澳門綜合旅遊產業發展的多個方面，包括澳門博彩娛樂業

發展、旅遊資源與旅遊產品開發、旅遊品質和服務體系、旅遊品牌和市

場策略、科技與智慧旅遊、區域旅遊合作與競爭等，涉及綜合旅遊產業

鏈上中下游的各個環節。

第三，因應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以及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最新

形勢，以澳門和珠海（含橫琴）以至大灣區其他城市的聯動發展為視角，

評估澳門綜合旅遊業內外機遇和挑戰，從中找到澳門在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中的有利條件和特有優勢，達至澳門旅遊業以至整體經濟重拾發展。

第四，參考國際著名旅遊休閒目的地的成功經驗，通過比較分析，

總結可資澳門借鑒之處，為“二五”規劃時期綜合旅遊復甦和提質發展

提供啟示。 

第五，在研究分析的基礎上，結合專家、業界和社團領袖的意見，

多角度審視對澳門綜合旅遊業的發展思路、發展策略和措施建議，以期

促成特區政府經濟振興措施取得更大實質效果，發揮澳門的特色和優

勢，豐富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內涵、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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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限制

本研究存在以下主要限制：

1. 專注於公共政策和實證分析，對旅遊產業相關的理論創新着力不

足；

2. 對旅客以及旅遊業各持份者進行大範圍的問卷調查、對旅遊細分

市場的調查不夠深入；

3. 受可獲得的數據所限，專注於質性分析，對澳門旅遊產業於

“二五”規劃時期的發展規模及經濟效益缺乏量化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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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外地綜合旅遊發展趨勢

一、全球綜合旅遊發展趨勢

(一 ) 全球旅遊近期發展情況

自 2020 年初，新冠疫情席捲全球，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透過出入境

限制、社交距離政策等方式阻止疫情蔓延，使全球服務貿易萎縮，經濟

普遍出現衰退，其中又以旅遊業受疫情影響尤為顯著，旅遊業在消費需

求、旅遊投資、區域合作、企業生存、人員就業等方面均受到重大衝擊。

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UNWTO）的數據顯示，2020 年全球國際旅客

人數全年下降了 73%。3 UNWTO 認為，這是旅遊業有記錄以來最糟糕的一

年。2020 年，以當地貨幣、可比價格計算的國際旅遊收入實際下降 64%

（以當地貨幣、固定價格計算），相當於減少 9,000 多億美元，全球出

口總額減幅超過 4%。包括客運在內的國際旅遊業出口收入損失總額將近

1.1 萬億美元。4

踏入 2021 年，雖然新冠疫苗在全球各國開始接種，但由於病毒變

異及傳播快速，大部分國家為應對新的病毒爆發仍對旅遊有所限制。根

據 UNWTO 發佈的“世界旅遊晴雨錶”，由於各國的旅遊限制措施持續

3 資料來源：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世界旅遊晴雨錶》官方網站數據庫：https://www.unwto.

org/unwto-tourism-dashboard。

4 The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WTO): Tourist Numbers Down 

83% But Confidence Slowly Rising, Jun 2021, https://www.unwto.org/news/tourist-

numbers-down-83-but-confidence-slowly-r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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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2021 年第一季度國際旅遊人數同比下降了 83%，較 2020 年同期

73% 的降幅進一步擴大。根據該組織資料顯示，與上年第一季度相比，

2021 年第一季度，全球各地目的地接待的國際入境旅客減少了 1.8 億人

次。其中，亞太地區接待的國際入境旅客下降了 94%，歐洲地區下降了

83%，非洲地區下降了 81%，中東和美洲地區則分別下降了 78%、71%。5

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概述了 2021 年的兩種情景，其中考慮了下半

年國際旅遊可能出現的反彈：第一種情景是 7月的反彈，2021 年的國際

入境人數將比 2020 年的歷史低點增加 66%，但相關數字仍將比 2019 年

的記錄低 55%；第二種情景考慮了 9 月的潛在反彈，入境人數比去年增

加 22%，相關數字仍將比 2019 年的水平低 67%。

圖 2.1  2021 年 1 月至 5月國際旅客入境數量按年變化

資料來源︰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UNWTO）, 21/07/2021

5	 The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WTO):	Tourist	Numbers	Down	

83%	 But	 Confidence	 Slowly	 Rising,	 Jun	 2021,	 https://www.unwto.org/news/tourist-

numbers-down-83-but-confidence-slowly-r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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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UNWTO 對 2020-2021 年全球國際旅客量變化率預測

註：以 2021 年 3 月數據作為預測基準。

資料來源︰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UNWTO）, 31/05/2021

( 二 ) 全球旅遊短期發展預測

根據 2021 年 1 月的調查，UNWTO 旅遊專家小組中近一半專家認為，

至少在 2024 年之前，國際旅遊都不會恢復到 2019 年的水平，但同時認

為國際旅遊將在 2023 年恢復到疫情前水平的受訪者比例亦有 37%。

而據 UNWTO 的 2021 年至 2024 年擴展情景分析預測，國際旅遊可能

需要兩年半到四年的時間才能恢復到 2019 年的水平。然而，目前全球

疫情發展仍存在眾多不確定因素，包括病毒不斷變種、發展中國家疫苗

供應不足、各國採取的防疫策略不一致等，愈來愈多專家估計疫情或長

期存在，全球旅遊市場恢復週期可能不斷的延長。6

6 The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WTO): 2020: Worst Year In 

Tourism History With 1 Billion Fewer International Arrivals, Jan 2021, https://www.

unwto.org/taxonomy/term/347。



10

澳門“二五”規劃時期綜合旅遊發展策略研究

( 三 )“二五”規劃時期全球綜合旅遊發展特點

新冠疫情引發的全球性經濟危機可能長期持續。疫情之下，各國的

旅遊限制措施、社交距離措施，以及不斷轉變的防疫政策嚴重打擊旅遊

事業，全球旅遊經濟發展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和挑戰。新冠疫情的流行

從根本上改變了旅客的優先事項、價值觀和消費行為等，具體有以下方

面：

1. 旅客將更關注出行的安全和健康

亞太旅遊協會（PATA）2020 年 9 月發表的研究報告 7 顯示，未來旅

客可能會選擇清潔、健康、安全，並且疫情控制相對較好的旅遊目的地。

報告還分析了旅客在健康與衛生方面的偏好、態度以及選擇方面的新趨

勢。結果表明，良好的健康與衛生環境將極大地增加旅遊預訂量，進而

改變競爭激烈的旅遊業格局。

2. 旅客對航空衛生安全的要求將提升

未來國際航程在邊境再次開放時，可能會迎來新的公共安全政策。

首先，人與人之間的碰觸機會將會降至最低，無論是在邊境安全檢查、

登機、行李領取、過海關等步驟，未來將引入一定程度的機器自動化，

如以無接觸的指紋辨識來辨識身份、以手機二維碼取代紙本登機證來登

機，或引入手勢控制與語音控制技術等，都可能引入機場，實現日益擴

大的無碰觸飛行。另外，為避免乘客於機艙內與任何人或物件的接觸，

航空公司或需重新設計供餐、機艙廁所使用、機艙座位等安排，加強機

艙內的衛生安全設備。

7 PATA: The Impact of Health and Hygiene on Post COVID-19 Destination Competitive-

ness, September 1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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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旅客對本土旅遊的需求將成為主流

由於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出台旅遊限制或隔離措施，國外旅遊受限導

致旅遊需求全面轉移到境內。對旅遊業者而言，極需要改變營銷策略，

重新規劃吸引國內旅客的營銷方案。

4. 顯示疫苗接種情況和檢測結果的證書將成為出行的必備文件

影響旅客恢復的速度基於許多因素，其中最關鍵的是各國旅遊限制

的取消、疫苗接種計劃的成功或引入通行有關的協調協議。歐盟委員會

計劃的“數字綠色證書”（Digital Green Certificate）類似澳康碼、

粵康碼，是一種包含持有人新冠疫苗接種證明、檢測證明以及一旦感染

新冠病毒後的康復證明，還包含核驗持有人身份的加密二維碼和電子簽

名，以相關歐盟成員國官方語言和英語簽發，可列印生成紙質版。“數

字綠色證書”適用於所有 27 個歐盟成員國，以及瑞士、挪威、冰島和

列支敦士登四國，只要是歐盟成員國居民都可申請獲取證書。隨着全球

各國疫苗接種進度持續推進，類似能夠顯示疫苗接種情況和檢測結果的

證書，將成為人們旅遊的必備文件。

( 四 )“二五”規劃時期全球重點綜合旅遊業發展情況

注重衛生條件、健康、安全、接種疫苗和核酸檢測成必備文件、本

土遊成主流等，都與過往旅遊着重景點吸引力、目的地風土人情和經驗

感受截然不同，可見新冠肺炎疫情改變的不但是世界經濟格局、健康衛

生發展，還有旅遊的方式及固有思維。疫情令當前的“旅遊”不單純是

旅遊，而是旅遊與健康、旅遊與商務、旅遊與體育、旅遊與文化……一

切都朝着跨界和融合多元發展。

因此，在“二五”規劃時期，全球綜合旅遊業與其他產業跨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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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旅遊＋”發展已是大勢所趨。在此大趨勢中，體育旅遊和商務旅

遊是當中的重點領域，故課題組將通過對日本、拉斯維加斯和新加坡等

著名旅遊目的地發展體育旅遊和商務旅遊的經驗分析，為澳門綜合旅遊

業的發展策略提供可資借鑒的參考依據。

I. 體育旅遊

體育旅遊是指個人在常住地或暫時離開常住地，參加體育活動、

觀看體育活動或者觀賞與體育活動有關的景點，以休閒為基礎的旅遊活

動。體育旅遊通常分為三個類型：

(1) 觀看型體育旅遊（event sport tourism），以觀看體育賽事

為主要旅遊目的，如奧運會、世界盃等；

(2) 參與型體育旅遊（active sport tourism），以親自參與體育

賽事或活動為主要旅遊目的，如馬拉松、滑雪、攀岩等；

(3) 懷舊型體育旅遊（nostalgia sport tourism），以參觀與體

育相關的場館、設施等建築物為主要旅遊目的，如重要比賽場館、博物

館、主題公園等。

國家旅遊局及國家體育總局提出：“體育旅遊是旅遊產業和體育產

業深度融合的新興產業形態，是以體育運動為核心，以現場觀賽、參與

體驗及參觀遊覽為主要形式，以滿足健康娛樂、旅遊休閒為目的，向大

眾提供相關產品和服務的一系列經濟活動，涉及健身休閒、競賽表演、

裝備製造、設施建設等業態。”8 東京早稻田大學體育學院教授原田宗

彥提出，“體育可以將自然資源很好地利用起來，創造新的消費需求。

比如一條河流，沒有皮筏賽事它只是一條河而已。有了體育賽事，可以

8 國家旅遊局、國家體育總局：旅發 [2016]172 號《國家旅遊局　國家體育總局關於大力發展體

育旅遊的指導意見》，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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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更多體育愛好者和年輕人前往，刺激旅遊經濟。”9

1. 世界體育旅遊發展情況

體育旅遊目前已經成為旅遊行業中發展最快的領域。在歐洲，2017

年體育旅遊細分行業佔歐洲旅遊市場份額四分之一。10 在美國，與體育

有關的旅遊支出在 2019 年達到 451 億美元，如果包括間接和誘導支出

的總額則高達 1,033 億美元，體育旅遊產業創造了近 74 萬個工作崗位

和約 146 億美元的稅收。11 在日本，日本政府預計到 2021 年，體育旅

遊將產生 3,800 億日元（36 億美元）。12

根據數據資訊機構 Reportlinker 研究預測，全球體育旅遊市場的

價值在 2027 年預計會達到 14.4 萬億美元，2020 至 2027 年間的複合年

均增長率預計為 31.1%，中國的體育旅遊市場增長率則將達到 38.9%，

高於全球體育旅遊市場的平均增速。13 體育旅遊尤其是大型體育賽事可

以幫助改善當地的旅遊基礎設施、改善客源結構，從而促進旅遊和經濟

發展，更可以塑造城市和國家形象，營造一種社會文化認同。

2. 日本體育旅遊發展經驗

在體育旅遊市場迅速增長的亞洲，日本是最有代表性的國家之一。

其體育市場規模預計到 2025 年度將達到 15.2 萬億日元 14，尤其是首

9 謝陶：《體育經濟“風口”，東京做對了甚麼》，每經網，2019 年 7 月 16 日，http://www.

nbd.com.cn/articles/2019-07-16/1354642.html 。

10 艾媒報告：《2019 全球及中國體育消費產業現狀及發展趨勢分析報告》，2019 年 4 月 25 日。

11 Sports ETA: Landmark study by Sports ETA on U.S. sports-related travel shows $45.1 

billion impact, provides benchmark for post-Covid-19 impact measurement, 2020. 

https://www.sportseta.org/blog/2020/09/01/landmark-study-by-sports-eta-on-us-

sports-related-travel-shows-451-billion-impact-provides-benchmark-for-post-cov-

id-19-impact-measurement.

12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ports Basic Plan, 

2017. 

13 ReportLinker: Global Sports Tourism Industry, Apr 2021.

14 Sasakawa Sports Foundation: White Paper on Sport in Japan 2017, 2017, 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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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東京的體育市場份額佔全國超過 50%。體育市場情報機構 Sportcal 

2019 年發佈的全球賽事影響力（GSI）城市榜單中，東京登頂榜首。15 

2019 年日本體育產業佔 GDP 比重達 2.5%，超過英國、德國等歐洲發達

國家，人均體育消費更是常年高居世界第一。16

日本體育旅遊發展經驗可總結如下：

第一，完善法律法規和行政管理機制。日本於 2010 年的“體育旅

遊促進聯絡會議”後開始大力發展體育旅遊。2011 年，日本制定了《促

進體育旅遊的基本政策》，並頒佈了《體育基本法》，其中特別提及體

育在振興社會和經濟方面的作用。2012 年成立了體育旅遊的專門實施機

構日本體育旅遊聯盟（JSTA），通過會議組織、賽事宣傳、球隊和運動

員接待、人力資源開發、利益相關者合作等多種方式促進日本體育旅遊

發展。2017 年，日本提出體育文化旅遊口號，並將運動產業與地方觀光

結合作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議題。政府用於支援體育產業的財政預

算也是逐年增加，2021 年為 353.8 億日元。17 這些行政推動措施為體育

旅遊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第二，豐富賽事安排及完善的賽事組織。日本成功地吸引和舉辦了

很多大型體育賽事，如奧運會、世界盃、亞運會等，以及“雅培世界馬

拉松大滿貫賽事”（Abbott World Marathon Majors）之一，備受跑步

者歡迎被稱為“零缺點賽事”的東京馬拉松。2019 年，有 330,271 人申

15 Colin Stewart: GSI Cities Index 2019: Tokyo retain “Global Sports City” title for 

second consecutive year ahead of Paris and Budapest, Sportcal, Apr 2019, https://

sportcal.com/Insight/Features/125571 .

16 謝陶：《體育經濟“風口”，東京做對了什麼》，每經網，2019 年 7 月，http://www.nbd.com.

cn/articles/2019-07-16/1354642.html 。

17 Statista: Annual government sports budget in Japan from fiscal year 2012 to 2021, 

2021,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933140/japan-sports-budget-govern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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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加普通組，比計劃的 27,500 人的容量多出 12.1 倍。18 從 2008 年

到 2018 年，跑步活動的數量增加了兩倍。日本被譽為世界第三大跑步

強國，由於長跑運動氛圍濃厚，東京馬拉松的贊助和賽事投入都比較多，

進而形成城市、賽事、贊助商、選手及民眾等良性循環。為了吸引旅客，

東京常在比賽期間舉行主題展覽、展示當地民俗，推廣旅遊資源。另外

設立觀光志願者，在旅客較多的地方提供導遊服務。豐富的賽事種類和

完善的賽事組織為日本體育旅遊打造了極具吸引力的名片。

第三，推動全民體育促進體育文化氛圍。在 1964 年成功舉辦東京

奧運會後，日本政府創設了國家法定假日“體育節”，並借勢大力發展

全民體育，尤其是着重於體育基礎設施建設和國民健身體制構建。2018

年日本在學校的體育館 / 體育設施 113,050 處，公共體育設施有 51,610

處，而且大部分學校的體育設施都是對外開放的，人均體育場地面積高

達 19 平方米。2020 年，日本每週至少進行一次體育鍛煉的人的比率在

59.9%。19 這為日本體育旅遊發展形成了良好的社會氛圍。

第四，充分利用自然和人文資源。日本利用其豐富多樣的自然資源

開發了適宜不同季節的體育活動，例如春季的越野跑、夏季的漂流和海

洋運動、冬季的滑雪，以及根據獨特地形開發的諸如滑翔、徒步、滑索

等活動。日本各地的海拔差異曾經被認為是一個障礙，現在卻被體育愛

好者視為一個充滿戶外運動潛力的寶盒。另外，各類文化活動和體育遺

產旅遊進一步增加了體育活動的體驗價值，例如“武道旅遊”，即參觀

空手道、劍道、柔道等發源地的旅遊項目。日本政府近年來重視吸引外

18 根據 TOKYO MARATHON 於 2019 年賽事信息整理，https://www.marathon.tokyo/en/about/past/

 2019 。

19 Alexandru Arba: Sports in Japan - statistics & facts, Statista, Oct 2020, https://

www.statista.com/topics/4986/sports-in-jap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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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旅客在道場觀看和體驗各種武道及其歷史、文化、禮儀等。

3. 拉斯維加斯體育旅遊發展經驗

拉斯維加斯的博彩業早已不再是城市發展的第一原動力。過去拉斯

維加斯除了牛仔競技和偶爾的拳擊或綜合格鬥之外並沒有影響力很大的

觀看型體育賽事，而近年來，拉斯維加斯則在綜合旅遊的基礎上通過一

系列頂級體育賽事的加持，已經迅速提升其“體育之都”的形象和地位。

拉斯維加斯體育旅遊發展經驗可總結如下：

第一，大力吸引熱門體育賽事和球隊，為旅客提供豐富和激情的

賽事觀看體驗。在原本的牛仔競技、格鬥、賽車等賽事基礎上，拉斯

維加斯近年來吸引了包括美國橄欖球聯盟（NFL）、美國職業冰球聯盟

（NHL）、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MLB）、國家女子籃球聯盟（WNBA）

在內的多項重要賽事落地，尤其是 MLB 賽季的系列賽為旅客提高了更

多的周中停留時間，而青年體育聯賽的影響力也不容小覷。另外，拉

斯維加斯擁有自己的職業冰球球隊（維加斯黃金騎士隊 Vegas Golden 

Knights）和職業籃球球隊（拉斯維加斯王牌隊 Las Vegas Aces，已被

MGM Resorts International 收購），並吸引 NFL 突擊者隊（Raiders）

搬遷，為拉斯維加斯帶來更大的關注度。新建成的 Allegiant 體育場中

熱門賽事輪番展開，讓無論何時來旅遊的旅客都能親身感受到體育的激

情。每年 3 月的“終極體育周末”更是彙集了賽車競賽、七人制橄欖球

賽、職業冰球賽、格鬥等各領域的頂級賽事。

第二，職業體育對城市的旅遊形象至關重要。拉斯維加斯的經驗表

明，雖然在發展體育旅遊過程中，拉斯維加斯也面臨場地不足的問題，

但 T-Mobile 體育館、拉斯維加斯賽車場以及 2020 年落成的 Allegiant

體育場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空缺。而且拉斯維加斯還利用酒店內的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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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技場館舉辦各式比賽，比如盧克索酒店的電競館、美高梅酒店內的高

爾夫館等。更重要的是，體育賽事只是拉斯維加斯博彩、餐飲、購物、

表演等眾多吸引旅客的休閒娛樂活動中的一種選擇。

第三，加強與利益相關方的合作。在拉斯維加斯發展體育旅遊過

程中，十分重視與各領域利益相關方的合作來促進體育行銷的可持續發

展，尤其是各大博彩企業在體育場館、賽事邀請、職業球隊贊助等方面

的貢獻。例如拉斯維加斯王牌隊就是由美高梅集團收購。拉斯維加斯的

“旅遊貿易倡議”（Travel Trade Initiative）通過將體育和其他休

閒活動整合，並與 17,000 多家旅行社和旅遊經營者網路合作，提供培

訓、資源和獎勵計劃，並設有贊助項目和志願者專案，鼓勵社會各界利

益相關者參與，全方位促進體育旅遊的發展。另外，拉斯維加斯也在建

立由當地各鎮組成的體育組織共同確定發展需求，為體育旅遊的發展進

行長遠戰略規劃。

II. 商務旅遊

根據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的定義，商務旅遊指的是“出於商業目的，

人們到達非居住地停留的活動”。可見，商務旅遊的核心是商業目的，

這是其區別於休閒度假旅遊的基礎。從個體和群體兩個維度觀察，商務

旅遊包括個體商務旅行和會展活動所組成的集體商務旅行兩種情況。個

體商務旅行指的是個體因為工作任務而產生的經常性的旅行活動，簡言

之就是組織中個體的日常差旅活動。群體角度的會展業（MICE）包含的

範圍較大，指的是企業或單位會議（Meeting），企業或機構等所舉辦

的獎勵、修學旅行（獎勵旅遊）（Incentive Travel），國際機構、團

體、學會等所舉辦的國際會議（Convention），以及活動、展示會、商

展（Event/Exhibition）等。目前，商務旅遊已經成為旅遊業的重要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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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在經濟比較發達地區，商務旅遊規模高於傳統的休閒和觀光旅

遊，甚至成為旅遊業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因此，發展商務旅遊對一個地

區旅遊業和整體經濟發展至關重要。

1. 世界商務旅遊發展情況

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數據顯示，2020 年國際旅客比 2019 年減少

73%，2021 年 1 月至 5 月與 2019 年 1 月至 5 月份相比減少 85%，新冠疫

情對全球旅遊業影響巨大。20 據全球商務旅行協會（Global Business 

Travel Association，GBTA）的報道，2019年全球商務旅行支出為1.43

萬億美元，受新冠疫情影響，全球商務旅行次數大量減少，預計 2020

年全球商務旅行業務總收入 52%，約為 6,940 萬億美元。21 一方面，商

務旅行市場業務在不斷的擴大，另一方面，由於當前新冠疫情的影響，

商務旅行業務受到極大衝擊，急待恢復。根據 GBTA 的預測，隨着新冠

疫苗的接種率提高和消費者信心的恢復，大部分地區的商務旅行增長

將在 2021 年底出現。根據目前全球疫情的防控和疫苗接種情況來看，

2021 年是商務旅遊恢復非常關鍵的一年。

本課題組認為，參考國際經驗，推動商務旅遊發展，將有利於澳門

旅遊業甚至整體經濟的恢復。其中，新加坡國土面積相對較小，但經濟

發展水平較高，商務旅遊極其發達，其發展經驗可以為澳門商務旅遊的

恢復和發展提供參考；拉斯維加斯與澳門都以博彩業著稱，但是拉斯維

加斯的商務旅遊也非常發達，其商務旅遊發展經驗也是澳門可以學習和

借鑒的重要參考對象。

20	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世界旅遊晴雨錶》官方網站數據庫：https://www.unwto.org/unwto-

tourism-dashboard	。

21	Global	Business	Travel	Association:	Business	Travel:	Full	Recovery	Expected	by	2025,	

Feb	2021,	https://www.gbta.org/blog/business-travel-full-recovery-expected-by-20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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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加坡商務旅遊發展經驗

新加坡經濟發達，在商務旅遊方面表現突出，曾獲得“2015 年最佳

商務活動城市亞軍”、“2016 年全球最佳商務城市”、“2016 年最佳

國際會議城市亞軍”、“2017 年會展旅遊最佳城市”等榮譽稱謂。根據

國際會議協會（ICCA）於 2019 年的統計，新加坡 2019 年舉行國際會議

148 場，按照世界城市舉辦會議場次的排名，新加坡位於第七名。22 新

加坡能夠在世界商務旅遊領域表現亮眼，一方面與其優越的地理環境、

便利的交通以及廉潔高效的政府管理等密切相關。另一方面，新加坡在

商務旅遊領域實施了大量的政策支持和深入的市場調研分析，也是推動

新加坡商務旅遊發展的關鍵因素。

新加坡商務旅遊發展經驗可總結如下：

(1) 政府主導和支持會展發展

新加坡為了發展商務旅遊，建設世界優秀的商旅旅遊目的地，由

新加坡展覽及會議署（Singapore Exhibition & Convention Bureau，

SECB）主導，對在當地舉辦的會議和展覽等活動制定了一系列的支持計

劃。具體支持計劃如下：

國際博覽會（AIF）計劃。對於在全球和亞洲具有廣泛影響的貿易

展覽會，至少已經在新加坡成功舉辦過一届之後，可以申請國際博覽會

（AIF）計劃。新加坡展覽及會議署將根據展覽的組織方、展覽的產品

和服務是否處於行業創新前沿、展覽活動為行業創造的利潤和附加值、

以及境外參展商的數量等因素綜合評估，獲得批准國家博覽會（AIF）

計劃的貿易展覽會，可以減免應納所得稅。

22	International	Congress	and	Convention	Association:	ICCA	Statistics	Report	-	Country	

&	City	Rankings	2019,	2020,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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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商業活動（BEiS）資助計劃。舉辦企業會議、獎勵旅遊或其

他活動、協會會議、行業大會以及展覽會等可以向政府申請資助，新加

坡旅遊局將根據項目的範圍和價值，給予不同的資助。評估項目價值的

指標主要包括活動内容的創新型、品牌價值、以及與會代表的知名度（針

對境外訪客）等因素。資助方式包括資金補助和報銷一定比例的成本費

用，可報銷的成本費用包括第三方專業服務、内容開發、市場營銷和投

標活動等相關費用。

新加坡“INSPIRE 惠聚獅城”獎勵計劃。針對20名及以上外籍人員，

並且至少在新加坡逗留 3 天的訪新旅遊團體，可申請新加坡“INSPIRE 

惠聚獅城”獎勵計劃提供的免費體驗。獎勵計劃涵蓋餐飲、景點、主題

旅遊和團建體驗四大類，共計超過 60 種選項成為旅遊團隊在新加坡行

程的補充。

新加坡會展旅遊優勢計劃（SMAP）。該項目主要針對貿易展覽會和

貿易會議進行支持，具體支持標準如下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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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新加坡會展旅遊優勢計劃（SMAP）

項目 申請條件 組織方禮遇 參會者禮遇

貿
易
展
覽
會

	在新加坡舉辦首
場貿易會議：至少
300 名國外貿易訪
客

	固定在新加坡舉
辦的貿易會議：比
上一次貿易會議
至少增加 50 名國
外貿易訪客

	新加坡樟宜機場所有航站樓的廣
告空間折扣 *

	新加坡樟宜機場免費迎賓台，迎
接您的訪客抵達新加坡

	最多 5 張免費經濟艙機票（新加
坡航空公司），受機票最低消費
限制

	新加坡航空公司和新加坡酒店住
宿為實地考察提供更多優惠

	JetQuay 精英豪華機場航站樓提
供高達 10 個免費單程碼頭周圍
地區服務

	JetQuay 場地租賃優惠價

	新加坡商業活動（BEiS）資金社
交和會展旅遊場地推薦

	社交活動建議，例如新加坡城市
旅遊介紹相關機構和供應商

	為您的參會者提供簽證便利

	免費贈送新加坡地圖和宣傳冊

	搭乘新加坡航空公
司、勝安航空公司、
酷航航空公司和虎航
航空公司的航班，
享受從全球超過 120 
個目的地飛抵新加
坡的超值優惠票價

	所有客艙等級額外增
加 10 公斤托運行李
限額

	新加坡過境商務行和
新加坡過境隨意行配
套特價

	新加坡樟宜機場購物
和餐飲購物券 *

	活動所有參會者享受 
JetQuay 服務折扣價

貿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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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在新加坡舉辦首場
貿易會議：至少
300 名國外貿易訪
客

	固定在新加坡舉
辦的貿易會議：比
上一次貿易會議
至少增加 50 名國
外貿易訪客

	新加坡樟宜機場所有航站樓的廣
告空間折扣 *

	新加坡樟宜機場免費迎賓台，迎
接您的訪客抵達新加坡

	最多 5 張免費經濟艙機票（新加
坡航空公司），受機票最低消費
限制

	新加坡航空公司和新加坡酒店住
宿為實地考察提供更多優惠

	JetQuay 精英豪華機場航站樓提
供高達 10 個免費單程碼頭周圍
地區服務

	JetQuay 場地租賃優惠價

	新加坡商業活動（BEiS）資金社
交和會展旅遊場地推薦

	社交活動建議，例如新加坡城市
旅遊介紹相關機構和供應商

	為您的參會者提供簽證便利

	免費贈送新加坡地圖和宣傳冊

	搭乘新加坡航空公
司、勝安航空公司、
酷航航空公司和虎航
航空公司的航班，享
受從全球超過 120
個目的地飛抵新加
坡的超值優惠票價

	所有客艙等級額外增
加 10 公斤托運行李
限額

	新加坡過境商務行和
新加坡過境隨意行配
套特價

	新加坡樟宜機場購物
和餐飲購物券 *

	活動所有參會者享受 
JetQuay 服務折扣價

*表示該禮遇優惠不可兼得，組織方可以選擇其中一項禮遇。

資料來源： 根據新加坡旅遊局的“新加坡　心想獅城　Visit Singapore”網站資料進行整理： 

https://���.visitsingapore.co�.cn/�ice/�h�cn/plan�your�event/event�assis����.visitsingapore.co�.cn/�ice/�h�cn/plan�your�event/event�assis�

tance�sche�es/s�ap�ec/eligibility�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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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便利商務旅客出入境

新加坡為商務和官方短期旅行專門開設了互惠綠道（Reciprocal 

Green Lane,RGL），該項目主要是為對口國家或地區之間的短期商務或

公務旅行提供便利。以中國內地為例，新加坡將上海、天津、重慶、廣

東、江蘇和浙江六個省（市）列為合格區，從這些地區可以前往新加坡

進行商務活動。但是需要遵守疫情管控期間的相關政策 23，主要包括：

出發前：需要在合格區居住 7 日，然後持 72 小時以内的陰性核酸

檢測證明才可登機前往新加坡。抵達新加坡後：旅客需要在機場完成一

次核酸檢測，然後通過專用交通工具抵達住所，直到核酸檢測結果出

來確認為陰性後才可進行商務活動。在開展商務活動期間：需要下載

TraceTogether 和 SafeEntry，通過軟件匯報自己的行程和健康情況；

每天需要測量體溫2次，在上午、中午和晚上匯報3次自己的健康狀況；

旅客不得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出租車或者私人租車等除外）；需要遵守

商務旅行的既定路線，儘量少偏離原定的活動路線，如果有所偏離需要

及時匯報自己的行程情況。離開新加坡：旅客在離開新加坡後，需要保

留 TraceTogether 程序至少 21 天，如果在此期間進行核酸檢測發現為

陽性，需要在 TraceTogether 上匯報檢查結果。除此之外，新加坡通過

通道分為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通道、工作證持有者通道、學生證持

有者通道、商務互惠綠道等，專用的通關通道可以有效提高通關效率。

(3) 重視商務旅客分析

新加坡非常重視對商務旅客的分析，通過對商務旅客的特徵、行為

和消費偏好等方面進行深入分析，制定了一系列具有針對性的措施，用

23	整理於 Singapore	 Immigration	 &	 Checkpoints	 Authority	官方網站：https://safetravel.

ica.gov.sg/rgl/requirements-and-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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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吸引商務旅客。

3. 拉斯維加斯商務旅遊發展經驗

拉斯維加斯是聞名於世的賭城，但是其產業不僅僅是博彩業，其

商務旅遊和休閒觀光旅遊也很發達。與澳門博彩業一業獨大相比，拉斯

維加斯旅遊業態更為豐富，各種類型的旅遊發展相對更為均衡。拉斯維

加斯 2019 年旅客量 4,252.37 萬人次，會展旅客 664.91 萬人次，約佔

15.64%；24 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數據，澳門 2019 年旅客量 3,940.62

萬人次，會展旅客 200.3 萬人次，約佔 5.08%。可見，澳門商務旅客在

總旅客量的比例遠低於拉斯維加斯。

拉斯維加斯商務旅遊發展經驗可總結如下：

(1) 完善會議和展覽設施

拉斯維加斯擁有約 15 萬間客房和 130 萬平方米的會展場地，超過

10 萬平方米的場館有 4個。最大的場館為拉斯維加斯會議中心，佔地面

積超過 42 萬平方米，除了擁有超過 23 萬平方米的展覽面積，還有 225

間會議廳（約 3.6 萬平方米）可容納 20 至 2,500 個座位。拉斯維加斯

會議中心最大特點是其多功能性，能夠將展覽廳和會議廳連接起來，可

以同時開展會議和展覽活動，並將會議和展覽活動進行有效連接。拉斯

維加斯充足的會議和展覽場館和先進的多功能設計，完善的會議和展覽

設施是其打造商務旅遊目的地之基礎。

(2) 塑造會議和展覽著名品牌

拉斯維加斯是很多世界著名的會議、貿易展覽和商務會議的舉辦

地。設備製造商協會（ConExpo�ConAgg）在拉斯維加斯每年舉辦北美最

24	整理於 Las	 Vegas	 Convention	 and	 Visitors	 Authority 官方網站統計數據：http://res.

	 cloudinary.com/simpleview/image/upload/v1616428293/clients/lasvegas/

Historical_1970_to_2020_updated_87257ed9-2ac6-4148-976e-bb073487fab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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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建築貿易展，特種設備市場協會（SEMA）在拉斯維加斯每年舉辦全

球最大的汽車專業產品貿易會，一年一度的消費電子展（CTA/CES）是

世界最大的消費科技展也在拉斯維加斯舉行。這些貿易展通常也伴隨研

討會等，一般都會帶來巨大的商務客流，是拉斯維加斯商務旅遊主要驅

動力。

(3) 豐富休閒活動和文藝表演

拉斯維加斯擁有非常豐富的休閒娛樂活動也是吸引商務旅客的一個

重要因素。舞蹈表演、表演秀、戲劇音樂會、馬戲團等各種各樣的娛樂

休閒活動，可以滿足不同種類的層次商務旅客的需求。

4. 亞洲商務旅客特徵分析

從疫情發展的情況分析，“二五”規劃時期澳門的綜合旅遊要復甦，

就必須從吸引中、短途旅客開始，因此，亞洲商務旅客是澳門會展 / 商

務旅遊發展首要吸引的對象。故根據新加坡的研究，亞洲商務旅客有以

下五種特徵 25：

第一、商務旅客在差旅安排方面的權限逐漸在增大。商務旅客希望

擁有自主安排差旅的權利，而公司也開始逐漸下放權力給商務旅客。研

究發現有 69% 的商務旅客可以自由選擇他們喜歡的航線，11% 的商務旅

客可以自由選擇航班而不用考慮預算。隨着商務旅客能夠在旅行選擇上

具有更大的自由和靈活性，旅遊公司就不能僅僅依靠傳統的公司業務，

而要轉型關注商務旅客的需求， 推出吸引他們的產品和服務。簡言之，

商務旅遊不在局限於 B2B 的模式，B2C 的模式也在不斷增加。

第二、亞洲商務旅客追求旅行的便利性，並且注重旅行體驗。旅行

25	整理於 Singapore	Tourism	Board,	McKinsey	&	Company:	Asia	Business	Travellers:	Five	

Things	You	Need	To	Know,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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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便利性指的是航班時間的方便性，這是商務旅客最看重的因素，甚至

比航班能否直達和機票價格都重要。旅行體驗指的是商務旅行並不僅僅

是商務目的，也有休閒需求，商務旅客在出差過程中往往也追求休閒體

驗。由於商務旅客對時間的方便性最為看重，所以提高航班、汽車等交

通工具的準時性就非常重要，並且在旅行過程中提供多種服務也是吸引

商務旅客的有效方法。

第三、不同國家的商務旅客具有明顯差異。新加坡商務旅客在旅行

中對於舒適性要求較高，比如有 52% 的新加坡商務旅客會選擇飛機的高

級艙位，這個比例大概是其他國家的兩倍。印度商務旅客喜歡使用在線

平台預定航班和酒店等。中國的商務旅客對服務和信譽比較看重，在航

班和酒店等方面的選擇中比較注重航空公司和酒店的知名度。印度尼西

亞的商務旅客會把出差工作當成一種福利。日本商務旅客更注重公司的

規章制度，認為工作就是工作，和生活是完全分開的。一些日本的中小

企業員工，他們對價格也比較敏感，把價格因素作為商務旅行中要考慮

的首要因素。因此，要充分利用數據對商務旅客進行分析，針對不同特

徵的商務旅客，制定個性化的服務，滿足不同群體的需求，提高他們的

滿意度，從而有利於商務旅遊的發展。

第四、亞洲商務旅客可以分為四種典型類別。追求便利性的商務旅

客，他們偏好直達航班、方便的到達和離開時間、以及酒店位置的便利

性。追求服務的商務旅客，他們注重旅行中的服務體驗、工作和休閒的

設施、以及顧客價值感知等。價格敏感的商務旅客，他們更在乎商務旅

行中的性價比。工作導向的商務旅客，他們認為出差是積累自己在公司

資歷的一件事情，所以比較在意自己對公司的忠誠度和公司對自己的嘉

獎，在商務旅行中對於航班和酒店的舒適性要求較高。通過對各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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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旅客的特徵進行分析，可以制定具有針對性的產品和服務滿足其需

求。

第五、商務旅行和休閒旅行一樣，也受到數字化科技的深遠影響。

隨着數字化的發展，共享經濟也隨之發展起來，低價航班和酒店等產品

和服務也不斷推出，對傳統的商務旅行市場造成了巨大衝擊。因此，新

型的商業模式與傳統的相互學習，相互合作可以促進商務旅遊發展。

二、中國內地綜合旅遊發展趨勢

（一）中國內地綜合旅遊的近期情況

根據中國旅遊研究院《2020 年旅遊經濟運行分析與 2021 年發展

預測》研究報告，2020 年全年內地旅遊人數為 28.8 億人次，同比下

降 52.1%；實現內地旅遊收入 2.2 萬億元，同比下降 61.1%。全年入境

旅遊人數 2,720 萬人次，同比減少 81.3%。實現國際旅遊收入 170 億美

元，同比減少 87.1%。中國公民出境旅遊人數 2,023 萬人次，同比減少

86.9%。2020 年，旅遊經濟運行季度綜合指數四個季度分別為 68.95、

75.69、78.47 和 85.32，同比下降但環比穩步回升。該研究報告同時預

計，2021 年內地旅遊人數將達 41 億人次，內地旅遊收入 3.3 萬億元，

分別比 2020 年增長 42% 和 48%，與疫情前內地市場情況仍有差距。預計

入出境旅遊市場有望在今年下半年有序啟動，全年恢復至疫情前的 3 成

左右，同時，出境遊轉內地遊成為重要發展趨勢。26

26	中國旅遊研究院：2020 年旅遊經濟運行分析與 2021 年發展預測，2021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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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旅遊城市聯合會（WTCF）2021 年 3 月 1 日發佈的《世界旅遊經

濟趨勢報告（2021）》，數據更為樂觀，預測 2021 年內地旅遊人次將

達 85.77 億人次，恢復到 2019 年的 78.8%，內地旅遊收入將達 3.23 萬

億美元，恢復至 2019 年的 77.7%。27

在商務旅遊方面，根據國家統計局《2020 中國統計年鑑》， 2019

年商務和會議旅客為 628.47 萬人次，較 2018 年的 614.70 萬人次上升

約 2.24%，但 2020 年該佔比為 12.8%。28 可見，商務旅遊是內地入境遊

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會展經濟研究會發佈的《2020 年度中國展覽數

量統計報告》顯示，2020 年中國內地經濟貿易展覽總數為 5,408 場，

展覽總面積為 7,726.61 萬平方米，與 2019 年相比分別下降 50.98% 和

48.05%。29 這説明中國內地商務旅遊在 2020 年仍受到疫情一定程度的

影響，隨着 2021 年疫情有所減輕，商務旅遊市場預計會有所恢復。

（二）“二五”規劃時期內地綜合旅遊發展特點

國際知名諮詢公司麥肯錫公司（McKinsey & Co�pany）在 2021 年 3

月發佈了一份最新針對中國旅遊市場的分析報告 30，目前內地綜合旅遊

市場呈現以下趨勢。

1. 戶外遊活動最受內地旅客歡迎

根據該公司調查內地消費者對旅遊的信心恢復程度顯示，與內地長

途旅遊和商務旅遊相比，人們對短途旅遊和城市內綜合旅遊的信心水平

27	世界旅遊城市聯合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旅遊研究中心︰《世界旅遊經濟趨勢報告（2021）》，

2021 年 3 月 1 日。

28	國家統計局：《2020 中國統計年鑑》，2021 年。

29	中國會展經濟研究會：《2020 年度中國展覽數量統計報告》，2021 年，第 2頁。

30	McKinsey	&	Company,	China’s	travel	sector	is	undergoing	a	nonlinear	recovery:	What	

should	companies	do?,	March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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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高出很多。關於疫情後人們對旅遊喜好的調查，如圖 2.3 所示，選擇

戶外風光的人有 45%，偏好海灘或度假村的有 41%，看重親子家庭度假

的有 41%，喜歡美食的有 37%。由此看出，人們更希望獲得更多自然的

體驗，而且旅遊業已經從單純的風景遊覽轉移到了更加多元化的需求。

圖 2.3  內地受訪者疫情發生後的旅遊偏好

資料來源：McKinsey & Co�pany, China’s travel sector is undergoing a nonlinear 

recovery: What should co�panies do?, March 2021.

2. 高端綜合旅遊的需求快速提升

受疫情影響的關係，當前內地高端消費者較少選擇出國旅遊，而是

將他們的注意力和消費轉移到內地旅遊市場上，這體現在內地高端消費

爆發性增長上。例如，海南離島免稅購物新政策實施超過一年，加上海

南疫情防控形勢較為穩定，使當地旅遊零售市場對內地其他省份居民吸

引力日增。根據海口海關的統計數據整理，自 2020 年 7 月 1 日離島免

稅新政實施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錄得海關監管離島免稅購物金額 468

億元人民幣，按年升 2.26 倍，涉及貨品 6,072 萬件，按年升 2.11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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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購物旅客 628 萬人次，按年增 1.02 倍。31 另一方面，中國內地旅

客出境遊消費力強勁，高端出境消費回流潛力可觀。隨着高端旅遊消費

轉向內地，高端休閒度假需求、內地奢侈品消費強勢復甦。旅遊企業需

研判追蹤高端境外消費回流趨勢，並且進行相關佈局，捕捉內地高端休

閒度假、戶外活動、奢侈品消費等領域的商機。

3. 對國外遊的嚮往日益增強

隨着疫情的逐漸穩定和旅客對出遊的信心度增高，許多人對於國外

遊的欲望也隨之增強。如圖 2.4 所示，關於旅客對下一趟旅遊目的地選

擇的調查，對比 2020 年 5 月、8 月及 2021 年 1 月的三個時期，希望在

內地旅遊的人從 2020 年 5 月的 52% 下降到 2021 年 1 月的 41%，而對國

外旅遊嚮往的人則從25%上升到了43%，可見內地遊依然是旅客的首選，

但國外遊的願望日漸強烈。

圖 2.4  內地受訪者表示 2020 年下一趟旅遊目的地選擇

資料來源：McKinsey & Company, China’s travel sector is undergoing a nonlinear 

recovery: What should companies do?, March 2021.

31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口海關統計數據：http://haikou.customs.gov.cn/eportal/ui?pageId=

 6057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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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內地旅遊產業衍生行業新業態、新模式

此外，面對市場及環境的急劇變化，內地旅遊產業亦能快速應變，

衍生行業新業態、新模式。旅遊產業現正以智能化、虛擬化、親民化、

小團化、個性化等方式發展，形成內地旅遊產業新型發展趨勢：第一，

推出智能化應用程式。以江蘇“蘇心遊”應用程式為例，應用程式利用

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打造全省旅遊數位化平台，旅客在程式

上能使用天氣查詢、尋找廁所、查詢導遊資格、交通出行、場館預訂等

多元便捷的公共服務，實現“旅客走哪裏，政府服務就跟到哪裏”的目

標；第二，旅遊業虛擬化發展。內地各大旅遊企業和景區相繼推出“無

人服務”、“雲導遊”、“雲看展”、“虛擬實境”、“數據監測”等

服務。其中，旅客可通過手機連接“雲導遊”於景區內獲得線上語音講

解，在疫情常態化下實現無人、無接觸、無間斷的介紹服務，為旅客提

供安全的保障；第三，直播宣傳旅遊業。直播宣傳在內地疫情期間盛行，

除了網紅、線上帶貨外，不少內地的政府官員亦為宣傳當地旅遊在各大

旅行服務及消費平台上加入直播行列，以親民、軟性的方式宣傳旅遊業；

第四，小團化經營模式崛起。由於內地仍有零聲的疫情，現時旅客旅遊

多選擇私密化、個人化、小團化等出行方式，其中“私家團”、“主題

遊”、“家庭遊”、“房車旅行”等旅遊商品成為近期的新興旅遊趨勢。

以興趣及愛好為賣點的主題遊能為旅客組織滑雪、越野自駕、遊艇、潛

水等個性化旅程，深受顧客歡迎；第五，旅遊產品走向個性化。由於旅

遊方式趨向小規模出行，幾個人便能自成一團，團客多為互相認識，旅

行社能配合團客的要求、習慣、喜好、消費能力等不同因素提供相應行

程，加大旅程安排的自由度、自主度，為旅客提供更深入、更稱心、更

高端的服務。同時，旅遊亦更重視健康及養生，大自然及健康保健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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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受到旅客的青睞。

三、粵港澳大灣區綜合旅遊發展趨勢

粵港澳地緣相近、文化同源、民俗近似，旅遊合作由來已久。旅遊

業是粵港澳大灣區城市互聯合作的先行產業和重要陣地，香港國際航運

中心、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橫琴國際休閒旅遊島及廣州、深圳等多

地蓬勃發展的旅遊業，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旅遊業搭建了國際平台和產

業基礎。粵港澳大灣區將被打造與國際接軌的開放型旅遊經濟，並致力

成為世界級旅遊目的地和全國旅遊業的新標杆。

2020 年底發佈的《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和旅遊發展規劃》（以下簡稱

《規劃》）圍繞人文灣區和休閒灣區建設，統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文化

和旅遊發展，明確了塑造灣區人文精神、推動文化繁榮發展、促進中外

文化交流互鑒、優化旅遊市場供給、創新旅遊推廣體系、完善旅遊市場

發展環境等幾方面任務。《規劃》明確提出：“到 2025 年，人文灣區

與休閒灣區建設初見成效。文化遺產有效保護傳承，文化藝術精品不斷

湧現，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和文化產業體系更加健全，社會文明程度得到

新提高，公民文明素質明顯提高，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豐富，粵港澳

合作更加深入，市場發展活力充沛，中外人文交流互鑒成效顯著，打造

一批具有廣泛影響力的示範項目、示範區。到 2035 年，宜居宜業宜遊

的國際一流灣區全面建成。粵港澳大灣區文化事業、文化產業和旅遊業

實現高品質發展，社會文明程度達到新高度，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中

華文化影響力進一步提升，多元文化進一步交流融合，世界級旅遊目的

地競爭力、影響力進一步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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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旅遊休閒產業融合的發展趨勢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依託海灣促進濱海旅遊發展

根據《規劃》要求，未來粵港澳三地將“協同完善濱海旅遊基礎設

施與公共服務體系。建設貫通潮州到湛江並連接港澳的濱海景觀公路，

推動形成連通港澳的濱海旅遊發展軸線。探索試行核發三地通行自駕旅

遊營運車牌，有序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出入境自駕遊。大力推進新興海洋

旅遊與‘海洋－海島－海岸’、跨島遊立體開發，加強海上旅遊產品綜

合開發。支持港澳與內地合作開發海島遊和郵輪、遊艇、帆船旅遊。統

籌兼顧沿岸生態景觀和交通功能，推進旅遊航道建設，因地制宜發展港

口遊、工業遺產遊。豐富海上運動旅遊產品，開發水上飛行運動和低空

飛行項目，建設一批濱海休閒旅遊度假區和遊憩區、旅遊特色鄉村小

鎮。”

（二）優化粵港澳旅遊市場供給體系

《規劃》亦提出，未來粵港澳三地將“加強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和旅

遊資源開發，培育新型文化和旅遊業態，優化文化和旅遊產品、服務供

給體系。推動開發精品歷史文化遺產線路、創意文化和旅遊產品，提升

鄉村旅遊、研學旅遊、體育旅遊、醫療旅遊等產品質量，豐富低空飛行、

自駕騎行、溫泉療養、海島旅遊等產品體驗，培育旅遊演藝精品，發展

數字化沉浸式旅遊體驗項目，打造中醫藥、傳統武術康養旅遊品牌。推

動文化和旅遊融合發展，建設一批富有文化底蘊的世界級旅遊景區和度

假區，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鮮明的國家級旅遊休閒城市和街區。支持粵港

澳大灣區內地城市開展文化和旅遊小鎮、美麗鄉村建設，推進夜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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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旅遊消費集聚區、高品質商業步行街建設，創建國家全域旅遊示範區，

支援建設國家文化產業和旅遊產業融合發展示範區。”

（三）創新粵港澳旅遊推廣體系

未來粵港澳三地亦將加強推動旅遊資源要素互通：“建設粵港澳大

灣區旅遊集散中心，推動航空、航運、高鐵聯程聯運。大力推動出入境

口岸聯檢制度，便利外國人入境粵港澳大灣區旅遊觀光、度假和商務旅

行……拓展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

的交流合作基地新空間。高水平建設珠海橫琴國際休閒旅遊島，支持琴

澳旅遊深度合作，允許香港、澳門旅遊從業人員經培訓考核後到橫琴提

供相關服務。支持合作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北部旅遊生態合作試驗區。”

“完善協同推廣工作機制。加強政策協同和資源分享，聯合開發和

推廣‘一程多站’精品線路，促進信息溝通、產品開發、市場行銷、遊

客互推等合作常態化、機制化。加強數據和業務管理互聯互通，聯合編

製、動態更新文化和旅遊活動與產品分類目錄，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智慧

文化旅遊平台和多元化國際傳播平台。加強粵港澳大灣區與泛珠三角地

區文化交流和旅遊推廣合作。”

（四）深合區建設為澳門綜合旅遊業發展帶來新機遇

2021 年 9 月 5 日，《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 以下簡

稱《總體方案》) 出台，包括六大項，共二十九條，七千多字。內容豐

富全面，進一步確定了上述粵港澳大灣區旅遊休閒產業融合發展趨勢。

《總體方案》確立了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

新平台的戰略定位，例如在優化粵港澳大灣區旅遊市場供給方面，《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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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方案》提出“高水平建設橫琴國際休閒旅遊島，支持澳門世界旅遊休

閒中心建設，在合作區大力發展休閒度假、會議展覽、體育賽事觀光等

旅遊產業和休閒養生、康復醫療等大健康產業。”在促進粵港澳大灣區

濱海旅遊高品質發展方面，《總體方案》提出“加強對周邊海島旅遊資

源的開發利用，推動粵港澳遊艇自由行。”在創新旅遊推廣體系方面，

《總體方案》則提到“允許在合作區內與澳門聯合舉辦跨境會展過程中，

為會展工作人員、專業參展人員和持有展會票務證明的境內外旅客依規

辦理多次出入境有效簽證（注），在珠海、澳門之間可通過橫琴口岸多

次自由往返。”《總體方案》的出台為澳門綜合旅遊業的發展帶來了新

的機遇。

四、全球博彩業發展趨勢

（一） 全球博彩業發展及博彩參與率的變化

1. 實體賭場與網上博彩收入增長趨勢

從全球的實體賭場與網上博彩的收入看，2020 年全球的博彩收入估

計為 2,268 億美元，是過去 10 年以來最低的。對比最高峰的 2013 年，

更少了 21%，顯示新冠疫情對全球博彩業產生了嚴重的影響。如圖 2.5

所示，從過去 10 年的增長趨勢看，實體賭場與網上賭場的收入從 2011

年到 2014 年都比較穩定，略有增長。2015 年大幅下跌之後又穩定在

2,500 億美元到 2,600 億美元的水平，直到 2020 年再次大幅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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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全球實體賭場與網上博彩收入趨勢（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Statista 數據庫

2. 全球博彩設施趨勢

如圖2.6所示，2020年，全球營業的博彩設施，最多的是博彩機廳，

有近18萬間；全球的賭場4,926間；賓果廳2,811間；賽馬場1,653間。

這些數據顯示，全世界博彩產業的經營場所主要還是博彩機廳主導的；

賭場和賓果遊戲廳則分別處於第二和第三的位置。但需要指出的是，不

同國家對賭場或博彩機廳的定義是有差異的。有的國家把投硬幣的博彩

機廳都定義為賭場，如捷克和愛沙尼亞；而有的國家則只把有賭桌的場

所定義為賭場，只有老虎機的博彩機廳不算賭場，如柬埔寨 32。

3. 人均博彩消費趨勢變化

除了博彩參與率外，參與人員的人均消費也是影響博彩業發展的重

要因素。根據現有的調查看，不同地方有人均消費差異，但總體是呈上

升趨勢。如圖 2.7 所示，根據澳洲最新可獲得資料，從 2010 年到 2018

32 曾忠祿：《全球賭場掃描：現狀與趨勢》，中國經濟出版社，2010 年。



36

澳門“二五”規劃時期綜合旅遊發展策略研究

年，當地居民人均博彩消費金額一直穩步上升。2010 年人均博彩消費僅

1,097 澳洲元，但 2018 年已上升到 1,292 澳洲元，是過去 9 年的最高水

平。

圖 2.6  全球營業博彩設施（單位：間）

資料來源：Global Gaming Almanac，轉引自 Statista 數據庫 33

圖 2.7  澳洲居民博彩消費趨勢（單位：澳洲元）

資料來源：Statista 數據庫

33 https://www.statista.com/study/11620/casinos-in-the-us-statista-doss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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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過去 10 年看，拉斯維加斯旅客的博彩預算呈輕微上升的趨勢。

如圖 2.8 所示，2010 年拉斯維加斯旅客的人均博彩預算為 466 美元，而

2019 年，人均旅客的博彩預算達到了 591 美元，是過去 10 年第二高的

年份。最高的年份是 2016 年，人均博彩預算達到了 619 美元。

圖 2.8  拉斯維加斯旅客博彩預算（單位︰美元）

資料來源︰根據 Las Vegas Convention and Visitors Authority 的旅客調查整理 34

圖 2.9  中國旅客在澳洲人均博彩消費趨勢（單位：澳洲元）

資料來源︰根據 Tourism Research Australia 的旅客調查整理 35

34 https://www.lvcva.com/research 

35 https://www.tra.gov.au/data-and-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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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顯示，從中國旅客在澳洲的博彩消費趨勢看，2013 年（最

早可獲得資料）到 2020 年，中國旅客的人均博彩消費呈波動趨勢，但

2019 年是過去 8 年最高的（726 澳洲元），第二高的是 2016 年（721 澳

洲元）。2020年是8年最低的（560澳洲元），但2020年是新冠疫情時期，

情況比較特殊，不適宜當作正常情況對待。

4. 賭場內部多元化發展趨勢

賭場內部多元化的趨勢目前沒有全球的數據，以下根據美國內華達

州和拉斯維加斯的數據進行分析。

從內華達州年收入在 100 萬美元以上的博彩設施趨勢看，如圖 2.10

所示，過去 10 年的博彩收入佔總收入的比重持續下降。2010 年，在內

華達州的博彩設施中，來自博彩的收入佔總收入的比重為 48%，而到

2019 年，該比重僅為 36%，10 年間下降了 12 個百分點。

圖 2.10  內華達州賭場博彩收入佔總收入的比重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Nevada Gaming Control Board and Gaming Commission36

36 https://gaming.nv.gov/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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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拉斯維加斯，如圖 2.11 所示，博彩收入向非博彩收入發展的

趨勢更加明顯。2010 年拉斯維加斯年博彩收入超過 100 萬美元的博彩設

施，博彩收入佔總收入的比重為 39%。而到 2019 年，該比重僅為 27%，

10年間下降了12個百分點。而在同期，來自酒店的收入佔比快速上升，

從 2010 年的 23% 上升到 2019 年的 32%；來自食品和飲料的佔比也有所

上升，分別從 2010 年的 15% 和 7% 上升到 2019 年的 18% 和 8%。

圖 2.11  拉斯維加斯博彩和非博彩收入分佈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Nevada Gaming Control Board and Gaming Commission

圖 2.12  拉斯維加斯博彩設施不同業務收入增長趨勢

資料來源：Nevada Gaming Control Board and Gaming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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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博彩收入所佔的比重下降，並不意味着博彩收入的

絕對金額下降。從圖 2.12 可以看出，從 2010 年到 2018 年，博彩收入

也是在增長的，但其增長不如酒店客房和餐飲的增長速度快。2019 年的

情況是例外。

5. 世界各地居民參與博彩趨勢

全球多個地區均有本地研究反映，當地居民參與博彩的比重呈下跌

趨勢。例如：香港民政事務局和澳門社會工作局過去 10 多年分別有定

期對當地居民的博彩參與率進行調查，結果顯示港澳居民的博彩參與率

一直在下降。但這種下降趨勢並不是到處都一樣的。由於不同的國家和

地區的居民或旅客對博彩有不同的認知，對博彩遊戲的適應性處於不同

的階段，可支配收入水平也不同，因此各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的博彩參

與率和博彩消費水平是不同的。

圖 2.13  拉斯維加斯旅客博彩參與率

資料來源：Las Vegas Convention and Visitors Authority 37

37	https://www.lvcva.com/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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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2.13 所示，在拉斯維加斯，參與旅遊目的地博彩活動的旅客

佔旅客總數的比重一直呈波動趨勢，有時上升有時下降。從 2010 年到

2014 年，旅客的博彩參與率呈快速下降趨勢，2010 年的博彩參與率為

80%；2014 年僅為 71%，下降了 9 個百分點；2016 年更下降到了 69%。

其後，旅客的博彩參與率則迅速回升，2019 年的參與率達至 81%，超過

2010 年 80% 的最高水平。

圖 2.14  英國居民 1個月內有參與過博彩的比重

資料來源：Gambling Commission in the UK38

英國有系統地對居民參與博彩監測顯示，每個季度都有居民參與

博彩。如圖 2.14 所示，從英國過去六年的趨勢看，過去 1 個月內曾參

與過博彩的居民佔總人口的比重從 2015 年到 2019 年都基本保持穩定。

男性的參與率在 49% 至 53% 之間，女性的參與率在 41% 至 44% 之間。但

2020 年男女的參與率都下降了，男性下降至 45%，女性下降至 40%。但

38	https://www.gamblingcommission.gov.uk/about-us/statistics-and-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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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新冠疫情期間限制居民進入實體博彩娛樂場

所，而不是居民消費偏好改變造成的。

綜上所述，課題組對全球博彩業的發展形勢分析是：

第一，雖然有很多研究和調查都認為當地居民的博彩參與率總體呈

下跌趨勢，但因各地文化、經濟條件、對博彩活動的適應階段等有所不

同，外來居民的博彩參與率存在較明顯的差異；

第二，入境旅客的博彩參與率呈波動趨勢；

第三，人均博彩消費金額方面，不管是居民還是旅客，都有隨着收

入水平的提高而上升的趨勢；

第四，博彩企業收入分佈呈向非博彩來源增長的趨勢，尤其是來自

酒店和餐飲的收入增長明顯，遠高於來自博彩的收入增長，從而導致來

自博彩的收入佔博彩設施總收入的比重一直下滑。

（二）全球博彩業數字化趨勢

1. 互聯網博彩增長趨勢

早在新冠疫情之前，博彩娛樂業已經在朝網上方向發展，疫情期間

這種趨勢得到進一步加強。從圖 2.15 可見，1998 年全球互聯網博彩收

入僅為 8 億美元左右，而 2019 已達 630 億美元。從 2008 年到 2019 年

年均遞增超過 10%。預計從 2020 年到 2027 年，互聯網博彩收入仍將按

年均 11.5% 的速度遞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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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全球互聯網博彩收入增長趨勢（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MarketLine, Global Online Gambling, 2019; Spectrum Gaming Group,2020

2. 互聯網博彩收入佔博彩收入的比重

互聯網博彩在毛收入快速增長的同時，其毛收入佔全球博彩收入的

比重也快速增長。如圖 2.16 所示，2014 年該比重僅為 14%，而 2019 年

已上升到 24%。而 2020 年的比重可能超過 30%，一是實體賭場博彩受新

冠疫情的影響而嚴重萎縮，與此同時互聯網博彩因為疫情而加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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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全球互聯網博彩毛收入佔全球博彩毛收入比重

資料來源：MarketLine, Global Online Gambling, 2019; Spectrum Gaming Group,2020

互聯網博彩的高速增長，除了互聯網技術快速發展，上網越來越

容易和方便以外，另外一個重要的推動力是移動設備的快速增長。2018

年，移動設備的博彩佔互聯網博彩的比重為 42%，2019 年該比重已增至

46%。39

3. 美國、英國和歐盟增長數據

為了瞭解疫情對互聯網博彩發展的影響，下面對美國、英國和歐盟

的有關數據進行分析。只選擇這三個地區的數據做分析是因為這三個地

區有系統的數據公佈。

如果不考慮互聯網彩票，美國目前只有 6 個州通過了網上博彩合法

化的法律；其中有 4 個州已正式開始運作，有兩個州還沒有開始。四個

已運作的州只有新澤西州和特拉華州有完整的數據公佈。因此課題組以

這兩個州的數據進行分析。2014 年，這兩州的互聯網博彩收入僅 1.25

39	Spectrum	Gaming	Group,	Gaming	Market	Sstudy:	State	of	New	York,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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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美元，到2020年，該收入已達9.8億美元，6年間已增長7倍。其中，

2020 年增長最快，該年由於新冠疫情居民減少外出，更多地利用互聯網

消費，結果導致兩州互聯網博彩的收入比 2019 年足足翻了一番，如圖

2.17所示。

圖 2.17  新澤西州和特拉華州互聯網博彩收入增長趨勢（單位：萬美元）

資料來源：Statista 數據庫

圖 2.18  英國互聯網博彩收入 * 佔博彩總收入比重

資料來源：Statista 數據庫

*此處的互聯網博彩收入不包括互聯網彩票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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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互聯網博彩佔博彩總收入的比重也不斷增加。如圖 2.18

所示，2009 年，互聯網博彩（不含互聯網彩票）佔博彩總收入（不含彩

票）的比重為 9.8%，而到 2020 年，該比重已上升到了 39.9%。

全球的互聯網博彩地區中，歐盟是互聯網博彩發展領先的地區。全

球合法互聯網博彩的收入，62% 在歐盟，只有 21% 在亞太，15% 在北美。40 

從圖 2.19 中可見，近年來，歐盟的線下博彩基本上停止增長，博彩收

入的增長主要來自線上。法國的線上玩家帳戶數量翻了一番。荷蘭線上

玩家數量的增加以及西班牙線上博彩和博彩服務收入的增長也反映了歐

盟遠端博彩市場的增長。

圖 2.19  歐盟博彩毛收入增長趨勢（單位：10 億歐元）

資料來源：Statista 數據庫

根據以上資料，對全球博彩業數字化趨勢提出以下分析：

未來，互聯網博彩的發展可能會進一步加強，尤其是智能手機的日

40	資料來源：Statista 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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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普及，基於智能手機的互聯網博彩帶來的方便性是其他任何博彩方式

都沒法比較的。全球互聯網博彩的發展值得特區政府審視及研究，特別

是在“二五”規劃時期，如果忽略這種發展，可能會失去行業持續發展

的機會。互聯網博彩是否會在未來對實體博彩形成巨大的衝擊，類似過

去 20 多年互聯網零售的發展對實體零售商店的衝擊一樣，有關情況值

得特別關注。

五、小結

一直以來，旅遊業為澳門帶來諸多經濟效益，例如就業機會、商業

發展、政府稅收等，同時也帶來一定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如產業單一、

社會財富分配不均、部分居民競爭力不強等。新冠疫情肆虐至今，儘管

特區政府、企業和居民已作出巨大的努力，但澳門旅遊業遭受嚴重打擊

是不爭的事實。如今，隨着內地疫情相對穩定及內地消費者對出遊的信

心度開始恢復，澳門旅遊業也有望進入了緩慢復甦的軌道。

研判疫情過後國內外旅客旅遊偏好的變化，安全和健康已成為國內

外一眾旅客優先考慮的因素。目前國外疫情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內地龐

大的旅客出境旅遊的需求無法得到滿足。如果澳門疫情控制得當，加上

擁有特殊的歷史背景，無論在文化、建築物、生活及飲食等方面，中葡

文化交匯特色獨一無二，那時的澳門，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有機會成為可

滿足內地旅客“安全”、“有異國風情”、“有豐富高端休閒度假設施”

要求的境外旅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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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澳門綜合旅遊的優化升級

在“二五”規劃時期，全球的綜合旅遊在發生深刻的變化；為面對

挑戰，實現逆境下的可持續發展，各地的綜合旅遊正在積極地優化升級。

澳門的綜合旅遊業也不例外。總體而言，澳門的綜合旅遊如果按“簡單

二分法”可以分為博彩旅遊和非博彩旅遊。未來的綜合旅遊業要實現可

持續發展，除了要繼續推動博彩旅遊健康發展外，非博彩旅遊更要優化

升級。

一、澳門綜合旅遊業發展形勢

（一）澳門綜合旅遊近況

2020 年新冠疫情導致訪澳旅客人數出現斷崖式下跌。根據澳門統計

暨普查局數據，2020 年全年入境旅客共 589.7 萬人次，較 2019 年減少

85.0%，其中內地旅客有 475.4 萬人次，同比減少了 83.0%，其中個人遊

旅客有 186.5 萬人次，大灣區珠三角九市的旅客共 257.6 萬人次，分別

減少 85.7% 及 77.4%。香港（84.3 萬人次）和台灣地區旅客（10.4 萬人

次）亦減少 88.5% 及 90.2%。2021 年旅客數量略有恢復，第一季的入境

旅客共 173.8 萬人次，按年減少 46.0%，第二季入境旅客進一步回升至

218.9 萬人次，7 月、8 月則分別為 78.9 萬人次和 40.9 萬人次。當中，

根據澳門治安警察局《2020 年澳門整體出入境概況》，2020 年 3 月 28

日僅錄得 3,794 人次出入境，為有紀錄以來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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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2019-2021 年季度入境旅客人數（單位︰萬人次）

資料來源︰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資料整理

在酒店入住率方面，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數據顯示，2020 年第二、三

季度澳門酒店客房平均入住率從疫情之前（2018、2019 年）的九成多大

幅下跌至只有一成多，至第四季度開始才逐步回復至約四成半。2020 年

全年平均入住率則按年下跌 62.2 個百分點至 28.6%。

在會展 /商務旅遊方面，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的數據，澳門 2020

年全年入境 589.68 萬人次，遠遠低於 2019 年的 3,940.62 萬人次。商

務旅遊規模也在 2020 年銳減，2020 年全年會展活動按年下跌 1,174 項

至 362 項，與會者 / 觀眾減少 54.37% 至 91.4 萬人次；會議數目按年下

跌1,133項至 326項，與會者亦減少86.7%至 3.9萬人次，會期縮短0.5

日至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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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五”規劃時期澳門綜合旅遊業發展特點

1. 澳門對內地旅客的依賴性更強

圖3.2  2019-2021 年澳門旅客中內地旅客的比例（單位︰ %）

資料來源︰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資料整理，06/10/2021

疫情之前的 2019 年，澳門旅客中內地旅客的比例平均為 70.8%，

2020 年 2 至 3 月，內地旅客的比例一度跌至 40% 左右，但從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8 月期間，澳門內地旅客的比例平均為 91.3%，表示當前的

澳門旅遊市場對內地旅客的依賴性增強了。

2. 澳門旅遊業恢復與內地疫情發展緊密聯動

疫情之前的 2019 年，澳門日均訪澳旅客量大約在 92,000 至

126,000 人之間。2020 年 2 月至 6 月，是內地疫情最嚴重的時期，澳門

日均訪澳旅客量急劇下跌至 500 人以下。2020 年下半年開始內地疫情逐

步穩定，前來澳門旅遊購物的內地旅客逐步恢復，整體日均訪澳旅客量

才恢復至 15,000 至 21,000 人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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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五一”黃金周期間，內地居民出遊意願已十分強烈，澳門

作為內地首個恢復通關的出境遊目的地，成為了內地居民“五一”黃金

周出境遊的熱門旅遊地點，5月1日至5日期間，錄得日均入境旅客達3.3

萬人，較今年春節假期上升 1.58 倍；酒店平均入住率達 83.2%，回復至

接近 2019 年的水平。此外，“五一”黃金周期間的日均博彩收入達 6.3

億澳門元，也回復至 2019 年同期約六成的水平。

圖 3.3  2019-2021 年澳門日均旅客量（單位︰人次）

資料來源︰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資料整理所得，06/10/2021

2021 年 5 月底至 6月初廣東省疫情升溫。為應對廣東省疫情變化，

有效阻斷疫情擴散，澳門應變協調中心宣佈自 6 月 8 日上午 10 時起，

廣東入境澳門的人士須持有 48 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報告。由於訪澳內

地客源約有六、七成來自廣東省，尤其是廣州、佛山等核心城市，因此

自廣東省出現疫情後，澳門入境旅客量隨即急速下跌，反映澳門旅遊業

恢復與內地疫情發展緊密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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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線上旅遊推廣方式開始受到重視

因應疫情帶來旅遊環境及旅遊模式的轉變，澳門旅遊局在 2020 年

推出多項措施，同時繼續推進各項重點工作，包括檢視《澳門旅遊業發

展總體規劃》、推動智慧旅遊發展及優質旅遊建設、鞏固“創意城市美

食之都”工作及參與區域和國際合作等，例如：積極推動智慧旅遊發展，

持續進行開放數據工作；推出智慧行程規劃應用及一站式旅遊手機應用

程式；與本地媒體公司合作，製作視頻短片宣傳澳門健康安全及宜遊的

形象；推出“澳門•心出發”電子優惠平台，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優惠券下載量超過 24 萬張，註冊商戶有 671 家，共提供 2,053 項優惠

項目；為鞏固澳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創意城市美食之都”發展，於“美

食網站”推出澳門土生菜資料庫專頁；持續參與世界各地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創意城市組織的線上活動等。

此外，特區政府持續聯動線上和線下活動，拓展客源：以 2020 年 9

月的“北京澳門周”系列推廣活動為澳門疫情初次爆發後首個內地大型

推廣，活動參觀人數約 80 萬人次，網紅（KOL）直播錄得 7,500 萬次觀

看；配合推廣，澳門光影節提前在9月舉行，活動吸引24.3萬人次參與；

第八屆澳門國際旅遊（產業）博覽會首次結合線下線上模式舉行，新增

包括“雲直播”等內容，12場“雲直播”觀看人數有 26.2 萬（最高），

重播量超過 1.2 億次。41 

41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旅遊局全力以赴　助力旅遊業復甦》，2021 年 3 月，https://

mtt.macaotourism.gov.mo/2021/03/mgto-launches-all-around-effort-to-spur-tourism-

revival-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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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旅遊業在澳門經濟中的主體地位中短期內難以改變

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於 2008 年底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

規劃綱要》中首次宣佈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2011 年國家

“十二五”規劃第一次把香港澳門的發展納入到國家整體發展戰略中，

並將港澳部分單獨成章，明確“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2021 年國家發佈的“十四五”規劃亦提出，支持澳門豐富世界旅遊休閒

中心的內涵，可見對澳門的綜合旅遊休閒產業有了更高的發展要求。從

“十二五”到“十四五”時期，中央對澳門的發展要求始終將建設世界

旅遊休閒中心放在首位，說明中央將澳門作為國際旅遊城市的這一定位

從未改變。綜合旅遊業作為澳門的支柱產業，是帶動其他行業發展的主

導產業，也是維持澳門低稅制和自由港制度的經濟基礎，直接關聯澳門

特區的經濟安全和民生福祉。

儘管歷屆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於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着力培育新

興產業，但客觀審視澳門自身內部條件以及外部發展環境，除了綜合旅

遊業外，目前尚未有其他任何一個新興產業，具備基礎條件能在短中期

內發展成為本地的經濟支柱。新冠疫情對旅遊業帶來沉重打擊，進而對

經濟、就業以及政府庫房造成嚴重影響，但其他產業難以在短中期內補

位，經濟復甦仍然依靠旅遊業，這是難以迴避的現實。在可預見的將來，

澳門實體經濟和公共財政很大程度上仍需依靠包括博彩業在內的綜合旅

遊業。澳門的當務之急是要築牢綜合旅遊業根基，為綜合旅遊業注入更

具吸引力的元素，吸引過往龐大的消費客流重回澳門。發展好綜合旅遊

業是澳門“一中心”建設的重要支撐，而在豐富“一中心”內涵的同時，

又能為澳門的其他新興產業創造更有利的發展環境，以推動整體經濟復

甦，為未來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創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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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澳門綜合旅遊業危中有機

全球旅遊業在疫情發生前已開始深刻變革，從旅遊者本身，以至

旅遊方式、旅遊需求、營銷渠道、產業鏈條等方面都在變化。旅遊需求

轉向個性化、多樣化、細分化和高品質化，旅遊產業呈現出越來越複雜

化、智慧化、精細化的發展趨勢。疫情加劇了這一變革進程，全球旅遊

業生態與民眾出行模式進一步加快改變，旅遊業已進入全新發展階段。

“二五”規劃時期全球旅遊業挑戰與機遇並存，澳門綜合旅遊業亟需盡

快升級轉型，加快改變發展策略。具體涵蓋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二五”規劃時期澳門必須把握好作為內地少數出境遊目

的地的窗口期機遇。作為澳門最大客源地的中國內地疫情受控，並成

為 2020 年全球唯一恢復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世界銀行最新數據

（2021 年 7 月）顯示，2021 年中國內地經濟增長預期為 8.5%。42 在全

球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前，內地民眾境外遊選擇不多，而澳門作為中國

境內關外、安全健康的旅遊城市，依託內地超大規模的中高收入旅客市

場，澳門旅遊業應加快融入國家“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以重拾增長，以

先近後遠的方式開拓客源。

第二，澳門綜合旅遊業要適應強調旅客個人感受的“體驗經濟”新

時代，從過往走馬觀花式的團體遊向更具有參與感和體驗感的個人深度

遊升級轉型，綜合旅遊產品亦需更偏向現代化、定制化、主題化、深度

化，並更加側重在地旅遊體驗。例如，2020年6月澳門旅遊局推出的“心

出發 ‧ 遊澳門”，其中，直升機飛天體驗之旅第一期就有 32,008 名居

民報名抽取 1,000 個名額。2021 年 6 月，旅遊局又面向旅客市場推出一

42 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June 2021, July 2021,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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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精品遊路線，以小團形式為旅客精心定製深度旅遊行程，旅客還可

私人定製路線。

第三，“二五”規劃時期旅遊與互聯網科技的深度融合乃大勢所趨，

線上線下融合已是新發展模式，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成為旅遊業

發展的重要動力。通過互聯網，旅客可以提前瞭解旅遊目的地、在線訂

購機票、酒店住宿等進行路線規劃，盡情享受沉浸式的智能旅遊體驗，

全面滿足旅客在遊前、遊中、遊後的各項需求。然而，當前澳門綜合旅

遊的科技含量仍有待提升，特區政府要加緊建立智慧旅遊全域系統，旅

遊業各持份者需要思考如何利用科技為旅客提供一站式旅遊與防疫信

息，善用網絡平台為社區旅遊引客，促進更多線上與線下互動，並優化

電子支付、電子客服等配套措施。

第四，跨界融合將為澳門綜合旅遊業發展帶來新機遇。體育、會展、

文創、電商、娛樂、大健康等更多跨界別、跨產業融合將為互動體驗型

“旅遊＋”或“＋旅遊”複合型產品帶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將會延伸

澳門綜合旅遊的產業鏈條。旅遊業沒有邊界，具有天然的開放性、動態

性，“＋”的對象、內容、方式都可以不斷拓展豐富。澳門特區政府已

明確提出“旅遊＋”跨界融合的發展方向，推動旅遊產業鏈延伸發展，

在提升澳門旅遊業競爭力的同時，帶動其他新興產業的發展。

第五，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縱深推進，以及《橫琴粵澳深度合作

區建設總體方案》於 2021 年 9 月出台，一衣帶水的澳門和珠海（含橫

琴）之間的旅遊合作迎來全新空間。澳珠旅遊合作一方面可擴闊澳門旅

遊業發展空間，增加新的旅遊元素，另一方面通過整合兩地旅遊資源，

建設一體化旅遊市場，有條件把澳珠兩地聯合打造成世界級旅遊休閒目

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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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澳門博彩經營權將於 2022 年 6 月到期，特區政府應當借此

契機，要求博彩企業配合國家安全的新要求，並在綜合旅遊業及經濟適

度多元發展中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引導博彩企業推出多元和富有創意

的項目，以鞏固及提升旅遊業綜合競爭力，同時應思考如何實現博彩產

業與其他新興產業以及社區中小企業的協同發展。

第七，將來一旦疫情基本受控，預料各地政府均會推出引客措施，

澳門面對周邊地區的競爭將更為激烈。其中，尤其需留意同樣擁有博彩

休閒設施的東南亞諸國、鄰近的香港特區，以及實施自由貿易港政策的

海南省等對於澳門旅遊競爭力的影響及客源的分流情況。此外，地緣政

治局勢日趨複雜也令國際旅遊產生前所未有的變化，對澳門綜合旅遊帶

來的影響及挑戰不容低估。

 二、澳門綜合旅遊面對的主要問題

“二五”規劃時期澳門綜合旅遊業步入復甦的起步階段，但一些固

有的問題和新增的挑戰影響着旅遊業的恢復態勢，仍需社會及業界共同

探討。經課題組分析，當前澳門綜合旅遊發展主要面臨的問題如下：

（一）綜合旅遊業復甦態勢穩定性有待提升

1. 疫情不確定性持續帶來的問題

全球疫情大流行於短期內難以改變，現時澳門特區難以開放外國人

入境，只能與內地疫情低風險地區實現旅遊及人員往來互通。然而，內

地城市仍不時傳出輸入病例及相關病例的本地確診個案，疫情風險仍然

持續。對於目前澳門旅遊市場只有內地旅客能進入，短期內受疫情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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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在疫情防控新常態之下，可預視旅遊業復甦步伐將會較為波動，

出現時好時壞的情況。旅遊業復甦的前景不明朗，將影響旅遊及相關企

業人手管理、投資取態及開展業務等決策，影響澳門綜合旅遊業整體發

展。同時，旅遊業恢復期漫長且波動，無薪假和減薪的情況正困擾旅遊

從業員，使旅遊從業員正不斷流失。

2. 內地政策變動產生的影響

疫情爆發以來，內地赴港澳自由行曾暫停辦理簽注，隨着疫情漸

趨緩和，內地已逐步解除民眾赴澳旅遊的限制，但旅客仍需到實體網點

辦理簽注，降低了旅客出行的意欲。此外，內地於 2021 年正式實施刑

法修正案，當中新增的“組織參與國（境）外賭博罪”，指出包括中國

和外國公民組織中國公民參與跨境賭博，無論是線上或線下賭博均屬犯

罪。在上述政策的共同影響下，澳門處於被動位置，預期旅遊業復甦步

伐更為困難。

（二）綜合旅遊業態急需創新

1. 過度依賴博彩業的問題更為突顯

澳門經濟過度依賴博彩業的脆弱性在疫情衝擊下更為突出。經濟

適度多元發展已提出多時，但澳門經濟橫向多元需要時間。因此，在

“二五”規劃時期，綜合旅遊業自身的多元化發展、着力增加非博彩元

素、開拓創新及多樣化的旅遊產品以吸引優質旅客等，已成為急需開展

的工作。當中，綜合旅遊的產業鏈延伸的問題更是當務之急。可以看到，

博彩業受到衝擊，綜合旅遊的一系列產業鏈，酒店、餐飲、零售、文娛

等都是百廢待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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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傳統的業態未能配合時代革新

澳門相當大部分中小企業未能造出品牌效應，缺乏現代化的市場營

銷及宣傳手段，澳門自身特色不突出，未能形成吸引旅客慕名而來的澳

門品牌，也未能適應內地旅客的旅遊模式。此外，一些中小企的服務水

平未能跟上，影響旅客對澳門整體觀感，甚至難以留住旅客。此外，相

當部分企業的現代化發展需由政府推動，乃至對政府產生過分依賴；與

此同時，政府對旅遊業界所需亦難以完全了解，其角色更非市場引領者，

故相對而言，澳門的旅遊業態實質性提升的壓力依然頗大。

3. 旅遊產品的種類未能有效貼合市場發展，景點質量有待提升

在疫情的持續影響下，內地旅客的旅遊模式出現了變化，對旅遊產

品的需求亦因此出現轉變。現時內地旅客流行選擇小團化的出行方式，

一些“個人訂制化旅遊”、“家庭遊”、“親子遊”、“自然遊”等旅

遊產品較受歡迎，然而現時澳門相關的旅遊產品相對不足，未能緊貼市

場的發展，業界需緊貼市場發展，創新推出迎合市場所需的旅遊產品。

此外，以“自然遊”為例，雖然澳門缺乏大自然旅遊資源，但 85 平方

公里海域為澳門帶來“海上旅遊”的發展空間，應更好利用相關資源發

展旅遊產品，但現時內港段一河兩岸海上遊沿岸的建築較為老舊、缺乏

特色設計及裝飾，與珠海段形成落差，有損門戶形象。

（三）綜合旅遊競爭力有待提高

1. 原有綜合旅遊模式受到衝擊

新冠疫情對澳門的旅遊產品及綜合旅遊產業鏈產生深遠影響。在

“二五”規劃時期，團體遊商業模式逐漸式微，個人遊將得到進一步釋

放，澳門綜合旅遊將步入強調旅客個人感受的“體驗經濟”時代。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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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對內地龐大的中高端客戶仍具吸引力，是他們國外遊的最佳替代

品。但在旅客總量不如疫情前的情況下，如何吸引逗留時間長、消費能

力高的優質客源至關重要。澳門綜合旅遊業界將要適應“重質優於重量”

的新時代，從過去的粗放式發展轉型至精品遊、深度遊、預約遊的新模

式。過去的“港澳團體遊”模式需要轉型，產品設計應轉型以澳門為主

目的地的思路，深度挖掘本地旅遊資源，並善用網絡平台說好澳門故事，

吸引優質客源。

2. 政策比較優勢削弱帶來新的問題

近期，內地旅客較多選擇到海南省旅遊，原因包括海南大幅提高旅

客免稅額的政策優勢，同時海南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性價比高的度假設

施，以及多元的海洋旅遊優勢。反觀澳門，隨着金光大道近乎完成發展，

近年新推出的旅遊設施開始減少，本地欠缺創新旅遊設施，使得近年澳

門的旅遊吸引力及競爭力正逐步下降。與此同時，澳門區內旅遊景點普

遍存在佔地規模細小、配套設施不足、開發程度較低、分佈地域零散、

景點主題類同等老問題，導致旅客未必選擇參觀，曾參觀的旅客亦未必

再次造訪。可見澳門以往一些獨有的綜合旅遊政策的比較優勢面對越來

越大的挑戰,部分政策的比較優勢已被削弱，綜合旅遊競爭力急需提升。

（四）澳門綜合旅遊與鄰近區域的聯動不足

隨着區域經濟的發展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澳門本身綜合旅遊

和區域旅遊的聯動發展已進入了新的競合發展階段。澳門的綜合旅遊須

與區域內城市，尤其是與橫琴國際休閒旅遊島做更好、更全面的銜接，

不能各自為政地去發展，這亦關係到未來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建設成

效。《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和旅遊發展規劃》亦提出多項具體措施，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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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在文化和旅遊領域合作，共建人文灣區和休閒灣區。這些

重點工作在疫情後更需抓緊加快落實執行。其中，利用區域合作的契機，

把“一中心＂的旅遊產業鏈引領輻射至珠海市，再逐步擴至珠江西岸，

形成利益互補的大灣區核心旅遊經濟圈，造大澳門綜合旅遊的市場空

間。

三、澳門非博彩旅遊優化升級的重點領域

如前所述，在“二五＂規劃時期，全球的綜合旅遊都在發生深刻的

變化。總體而言，各地綜合旅遊都更積極與其他產業跨界融合。因此，

課題組認為，未來的澳門綜合旅遊業要解決上述問題，實現可持續發展，

除了要繼續推動博彩事業健康發展外，綜合旅遊業更要優化升級，盡快

有效地實施“旅遊＋＂策略應是可行之策。

然而，如何開展“旅遊＋＂?澳門綜合旅遊優化升級的重點何在呢 ?

參照以上著名旅遊目的地的相關發展經驗，建議短期內，澳門可以商 

務 /會展旅遊、文化旅遊、大健康旅遊和體育旅遊等 4方面作為重點。

（一）商務 /會展旅遊

近年，會展業成為澳門重點發展的新興產業之一。也建立了一定的

會展品牌，包括“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澳門國際品牌連鎖加

盟展＂、“葡語國家產品及服務展＂等，同時，“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

建設高峰論壇＂等重要國際論壇也落戶本澳。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近

年資料，專業客商的人均消費大幅高於普通旅客，留澳時間亦明顯較長。

在“二五＂規劃時期，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自 2020 年下半年起已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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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局在內地不同城市舉辦“澳門周＂活動，期間舉辦會展旅遊推介等

活動，與澳門會展及旅遊業界共同宣傳澳門會展旅遊綜合優勢。

為了支持會展業的發展，特區政府在 2018 年制定了《會議及展覽

資助計劃》。澳門的支持計劃與新加坡的相比更為細緻，對會議和貿易

展覽的性質、國際化程度、活動主題、規模、時間期限、專業化程度、

過往成效和對社區經濟的帶動情況等等都做了較為細緻的規定，從操作

層面而言，澳門的《會議及展覽資助計劃》指導性更明確、操作性更強。

另外，澳門在 2009 年推出了“旅遊獎勵計劃＂，於 2021 年對計劃

進行了優化，對在澳門舉辦獎勵旅遊、婚慶旅遊、學生旅遊和體育旅遊

為目的的活動進行獎勵，但是規定需 25 個非澳門居民以上，並且在澳

門至少連續住宿 2 晚及以上。對比新加坡的旅遊獎勵計劃中規定 20 及

以上境外人士，並連續逗留 3 晚及以上。澳門對獎勵旅遊的團隊規定偏

高，特別是在疫情防控階段，各地區對於團體活動都有不同程度的限制，

可以考慮調整對團隊人數的限制。另外，澳門對於獎勵旅遊的支持類別

是根據人數情況分成了 4 種團體，總共提供了 8 個項目組成了 5 種獎勵

套餐，這個與新加坡推出了 60 多個獎勵項目還有較大差距。團建獎勵

旅遊、婚慶旅遊、學生旅遊和體育旅遊差異較大，僅僅根據團隊人數進

行獎勵項目設計可能無法滿足不同群體的個性化需求，根據團體的特點

進行獎勵項目開發也比較重要。因此，挖掘獎勵旅遊顧客的特徵，豐富

獎勵旅遊項目也是優化現有獎勵旅遊計劃的一個重要工作。

此外，從拉斯維加斯商務旅遊的發展經驗來看，著名國際會議和

展覽會有助於快速促進當地旅遊與經濟發展，也有利於提升城市國際形

象。拉斯維加斯在汽車用品、建築貿易和消費電子等方面的專業展會，

為其帶來了巨大的商務旅客量。澳門可以發揮自己在旅遊博彩業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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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上的優勢，結合世界級的會展與休閒娛樂設施，舉辦國際性的專業

會議和貿易展，推動商務旅遊發展，吸引高消費客商來澳參會旅遊。

（二）文化旅遊

眾多的文獻研究和多個城市旅遊發展的經驗均表明，旅遊產業和文

化創意產業具有極強的產業關聯度和滲透力，兩大產業構成價值鏈上的

延伸和滲透，文化旅遊業的融合滋生出新的產品和新的市場，文化旅遊

涉及面廣、帶動性大、輻射力強、體驗性高，日益成為全球旅遊業中最

重要的增長市場。融合旅遊與文化產業，透過文化旅遊，可以增強文化

旅遊吸引力，建構文化認同，實現面向旅客的文化展示產業化，延長文

化旅遊體驗的產業價值鏈。

同樣地，澳門自 16 世紀中葉開埠以來有數百年的歷史文化沉澱，

以舊城區為核心的澳門歷史城區保存了東西文化交流的精髓，更於 2005

年被列入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目錄，這是澳門開展文化旅遊最獨特的資

源，亦是澳門文化身份的象徵，具標誌性意義，對海內外旅客均具有一

定吸引力。作為一個多元文化城市，澳門至今仍保留了不少懷舊時代風

貌及獨特文化底蘊，早在上世紀 50 年代起已吸引不少香港及外國的電

影劇組來澳門取景，甚至在最近疫情之下，仍有漫威影業的大型製作在

澳門取景。更多影視作品在澳門拍攝，對推廣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

城市形象，以至吸引影視愛好者到訪、發展影視旅遊及帶動社區旅遊等

都有正面影響。

此外，城市文化旅遊中，美食是當中的重要元素，澳門獨特的美食

內涵與美食文化，承載了 400 多年來中西文化在澳門交融薈萃的結晶。

澳門於 2017 年已獲評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創意城市網絡（UCCN）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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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的成員，反映澳門的美食文化已獲國際認可，這已成為澳門發展文

化旅遊的重要形式。同時，“打造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

交流合作基地＂既是國家對澳門獨特歷史文化地位的肯定，也是中央賦

予澳門新的歷史使命。故澳門可以在發揮其中西文化交流紐帶作用同

時，帶動旅遊業發展，做到文化交流與旅遊產業相互促進。此外，澳門

特色節慶活動也是本地多元文化的重要體現之一，應可聚集國內外旅客

人氣，增加他們的更多在地文化體驗，令其整體遊樂體驗提升。

（三）大健康旅遊

不少文獻研究和斴近旅遊目的地的發展經驗表明，大健康旅遊日漸

成為旅遊新業態。與傳統旅遊形態相比，大健康旅遊具有停留時間長、

旅遊節奏慢、消費能力強、重遊率高等特點。澳門旅遊業發達，但缺少

發展大健康旅遊的自然、土地、人才等資源。

不過，澳門近年來已着力發展中醫藥產業和大健康產業，期望它們

能成為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的抓手之一。特區政府 2021 年財政年度施政

報告提出，深化與橫琴在旅遊、科創、民生等各領域的合作，帶動業界

開發更多“澳門－橫琴＂旅遊路線，探索開發中醫養生和大健康服務的

旅遊產品。賀一誠行政長官也於 2021 年 3 月 15 日出席澳門中聯辦全國

“兩會＂精神傳達會時表示，澳門將以大健康產業、金融產業、高新技

術產業和文化產業這四大產業為抓手，每個產業再通過落實有關項目為

切入點，加快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同時，隨着粵澳合作，尤其是和橫琴合作的深入，課題組認為，橫

琴正好可以補足澳門的短板，大健康旅遊領域將是澳琴兩地旅遊業融合

發展的最佳切入點之一。事實上，大健康產業及大健康旅遊已成為粵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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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重點開發的核心內容之一，瑞蓮莊（橫琴）度假

主題酒店、中醫藥科技創意博物館、Ola Lotus 蓮地 - 中醫藥主題文化

街三個大健康重點項目的工程建設即將竣工。近年來，橫琴大健康產業

呈現出增長速度快、具有知名大型醫藥企業較多、新興醫藥類研發機構

密集、產業國際化程度較高等特點。其中，很多項目融合中醫療養、康

復、養生、文化傳播、商務會展、中藥材科考等為一體，有條件開發具

有地域特色的中醫藥健康旅遊產品和線路。

更重要的是，《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已於今年 9 月

出台，這將為澳門與橫琴兩地旅遊的深度合作，有效挖掘澳門旅遊產業

發展潛力，助力澳門突破大健康旅遊發展的瓶頸，進一步拓展國際旅遊

市場，實現兩地協同發展提供了更好的機遇。

（四）體育旅遊

澳門有着悠久和特色的體育文化。澳門特區政府 2021 財政年度施

政報告中提出“推動體育加旅遊多元發展，開發體育產業，鼓勵舉辦國

際體育賽事和品牌體育盛事，逐步拓展體育產業鏈。鼓勵和支持博彩公

司舉辦多元文化體育活動。＂

長期以來，澳門的體育事業得到了國家體育總局和國家奧委會的大

力支持和協助，得以成功舉辦第四屆東亞運動會、第一屆葡語系國家運

動會和第二屆亞洲室內運動會等大型賽事。2021 年 8 月，國務院同意廣

東、香港、澳門承辦 2025 年第 15 屆全國運動會，澳門將再次舉辦大型

賽事。特區政府在體育事業上的資源投入不少，澳門在軟硬件配套上均

具備舉辦大型活動的條件，澳門更可發揮國際網絡與精準聯繫功能，考

慮舉辦各類體育國際賽事和品牌體育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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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澳門的體育事業商業化程度不高，而現屆特區政府在體育旅遊

及體育產業上抱持的開放態度，是帶動體育活動走上商業化的契機。目

前，政府主導是澳門體育旅遊活動的主要特色，而在其他發達經濟體，

體育事業一般與商業合作息息相關。特區政府在 2021 年度的施政重點

中亦明確提出“推動體育加旅遊多元發展，開發體育產業，鼓勵舉辦國

際體育賽事和品牌體育盛事，逐步拓展體育產業鏈。鼓勵和支持博彩公

司舉辦多元文化體育活動。＂

圖 3.4 總結了澳門發展體育旅遊的優勢、劣勢、機遇及挑戰。澳門

有着豐富完善的博彩和酒店設施以及區位、文化、品牌賽事和制度等多

重優勢，體育旅遊市場有着巨大潛力。但是受到地域和自然資源的限制，

大型體育場地尤其是觀眾容納空間不夠充足，因而不適宜舉辦超大型的

體育賽事，博彩活動帶來一些負面影響和專門人才相對缺乏也對體育旅

遊發展帶來一定限制。不過，隨着人們的休閒需求和消費能力的提升，

尤其是疫情之下人們對於健身和體育類活動的興趣不斷提高，受疫情影

響的國際長途旅客，為防疫成效良好的澳門帶來了一定的發展機遇。隨

着大數據、VR/AR、5G 技術等技術的發展，一方面為賽事宣傳和轉播提供

了很大助力，另一方面也使得電競等新興賽事逐漸發展起來並廣受歡迎。

同時，《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共同推進大灣區體育

事業和體育產業發展，聯合打造一批國際性、區域性品牌賽事＂。這說

明了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戰略之下，澳門的體育旅遊有着很好的發展前

景。然而，周邊國家和地區在舉辦體育賽事方面競爭非常激烈，如何避

免同質化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疫情常態化下大型體育賽事的舉辦會在很

長一段時間受到限制，如何延長入境澳門旅客的停留時間值得探討；中

國內地旅客受到一定的簽注限制，也影響了旅客來澳停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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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澳門發展體育旅遊的優勢、劣勢、機遇及挑戰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澳門非博彩旅遊優化升級的策略

綜合分析，“二五＂規劃時期澳門需發揮旅遊業的產業化功能，研

究及推動“旅遊＋＂工作，形成旅遊業與其他業態的疊加效應，以帶動

整體經濟復甦及發展。為此，課題組提出以下“旅遊＋會展/商務＂、“旅

遊＋文創＂、“旅遊＋大健康＂和“旅遊＋體育＂等重點領域的策略建議：

（一）“旅遊＋會展／商務”策略

第一，進一步增強會展商務與旅遊的聯動。政府應抓緊旅遊局納入

經濟財政範疇的契機，持續透過跨門部協作，向客商加強推廣澳門社區

的文化遺產及創意美食等特色旅遊資源，着力把旅客從博企會展場地引

流至各個社區，把高端旅客引流至各社區，促進本地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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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支持競投及招攬更多國際化和專業化的活動。“二五＂規劃

時期，在條件允許情況下，應繼續辦好傳統品牌展會活動，引入更多元

主題會展活動在澳門舉行，着力開拓更多具專業性的品牌展會和以產業

為主題的展會來澳門舉辦，充分發揮澳門處於國家經濟“雙循環＂交匯

點的獨特角色，在服務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同時，帶動本地商務旅

遊的發展。

第三，與大灣區其他城市持續開展與探索多元化的會展及商務旅遊

合作。“二五＂規劃時期大灣區不僅是澳門的主要客源地，更是澳門在

會展及商務旅遊上的重要合作夥伴。因此，一方面政府應聯同會展及旅

遊業界重點在灣區舉辦推介會和路演，共同推廣澳門安全商務旅遊城市

的形象，為業界拓寬客源。另一方面，應加強與其他灣區城市的合作，

共同吸引外地客源。

（二）“旅遊＋文創”策略

第一，以澳門世界文化遺產為核心，依託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推

動以文物、史蹟、歷史街區等為代表的澳門歷史文化旅遊。澳門可以充

分利用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打造獨具特色和具有競爭優勢的文化旅遊

形象及品牌。

第二，以特色節慶活動為驅動，深入挖掘澳門傳統文化，在保護文

化基礎上去優化文化資源，深層次挖掘傳統文化旅遊的市場潛力。同時，

利用澳門特色節慶活動作為載體，以本地多元文化為依託，提升旅客的

整體遊樂體驗。此外，更可積極發掘本地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在保護

和傳承的前提下“因類制宜＂、適度開發。

第三，通過旅遊產業與文化創意產業的深度融合，達至“以文促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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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旅彰文”。在“二五”規劃時期，建議想方設法延長文化旅遊體驗的

產業價值鏈，落實《澳門文化產業發展政策框架（2020-2024）》的方向，

推進文化觀光、文化創意、網路服務、影視傳媒、演藝娛樂、藝術收藏

等細分行業與旅遊產業的融合發展。

第四，發展影視旅遊，吸引喜愛深度遊、逗留時間較長的“文化遊”

旅客。建議澳門應以“兩條腿走路”的方式發展影視旅遊發展，一方面

加強培養本地人才、把本地作品帶到海內外不同影展以提高知名度；另

一方面把外地優秀作品引進澳門拍攝，既可以推動本地電影產業成長，

又能推動本地拍攝行業等專業的發展，同時吸引喜愛深度遊、逗留時間

較長的“文化遊”旅客，以利本地酒店、餐飲等相關服務業的發展。

第五，以“創意城市美食之都”為品牌，依託世界文化遺產及大型

休閒設施等旅遊資源，推動以傳統粵菜、土生菜及葡國菜、澳門地道小

食等為代表的澳門美食文化旅遊。建議以“創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傳

承、創新、交流”總體目標為原則，以美食作為非物質文化交流的元素，

傳承多元文化共存的鮮明特色，鼓勵社區商戶和居民主動參與美食創意

文化之建設，同時應用新媒體、多渠道作線上線下宣傳推廣，以推動美

食文化作為促進旅遊業發展的一大動力。

（三）“旅遊＋大健康”策略

第一，通過大健康和旅遊業融合發展，促進澳門綜合旅遊業轉型升

級。澳門可通過健康服務與旅遊深度融合，改變長期以來澳門旅遊元素

過度單一的狀況。具體來說，可以利用澳門自身制度優勢、完善的旅遊

基礎設施，拓展本地健康旅遊。例如可針對國際旅客和內地高消費群體，

推廣高端醫療服務，開展美容美體養生旅遊，推動以中醫藥為特色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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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旅遊，為旅客提供與別不同的度假體驗。

第二，加強澳門與橫琴的合作，共同發展大健康旅遊。以《橫琴粵

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出台為契機，補澳門發展大健康旅遊的短

板，把其作為澳琴兩地旅遊業融合發展的切入點。配合國家《中醫藥發

展戰略規劃綱要（2016—2030 年）》，探討在產業園基礎上，發揮粵澳

兩地資源與政策優勢，建立醫、養、健、管、遊、食大健康產業鏈，同

時鼓勵澳門企業和個人參與橫琴各類健康旅遊項目。

第三，加強橫琴大健康產業平台建設，增強中醫藥產業園作用。澳

門與橫琴共同發展健康旅遊，短期內應運用好產業園平台，解決當前遇

到的突出問題，理順各方面關係。

（四）“旅遊＋體育”策略

第一，打造以特色賽事為核心品牌來塑造國際形象、多項中小

型賽事為支撐來吸引多元旅客、全民體育為基礎來營造體育文化、並

以傳統文化為背景的覆蓋全年的體育賽事和活動組合（sport event 

portfolios）策略來發展澳門的體育旅遊市場。初步建議可建立如圖3.5

的澳門 “旅遊＋體育＂策略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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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澳門“旅遊＋體育”發展策略體系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以體育盛事豐富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內涵，吸引更

多內地外優質旅客來澳旅遊消費。同時，應以博彩專營權重新競投為契

機，激勵相關企業對經濟橫向多元做更多的投入，其中包括探討旅遊博

彩業與休閒體育產業的更強聯動。

第三，促進“政、企、民＂多方合作，以若干個核心體育資源為着

力點，輔以其他有澳門特色的中小型體育項目。逐步改變過去由政府主

導體育盛事活動的模式，本地賽事應引入更多商業贊助，藉着與商業合

作提高舉辦高水平賽事的資本，也能吸引更多知名運動員或體育隊伍來

澳訓練參賽，將體育競技運動融合商業元素，達至體育旅遊與產業間互

相配合。

第四，加強與灣區城市體育旅遊和體育產業的聯動發展。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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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特區政府相關部門、體育社團及業界應把握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機

遇，研究和鄰近的珠海（含橫琴）及中山等地合作，聯合舉辦商業化賽

事，並吸引大灣區的體育相關企業和居民參與，依託大灣區的市場與資

源推動澳門體育產業化，以及拉動綜合旅遊業發展。此外，澳門擁有眾

多民間體育社團，澳門體育界和內地體育界素有良好的交流合作，可積

極推動澳門競技體育和體育旅遊與其他灣區城市聯動發展。

五、具體措施建議

（一）關於“旅遊＋會展／商務”具體措施建議

1. 推廣“旅遊＋會展”的商務旅遊城市形象

(1) 在穩定疫情基礎上，宜積極到內地各省市開展活動拓展客源，

舉辦結合旅遊及會展聯合推介會，向當地業界和居民推廣澳門旅遊和會

展的多元化產品。

(2) 把握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綜合體第二期及大型博

企的新設施陸續落成等機遇，應大力推廣澳門具競爭力的會展軟硬件配

套、高性價比的酒店客房、酒店直接連通會展場地等特點，吸引更多會

展項目、大型會議、周年會議等落戶澳門，鞏固目前澳門原有的旅遊目

的地的優勢。

(3) 短中期亦應繼續在與澳門有直接交通往來的內地和國際目標城

市進行“澳門周＂等推廣工作，介紹澳門旅遊及會展業的優勢，並應聯

同休閒企業推出機票、酒店住宿、餐飲及旅遊產品等優惠吸引旅客。同

時，藉推廣活動讓外地業者交流洽商，宣傳澳門健康安全宜遊的城市形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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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借助現有大型展會的影響力，邀請不同地區業界參會，爭取把

安全會展城市形象有效傳導至目標客群，形成更好的口碑。

2. 開拓專業性品牌展會和產業主題展會

(1) 爭取更多獲國際認證的展會落戶。澳門會展業專業化發展已獲

得國際肯定。國際會議協會（ICCA）於 2020 年公佈澳門在全球城市排

名為第 48 位，在亞太區域城市排名為第 12 位。目前澳門已有 9 個品牌

展會獲國際展覽業協會（UFI）認證，涉及商貿、環保、汽車、遊艇、

航空等多個領域。在此基礎上，把握專業性品牌展會及產業主題展會所

帶來的商機，爭取更多獲國際認證的展會落戶擴大客源，帶動更多商務

旅客來澳消費。

(2) 引入更多以產業為主題的專業展覽、商務會議及交流論壇。

建議未來可重點考慮以中醫藥研發製造為切入點的大健康產業、現代金

融、高新技術和文化體育等四大新興產業的專業展覽、商務會議及交流

論壇等項目，並由政府帶領會展業界聯同博企展館場主着力推動會議、

展覽、表演、賽事等融合發展，發揮“會展＋旅遊＂、“會展＋新興產業＂

等的聯乘效應。

3. 引流商務旅客至社區旅遊消費

(1) “政、企、民＂多方合作引導商務旅客至社區旅遊消費。在條

件許可情況下，建議澳門抓住“空窗期＂機遇，應爭取大型企業來澳舉

辦的千人以上會議，並在會議期間，政府相關部門、博彩場主及各區工

商及專業聯會等可攜手合作，組織及安排來澳參與會議的高消費商務旅

客走進澳門各社區進行深度旅遊，感受分散於澳門社區的文化遺產、創

意美食及中葡文化等旅遊資源，從而帶動社區旅遊消費。

(2) 豐富及優化現時“旅遊激勵計劃＂。為增加商務旅客來澳的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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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建議豐富及優化現時“旅遊激勵計劃＂，擴大適用範圍，鼓勵更

多機構及企業選擇澳門作為獎勵及商務旅遊目的地，並鼓勵到訪旅客體

驗和探索本地社區，如向符合條件的客商群體推送“直昇機遊＂、“澳

門海上遊＂等本地精品遊旅遊產品。

(3) 優化“會展通＂資訊平台，為客商提供更多社區旅遊資訊及優

惠推介。結合旅遊局的“社區旅遊計劃＂及經濟及科技發展局的“特色

店計劃＂，配合各類社區消費活動（如：社區消費嘉年華、康公夜市、

燈光夜市等）及旅遊節慶活動（如：花車巡遊、光影節、煙花匯演等）

的宣傳推廣計劃，向訪澳客商推送社區內的特色餐飲、零售和旅遊觀光

資訊。

(4) 研究在澳門適當地區發展夜間經濟的可行性。建議在平衡夜間

經濟發展與居民生活、生態環境的前提下，研究在澳門適當地區發展綜

合了夜間餐飲、海岸休閒、夜間旅遊團、零售、書店、健身等動靜兼備

的夜間經濟產業鏈，既可提升澳門對訪澳客商的吸引力，亦可分流更多

客商至社區遊覽，帶動該區經濟。地點可優先考慮在澳門半島的漁人碼

頭和南灣湖畔，以及氹仔官也街及地堡街等地段。

4. 加強會展業與其它產業的聯動吸引商務旅客

(1) 發展“會展＋旅遊、零售＂，加強會展業與旅遊業、零售業的

互動，令其更邁向市場化發展，尤其應加大力度引進高端產品展銷會，

以及鼓勵不同行業以會展為平台，吸引消費回流，打造國際旅遊消費中

心。

(2) 發展“會展＋體育＂，鼓勵及推動業界引進更多企業年會、球

迷會、車迷會等文體沙龍類型活動在澳門舉行，擴大普惠性，讓不同規

模、類別和形式的會展活動均可選擇在澳門舉辦，配合內地市場消費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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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的趨勢和網絡科技應用的潮流，加強會展業與體育產業等聯動發展。

(3) 發展“會展＋大健康＂，促進會展業及大健康產業的聯動發展。

相關部門應及時研究是否需要改變“部分進口中成藥和健康產品只能展

示但不能在會展場所銷售＂等法律法規，以利會展業與大健康產業的聯

動發展。

(4) 發展“會展＋電商＂，以線上線下融合模式促進會展商務旅遊。

澳門業界可與內地知名電商巨頭及旅遊網站合作，在大型展會舉行前或

期間加大力度推送優惠及相關旅遊產品，並於大型展銷會期間加入“跨

境電商＂與“直播帶貨＂等線上新營銷模式，例如，在展場設直播間，

讓未能現場參會的潛在旅客“雲＂逛會，並透過線上互動創造更多交易

機會，同時可為展會造勢，引起潛在旅客未來實地到訪澳門參會的動機。

透過線上線下並舉的創新模式，抓住內地龐大市場的商機。

(5) 發展“會展＋首發經濟＂，澳門可發揮自由港和會展旅遊優勢，

引進國外或內地知名品牌的首店落戶澳門，並以首發產品或首發服務作

為吸引客人的亮點，探索發展以旅遊業為導向的“首店經濟＂和“首發

經濟＂。

5. 與灣區城市聯動發展商務會展旅遊

(1) 政府可從非資金援助方式，例如在通關便利和外勞審批等方

面，支持會展業界透過“一展一會＂、“一會兩地＂及“一程多站＂等

方式深化大灣區旅遊會展合作。

(2) 利用澳門舉辦國際大型會議的優勢，聯同大灣區各城市業界，

尤其是在澳珠之間，共同舉辦更多專業性的大型國際會議，並加入“一

帶一路＂、“中葡平台＂、“大灣區＂等元素。

(3) 善用大灣區內 1 小時生活圈的便捷環境，透過“一會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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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與灣區城市合作，推動更多具國際性、專業性的高端精品會議展覽

項目的會議展覽部分和參觀旅遊部分分配至兩個或更多的相鄰城市中進

行。

(4) 加強與大灣區內有國際機場的城市合作，爭取在其國際機場與

澳門會展場地之間安排有更為便捷的交通連接與通關模式。

(5) 爭取內地放寬或降低來澳商務簽證門檻，在澳門與內地經濟

技術合作協定（CEPA）的框架下，進一步優化內地赴澳參會參展人員辦

理出入境證件及簽注程序，尤其是澳門舉辦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會議展覽

（UFI 和 ICCA 認證）期間，研究新增專業觀眾的會展簽證類別並延長許

可逗留時間 43，以及向參與澳門會展活動的海外人士赴內地參展參會提

供更多便利。

(6) 盡快將《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提出“允許在

合作區內與澳門聯合舉辦跨境會展過程中，為會展工作人員、專業參展

人員和持有展會票務證明的境內外旅客依規辦理多次出入境有效簽注

( 證 )，在珠海、澳門之間可通過橫琴口岸多次自由往返＂等措施具體

落地，並爭取將相關便利措施應適時擴展至其他灣區城市。

（二）關於“旅遊＋文創”具體措施建議

1. 推廣以文物、史蹟、歷史街區等為代表的歷史文化旅遊

（1）善用“世界文化遺產”名片打造傳統文化旅遊 IP

一方面，建議在對世遺建築進行維修及保養的同時，積極進行保護

性開發和活化利用。除利用發達媒體對世遺景點進行宣傳外，充分發揮

43 劉本立，柳智毅：《“十四五”時期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研究》，澳門經濟學會，2020年11月，

第 8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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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攻略及網絡科技工具的功能，通過電子地圖、手機 APP 等為旅客提

供多語言文字介紹及語音導賞服務，可採用 VR/AR 等技術將世遺景點在

網上進行全方位展示。

另一方面，建議利用形象十分鮮明的景點，如大三巴牌坊、東望

洋燈塔等打造成澳門的文化旅遊 IP（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識產

權），例如通過組織旅遊創意大賽等活動，鼓勵文創企業和個人參與以

世遺為主題的品牌設計和營銷，以及旅遊紀念品開發設計等，對於其中

表現突出的初創企業或個人政府可予以資助。

（2）活化其他歷史遺蹟、教堂寺廟、歷史文化街區

第一，建議活化本澳更多的具文化價值街區。除了世界文化遺產，

澳門還有其他眾多的歷史遺蹟、各式各樣的教堂和寺廟、古代建築和堡

壘、工業遺產、名人故居等。舊城區有不少具歷史和文化價值的街道，

遊走在澳門的大街小巷是體會澳門多元文化的最好方式。為此，旅遊局

可設計更多不同文化主題的旅遊路線，並開發專門的手機 APP，支援按

照不同的文化主題智能化定制路線，根據旅客的興趣需求提供便捷的參

考資訊。文化局亦可在現有基礎上，推出更多的移動應用程式，讓使用

者全方位認識澳門歷史城區及世界文化遺產。

第二，建議相關部門應整合資源，如旅遊局和文化局可以整合上述

相關的資源，並加強針對目標旅客的宣傳和推廣。同時，可從步行旅遊

線路中選擇具有特色的幾條，讓特定的高增值旅客可以免費參團，並配

備專業的導遊人員，帶領其感受體驗街區的文化內涵。

第三，建議美化和活化傳統社區。澳門不少社區雖體現舊城風貌，

卻因建築物陳舊破落、交通配套不便，難以讓人駐足。建議在有條件的

傳統社區，根據該區的獨有特色或文化要素，透過賦予主題性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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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化建築物外觀，優化社區環境。部分建築物更可透過創意塗鴉，美化

外牆，成為新的風景線。

（3）優化各區博物館並轉化為文化旅遊資源

第一，建議依托博物館的研究功能及研究成果，對藏品的歷史、藝

術、科技等領域價值進行深度挖掘，將博物館建設成為深層次的文化旅

遊體驗目的地。

第二，對有條件的博物館進行改建、擴建，提高展陳水平。鼓勵私

人機構或個人投資建設博物館，由特區政府在資金、場地等方面提供支

持。

第三，建議文化局和旅遊局加強溝通協作，提升博物館的知名度和

增加參觀人次。在博物館建設和管理方面，兼顧旅客和居民的需求，協

同推進旅遊公共服務和公共文化服務，打造宜遊和宜居的社區。

（4）發展具澳門本土特色的“紅色旅遊”

第一，建議參考內地作法，設計一條或幾條紅色旅遊路線，充分利

用澳門的紅色旅遊資源，如已經被列入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名錄

的冼星海紀念館，既面向旅客，也可以面向本地居民，作為愛國教育、

黨史學習基地。

第二，建議參考論區行賞步行路線，將現有的景點，比如葉挺將軍

故居、冼星海紀念館等串聯起來，推出紅色主題線路。

第三，建議圍繞柯麟、柯正平兄弟，黃健、杜嵐夫婦等革命先驅的

事蹟，在鏡湖醫院、濠江中學、南光公司等選址設立紀念館或常設展覽。

第四，建議在博物館專設展覽或建立專題網站，介紹中共早期在澳

門的活動，並通過表演、講座、工作坊等活動進行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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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打造中西文化交融的“婚慶旅遊之都”

第一，建議政府和業界加大宣傳推廣力度，充分利用本澳獨有中西

文化交融、傳統與現代並存的城市魅力，發揮婚慶旅遊的獨特優勢，打

造澳門“婚慶之都”的新形象，吸引名人及網絡意見領袖等來澳辦婚慶

活動，並結合婚慶攝影及活動策劃等文創產業，探索發展完整的婚慶產

業鏈。

第二，建議相關部門盡快研究打造標誌性的婚慶地標建築，比如戀

愛巷、西望洋聖堂等。

第三，建議在“二五”規劃時期，打造澳門“婚慶之都”的新形象

的首要對象為內地遊客，以滿足其境外婚慶旅遊的龐大需求。

2. 打造以特色節慶、宗教節日、居民習俗等為代表的特色文化旅遊 

（1）打造多元文化共融的品牌節慶活動

第一，建議對多元文化共融的節慶盛事活動進行全面梳理，深入挖

掘節慶活動的文化內涵與文化價值，提煉出若干既相容澳門特色和本地

居民需求，又能滿足旅客文化需求的節慶主題，進行重點推廣。

第二，建議利用流行的社交媒體對可體現多元文化共融的精選節

慶活動進行宣傳，可在舉辦前及舉辦期間乃至舉辦之後，利用 FB、

Instagram、微信朋友圈、抖音、微博等平台進行長時間、高密度、全

方位宣傳，吸引目標旅客，觸動其內在的情感和情緒，從被動參與轉變

為主動參與。

第三，建議提升多元文化共融節慶活動的綜合效益，可在一個節慶

活動主題之下，安排一系列活動和項目，包括會議展覽、學術論壇、文

藝演出、娛樂活動等。

第四，通過引入更多的商業夥伴，調動各合作方的積極性和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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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形成完善的投資回報機制，逐步構建多元文化共融的節慶經濟全產

業鏈。

（2）推廣澳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第一，建議特區政府加強對澳門非遺資源調查和整理，不斷擴展本

地非遺名錄，並將“非遺”項目作為澳門吸引旅客的重要元素之一。可

根據“非遺”的不同特性，要“因類制宜”。例如：對於一些表演性項

目，研究建設專門的表演場館或借用現有場地開辦為常設節目，在保護

傳統表演藝術基礎上，讓其服務於旅遊業；將一些“非遺”相關的展示

空間與咖啡吧、藝術品店鋪、工作坊等有機結合，成為面向旅客和居民

的文化休閒設施，鼓勵旅客參與集文化學習與旅遊消閒於一身的體驗式

活動。

第二，建議遵循科學合理、適度開發的原則，對一些具有市場潛力

和開發價值的“非遺”項目，在由政府主導、傳承和保護的前提下，吸

引更多民間資源投入，促進“非遺”資源向文化旅遊產品及服務轉化。

鼓勵企業或團體通過專業設計或包裝，在某些“非遺”項目的基礎上衍

生出融入現代生活的產品，並通過市場化運作，使其更易被旅客接受和

喜愛，甚至發展成澳門品牌。

3. 開拓以旅遊演藝、文化藝術、旅遊文創為代表的現代文化旅遊

（1）發展多元旅遊演藝項目

第一，建議可利用澳門“一國兩制”和廣泛國際聯繫的優勢，將一

些已具國際知名度的旅遊演藝活動，如澳門藝術節、佛誕節舞醉龍、“水

舞間”加強向外推介，同時還應吸引更多國內外高水平的藝術表演。 

第二，建議政府選取幾個標誌性的景點來打造常設的表演節目，例

如，於大三巴及媽閣廟等地，在光影節表演的基礎上，加入更多特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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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通過虛擬與現實相結合的場景化、沉浸式演藝，營造立體的旅遊體

驗。

第三，建議由政府主導和社團合作，組織一些隨機性、自由性較強

的街頭表演，增加澳門文化藝術氣氛，並更好與旅客進行互動。

第四，建議旅遊局和文化局等部門加強溝通協作，推動旅遊演藝不

斷向專業化、品牌化方向發展，同時對每年的演藝活動安排進行更好的

統籌規劃，例如，在旅遊旺季增加活動的場次，在旅遊淡季則可策劃特

別節慶類型的表演活動引客，增強整體旅遊接待能力，並提升旅客的體

驗價值。

（2）打造澳門現代旅遊文化 IP

第一，建議特區政府積極打造澳門現代旅遊文化 IP。現時，不少著

名旅遊目的地都在打造自己的旅遊文化 IP，如日本的熊本熊。為此，澳

門要發展“旅遊＋文創”，須要獨有的旅遊文化 IP，從而增強傳統旅遊

產品的豐富性和吸引力，激發文化旅遊的潛在市場需求，從而拓展新的

市場空間。

第二，建議特區政府對致力打造澳門現代旅遊 IP 的業者給予更多

支持，並應充分利用文創產業有較長產業鏈的特點，圍繞成功的旅遊 IP

推出多種相關產品，包括但不限於食品、服裝、飾品、家居用品、文化

展演、遊戲娛樂等，為旅客提供豐富多彩的旅遊商品和服務。

4. 發展以“創意城市美食之都”為品牌的美食文化旅遊

（1）優化各類美食文化節慶活動

第一，建議優先推廣及傳承以傳統粵菜、土生菜及葡國菜、澳門地

道小食為代表的美食文化，加強旅客對澳門美食的認知，推動本土美食

文化的可持續發展。尤其是優化“澳門美食節”的規劃並加大推廣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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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建議加強飲食業界和大型休閒企業合作，在澳門舉辦“最佳

餐廳”或“最佳廚師”等比賽及頒獎活動，彙集頂尖廚師、業界領袖及

國內外傳媒出席，通過美食盛會吸引高端旅客，提升澳門在國際美食旅

遊的地位，展現澳門美食之都的魅力。

第三，積極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創意城市網絡的工作，與順德、

成都、揚州等美食之都攜手舉辦活動，建設美食文化交流平台，並利用

“澳門周”等活動，以豐富多元的澳門特色美食吸引內地消費者品嘗澳

門美食，感受“澳門美食之都”的文化和特色。

（2）發掘澳門社區美食旅遊資源

第一，建議重新整合和優化“論區行賞”路線，或推出新的社區旅

遊路線，融入更多美食旅遊元素，包括沿線食肆、特色店、文創商店等，

連結社區商戶，合力營造“食、玩、買”的多重旅遊體驗，吸引旅客來

澳體驗美食及休閒旅遊。

第二，建議鼓勵及支持本地社團及商會組織舉辦以“澳門美食”為

主題的活動，參考“康公夜市”和“燈光夜市”模式，以街頭美食及文

創產品為主題發展“夜市經濟”。

（3）線上線下多渠道推廣“美食之都”品牌

第一，建議善用網絡科技手段和新媒體平台，通過旅遊展、美食展、

美食車推廣活動、廚藝示範及工作坊、邀請知名人士拍攝美食旅遊節目、

雜誌及在線旅遊專欄文章、短視頻及直播等、進行全方位的線上線下宣

傳，吸引更多內地中青年白領族群關注澳門“美食之都”，宣傳澳門美

食休閒旅遊目的地的形象。

第二，建議邀請內地餐飲界主要代表到澳門考察、學習和交流澳門

美食製作方法及特色文化，並積極向內地消費者介紹、宣傳澳門特色美食。



83

第三章  澳門綜合旅遊的優化升級

第三，建議旅遊業界與本地餐廳合作推廣澳門的各類特色中西美

食，合作推出更多的美食相關旅遊產品。

（4）向內地旅客推廣澳門咖啡文化與葡萄酒文化

第一，建議以咖啡與葡萄酒文化作為切入點，打造澳門中葡文化旅

遊形象 IP。具體來說，澳門的美食旅遊應結合“一平台”定位，利用葡

語系國家深厚的咖啡文化與紅酒文化，如八個葡語系國家中有六個均有

生產咖啡，葡萄牙的紅酒產業也非常成熟等優勢，針對內地中產群體對

咖啡文化與紅酒文化的潮流方興未艾，爭取在條件許可下加快重開葡萄

酒博物館並優化相關設施配套，並研究於澳門設立葡語系國家咖啡文化

產業博覽館，打造澳門中葡文化旅遊形象 IP。

第二，建議政府出台更多政策，鼓勵本地相關中小企業與大型休閒

企業合作，在澳門舉辦以咖啡文化或紅酒文化為主題的節慶活動。

5. 促進影視旅遊形成和發展

（1）發展“澳門電影遊” 成特色旅遊產品

第一，建議文化局和旅遊局聯合推出的“跟着電影遊內港路氹”文

化深度遊，澳門路線由媽閣廟出發，沿經西坑街、崗頂前地、福隆新街、

白鴿巢公園等地點，至大三巴牌坊結束，穿梭香港電影《伊莎貝拉》、

《2046》、《精武門》，本地作品《堂口故事 2》、《過雲雨》及《沙

漏愛情》等熱門場景。期望以此作為加強影視旅遊的起步。

第二，建議政府部門和業界開發更多“澳門電影遊”創新旅遊產

品。“電影遊”路線基本可遍及澳門各區，幅射面較廣，為喜愛深度遊

的文化旅客提供了體現澳門城市空間多元性的機會，同時帶動社區經濟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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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鼓勵外地一流的影視作品來澳製作拍攝

第一，中短期內，建議在滿足防疫前提下，政府加快內地、香港、

韓國等業界作來澳拍攝的商業洽談，把優質電影、電視、綜藝節目等引

進澳門拍攝，既能促進業界專業水準提升，同時帶動本地影視旅遊發展。

第二，建議長期可研究推出類似《會展及商務旅遊展支持計劃》的

“優質影視製作支援計劃”，為赴澳拍攝人員提供來澳便利措施、一站

式諮詢及協調服務、影視拍攝資助等計劃，由政府與業界共同打造澳門

影視旅遊產業。

（3）着力打造關於澳門本土題材的原創影視 IP

第一，建議澳門盡快培養和孵化屬於自己的原創影視 IP，以澳門元

素、澳門故事、澳門品牌為核心打造影視旅遊產業鏈。現階段，可對粵

港澳大灣區題材、海上絲綢之路題材、中國與葡語系國家交往題材、小

城人文風情和傳奇故事題材等作品進行重點開發，形成豐富的劇本和內

容儲備。

第二，建議建立澳門題材影視作品資源庫，並對作品進行扶持和後

續開發；通過劇本徵集、編劇大賽、行業自薦等手段，培育一批有水準、

有潛力的編劇和策劃創作人才儲備。

（三）關於“旅遊＋大健康”具體措施建議

1. 拓展健康旅遊新業態以增加澳門本地旅遊元素

（1）着力拓展高端醫療服務旅遊。建議抓住離島醫療綜合體將由

北京協和醫院經營、管理和提供服務的契機，鼓勵澳門醫療機構引進世

界領先的疾病康復治癒技術及設備，引入高端醫療人才等，為旅客帶來

頂級醫療體驗。同時，開發以大灣區、東南亞中產居民為對象大健康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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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產品，具體建議可包括吸引他們來澳享受高質素的醫療服務，包括各

類身體檢查、注射 HPV 宮頸癌疫苗等健康旅遊產品；借鑒韓國、泰國等

地經驗，開展美容美體養生旅遊，包括整形美容手術、全身肌膚管理、

SPA、美體營養餐配置等。

（2）發展以中醫藥為特色的健康旅遊。中醫藥食同源，是東方食

養的一大特色，建議將藥膳等美食養生作為澳門健康旅遊新業態的重要

內容之一。以傳統中醫、中草藥和中醫療法為核心資源，為旅客提供療

養康養服務；依託中醫養生館、針灸推拿體驗館、中醫藥調理產品，配

合一定的休閒活動，為旅客提供獨具特色的度假體驗。 

（3）打造特色養心養身旅遊產品。建議根據希望在澳門體驗中國

傳統文化的外國旅客的需求，利用佛教、道教等宗教傳統中養生、自然

保健、自我身心保養等資源，以及在澳門保存較好的中國傳統文化，結

合市場需求及現代生活方式，運用創意化手段，打造利於養心的旅遊產

品和服務，使他們在獲得有澳門特色的文化體驗。

2. 以澳琴旅遊業融合拓展“旅遊＋大健康”

（1）建議澳琴兩地共同制訂推動“旅遊＋大健康”發展的專項規

劃，做好頂層設計，並加快推動和落實。

（2）共同塑造以中醫藥為特色的健康旅遊品牌形象。澳琴攜手、

深度合作，利用澳門的國際化優勢加快中醫藥走向世界，促成在旅客心

目中將澳門和橫琴作為同一個旅遊目的地，並讓旅客喜歡來、願意住、

住得久。同時，繼續向中央積極爭取在簽注有效期內多次往返澳琴的通

關便利政策。

（3）充分發揮澳門的國際化優勢和深合區的制度優勢，例如通過

在澳門和深合區舉辦中醫藥主題的國際性會展活動，加大中醫藥健康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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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的市場培育，不僅面向內地市場，還將面向更廣闊的國際市場。

（4）整合開發兩地大健康產業和旅遊業方面的潛力，加強融合，

推出更多健康旅遊精品線路和產品，共建大健康旅遊產業鏈。強化區域

旅遊市場建設，加強與灣區其他城市合作，共同塑造“健康灣區”形象。

3. 強化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在“旅遊＋大健康”中的角色和作用

（1）建議要重新檢視中醫藥科技產業園的角色和作用，針對目前

存在的問題，盡快提出解決方案。完善有關的公司治理機制，理順各投

資方及各合作方的關係，按照高度市場化運作模式，爭取相關項目及早

投入實質營運。

（2）建議深合區管委會創設條件鼓勵更多企業，包括澳門企業利

用這個平台發展“旅遊＋大健康”項目。可考慮由深合區管委會提供特

殊政策支持園區內的大健康企業，吸引有市場化能力的企業進駐產業

園，以期盡快實現中醫藥科技產業園的市場化運作。

（四）關於“旅遊＋體育”具體措施建議

1. 打造安全健康的“體育特色休閒城市”

（1）做好相關體育賽事的各項風險管理及應急預案，打造澳門“體

育特色休閒城市”的形象，並利用特區政府各駐外代表處加以宣傳。在

“二五”規劃時期更要以着重安全、健康作為澳門體育盛事的核心品牌。

繼續辦好“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澳門國際馬拉松”、“澳門國際

排聯世界女子排球聯賽”、“澳門國際龍舟賽”等澳門品牌特色的國際

體育盛事。

（2）塑造澳門特色體育賽事 IP。建議澳門重視塑造體育賽事 IP，

並將這些體育 IP 延伸至文化創意等其他產業，創造體育賽事關聯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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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衍生旅遊產品。具體來說，應加強宣傳和重視體育 IP 的知識產權保

護意識，藉體育 IP 發展體育粉絲經濟，再帶動體育旅遊。在體育盛事

活動期間，舉辦一系列賽事主題的社區節慶嘉年華活動，於賽事場地設

置文創攤位、透過文創店推廣及銷售相關產品等，以進一步延伸體育旅

遊的產業鏈。例如，可以澳門大賽車博物館做為一個特色體育賽事 IP，

打造體育、文化、科普元素跨界融合而成的全新旅遊景點。

2. 採用全年賽事組合吸引多元旅客

建議採用全年體育賽事組合策略（sport event portfolio）吸引

多元旅客。所謂全年體育賽事組合策略是指在全年的不同時間戰略性地

組織一系列經常性且在資源、主題或者市場上相互關聯的賽事。從上述

拉斯維加斯和日本的經驗看來，該策略可以有效利用不同賽事的組織經

驗和各類資源，改善澳門客源結構，尤其是在疫情影響下國際長途旅行

受限，將有助於吸引周邊地區的旅客，從而吸引更多不同類型的旅客。

3. 以更多元化賽事吸引多元旅客

（1）推廣“旅遊＋水上運動”。建議澳門更多地利用海濱旅遊城

市的資源，積極打造水上運動盛事品牌，在現有“澳門國際龍舟賽”、“粵

港澳大灣區盃帆船賽暨澳門盃國際帆船賽”、“澳門盃國際滑水賽”等

品牌水上賽事的基礎上，考慮與內地其他沿海城市合辦世界一流的帆船

比賽或海上體育競賽，共同促進沿海休閒、度假旅遊和海上運動的發展。

另 一 方 面， 可 鼓 勵 發 展 新 興 水 上 活 動。 例 如， 水 上 飛 板

（Flyboard）、直立板（Stand Up Paddle）等成為近年時尚的水上運

動項目，聯同大型休閒企業推廣這些潮流運動，吸引更多元客源。

（2）舉辦更具經濟效益的單項體育比賽。除綜合運動會外，部分

單項運動亦較受歡迎，且同樣能吸引高端旅客，故可研究舉辦如“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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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俱樂部世界盃”（FIFA Club World Cup）、職業網球巡迴賽等大

型賽事，或“彩虹跑”等單項新興賽事，並可研究與內地城市尤其灣區

其他城市合辦區域性或國際性賽事的可行性。 

（3）探索“旅遊＋電競”的發展。電子競技不但是一項新興運動，

更是文創、科技、體育等領域跨界融合的新興產業，近年來異軍突起，

憑藉其獨特的魅力在短時間內風靡全球，尤其在中產年青群體中廣受歡

迎，且受疫情的影響相對較小。具體建議包括：

第一，創設條件競投主流電競賽事決賽的承辦權，為澳門旅遊業注

入新的動力及吸引點，通過舉辦電子競技比賽，與澳門的世界旅遊休閒

中心、國際美食之都等定位及旅遊名片相互疊加融合，作為“旅遊＋體

育”發展策略的延伸。

第二，將電子競技賽事作為“旅遊＋體育”的新切入點，打造澳門

的自主賽事品牌，把電子競技融入體育產業和體育旅遊的範疇，帶動比

賽舉辦的酒店、餐飲、旅遊娛樂、交通方面等關聯消費。

第三，將電子競技作為文化體育旅遊得到升級的主要抓手之一，加

強電子競技、文化產業與旅遊業的產業融合，加強澳門“盛事之都”的

旅遊形象。

（4）研究舉辦一些有吸引力的業餘賽事吸引另類旅客。除職業賽

事外，個別業餘賽事亦有一定吸引力，可研究在澳門舉辦“中國大學生

籃球聯賽”（CUBA）邀請賽等的可行性。

4. 政、企、民合力推動“旅遊＋體育”發展

（1）政企合力打造更多運動盛事及多元體育活動，改變過去由政

府主導體育賽事活動的情況，多發動企業力量，尤其是鼓勵大型旅遊休

閒企業牽頭舉辦或參與，爭取做到“每月一盛事”，並集中力度向大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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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旅客宣傳。例如由大型博企邀請知名球隊、體育明星、國家金牌運動

員等來澳門作表演賽，部分活動更有條件在博企場地內舉行，以帶動其

他關聯消費。

（2）推動休閒體育元素與大型旅遊休閒設施的有機融合，鼓勵大

型博企加入體育主題的非博彩元素，例如可在博企場地內設置以體育運

動為主題、應用 VR/AR 技術、大眾及旅客可參與的沉浸式體驗設施或互

動遊戲。同時鼓勵博企於休閒設施內開設體育酒吧或體育主題餐館，增

強旅客的觀賽體驗，增加旅客在澳消費。

（3）政府創設條件，如以優惠條件提供公用場地，鼓勵體育社團

主動尋求與大型企業合作，舉辦更多具級數體育盛事；同時，可鼓勵體

育社團舉辦賽事時引入更多商業贊助（如冠名權和其他方式），藉着商

業合作提高舉辦高水平賽事的資本。

（4）優化現時“旅遊激勵計劃”中對體育旅遊的激勵措施，創造

更多誘因把體育旅客吸引到社區消費，延長體育旅客留澳時間，以帶動

澳門體育旅遊發展。

5. 聯合大灣區城市共同推動“旅遊＋體育”發展

（1）以承辦2025年第15屆全國運動會為契機，推動體育休閒旅遊。

根據中央堅持簡約、安全、精彩的辦賽要求，與中央有關部委、廣東省、

香港特區政府緊密合作，做好籌備工作。

（2）協同其他灣區城市發展特色體育旅遊項目。澳門可發揮自身

優勢，按照《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的相關體育產業發展方

向，研究優化“武林群英會”，與廣州及佛山等武術文化深厚的城市協

同打造中國的國際武術中心，或推出其它特色體育旅遊項目。

（3）建議利用深合區發展文旅產業的機遇，按照《橫琴國際休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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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島建設方案》中提出的文體休閒旅遊發展方向，澳琴合辦更多運動

賽事及盛事活動，向中央爭取為到訪橫琴參加體育及節日盛事的國內外

旅客發出專屬的“盛事簽證”（Event Visa），方便自由進入澳門和橫

琴共同吸引國內外體育愛好者和中產群體。

6. 利用 “一平台”定位推動“旅遊＋體育”發展

建議利用“一平台”定位，發揮葡語系國家的體育優勢推動“旅

遊＋體育”發展。葡語系國家中，葡萄牙和巴西均為足球強國，部分葡

語國籍、西班牙語國籍的足球明星在國內擁有相當高的知名度和大批球

迷，衍生的商業價值不容忽視。建議可考慮舉辦揉合中葡文化交流、拉

丁文化、足球文化元素的節慶式體育文化交流盛事，邀請相關地區知名

體育人員來澳參與體育賽事及活動，推動“旅遊＋體育”發展。

六、小結

在“二五”規劃時期，澳門綜合旅遊業將要適應“重質優於重量”

的新時代，從過去的粗放式發展轉型至精品遊、深度遊、預約遊等新模

式。澳門必須一方面發揮綜合旅遊業作為支柱產業的引領作用，加快推

進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用好用足“世界文化遺產”和“美食之都”

雙名片，彰顯中西文化匯聚的特點，依託世界級的旅遊休閒配套設施，

引入更多具國際水平的、具吸引力的旅遊和娛樂項目，豐富本地旅遊業

的內涵和多元性；另一方面，更需要加強旅遊業與會展 / 商務、文化創

意、大健康和體育等特區政府着力發展的重點產業的互動發展，深化旅

遊業與它們的跨界融合，推動更多的“旅遊＋”工作，形成旅遊業與其

他產業的疊加效應，並鼓勵業界推出更多具澳門特色及跨產業融合的旅

遊產品，以提升澳門作為旅遊目的地的競爭力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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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確保博彩業的健康持續

一、澳門博彩業面對的主要問題

（一）疫情考驗澳門博彩業的韌性

作為澳門綜合旅遊業重要組成部分的博彩業，隨入境旅客大幅減少

受到沉重打擊。根據統計局數據顯示，幸運博彩毛收入全年錄得 604.4

億元），較上年的 2,924.6 億元下挫 79.3%。特區政府博彩稅收 2020 年

為 298.1 億元，比 2019 年減少 829 億元，或減少 73.6%。

疫情發生後，本澳經過多次出入境管控措施的調整，其中，2020 年

9 月 23 日內地恢復赴澳門的自由行簽注，是澳門旅遊業的重要轉捩點，

標誌着澳門的防疫工作得到國家的肯定，以及澳門經濟的重新出發。澳

門有健康安全的城市形象，加上特區政府從消費優惠、節慶活動、體育

賽事等多方面着手，並積極到內地多個城市開展活動拓展客源、延長旅

客留澳時間及消費鏈，加快了本地旅遊業復甦。澳門多項旅遊經濟指標

比起疫情爆發之初有較顯著改善。訪澳旅客數量日漸增多，入境旅客人

數從最低谷時每天約 200 人，增加到 2020 年底時的每天約 2 萬多人。

2021 年初以來，雖然旅客數字有所波動，但每月幸運博彩毛收入維持在

70 至 80 億元的水平，5月份更突破 100 億元，但受廣東疫情影響，6月

賭收回落至 65.35 億元，按月減少 37.4%，8月和 9月賭收再因本澳兩次

疫情反覆而進一步下降。2021 年 1至 9月博彩毛收入累計 677.87 億元，

雖然較去年同期上升 75.6%，但還不及疫情前 2019 年賭收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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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澳門博彩業整體經營情況下滑

在新冠疫情影響下，入境旅客大幅減少，令博彩業全年總收入同

比減少 78.4% 至 639.4 億元；當中博彩收入僅為 603.2 億元，減幅高達

79.4%。總體來說，整個行業經營情況都變差了 (詳見表 4.1)：

第一，博彩業對澳門經濟的貢獻度下降。反映博彩業對經濟貢獻的

增加值總額為 418.5 億元，按年下跌 79.6%；全職僱員平均增加值同時

亦下跌 79.0% 至 74 萬元。

圖 4.1  疫情發生後澳門主要博彩旅遊數據的變化

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06/10/2021



93

第四章  確保博彩業的健康持續

表 4.1  2020 年澳門博彩業主要指標

2019 年 2020 年 變化

企業 ( 間 ) 9 9 -

幸運博彩娛樂場 (間 ) 41 41 -

全職僱員 (名 ) 56 613 58 225 -2.8%

總收入 (百萬澳門元，下同 ) 63 939 296 085 -78.4%

　　其中︰博彩及相關服務收入 61 285 293 380 -79.1%

總支出 46 422 117 771 -60.6%

　　其中︰員工支出 19 711 22 532 -12.5%

經營費用 9 954 31 932 -68.8%

購貨、佣金及客戶回贈 9 429 56 427 -83.3%

庫存變化 56 53 -

增加值總額 41 845 205 073 -79.6%

固定資本形成總額 1 882 3 012 -37.5%

盈利 22 134 182 542 -87.9%

盈利比率 (%) 36.1 62.2 -26.1%

盈利與支出比率 (%) 56.6 164.6 -108.0%

全職僱員平均增加值 (百萬澳門元 ) 0.7 3.5 -79.0%

註 1： 幸運博彩娛樂場資料來自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2020 年及 2019 年娛樂場數目分別包括 4 間

及 2間暫停營業的娛樂場。

註 2： 全職僱員數目來自人力資源需求及薪酬調查資料。 

註 3： 博彩及相關服務收入不包括利息收益與保險賠償。 

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博彩業調查》(2020 年 )

第二，博彩業經營情況明顯轉差。2020 年博彩業整體盈利有 221.3

億元，按年下跌 87.9%。顯示行業將收入轉化為盈利能力的盈利比率

（36.1%）同比減少 26.1 個百分點，而反映行業成本效益的盈利與支出

比率（56.6%）減幅更達 108.0 個百分點。兩項比率均創澳門有博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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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調查以來的最低記錄。此外，由於部分大型旅遊博彩設施已於早年

落成，加上博彩企業在 2020 年減少購置資產，令全年行業的固定資本

形成總額按年縮減 37.5% 至 18.8 億元。當中，2020 年樓宇和其他建築

物的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為 11.3 億元，同比下跌 25.5%，機動車、機器及

其他設備（3.8 億元）和電子博彩設備（2.4 億元）亦分別錄得 5.7% 及

68.4% 跌幅。

第三，幸運博彩承批企業的經營狀況也明顯轉差。博彩監察協調

局資料顯示，2020 年底幸運博彩娛樂場數目維持在 41 間（包括 4 間暫

停營業的娛樂場）。賭枱數目較 2019 年減少 9.8%，博彩機數目更下跌

47.9%。2020 年，6 間幸運博彩承批企業共聘用 55,406 名全職僱員，佔

行業整體的 97.9%。它們全年博彩收入同比減少 79.5% 至 596.8 億元，

佔行業的 98.9%；盈利按年減少 87.9%。盈利比率及盈利與支出比率同

步下降 26.0 個百分點及 108.3 個百分點。

（三）澳門博彩業內部收入的變化

受到新冠疫情，除博彩業總體收入出現“斷崖式”下跌外，博彩業

也面對內部收入結構發生變化的影響。眾所周知，疫情前貴賓廳收入一

向佔澳門博彩總收入一半以上。如表 4.2 所示，2018 年貴賓廳收入比

重是 54.8%，但從 2019 年開始，貴賓應收入佔比已下降至少於博彩總

收入的一半以下，2020 年第四季下降至 34.9%，2021 年第二季已降至

33.5%。而據最新公佈的數據，2021 年第三季更降至 31.8%。且據媒體

報道，2021年8月博彩仲介人在澳門經營貴賓廳的轉碼數僅得198億元，

較 7 月份下跌 48.6%；收益只得 7.3 億元，按月大跌 49%。六間主要貴

賓廳集團轉碼數全線跌 5 成至 8 成，首三位的轉碼數都不過百億元，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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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龍頭只剩太陽城和德晉，一些“細廳”更在缺少散客的情況下，前景

變得更崎嶇。近期也有業界人士估計，貴賓廳年底或掀結業潮。可見受

新冠疫情，及以下將會展開論述的內地打擊賭博法律法規等影響，貴賓

廳業務受到了很大的衝擊。

表 4.2  2018 ─ 2021 年第二季澳門部分幸運博彩毛收入比重

年份

博彩項目
2018 2019

2020 2021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貴賓廳百家樂 54.8% 46.2% 48.6% 46.5% 47.9% 34.9% 38.6% 33.5%

百家樂 33.8% 41.3% 39.9% 32.7% 38.4% 54.3% 51.0% 54.8%

其他 11.3% 12.5% 11.6% 20.8% 13.7% 10.8% 10.4% 11.7%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根據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資料整理

此外，幸運博彩中，除以上提及的包括貴賓廳和中場收入下跌和收

入結構調整變化外，如表 4.3 所示，博彩機的數目由 2019 年的 17,009

部下跌至 2020 年的 8,854 部，降幅達 47.9%，2021 年雖有上升，但

2021 年的第 3 季也只有 11,449 部，較 2019 年下降 32.7%。同期 , 博彩

機的收入由 2019 年的 151.38 億急降至 2020 年的 34.75 億，降幅亦高

達 77%。這極可能是市場對休閒娛樂為主的博彩機需求大幅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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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近年澳門賭台及博彩機

年份

項目
2019 2020

2021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賭枱 6,739 6,080 6,092 6,193 6,302

博彩機 17,009 8,854 9,404 9,871 11,449

資料來源：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統計資料

（四）澳門博彩業就業狀況的變化

特區政府需先後三次修改 2020 年度財政預算案，共動用 507.5 億

元超額財政儲備，並從澳門基金會撥款100億元，用於社會福利、教育、

醫療及治安等日常開支，以及推出各項援助措施，幫助居民及企業渡過

難關。至 2021 年 6-8 月期間，總體失業率和本地居民失業率為 2.8% 及

3.7%，分別比 2019 底上升 1.1 個及 1.4 個百分點。在政府及時推出保

就業、穩經濟的組合措施，以及大型休閒企業履行保障本地居民就業的

社會責任的背景下，相對於斷崖式下跌的本地生產總值和博彩毛收入而

言，整體失業率水平在疫情下尚算平穩。具體來說：

一方面，澳門博彩業就業情況較預期為好。從統計暨普查局 2021

年第 2 季的《就業調查》可知，當季博彩業就業人數約 7.75 萬人，僅

較上季下跌了 0.5 個百分點 ; 月工資中位數為 19,800 元，僅較上季下

跌了 1 個百分點。而據 2021 年第 2 季的博彩業《人力資源需求及薪酬

調查》，博彩業全職僱員有 55,768 名，按年減少 1,691 名，當中荷官

有 24,643 名，按年減少 701 名。但博彩業 6 月的平均薪酬 ( 不包括花

紅及獎金 )為 23,690 元，按年上升 2.1%，當中荷官平均薪酬上升 3.5%

至 19,950 元。當然，需注意的是，自疫情發生以來，所有博彩企業均

已推出自願性質的“無薪假”或“買一送一”( 即申請一日無薪假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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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一日有薪假 )等放假措施，變相令博彩從業員的收入較以往減少。

另一方面，澳門博彩業從業員的心理狀態更值得關注。經過近兩

年的疫情反覆，博彩業的發展大不如前，博彩從業員無論是收入和信心

都受到很大的影響，其心理狀況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據澳門“博彩業

職工之家”的“二○二一年博彩從業員抗疫期間的心理狀態調查”結

果顯示，調查對象對政府給出“滿意”或“十分滿意”的由 92.4% 下

降至 73.6%；對僱主給出“滿意”或“十分滿意”的由 74.2% 更下降至

55.6%；同時，調查對象2021年擔憂自己被減薪酬福利程度雖有所下降，

但仍有超過一半受訪者擔憂被裁員。這些都對博彩業的健康發展相當不

利。

（五）內地訪澳旅客結構和消費方式發生變化

新冠疫情近乎波及全世界所有國家，至今仍然未完全受控，各種對

經濟活動造成影響的疫情防控措施已成為一個新常態。當然，新冠疫情

也對內地赴澳旅客產生較大影響。2020年2月至8月，因為疫情的發展，

澳門特區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旅遊往來基本中斷。直到 2020 年 9 月，內

地與澳門特區的旅遊往來才逐漸恢復，到了2021年又出現了多次反覆。

疫情發生後，澳門的旅客來源主要是內地旅客。但與疫情發生之前相比，

內地赴澳旅客，包括賭客發生了如下重要的變化：

一方面，旅客結構的變化。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數據顯示，2019

年，在新冠疫情流行之前，內地赴澳旅客大部分是廣東以外的旅客，廣

東旅客僅佔46%。但疫情以後，廣東旅客又成為內地赴澳旅客的大多數。

2020 年，內地赴澳旅客中，廣東旅客佔 58%；2021 年前 7 個月，廣東旅

客更上升到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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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消費模式的變化。恢復後的內地旅客在消費模式上也有

較大的變化，旅客的消費有釋放被壓抑需求的趨勢。根據澳門統計暨普

查局對旅客消費的推算，2021 年第一季，中國內地赴澳旅客人均非博彩

消費比 2019 年（新冠疫情發生前一年）幾乎翻了一番，從 2019 年第一

季的 1,849 澳門元增加到 3,647 澳門元。在博彩消費方面，2021 年 1 月

至 5 月，旅客的數量大約是 2019 年同期的 26%，而博彩收入是 2019 年

同期的 34%。這顯示人均博彩消費也比 2019 年同期更高。

（六）內地修改打擊賭博法律法規變化的影響

內地對有關賭博犯罪的《刑法》第 303 條進行了修改，修改的刑法

在2021年3月1日正式生效。修改後的刑法對第303條有如下改動包括：

第一，原來的 303 條第 2 款“開設賭場的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拘

役或者管制，併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處罰金”，現在改為“開設賭場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處罰金”。相關修改將

開設賭場犯罪兩個量刑幅度的切分點由三年調整為五年，加大了對開設

賭場犯罪刑事處罰的力度。

第二，修改的刑法 303 條還在原來的兩款規定之外增加規定了第 3

款，內容是“組織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參與國境外賭博，數額巨大或者

有其他嚴重情節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該條款擴大了“跨境賭博

犯罪”的定義。

根據以上資料，課題組對內地賭博犯罪法規改變的分析是：

上述法律法規的變化使澳門博彩業的經營環境發生了根本性的轉

變，澳門博彩業的發展需要配合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原來澳門的貴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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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可以到內地招攬客人，澳門的博彩公司可以到內地開設辦事處，如今

這些行為都有可能成為嚴重的犯罪。任何與賭場有利益聯繫的人，到內

地去招攬客人，只要涉及博彩，就可能涉及嚴重犯罪；而在澳門給內地

客人放貸，也有可能涉及開設賭場罪。原有部分法律概念相對含糊，現

在的概念非常具體和明確，內地有關賭博犯罪法律法規的變化使澳門的

貴賓廳和博彩公司的貴賓服務，或再不能按以前的方式經營。

（七）周邊國家或地區博彩業競爭的影響

目前，對澳門博彩業形成較強競爭關係的主要是澳門周邊的國家和

地區。由於澳門 2002 年開放賭權取得了極大成功，周邊國家和地區看

到了亞洲博彩業的重大機遇，紛紛仿效澳門，開放賭場博彩。

1. 新加坡

新加坡於 2004 年開始全民討論開設賭場計劃，2006 年正式通過立

法，2010 年兩家賭場度假村先後開幕。目前新加坡已成為僅次於澳門

和拉斯維加斯的世界第三大賭城，2019 年的賭場博彩收入為 33.6 億美

元（大約相當於澳門的 9%）。44 目前在新加坡的兩個綜合度假村都有擴

大經營的計劃。金沙新加坡和雲頂新加坡目前都已得到政府批准，各自

投資 34 億美元擴大在新加坡的設施。金沙新加坡的新項目將包括 1,000

個酒店房間，15,000 個座位的表演場。如果按酒店房間的數量估計，金

沙在新加坡的擴建將使金沙增加 38% 的經營能力。

內地旅客是新加坡最大的客源。如圖 4.2 所示，2019 年，新冠疫情

發生前一年新加坡的內地旅客數量高達 363 萬，是 2011 年的 2.3 倍。

44 根據有關博彩公司的年報和媒體的報導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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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內地赴新加坡旅客增長趨勢（單位：百萬人）

資料來源：根據 Singapore Tourism Board 的統計數據整理。

然而，如圖 4.3 所示，內地到新加坡旅客的人均旅遊消費水平近年

來缺乏增長，2008 年內地旅客人均消費 966 美元，而 2019 年人均消費

僅 836 美元。

根據新加坡旅遊局的資料，在疫情籠罩下，新加坡 2020 年的遊客

人數下降至 270 萬人，較 2019 年下降了 85.7％，與 2019 年首兩個月的

遊客數量相若。

 

圖 4.3  新加坡內地旅客人均消費趨勢（單位：美元）

資料來源：根據 Singapore Tourism Board 的統計數據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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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菲律賓

傳統上菲律賓只有非常小的賭場，但菲律賓也看到了亞洲的市場機

會，從 2009 年開始，菲律賓在馬尼拉灣建成了 4 個大型度假村賭場，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更希望把菲律賓建成東南亞最大的博彩與娛樂勝

地。2019 年菲律賓的博彩收入為 49 億美元，大約佔澳門 2019 年的博彩

收入的 13%，超過了新加坡的 9%，其中 71% 的博彩收入是來自大型度假

村賭場。2019 年的博彩收入是 2017 年的 29 億美元的 1.68 倍，是 2018

年的 35 億美元的 1.39 倍（包括匯率因素的影響），整體呈增長態勢。

3. 越南

越南目前正處於賭場發展的嘗試階段。越南目前有近 30 家正在運

營的博彩設施，主要包括五星級酒店內的老虎機廳，以及頭頓省河川賭

場度假村的大型賭場。河川賭場的賭桌至少有 400 張，老虎機（機位）

有 3,000 多台（位）。博彩收入約在 8 億美元至 12 億美元之間（大約

相當於澳門的 2.4% 至 3.6%）。2017 年以前，越南所有的賭場都只對外

國公民開放，本地居民不得進入，因此賭場的規模都比較小，河川度假

村的賭場是唯一的例外大型賭場。

為了吸引大型博彩項目進入越南，越南於 2017 年修改了法律，允

許一定條件的居民進入賭場博彩。計劃先批准一些大型度假村賭場進行

為期 3 年的實驗，然後最後決定是否全面鋪開。大型賭場度假村牌照的

門檻是 20 億美元投資，有三家公司得到了許可。其中富國島柯洛納賭

場於 2019 年 1 月開始營業，成為越南首家允許本地居民進入的賭場。

賭場第一階段有 100 張賭桌和 1,000 台老虎機。2019 年該賭場進入的人

數有 10.5 萬，其中約 6 萬人是外國人。太陽城集團和越南投資者合資

在會安的賭場已於 2020 年 6 月開始試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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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韓國

韓國目前有 17 個賭場，2019 年賭場博彩收入大約為 25 億美元（大

約相當於澳門的 7%），其中 49.4% 來自只對外國人開放的賭場。45 韓國

正仿效澳門，集中在仁川機場附近建多家大型度假村賭場。計劃批准至

少 4 家賭場度假村，投資 50 億美元。但目前只有韓國天堂集團和日本

的世嘉薩米組建合資建造的天堂城於 2017 年 4 月 20 日開幕並運營。該

賭場有 154 張賭桌，281 台老虎機。

5. 日本

2016 年 12 月 15 日，日本國會通過了賭場法案，為日本正式開設大

型度假村賭場鋪平了道路。日本將成為亞洲最重要的博彩市場之一。最

初的賭場地點可能是橫濱（或東京）、大阪等 3 個城市。到 2030 年可

能有 5 至 10 個城市有大型度假村賭場。投資者將是有日本公司和海外

公司組成的財團。由於新冠疫情和日本政府過高的要求，導致早期感興

趣的多家著名博彩公司近期陸續宣佈退出競爭，這些公司包括金沙（美

國）、永利（美國）、美高梅（美國）、凱撒（美國）等。

6. 其他國家與地區

其他規模沒有這麽大，但也對澳門產生影響的賭場包括俄羅斯、柬

埔寨、老撾、緬甸等國家的賭場。俄羅斯正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建立了一

個濱海綜合娛樂區，目前已有澳門太陽城控股凱升公司的水晶虎宮殿在

營業。柬埔寨金界投資的賭場在建設中，其目標賭客是中國東北三省的

居民，該娛樂區還計劃批准 3 家大型賭場。柬埔寨目前有 52 間賭場，

大部分集中在柬越邊界和柬泰邊界，賭客主要來自越南和泰國，但最大

45 數據來源：H2 Gambling Capital 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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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賭場是位於首都金邊的金界賭場，賭場貴賓廳客人主要是來自中國的

大賭客。2019 年金界賭場的博彩收入為 17.2 億美元，金界正在與中國

國旅及澳門仲介人合作進一步開拓中國市場。

根據以上資料，課題組對澳門博彩業面臨的區域競爭的分析是：澳

門博彩娛樂業目前面臨的競爭壓力在不斷增加，在周邊各國都有賭場的

情況下，區域內賭客資源被攤薄，博彩的新鮮感、刺激性亦在減弱，澳

門博彩娛樂業面臨的不確定性有所增加。此外，周邊博彩產業的發展也

使內地當局日益增加對居民參與境外博彩的警惕性，可能會收緊對居民

出境博彩的限制，從而進一步增加了澳門博彩業經營的壓力。

二、澳門博彩業健康持續的策略

基於以上對全球和澳門博彩業形勢分析，以及對未來趨勢的判斷，

課題組對特區政府提出如下策略建議：

（一）澳門博彩業的健康發展要與豐富“一中心”內涵結合

第一，研究如何加強休閒娛樂元素，做好、做強娛樂場“中場”。

如前分析，澳門的貴賓賭廳業務可能正步向衰落，短期內可能不太可能

恢復至疫情發生前的水平，故此，如何做好、做強娛樂場“中場”，增

加休閒娛樂元素已成為當務之急。

第二，研究如何令澳門貴賓廳業務更健康發展。儘管 2021 年第三

季的貴賓廳收入已降至幸運博彩收入的三成多，但從中短期來看，貴賓

收入仍有不少，貴賓廳業務仍是澳門博彩業特色之一，故從這些角度來

看，讓貴賓廳業務依法合規經營仍是有需要的，亦是“一中心”建設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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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第三，研究“二五”規劃時期博彩業的目標客戶群，以滿足“一中

心”內涵豐富的要求。新冠疫情對全球影響很大，對內地的衝擊也很大，

故建議特區政府和業界加緊研究如何按豐富“一中心”內涵的要求，博

彩業未來可爭取的目標客戶群，尤其是吸引消費能力強、對價格不敏感、

有很高的出境旅遊需求的高端旅客，以利博彩業的健康發展。

第四，研究“博彩＋”發展策略。目前，“旅遊＋”已是澳門綜合

旅遊發展的主要模式，作為澳門綜合旅遊的重要組成部分，“博彩＋”

亦應提到議事日程上，尤其是博彩業與特區政府提出的重點產業，特別

是大健康產業、會展商貿和文化體育產業的聯動發展。

（二）堅定發展信心是澳門博彩業健康發展所需

第一，適時推出就業支援措施，穩定博彩從業員信心。疫情發展

至今，澳門博彩從業員很多已被放了多次“無薪假”，相當部分博彩從

業員實際上已處於“開工不足”狀態。同時，由於疫情的反覆和持續，

故適時推出對博彩從業員的就業支援措施，不單能穩定博彩從業員的信

心，更能為博彩業健康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第二，完善《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穩定博彩投資者信

心。博彩經營合約將於明年中到期，在公佈公開諮詢時引起社會和市場

的激烈反響，故如何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和配套，穩定博彩投資者信心將

是澳門博彩業健康發展的必備條件。

第三，配合豐富 “一中心”內涵工作的部署，穩定博彩業可持續

發展信心。豐富“一中心”內涵是“十四五”和澳門“二五”規劃的主

要內容之一。故本澳博彩業的重點應配合相關的整體部署，吸引重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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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地區客源，增大旅客的博彩消費面，豐富博彩和非博彩元素，多元

發展博彩旅遊產品，為來澳旅客帶來嶄新的消費享受，讓每個人都能在

澳門尋找自我樂趣的體驗，以穩定博彩業可持續發展的信心。

（三）博企負上更大社會責任是澳門博彩業健康發展的重要一環

第一，在處理澳門博彩經營權重新競投時要考慮博企日後的發展和

國家安全的關係。澳門博彩業發展關係到國家安全問題，尤其在治安、

經濟、金融範疇，特區政府未來在博彩經營權重新競投的過程中，首要

考慮如何讓博企的發展更好地滿足國家安全的需要，以利博彩業健康穩

定發展。

第二，在處理澳門博彩經營權重新競投時要求博彩企業負上更大社

會責任。須着手研究能否設立特定的客觀指標，衡量博彩企業履行社會

責任的情況。

第三，採用更有效政策措施鼓勵大型博企以“以大帶小”。現有大

型博彩企業內的非博彩元素，對本地中小微企構成一定的競爭壓力，故

需繼續關注有關問題，並提供更多誘因鼓勵大型博企與本地中小微企協

同發展。

（四）澳門博彩業的健康發展要與世界科技潮流結合

第一，博企日後的發展要注意在新媒體的營銷方式。一方面，由於

年輕一代日益通過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獲得信息，因此，澳門作

為博彩綜合旅遊目的地，需要加強在互聯網上的營銷。另一方面，由於

博彩業的負面性，故在利用新媒體營銷方式時符合內地的法律法規。

第二，博企須關注旅客利用新媒體選擇休閒產品和服務的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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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互聯網獲取的信息進行大數據分析正在改變企業的產品（服務）提

供模式，博彩業也不例外。博企不應被動的讓用戶挑選自己的產品，而

須根據旅客在互聯網上的瀏覽行為選擇模式，通過人工智能算法等新科

技評估他們的偏好，然後根據相關偏好主動向他們推薦產品和服務。

三、具體措施建議

（一）關於結合豐富“一中心”內涵的措施

第一，盡快確立澳門博彩業“以中場業務為中心”的可持續發展方

向。過去的十年已經為中場博彩穩健增長奠定了基礎，包括新批賭桌僅

可以用於中場業務 ; 酒店房數量增加 ; 增加多元娛樂項目推動遊客數量

增加 ; 跨境交通和其他基礎設施的建設 ; 加速大灣區融合等。故應在此

基礎上，以中場業務驅動博彩業的復甦，完善中場業務的轉硬體建設，

開發更多休閒型的中場業務產品，配合特區政府豐富“一中心”內涵政

策的實施。

第二，完善貴賓廳管理，為豐富“一中心”內涵政策實施創造更好

條件。無庸諱言，澳門博彩業的負面性很大程度來自貴賓廳制度，但亦

如前所述，貴賓廳制度是澳門博彩業的特色，因此建議：

一是，加強監管貴賓廳的法律法規。由於澳門博彩經營權必須由特

區政府授予，所以博彩公司理論上是不能把部分博彩場所承包給他人經

營的。因此，建議特區政府在進行博彩經營法律修改時，注意現時貴賓

廳是以承包經營爲特點所衍生的問題，為貴賓廳的依法合規經營提供實

際的法律支持。

二是，完善日後貴賓廳經營者資格。澳門目前的法律只要求貴賓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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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人取得博彩中介人執照，而對貴賓廳的經營資格未作特殊要求。貴

賓廳承包人不少只為自然人的商業企業主、無限公司、有限公司（包括

一人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對這些商業組織的資本要求都很

低，當中，自然人商業企業主和無限公司沒有註冊資本要求，有限公司

的最低資本僅爲 2.5 萬澳門元，股份有限公司的最低資本爲 100 萬澳門

元。故應着手研究完善貴賓廳經營者資格問題，讓其能承擔相應的經營

風險，從而增強“一中心”建設所需的經濟和社會穩定性。

三是，加強對貴賓廳不規範操作的管理，尤其是貴賓廳的大額吸收

存款、“沓馬仔”的非法借貸、電話投注和“賭底面”等方面，減少這

些不規範操作對澳門博彩市場的不穩定，避免政府决策受這些虛假信息

的影響。

第三，建議從滿足“一中心”內涵豐富要求出發，加強博彩業目標

客戶管理。建議可根據博彩業目標旅客定位進行廣告或有關的宣傳，深

入了解目標客戶的需要，根據他們的具體需求製作宣傳品等。另外，建

議博彩業界加強與本澳旅行社的溝通，根據博彩業未來發展的方向吸引

高端中場客戶。同時，博彩業界可以自由行的高端旅客留出更多的空間，

關注這些群體的轉型需求。

第四，建議從配合特區政府新興產業發展所需，訂定可操作性的 

“博彩＋”發展策略。具體來說︰ 

一是，強化“博彩＋會展”。建議在現有聯動會展發展基礎上，學

習拉斯維加斯經驗，完善現有博彩企業內的會議和展覽設施，增加相關

設施的功能；聯合政府、會展業界打造澳門獨有的會議和展覽著名品牌，

吸引更多的商務客流；豐富博企提供的休閒活動、文藝表演和娛樂休閒

活動，滿足不同種類的層次商務旅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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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加強“博彩＋文創”。建議除了加強現時澳門博彩業與文化

創意融合發展外還應挖掘大型博企內的珍貴藝術品和主題建築的背後故

事，通過生動有效的方式向旅客推介，豐富澳門旅遊產品的文化內涵，

增加來澳文化旅客的吸引力。事實上，澳門各家大型博企酒店有很多價

值非常高的藝術品和與別不同的建築風格，例如，美高梅酒店有著名的

西班牙藝術家達利的作品；永利皇宮有嘉慶年間的花瓶；各間大型酒店

的建築主題等。這些和它們背後的故事，將是“一中心”內涵豐富的重

要組成部分。

三是，探索“博彩＋體育”。建議可從“博彩內部＋體育”和“博

彩外部＋體育”兩個層面來探索發展。所謂“博彩內部＋體育”是指如

何發展 “非賭場”的業務，如體育彩票等增加澳門博彩業的休閒元素。

根據某投資銀行的預測，到2030年澳門體育博彩收入將達到171億元，

相當於2019年賭場博收的6—10%。故課題組建議特區政府應着手研究，

在貴賓業務面臨結構性調整的情況下，體育博彩成為澳門博彩新發展領

域和政府收入來源的可行性。所謂“博彩外部＋體育”是指博彩業與特

區政府着力發展的體育產業相結合，增加與體育盛事的休閒元素 ( 具體

下文會展開 )。

( 二 ) 關於堅定博彩業發展信心的措施

第一，適時檢討現時和推出更具針對性的博彩從業員就業支援措

施。特區政府關心居民受疫情影響情況，已推出了多輪和多項支援措施。

然而，由於疫情的反覆和持續，故建議特區政府除適時檢討現時支援措

施外，更應加強與民間社團和機構的合作，根據博彩從業實質和心態的

變化，推出更多的針對性措施，加強博彩從業員的信心。同時，特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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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可考慮出台一些鼓勵性措施，讓博企在“二五”規劃時期開拓更多非

博彩的職位，而博彩從業員也應疫情的變化，改變原有的就業心態，一

齊增強就業和在博彩業內部轉業的信心，共同為博彩業健康發展打下堅

實的基礎。

第二，確保博彩市場規模的穩定性。建議特區政府在日後考慮博彩

專營權批給數目設定時，“重量”亦“重質”。經本課題組綜合相關專

家學者和業界的意見，審慎研究後，建議特區政府未來考慮博彩專營權

的數量不多於六個，以利在保持博彩市場規模的穩定性和開放之間取得

平衡，減少社會不必要的恐慌及疑慮，增強市場信心。

第三，批出穩定可持續發展信心的博彩專營權期限。在考慮及平衡

包括本澳就業市場的穩定性、博彩業投資者經營發展所需時間及對回報

的合理期望，以及特區政府對博彩業管理的主動權等前提下，批給期限

由現時的“20 ＋ 5”年改為“10 ＋ 5”年。原因除上設前提外，還需考

慮到本澳“一中心”定位的豐富，以及澳門的發展須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尤其是國家“十四五”規劃和 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以及《總體方案》

提到的 2035 年目標。

第四，根據“博彩法”諮詢收到的意見，慎重處理當中可能引起市

場不必要揣測的問題。“博彩法”諮詢已完成，本課題組對於諮詢文件

提出的九項諮詢重點非常認同，認為都是對澳門博彩業可持續發展和市

場信心都是至關重要的。然而，同時提請當局應小心處理當中“增加澳

門居民股東比例、股東分紅管制與派駐政府代表監管日常運作等可能引

起業界不安的意見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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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使博彩企業負上更大社會責任的措施

第一，建議特區政府職能部門着重分析內地對《刑法》第 303 條的

修訂為澳門博彩業，尤其是貴賓廳業務所帶來的影響。可考慮未來在修

訂《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的過程中予以配合國家安全的新要

求，並因應新的發展環境，着力開拓大眾娛樂市場，使行業朝向更高質

量發展。

第二，鼓勵博彩企業加大非博彩業務的投入，甚至可考慮在日後博

彩專營權重新競投時在專營合約內為其舉辦“旅遊＋”活動設定數量指

標，以使本地特色文化能夠在博彩業經營場所中有所體現，讓更多中小

企業進駐大型綜合旅遊設施內。同時，建議政府未來研究推出優惠政策，

鼓勵博彩企業創造更多與中小微企交流合作的平台、活動和項目等。

第三，建議考慮在日後博彩專營權重新競投時在專營合約內對未來

博彩企業的經營方式、社會責任及業務比例等方面加強監管，並在企業

社會責任方面設立一定的可量化指標，具體內容可以包括與中小企的合

作、推動就業、環境保護、社區支援、負責任博彩等，讓博企落實更多

的社會責任。同時，建議進一步清晰博彩企業對本地僱員勞動的保障。

（四）推動“博彩＋科技”發展的措施

第一，建議通過創新科技應用，增加旅客博彩休閒體驗。疫情使

得旅客對數據技術應用的接受度大幅提升，以數字化復甦旅遊已成為全

球，包括澳門在內的旅遊業界的共識，澳門博彩業的健康發展不只是簡

單的業務重啟，而是從線下到線上，從單向到雙向，與旅客建立主動和

生動的多維度聯繫。通過創新科技應用，能夠增強旅客的博彩休閒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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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需要在博彩市場推廣和產品開發方面提升澳門博彩業競爭力，還應

優化博彩業的整體運作，以及確保有效地監管實時狀態，聯合利用會議

展覽、文化創意、體育盛事等更多澳門旅遊資源。

第二，建議利用博彩業相對龐大的數據庫，以科技手段聯合推動社

區旅遊。澳門的博彩元素是將來一段時間內最吸引旅客的元素，而博彩

企業相對來說，無論中場或貴賓客戶均已建立了龐大的數據庫，故建議

在此基礎上，以合法的方式提升旅客二次消費能力，結合消費者細分洞

察，通過旅遊前數字化接觸，旅遊過程中的多元化服務與產品供應，旅

遊之後所衍生的內容與周邊消費，促進本地其它形式的旅遊，尤其是社

區旅遊價值創造更大的推動力。

第三，建議博企配合特區政府的智慧城市政策，推動中小企業善用

科技，以科技的力量協助中小企業的升級轉型。隨着科技的發展，相信

越來越多的博彩企業需投入更多科技元素，包括 5G、雲計算、大數據、

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以及 VR、AR 等可以增強旅客實感體驗的科技工

具，因此，建議博企在強化本身科技含量的同時，配合特區政府的智慧

城市政策，適當開放部分數據，在推出科技含量高產品時，考慮讓本澳

中小企的參與，共同提升旅客來澳博彩休閒的體驗，使澳門的博彩業更

健康地發展。

四、小結

自從 2002 年開放博彩經營權以來，澳門的博彩業已經走過 20 年的

發展道路。澳門博彩業依託龐大內地市場的區位優勢、憑藉“一國兩制”

的制度優勢，以及作為區內先行動者的先發優勢，2002 年以來大部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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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都在高速增長。2006 年博彩收入超越拉斯維加斯，成為世界最大博彩

城市，澳門博彩業的輝煌成就令世界矚目，更彰顯了“一國兩制”的成

功實踐。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澳門博彩業的經營環境已發生根本性

的改變，新冠疫情突顯了行業的脆弱性，同時突顯了行業涉及國家安全、

特區經濟安全等問題，這些因素又進一步加速了其經營環境的劇變。總

的來說，澳門博彩產業面臨的主要問題包括：

第一，博彩行業經營情況明顯轉差。

第二，博彩行業內部收入結構發生重大變化，過去成功的貴賓廳經

營模式已不再適應內地法律環境。

第三，博彩企業就業情況漸需關注。

第四，博彩企業對國家和特區需要負上更大的社會責任。

第五，來自周邊地區的競爭使澳門對賭客的吸引力下降。

第六，“二五”規劃時期澳門博彩業如不能把握互聯網帶來的機遇，

未來發展可能受到局限。

藉着澳門博彩經營權重新競投的重大契機，分析現有的變化和未來

的趨勢，並根據這些變化和趨勢尋求新的發展方向和策略，是特區政府、

博彩企業以至澳門社會的當務之急和應有之義。因此，課題組建議：

第一，博彩業的發展要結合“一中心”內涵的豐富，應盡快確立澳

門博彩業“以中場業務為中心”的方向；完善貴賓廳管理；加強對貴賓

廳不規範操作的管理；加強博彩業目標客戶管理。同時，亦應配合特區

政府新興產業發展所需，強化“博彩＋會展”、加強“博彩＋文創”和

探索“博彩＋體育”。

第二，堅定博彩業持續健康發展信心，應適時檢討現時和推出更具

針對性的博彩從業員就業支援措施；批出不多於 6 個博彩經營權，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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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彩市場規模的穩定性；批出“10 ＋ 5”年的可穩定博彩業發展信心的

專營權期限；慎重處理“博彩法”諮詢可能引起市場不必要揣測的問題。

第三，促使博彩企業負上更大社會責任的措施，在修訂《娛樂場幸

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的過程中，對博彩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方面設立一

定指標，並予以配合國家安全的新要求。

第四，推動“博彩＋科技”發展，建議加強博彩旅遊業的互聯網營

銷和大數據的應用，通過創新科技應用，增加旅客博彩休閒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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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澳琴旅遊的合作發展

一、澳琴旅遊合作面對的主要問題

隨着深合區建設的推進，澳琴旅遊合作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這對

澳門綜合旅遊業的提質發展肯定會帶來禆益。然而，一些已有的問題和

新增的挑戰，如新冠疫情影響等已經或將繼續影響着澳琴旅遊業的恢復

態勢。課題組分析，當前澳琴旅遊合作發展主要面臨的問題如下：

（一）從旅遊目的地吸引力角度：兩地旅遊資源並沒有明顯關聯

澳門目前的綜合旅遊業是以博彩業為核心，會展業、酒店業、飲

食業、旅運業、零售業、手信及食品製造業、文化創意產業相配套。澳

門對於對異國風情感興趣、對休閒設施和旅遊體驗有要求的中高端旅客

來說有着較強的吸引力。澳門的旅遊資源除中國獨有的博彩業外，還有

400 多年來中葡及中西文化匯萃，既有古香古色的東方廟宇，又有莊嚴

肅穆的西方教堂，既有傳統的中國式亭台樓閣，又有古老的歐洲建築和

現代化的高樓大廈，形成了中國境內鮮有的人文景觀。2005 年，“澳門

歷史城區”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名單。時至今日，

澳門還有世界級的旅遊休閒設施以及聯合國“創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名

片。

在橫琴方面，其旅遊資源主要包括：一是相對豐富的自然資源，橫

琴山、海、林、濕地、海岸線等生態資源相對豐富多樣，現狀植被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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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以上的土地被劃為禁建區和限建區，生態用地比例超過50%。二是，

主題樂園已見規模，目前橫琴已有長隆海洋王國、星樂度露營小鎮、創

新方的獅門娛樂天地等三大主題樂園，其中長隆海洋王國連續創造五項

健力士世界紀錄（Guinness World Records），榮獲全球“主題公園傑

出成就獎”，已累計接待旅客超過 5,900 萬人次。三是，體育盛事旅遊

資源開始形成，一系列國際性賽事落戶橫琴，如中國國際馬戲節、世界

女子網球（WTA）超級精英賽、環中國國際公路自行車賽和中國橫琴 WDC

標準舞 /拉丁舞邀請賽等。

不過，從整體來看，目前澳琴兩地的旅遊資源並沒有明顯的關聯，

基本仍處於各自發展的狀態。隨着更多新一代年青旅客將成為旅遊出行

主力軍，旅行方式和旅遊目的地正在被重新定義，旅遊目的地不再是單

純的景點集合，而是需要充分落實全域旅遊與優質旅遊的發展理念。

（二）從旅遊品牌角度：兩地尚未形成統一的旅遊品牌

目前，澳門擁有一定的國際知名度的盛事旅遊品牌，如“澳門格蘭

披治大賽車”、“澳門國際煙花比賽匯演”、“澳門國際影展暨頒獎典禮”

及“澳門光影節”等 (詳見表 5.1)。例如，大賽車是澳門體壇、車壇盛

事，賽事在市區鬧市內，在以多彎、狹窄等因素著名的東望洋跑道上進

行。全球僅有新加坡、澳門、加州長堤、巴庫及摩納哥設有賽車街道賽，

而東望洋跑道亦是全球唯一同時舉行房車賽和機車賽的街道賽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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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澳門主要節慶、賽事列表

活動名稱 類型 舉辦時間

1 粵港澳大灣區盃帆船賽暨澳門盃國際帆船賽 體育賽事 1月

2 澳門城市藝穗節 旅遊節慶 1月

3 澳門荷花節 旅遊節慶 6月

4 澳門國際龍舟賽 體育賽事 6月

5  澳門國際音樂節 旅遊節慶 8-10 月

6  澳門光影節 旅遊節慶 9-10 月

7 葡韻嘉年華 旅遊節慶 10 月

8 澳門美食節 旅遊節慶 11 月

9 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 體育賽事 11 月

10 澳門國際馬拉松 體育賽事 12 月

資料來源︰根據澳門旅遊局整理

橫琴的節慶賽事仍處於成長階段，如中國國際馬戲節、橫琴馬拉松，

以及 2015 至 2019 年期間所舉辦的中國國際航空航太博覽會等 ( 詳見表

5.2)，這些節慶雖具特色，在珠三角地區也有一定的影響力，但在全國

範圍內的吸引力仍相對較少，其吸引力和影響力輻射範圍還是較小。

 

表 5.2  橫琴主要節慶、賽事列表

活動名稱 舉辦地點 類型 舉辦時間

1 中國國際馬戲節 長隆國際海洋度假區 旅遊節慶
每單年

11 月 -12 月

2 橫琴馬拉松 珠海市橫琴新區 體育賽事 每年 12 月

3 珠海 WTA 超級精英賽 珠海市橫琴新區 體育賽事 2015 年 -2019 年

資料來源︰本課題組整理

一般來說，品牌是一個區域核心吸引力的載體，是區域旅遊核心資

源的高度凝練。故當前澳琴兩地均已形成部分獨具特色的旅遊品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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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統一的品牌尚未成形。兩地合作領域僅局限於市場推廣層面，尚未

真正形成特色鮮明、分工合理、合作共贏的協同發展局面。

（三）從旅遊服務設施角度：兩地旅遊服務設施之間關聯度不強

澳門旅遊服務設施方面，旅遊部門已設計多個 APP 介紹澳門的旅遊

設施，如“澳門文創地圖”APP 主要提供眾多澳門文創空間資訊，並介

紹各個世遺景點、博物館、展演場地及電影院等，以及四條特別旅遊路

線；“漫步澳門街”APP 以第二課堂方式，引領旅客遊覽澳門獨特的歷

史建築與巷里，重溫歷史和探索名人的足蹟；“澳門郊遊樂”APP 讓旅

客便於參觀遊覽休閒旅遊景點。

而橫琴所屬的珠海旅遊服務設施方面，以手機 App、微信公眾號、

旅遊門戶等應用終端為渠道，以“一雲多屏”的形式為旅客提供一站式

服務。

然而，由於澳珠兩地有簽注制度、通關等的“硬聯通”問題，加上

旅遊資訊在“一國兩制”下也有不流通的“軟聯通”問題，這些隔閡在

疫情防控及由此而來的出入境限制措施下變得尤為明顯，導致兩地旅遊

服務設施之間關連度不強。此外，雖然澳琴兩地近年來均有大力發展智

慧旅遊，但兩地智慧旅遊服務之間基本上沒有關連。此外，澳琴兩地的

旅遊統計分析資料、旅遊諮詢資料、旅遊交易服務資料、旅遊企業監管

資料、旅遊投訴受理資料等連結度仍有待加強。

（四）從旅遊區域合作角度：兩地需實現更有效的合作機制

以往，澳琴兩地雖然都提出了加強區域旅遊合作的意願和構想，但

合作主要仍是重形式、重研討，不少觀念還停留在兩地旅遊行政管理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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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缺乏具體的、可操作的、實實在在的政策、措施和手段，更談不

上在旅遊資源、旅遊基礎設施、客源市場等方面的共用。

目前，由於兩地旅遊資源稟賦、區位分工以及“一國兩制”等條件

的差異，澳琴兩地所能獲得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樣。同時，如何解決澳

琴兩地法律適用的問題、如何平衡澳琴的利益等問題，在兩地政府和兩

地社會中仍未有共識。種種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單靠現行機制是難以

理順的，必須以創新機制來協調。

二、澳琴旅遊合作的重點議題

在找出上述問題後，課題組對此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

（一）關於澳琴兩地旅遊資源的整合分析

澳琴兩地旅遊要合作發展，須努力實現兩地旅遊資源要素互通互

融、旅遊產業錯位互補，但這過程當中會碰到一個關鍵性問題。目前，

澳琴兩地的旅遊資源並沒有明顯的關聯，仍處於各自發展的狀態，課題

組認為其中一個關鍵原因是澳珠兩地共同客群交集較小或並不明確。

澳門對目標的旅客群有較明確定位。根據 2017 年澳門特區政府所

發佈的《澳門旅遊業發展總體規劃》，針對年輕客群、銀髮客群、高消

費客群及家庭客群均已制訂相應的推廣策略。

過去橫琴所屬的珠海對旅遊客群的定位相對來說並不是十分明確，

例如根據《珠海市濱海運動休閒旅遊規劃（2016-2025）》，並未提到

對旅遊的目標客群進行細分，僅提及到客源市场定位按照地域劃分為核

心市場、拓展市場以及機會市場三類。如今，橫琴每年所接待的旅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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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仍未有較完整的統計。

但需指出的是，橫琴所接待的旅客增長是有目共睹的。橫琴新區社

會事務局表示，2020 年國慶中秋長假橫琴各主題樂園客流量暢旺，親子

遊成為旅客出行首選，橫琴長隆海洋王國、星樂度露營小鎮、創新方的

獅門娛樂天地等三大主題樂園共接待旅客達 31.6 萬人次 46，主題樂園中

不少遊玩項目需排隊輪候，相當有人氣。就目前來看，家庭客群可以成

為澳門及橫琴所服務的共同目標旅客，有利於兩地打造“一程多站”的

旅遊體驗。

（二）關於澳琴兩地統一旅遊品牌的分析

旅遊品牌是指旅遊經營者憑藉其產品及服務確立的代表其作品及

服務的形象的名稱、標記或符號或它們的相互組合，是企業品牌和產品

品牌的統一體，它體現着旅遊產品的個性及消費者對此的高度認同。狹

義的旅遊品牌是指某一種旅遊產品的品牌。而廣義的旅遊品牌具有結構

性，包含某一單項產品的品牌、旅遊企業品牌、旅遊集團品牌或連鎖品

牌、公共性產品品牌、旅遊地品牌等。

事實上，全球不乏建立地區旅遊品牌的例子。例如，新加坡的都市

品牌行銷主要通過“旅遊網站＋社交媒體＋專項活動”，取得了非常好

的傳播效果。新加坡於2004年發佈的旅遊品牌“非常新加坡”（Uniquely 

Singapore），突出了新加坡旅遊服務的高品質和不同尋常，塑造了新

加坡高品質旅遊城市的形象。2010 年，升級版的旅遊品牌“我行由我　

新加坡”（Your Singapore），宣導了一種全新的定制化旅行理念，升

46 澳門日報：《國慶長假橫琴迎客四十五萬　澳門美食節橫琴站引十萬客入場品嘗》，2020 年 10

月 12 日，A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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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了原來強調品質和獨特的功能性品牌特徵，突出了以個性化的消費需

求，為不同旅客提供各自想要的旅行體驗。2017 年，新加坡旅遊局和

新加坡經濟發展局合作推出首個聯合形象品牌“心想獅城”（Passion 

Made Possible）用於新加坡在進行針對國際受眾的行銷和路演活動時

宣傳。這一品牌的推出，象徵着新加坡對旅遊品牌建立的全球戰略進入

了新紀元，旅遊目的地營銷策略從“向旅客推薦景點景區”上升到“與

旅客建立情感共鳴”的層面。“心想獅城”一詞蘊含非常豐富的涵義，

不僅表達了旅客對獅城的嚮往，還承襲了諧音“心想事成”的吉祥寓意，

讓旅客的心之所想和心之所向都可以在新加坡成為可能。

圖 5.1  新加坡都市品牌演化

資料來源：根據互聯網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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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澳琴兩地均已形成部分獨具特色的旅遊品牌，但兩地統一的品

牌尚未成形。兩地合作領域僅局限於市場推廣層面，尚未真正形成特色

鮮明、分工合理、合作共贏的協同發展局面。

（三）關於澳琴兩地旅遊服務設施的分析

科技已成為現今旅遊服務的關鍵字。全面優化提升旅遊服務水平的

工作離不開科技手段，並應包括旅遊交通服務、旅遊設施服務、智慧旅

遊等在內的旅遊綜合服務體系。

從目前來看，由於澳琴兩地簽注制度、通關、旅遊信息不流通等連

接問題，導致兩地旅遊服務設施之間關連度有待進一步加強，更不用說

實施大數據平台設施建設、整合旅遊統計分析數據、旅遊諮詢數據、旅

遊交易服務數據、旅遊企業監管數據、旅遊投訴受理數據等智慧旅遊上

的具體合作。

當前，澳琴兩地的智慧旅遊發展基本處於較為獨立的發展狀態，而

與互聯網深度融合的旅遊新市場早已是大勢所趨，在澳琴共建世界級旅

遊目的地的過程中，勢必需要對兩地的旅遊資源進行數字化整合，從線

下到線上，從單向到雙向，與旅客建立主動的聯繫。

（四）關於澳琴兩地旅遊合作制度的分析

過去在澳琴合作無論是合作內容還是合作方式，都尚未機構化、制

度化。2008 年，珠澳合作專責小組成立，該小組是在粵澳合作聯席會議

下設立的工作小組，向粵澳合作聯席會議負責。自此，形成了珠海和澳

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間直接磋商和交流的機制。2013 年，珠澳合作小組改

名為珠澳合作會議，每年召開一次，並設立五個工作小組，其中，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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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琴開發的僅是五個小組其中之一。因此，澳琴合作無論是內容，還是

合作方式，都尚未機構化、制度化，無法適應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新

定位與新目標。

澳琴旅遊合作跨越不同的行政區域，地域利益保障成為合作中最大

的障礙，由於在合作過程中或多或少存在各方政府和行政區域對市場機

制的干預，使得在澳琴旅遊合作中，兩地政府仍然是活動的最主要推動

和參與力量，這就導致了各方都從自身角度追求最大的地方效益，遏制

了澳琴旅遊合作的發展進程。為確保政府合作機制在旅遊業發展中能夠

有效運轉，需要澳琴兩地，在地位平等、互利互信、政府主導、市場合

作原則的基礎上，通過制度創新，有效的兩地區域旅遊利益分享機制和

創建兩地旅遊合作資訊網絡等，使澳琴兩地的旅遊合作能有效推進。

因此，為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設立新的合作管理機制，規範粵澳合

作的行動和運轉，成為橫琴下一階段發展的現實所需，而近期所公布的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提出要“健全粵澳共商共建共管

共享的新體制”。然而，由於《總體方案》的實施細則仍未出台，故是

否仍然存在以往的澳琴雙方都存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等現實問題仍有待觀

察。

三、澳琴旅遊合作發展的策略

根據以上分析，課題組提出以下策略建議：

（一）整合澳琴旅遊產業資源，實現兩地資源拉動型合作

建議採用“資源拉動型合作模式”為發展策略，在澳琴合作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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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兩地可以互相推動。所謂“資源拉動型合作模式”，是指澳琴雙方

爭取在目的地和客源地之間，形成資源引力、客源推力的帶有方向性的

循環模式，以兩地資源為紐帶，通過旅遊資源吸引旅遊者，而旅遊者又

通過口碑效應傳遞目的地旅遊資源資訊，形成良性循環。

（二）澳琴兩地探索共建統一的世界級旅遊品牌

建議澳琴應盡快建立兩地統一的旅遊品牌，這包括相對統一的兩地

旅遊產品的品牌、旅遊企業品牌、旅遊集團品牌或連鎖品牌、旅遊地品

牌等，以期早日建立特色鮮明、分工合理、合作共贏的兩地旅遊協同發

展品牌。

（三）善用科技手段串聯兩地旅遊服務設施

建議兩地政府的文化和旅遊相關部門可以加強溝通協調，善用多種

科技手段，加強旅遊數據的有效利用和共享，以國際化及數字化的服務

迎接全國以至全球的旅客。

（四）打破行政區域限制，創新改革合作制度

建議澳琴兩地在共同發展區域旅遊業的前提下，通過協商制定旅遊

利益分配機制，以實現區域旅遊利益在兩地成員之間的合理分配，從而

解決各地方政府在合作中的利益衝突，為區域旅遊業的健康發展提供保

證。而為保證兩地區域旅遊業的健康發展，兩地均須積極推進本地區內

部的管理體制改革，打破原有的部門交叉重疊、各自為政的局面，在共

贏基礎上為區域旅遊合作營造無行政障礙的發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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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具體措施建議

根據以上策略，課題組提出以下具體措施：

（一）關於整合澳琴旅遊資源的舉措

第一，建議鼓勵業界推出各類型的“一程多站”式創新旅遊產品，

讓澳琴兩地優勢旅遊資源更有機結合，同時豐富了澳門和橫琴的旅遊資

源，亦為兩地長遠的旅遊業規劃奠定新的方向，聯手開拓國外或內地長

途旅客市場，透過澳門和橫琴遊覽大灣區。此外，也可以將到訪橫琴的

內地旅客行程進一步延伸至澳門，以實現澳琴兩地資源拉動型合作模

式。

第二，建議探索與橫琴共同開發創新“海島遊”產品，可以《總體

方案》出台為契機，推動澳門與橫琴以至珠海的海洋旅遊創新合作，更

好發揮資源優勢，推動橫琴開發和海洋海島開發建設。短期內，探索改

變從澳門直接出發到珠海各海島需先前往桂山島辦理入境手續的不便現

狀，研究在澳門的北安碼頭等水路口岸實施“合作查驗，一次放行”措

施，以便船隻能直接從澳門前往珠海各海島，更好地實現兩地資源拉動

型合作。

第三，建議善用港珠澳以南擁用眾多具有豐富海洋資源的大大小小

島嶼的特點，推動粵港澳遊艇自由行。在大灣區的共融共通發展模式下，

擴大遊艇自由行的航點至上述的海島內，多方面協同簡化船隻及乘客出

入境手續，並可考慮以兩地牌車輛模式延伸至遊艇自由行。同時，可探

索澳門與海南自貿港之間的遊艇自由行，並配合遊艇旅客開發新興精品

旅遊路線，令澳門和內地旅遊資源相互形成補充，提升澳琴綜合旅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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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旅客的吸引力。

第四，建議澳門與橫琴探索共同建設“影視旅遊城”項目。橫琴有

相對充足的土地空間資源，澳門則具有中西文化融合的優勢，兩地可攜

手打造以影視為主題的影視文化旅遊綜合項目，透過發揮澳琴影視產業

各自的優勢，在橫琴打造“文化旅遊＋文化產業”載體，配合橫琴現有

與影視有關的旅遊娛樂項目，如“獅門娛樂天地”及“麗新文創新天地”

等協同發展。

第五，建議澳門和橫琴兩地旅遊部門透過定期的旅遊統計合作，找

出澳門及橫琴所服務的共同目標旅客，以利於兩地攜手發展。

（二）關於共建澳琴旅遊品牌的舉措

第一，建議澳琴兩地設計一個統一的旅遊目的地整體品牌。相關品

牌可以參考新加坡政府作法，既要有各個組成要素彰顯個性特質，又要

整體呈現和諧統一的美感。澳琴旅遊品牌建構可依託“一國兩制”和嶺

南歷史文化基底，加上中葡文化交流的元素，充分發揮澳琴旅遊資源優

勢，圍繞健康養生、文化體驗、商貿會展、休閒娛樂和美食佳餚等內容，

主推體驗現代中國南方生活方式、中西文化交融的國際化休閒度假旅遊

產品，突顯澳琴旅遊充滿活力和現代化的品牌個性，提高旅客對澳琴旅

遊品牌的認同。

第二，建議加強澳琴品牌內容跨界融合創新，拓寬品牌要素的廣度

和深度。例如通過活動冠名、品牌授權、平台共建等行銷方式，將科技、

療養、文化、體育、藝術、商貿、教育和美食等旅遊相關行業的資源更

好地融入至澳琴旅遊品牌共建的要素中。澳琴旅遊品牌化要跳出僅包括

景區、酒店、旅行社的狹義旅遊行業限制，打破行政區劃和政府部門間



127

第五章  澳琴旅遊的合作發展

的壁壘，實現以旅客的消費偏好和行為規律為導向的創新目標。

第三，建議澳琴兩地旅遊部門加強針對國際或內地長途旅客市場進

行旅遊產品的聯合推廣宣傳，增加到訪兩地的長途客流，同時帶動雙方

旅遊業的消費流。

（三）關於以科技手段促進澳琴旅遊的舉措

第一，建議研究探索澳門和橫琴兩地之間智慧旅遊軟件和旅遊信息

的互聯互通。通過創新科技應用，增強到訪兩地旅客的體驗，在市場推

廣和產品開發方面提升澳門與橫琴整體的旅遊業競爭力，亦須優化旅遊

行業的整體運作，有效地監管實時旅遊狀態，充分合理利用兩地旅遊資

源，甚至共享旅遊大數據。

第二，建議以移動網絡科技，為出入境旅客提供更多的旅遊與交通

資訊，使兩地旅客透過發達的內地鐵路網絡，更便捷地暢遊澳門和橫琴

兩地。

第三，建議澳門研究與內地主要電子支付平台合作，與橫琴共同推

出吸引旅客暢遊兩地的旅遊電子消費券。例如，旅客在一定期間內於澳

門和橫琴的旅遊設施跨境使用時，可獲加倍優惠或額外的立減額等。

（四）關於體制機制創新的舉措

第一，落實粵港澳文旅合作，擦亮澳琴旅遊名片。《粵港澳大灣區

文化和旅遊發展規劃》為澳門的文化和旅遊融合發展制定了清晰方向。

故兩地均應將其作為未來澳琴文旅發展的行動綱領，並積極落實，以更

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深化粵港澳大灣區旅遊合作，共建人文灣區、

構築休閒灣區，擦亮澳門“世界遺產－澳門歷史城區”及“創意城市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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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之都”；橫琴主題樂園等旅遊名片，開發更多澳琴特色旅遊品牌及“一

程多站”旅遊產品，吸引更多遠程旅客來訪澳琴，乃至及大灣區。

第二，建議粵澳雙方政府盡快制定具體的澳琴區域旅遊發展規劃，

引導和規範兩地旅遊合作，為區域旅遊投資與旅遊開發建設確定方向。

同時，應進一步完善澳琴區域旅遊業發展的政策法規體系，充分發揮澳

琴兩地資源互補的優勢，推進澳琴區域旅遊市場的形成和發展。

第三，鼓勵澳門的休閒旅遊企業，用好用足深合區的各項政策紅利，

積極參與深合區的旅遊投資項目開拓商機，探索發展中醫養生旅遊、大

健康旅遊、文旅會展旅遊、體育旅遊，把澳琴旅遊市場的“蛋糕”做大，

發揮市場主體力量，促進兩地旅遊產業的深度合作。

第四，建議向中央爭取以深合區為試點，適度調整內地旅客赴澳門

的旅遊簽注政策，允許赴澳內地旅客可在簽注及逗留有效期內於澳門與

橫琴兩地之間多次往返，以及讓內地旅客來到橫琴可以隨即加簽進澳門

的簽注。此外，在現時國際旅客 144 小時便利簽證的基礎上，對這些國

際旅客在橫琴實施更便利的簽證政策 47。

第五，為來訪澳門的旅客經珠海到大灣區其他城市自駕旅遊創設條

件，以帶動兩地旅遊經濟。

五、小結

《規劃綱要》以及《總體方案》的出台，意味着澳門與橫琴旅遊合

作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多年來，澳門與橫琴雖然在旅遊投資、口岸管

47 劉本立，柳智毅：《“十四五”時期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研究》，澳門經濟學會，2020年11月，

第 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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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客源共用、線路相連、宣傳推廣等多方面進行了合作，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然而，要實現共建世界級旅遊目的地的目標，還有很長的一段

路要走。

目前，澳琴兩地旅遊資源並沒有明顯關聯，也尚未形成統一的旅遊

品牌，並且兩地旅遊服務設施之間關連度不強。在新發展形勢下，澳琴

的跨境旅遊合作需要兩地主管部門以及市場主體逐步尋找到共同利益支

點與更大的合作空間，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礎上，逐步打破地方保護主

義和旅遊市場壁壘，從分割式競爭向共贏式競爭轉變。橫琴粵澳深度合

作區的建設發展，正為這些變革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機遇，時不我待，兩

地必須共同抓緊。

為此，澳門與橫琴可透過從挖掘兩地旅遊業共同客群，實現兩地資

源拉動型合作模式，兩地客流假若能夠保持雙向便捷流動，將可發揮更

強的聯動效應；善用科技手段，串聯澳琴兩地旅遊設施，其至共享數據、

共推優惠，將為兩地共建世界級旅遊品牌創設條件；抓緊深合區的重大

機遇，打破各自為政的局面，並對合作制度創新改革，推進澳琴兩地區

域旅遊合作和實現區域旅遊業健康、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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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主要結論與建議

一、主要結論

在澳門“二五”規劃時期，澳門綜合旅遊面對的形勢、發展特點和

趨勢，以及存在的主要問題如下：

第一，全球綜合旅遊仍受新冠疫情影響，其發展有着與之前明顯不

同的趨勢，這包括：

1. 從全球來看，旅客將更關注出行的安全和健康，航空衛生安全的

要求將提升。他們對本土旅遊的需求將成為主流，顯示疫苗接種情況和

檢測結果的證書將成為出行的必備文件。

2. 在中國內地，戶外遊活動會最受歡迎，高端綜合旅遊的需求會快

速提升，對國外遊的嚮往也日益增強。而面對市場及環境的急劇變化，

將衍生出更多的新業態、新模式。

3. 粵港澳大灣區綜合旅遊將出現融合發展的趨勢，當中依託海灣的

濱海旅遊將會有較大的發展。同時，粵港澳旅遊市場供給體系優化，推

廣體系亦會創新。

4. 全球博彩業所受影響亦嚴重。外來居民博彩參與率將存在較明顯

的差異和波動。旅客人均博彩消費金額會隨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上升。

博彩企業收入分佈呈向非博彩來源增長的趨勢。

第二，澳門綜合旅遊業須關注的特點包括：

1. 對內地旅客的依賴性更強。全球疫情持續，估計海外旅客回流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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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等待一段較長時間，內地成為澳門少數互聯互通的客源地，對其依賴

性比從前更強。

2. 綜合旅遊恢復與內地疫情發展緊密聯動。盡快與鄰近地區尤其是

內地及香港恢復人員正常往來，吸引龐大的消費客流逐步重回澳門，將

是綜合旅遊恢復的關鍵。

3. 線上旅遊推廣方式開始受到重視。“跨境電商”與“直播帶貨”

等線上新營銷模式將可提高澳門旅遊推廣的覆蓋面和精準性。

第三，澳門綜合旅遊業在整體經濟中的主體地位中短期內難以改變

綜合旅遊業是澳門的支柱產業，亦是維持澳門低稅制和自由港制度

的經濟基礎，牽涉到澳門特區的經濟安全和民生福祉。儘管新冠疫情對

澳門帶來沉重打擊，但在可預見的將來，澳門的實體經濟和公共財政很

大程度上仍需依靠綜合旅遊業。澳門綜合旅遊業在“二五”規劃時期亟

需實現提質發展。

第四，澳門綜合旅遊危中有機

1. 有作為內地出境遊少數目的地的窗口期機遇。

2. 要適應強調旅客個人感受的“體驗經濟”新時代。

3. 要面對旅遊與互聯網科技深度融合的大趨勢。

4. 跨界融合將為澳門綜合旅遊業發展帶來新機遇。

5. 建設橫琴深度合作區，將與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聯動發展，澳

琴聯手打造世界級休閒旅遊目的地。

6. 要面對澳門博彩經營權重新競投的危與機。

7. 要面對周邊地區的激烈競爭。

第五，澳門綜合旅遊面對的主要問題

1. 綜合旅遊業復甦態勢穩定性有待提升，尤其是疫情不確定性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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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的問題和內地政策變動產生的影響。

2.綜合旅遊業態急需創新，特別是急需解決過度依賴博彩業和傳統

業態未能配合時代革新等問題。

3.綜合旅遊競爭力有待提高，最須處理的是原有綜合旅遊模式受到

衝擊後的應對，以及政策比較優勢削弱帶來新的問題。

4.綜合旅遊與鄰近區域的聯動不足，尤其是要與鄰近區域做更好、

更全面的銜接，不能各自為政地去發展。也缺乏開發跨境休閒旅遊項目。

5.旅遊產品與文化資源的融合創新較緩慢，欠缺現代化、大型文博

旅遊設施，難有世界級文藝表演長期落戶。

第六，澳門博彩業面對的主要問題

1.疫情考驗澳門博彩業的韌性，尤其是入境旅客短期內未能恢復所

帶來的影響。

2.博彩業整體經營情況下滑，包括對澳門經濟的貢獻度、各博彩公

司營運可能短期內無法恢復過來等。

3.博彩業內部收入結構發生變化，尤其是貴賓廳業務大不如前。

4.雖然博彩業就業情況較預期為好，但由於疫情反覆仍會出現，相

關問題仍須關注；博彩從業員的心理健康問題更須關注。

5.內地訪澳旅客結構和消費方式發生變化對博彩業健康發展的影響

不容忽視。

6.內地修改打擊賭博法律法規使澳門博彩業的經營環境發生了根本

性的轉變。

7.周邊國家或地區，尤其是新加坡、菲律賓、越南、韓國、日本等

地博彩業競爭的影響將會增加。

第七，澳琴旅遊合作面對的主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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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兩地旅遊資源並沒有明顯關聯，目前澳琴兩地的旅遊資源並沒有

明顯的關聯，基本仍處於各自發展的狀態。

2. 兩地尚未形成統一的旅遊品牌。

3. 兩地旅遊服務設施之間關聯度不強。

4. 兩地需實現更有效的合作機制來解決兩地法律適用問題，使兩地

利益更加平衡。

二、主要建議

本研究通過文獻研究、理論分析及請來社會權威專家學者共同論

證，使研究更為客觀、更加落地、更具可操作性。在此基礎上，結合形

勢及問題分析，本研究在澳門綜合旅遊優化升級、確保博彩業健康持續

和澳琴旅遊合作發展三大方面提出一系列發展策略及超過 90 條具體措

施建議。主要建議具體如下

（一）澳門綜合旅遊的優化升級

澳門綜合旅遊要優化升級就必須盡快有效地實施“旅遊＋”策略。

通過參照多個著名旅遊目的地的相關發展經驗，課題組建議，可以商務 /

會展旅遊、大健康旅遊和體育旅遊等方面作為“旅遊＋”發展的重點。

具體措施建議概述為：

1.“旅遊＋會展 /商務”

(1) 推廣“旅遊＋會展”的商務旅遊城市形象：

1 在穩定疫情基礎上，積極到內地開展活動拓展客源，舉辦結合旅

遊及會展聯合推介會，向當地推廣澳門旅遊和會展的多元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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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力推廣澳門具競爭力的會展軟硬件配套、高性價比的酒店客

房、酒店直通會展場地等特點，吸引更多會展項目、大型會議、周年會

議等落戶澳門；

3 短中期在與澳門有直接交通往來的內地和國際目標城市進行“澳

門周”等推廣工作，聯同休閒企業推出機票、酒店住宿、餐飲及旅遊產

品等優惠吸引旅客；

4 借助大型展會的影響力，邀請不同地區業界參會，把安全會展城

市形象傳導至目標客群。

(2) 開拓專業性品牌展會和產業主題展會：

1 爭取更多獲國際認證的展會落戶；

2 引入更多以中醫藥研發製造為切入點的大健康產業、現代金融、

高新技術和文化體育等產業為主題的專業展覽、商務會議及交流論壇。

(3) 引流商務旅客至社區旅遊消費：

1 政企合作組織及安排來澳參會的高消費商務旅客走進澳門各社區

進行深度旅遊；

2 豐富及優化現時“旅遊激勵計劃”，鼓勵到訪旅客體驗和探索本

地社區；

3 優化“會展通”資訊平台，為客商提供更多社區旅遊資訊及優惠

推介；

4 研究在澳門適當地區發展夜間經濟產業鏈。

(4) 加強會展業與其它產業的聯動吸引商務旅客：

1 發展“會展＋旅遊、零售”，打造國際旅遊消費中心；

2 發展“會展＋體育”，鼓勵及推動業界引進更多企業年會、球迷

會、車迷會等文體沙龍類型活動在澳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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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及時研究優化以利會展業與大健康產業聯動發展的相關法律法

規；

4 於大型展銷會期間加入“跨境電商”與“直播帶貨”等線上新營

銷模式，以線上線下融合模式促進會展商務旅遊；

5 引進國外或內地知名品牌的首店落戶澳門，探索發展以旅遊業為

導向的“首店經濟”和“首發經濟”。

(5) 與灣區城市聯動發展商務會展旅遊：

1 支持會展業界透過“一展一會”、“一會兩地”及“一程多站”

等方式深化大灣區旅遊會展合作；

2 聯同大灣區各城市業界共同舉辦更多專業性的大型國際會議，並

加入“一帶一路”、“中葡平台”、“大灣區”等元素；

3 透過“一會兩地”方式，推動更多具國際性、專業性的高端精品

會展項目的會議展覽部分和參觀旅遊部分分配至兩個或更多的相鄰城市

中進行；

4 爭取在大灣區內國際機場與澳門會展場地之間安排更為便捷的交

通連接與通關模式；

5 爭取內地放寬或降低來澳商務簽證門檻，進一步優化內地赴澳參

會參展人員辦理出入境證件及簽注程序，尤其是澳門舉辦具有國際影響

力的會議展覽期間，研究新增專業觀眾的會展簽證類別並延長許可逗留

時間；

6 盡快將《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中關於會展工作人

員、專業參展人員和持有展會票務證明的境內外旅客於在珠澳間便利往

返的相關措施具體落地，並爭取將相關措施適時擴展至其他灣區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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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旅遊＋文創”

(1) 推廣以文物、史蹟、歷史街區等為代表的歷史文化旅遊：

1 積極對世遺建築進行保護性開發和活化利用，並充分發揮旅遊攻

略及網絡科技工具的功能，將世遺景點在網上進行全方位展示；

2 利用形象鮮明的景點打造成澳門的文化旅遊 IP，鼓勵文創企業

和個人參與以世遺為主題的品牌設計和營銷、旅遊紀念品開發設計等，

對表現突出者予以資助；

3 活化更多歷史遺蹟、教堂寺廟和歷史文化街區，加強針對目標旅

客的宣傳和推廣；

4 優化各區博物館並轉化為文化旅遊資源，將博物館建設成為深層

次的文化旅遊體驗目的地，並鼓勵私人機構或個人投資建設博物館；

5 充分利用澳門的紅色旅遊資源，發展具澳門本土特色的“紅色旅

遊”；

6 打造中西文化交融的“婚慶旅遊之都”，結合婚慶攝影及活動策

劃等文創產業，探索發展完整的婚慶產業鏈。

(2)打造以特色節慶、宗教節日、居民習俗等為代表的特色文化旅遊：

1 對多元文化共融的節慶盛事活動提煉出若干節慶主題，利用流行

的社交媒體對目標旅客作重點推廣，並通過引入更多商業夥伴，逐步構

建多元文化共融的節慶經濟產業鏈；

2 遵循科學合理、適度開發的原則，促進“非遺”資源向文化旅遊

產品及服務轉化，鼓勵企業或團體在某些“非遺”項目的基礎上衍生出

融入現代生活的產品。

(3)開拓以旅遊演藝、文化藝術、旅遊文創為代表的現代文化旅遊：

1 加強已具國際知名度的旅遊演藝活動的向外推介，並選取幾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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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性的景點來打造常設的表演節目；

2 加強部門間溝通協作，推動旅遊演藝不斷向專業化、品牌化方向

發展，並對每年的演藝活動安排進行更好的統籌規劃，考慮把適合的公

共場所以合適的方式租借給本地文創企業經營；

3 對致力打造澳門現代旅遊 IP 的業者給予更多支持，並圍繞成功

的旅遊 IP 推出多種相關產品。

(4)發展以“創意城市美食之都”為品牌的美食文化旅遊：

1 優化各類美食文化節慶活動，優先推廣及傳承美食文化，並在澳

門舉辦“最佳餐廳”或“最佳廚師”等比賽及頒獎活動以提升澳門在國

際美食旅遊的地位；

2 與順德、成都、揚州等美食之都攜手舉辦活動，建設美食文化交

流平台；

3 重新整合和優化“論區行賞”路線，融入更多美食旅遊元素，並

鼓勵及支持本地社團及商會組織舉辦以“澳門美食”為主題的活動；

4 全方位線上線下多渠道推廣宣傳澳門美食休閒旅遊目的地的形

象；

5 以咖啡與葡萄酒文化作為切入點，打造澳門中葡文化旅遊形象

IP。

(5)促進影視旅遊形成和發展：

1 發展“澳門電影遊”成特色旅遊產品；

2 鼓勵外地一流的影視作品來澳製作拍攝，長期可研究赴澳拍攝人

員提供來澳便利措施、一站式諮詢及協調服務、影視拍攝資助等計劃；

3 着力打造關於澳門本土題材的原創影視 IP，並建立澳門題材影

視作品資源庫。



139

第六章　主要結論與建議

3.“旅遊＋大健康”

(1) 拓展健康旅遊新業態以增加澳門本地旅遊元素：

1 抓住離島醫療綜合體將由北京協和醫院經營、管理和提供服務的

契機，開發以大灣區、東南亞中產居民為對象大健康旅遊產品；

2 鼓勵休閒企業與離島醫院合作推出“綜合旅遊 + 大健康”高端醫

療旅遊產品；

3 着力拓展高端醫療服務旅遊，鼓勵澳門醫療機構引進世界領先的

技術及設備，引入高端醫療人才，為旅客帶來頂級醫療體驗；

4 發展以中醫藥為特色的健康旅遊，並以傳統中醫、中草藥和中醫

療法為核心資源，為旅客提供療養康養服務；

(2) 拓展健康旅遊加速澳琴旅遊融合：

1 澳琴共同制訂推動 “旅遊＋大健康”發展的專項規劃；

2 共同塑造以中醫藥為特色的健康旅遊品牌形象；

3 加大中醫藥健康旅遊的市場培育；

4 推出更多健康旅遊精品線路和產品，共建大健康旅遊產業鏈。

(3) 拓展健康旅遊強化橫琴中醫藥科技產業園的角色和作用：

1 重新檢視中醫藥科技產業園的角色和作用；

2 創設條件鼓勵更多企業，包括澳門企業進入橫琴中醫藥科技產業

園發展“旅遊＋大健康”項目。

4.“旅遊＋體育”

(1) 打造安全健康的“體育特色休閒城市”：

1 做好相關體育賽事的各項風險管理及應急預案，打造澳門“體育

特色休閒城市”的形象，並加以宣傳；

2 塑造澳門特色體育賽事 IP，並延伸至文化創意等其他產業，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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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體育賽事關聯的其他衍生旅遊產品。

(2) 採用全年體育賽事組合策略吸引多元旅客。

(3) 以更多元化賽事吸引多元旅客：

1 推廣“旅遊＋水上運動”，積極打造水上運動盛事品牌，同時鼓

勵發展新興水上活動；

2 舉辦更具經濟效益的單項體育比賽，並可研究與大灣區城市合辦

區域性或國際性賽事；

3 探索發展“旅遊＋電競”，創設條件競投主流電競賽事決賽的承

辦權，並可打造澳門自主賽事品牌；

4 研究舉辦有吸引力的特色業餘賽事。

(4) 政、企、民合力推動“旅遊＋體育”發展：

1 改變由政府主導體育賽事活動的情況，多發動企業力量，爭取做

到“每月一盛事”，並集中力度向大灣區旅客宣傳；

2 推動休閒體育元素與大型旅遊休閒設施的有機融合，鼓勵大型博

企加入體育主題的非博彩元素；

3 鼓勵體育社團主動尋求與大型企業合作舉辦更多具級數體育盛

事，並引入更多商業贊助；

4 優化現時“旅遊激勵計劃”中對體育旅遊的激勵措施。

(5) 聯合大灣區城市共同推動“旅遊＋體育”發展：

1 承辦第 15 屆全國運動會為契機，推動體育休閒旅遊；

2 協同其他灣區城市發展特色體育旅遊項目；

3 澳琴合辦更多運動賽事及盛事活動，向中央爭取為到訪橫琴參加

體育及節日盛事的國內外旅客發出專屬的“盛事簽證”。

(6) 利用“一平台”定位推動“旅遊＋體育”發展，考慮舉辦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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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葡文化交流、拉丁文化、足球文化元素的節慶式體育文化交流盛事。

三、確保博彩業的健康持續

在此方面，應以確保澳門博彩業健康持續為原則，具體措施概述為：

1. 須結合“一中心”內涵的豐富來發展：

1 盡快確立澳門博彩業“以中場業務為中心”的方向，完善中場業

務的轉硬體建設，開發更多休閒型中場業務產品；

2 加強監管貴賓廳的法律法規，完善日後貴賓廳經營者資格，並加

強對貴賓廳不規範操作的管理；

3 加強博彩業目標客戶管理，深入了解目標客戶需要進行定位宣傳；

4 配合特區新興產業發展所需，強化“博彩＋會展”、加強“博彩＋

文創”和探索“博彩＋體育”。

2. 須堅定持續健康發展信心：

1 適時檢討和推出更具針對性的博彩從業員就業支援措施，鼓勵博

企在後疫情期開拓更多非博彩的職位；

2 批出不多於 6個博彩經營權，確保博彩市場規模的穩定性；

3 批出“10 ＋ 5”年的可穩定博彩業發展信心的專營權期限；

4 慎重處理“博彩法”諮詢可能引起市場不必要揣測的問題。

3. 促使博彩企業負上更大社會責任的措施：

1 在修訂《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的過程中予以配合國家

安全的新要求；

2 考慮在日後博彩專營權重新競投時在專營合約內針對舉辦“旅 

遊＋”活動、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等方面設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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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推動“博彩＋科技”發展：

1 通過創新科技應用，增加旅客博彩休閒體驗；

2 利用博彩業相對龐大的數據庫，以科技手段聯合推動社區旅遊；

3 建議博企配合政府智慧城市政策，以科技力量協助中小企業升級

轉型。

四、澳琴旅遊的合作發展

在此方面，須兩地主管部門以及市場主體逐步尋找到共同利益支點

與更大的合作空間，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礎上，從分割式競爭向共贏式

競爭轉變，具體措施概述為：

1. 整合澳琴旅遊資源：

1 推動澳琴兩地優勢旅遊資源更有機結合，鼓勵業界推出各類型的

“一程多站”式創新旅遊產品；

2 探索與橫琴共同開發創新“海島遊”產品，短期內探索改變從澳

門出發到珠海各海島需先前往桂山島辦理入境手續的不便現狀，研究在

澳門北安碼頭等水路口岸實施“合作查驗，一次放行”措施；

3 善用港珠澳以南擁有眾多具豐富海洋資源島嶼的特點，推動粵港

澳遊艇自由行，多方面協同簡化船隻及乘客出入境手續，同時探索澳門

與海南自貿港之間的遊艇自由行；

4 澳琴探索共建“影視旅遊城”項目；

5 兩地旅遊部門透過定期旅遊統計合作，找出澳琴所服務的共同目

標旅客。

6 共同建設“青少年愛國主義文化教育基地”項目，以生動形式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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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

2. 共建澳琴旅遊品牌：

1 澳琴兩地設計一個統一的旅遊目的地整體品牌；

2 加強澳琴品牌內容跨界融合創新，拓寬品牌要素的廣度和深度；

3 兩地旅遊部門加強針對國際或內地長途旅客市場的聯合推廣宣

傳。

3. 以科技手段促進澳琴旅遊：

1 研究探索澳琴兩地之間智慧旅遊軟件和旅遊信息的互聯互通，共

享旅遊大數據；

2 以移動網絡科技，為出入境旅客提供更多的旅遊與交通資訊；

3 澳門研究與內地主要電子支付平台合作，與橫琴共同推出吸引旅

客暢遊兩地的旅遊電子消費券。

4. 創新改革合作制度：

1 落實粵港澳文旅合作，擦亮澳琴旅遊名片；

2 粵澳雙方政府盡快制定具體的澳琴區域旅遊發展規劃，為區域旅

遊投資與旅遊開發建設確定方向，並進一步完善澳琴區域旅遊業發展的

政策法規體系；

3 鼓勵澳門的休閒旅遊企業，積極參與深合區的旅遊投資項目開拓

商機，探索發展中醫養生旅遊、大健康旅遊、文旅會展旅遊、體育旅遊；

4 向中央爭取以深合區為試點，適度調整內地旅客赴澳門的旅遊簽

注政策，允許赴澳內地旅客可在簽注及逗留有效期內於澳門與橫琴兩地

之間多次往返，以及讓內地旅客來到橫琴可以隨即加簽進澳門的簽注；

5 為來訪澳門的旅客經珠海到大灣區其他城市自駕旅遊創設條件；

6 同步提升內地旅客來澳門及橫琴購物的免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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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見概要

非博彩旅遊方面的意見：

1. 澳門加強發展綜合旅遊有利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未來亦應同樣重

視推動產業垂直多元。

2. “一中心”發展仍有待加強，其發展空間較大，需中央支持提供

更多政策。疫情下分析旅遊業發展有迫切性，未來旅客來澳的旅

遊規模預測較為重要，包括分析未來廣東旅客來澳的規模、內地

消費能力上升等。

3. 綜合旅遊發展應向“多元”和“綜合”兩個方向發展。“多元”

是指傳統旅遊業應採用多要素、多亮點、多選擇旅遊發展模式；

“綜合”應是指與其他地區對比，旅遊業具體運行上在客源、產

品等更為包羅萬有。

4. 目前澳門旅遊產品單一，客源集中，應開拓東南亞、西方國家等

市場，國內客源同樣需多元化。

5. 綜合旅遊發展應重視具體化和措施化，應把發展策略轉化為可銷

售、可體驗的旅遊服務和產品。

6. 因應防疫常態化的局面，想方設法穩住基本盤，全力促進澳門旅

遊經濟穩步復甦，保住旅遊市場主體和從業者等有生力量。在此

基礎上，根據新形勢新情況新變化，與時俱進，不斷創新，大力

開拓綜合旅遊發展的新路徑、新模式，實現澳門旅遊經濟的鳳凰

涅槃、浴火重生。

7. 澳門擁有三大支撐和促進綜合旅遊業發展的獨特元素：博彩元素、

歷史文化元素及國際化元素。未來應進一步支援三大元素疊加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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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相互促進，強化澳門綜合旅遊業相較於其他地區突出的比較

優勢，達致“1+1+1 ＞ 3”的放大效應。

8. 目前澳門的旅遊產品還比較傳統，需要針對新需求不斷予以豐富。

例如，可以針對內地企業市場，吸引它們來澳門舉辦年會、進行

培訓等活動；亦可針對青少年教育需求，組織假期遊學、親子休

閒遊等豐富多彩的旅遊活動。特別是應進一步挖掘澳門的歷史文

化潛能，探索更多更優的文化旅遊產品。

9. 近年來新媒體對年輕人群體的影響日益增加，隨之興起了網紅經

濟現象。澳門應把握這一新趨勢，高度重視應用新媒體推廣旅遊，

通過短視頻、動漫、VR 等新方式更加多樣化推介澳門，通過網紅

直播帶貨等方式更有效銷售澳門旅遊產品，通過設計打卡熱點、

另類實境遊戲（Alternate reality game）等方式吸引更多年輕

遊客。

10. 未來一段長時間旅遊業的發展，疫苗的保護力與屏障有效幅蓋率

仍是關键因素。發展個人訂制化旅遊、網上直播節慶和大型演出

及運動賽事、轉變旅遊消費模式將是未來與疫情共存下的其中一

個發展方向，必須適應線上線下的旅遊消費模式。

11. 企業要更好地發揮靈活的創新性，引入新思維和經營方式。

12. 旅客缺乏對澳門本地文創產品的認識，似乎不太關注澳門本地文

創產品。

13. 整體旅遊發展規模是好的，但要增加旅遊產品。如澳門缺乏親子

遊，且同質競爭問題較大，建議政府提供稅務優惠誘導行業錯位

發展。

14. 綜合旅遊要有全面發展，但同時亦要有重點，海島遊可加入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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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還包括遊艇旅遊、家庭旅遊、青年旅遊等，相關的需求正

不斷提升。

15. 過往大眾認為澳門缺乏自然風光和地理景觀，但在疫情時期對本

地旅遊要素加強發掘下，發現澳門亦擁有眾多相關旅遊資源。未

來可考慮發展城市旅遊、文化旅遊、海洋旅遊、健康旅遊和綠色

親子體育旅遊等。

16. 旅遊設施需要完善，文遺工作要加強，各區的城市綠化不足。綠

化情況比珠海差，旅客可能有所比較。

17. 澳門缺乏主題公園，應利用更多的土地做旅遊設施，如發展文化

村展示本地特色文化。

18. “旅遊 +”的重心是旅遊，但感覺現時是旅遊與其他產業互相滲

透，同時“旅遊 +”的方向可不只一個產業的聯動。

19. 據了解，未來政府將對文創發展策略作出較大調整，會與民間合

作，通過高度市場化處理。“旅遊＋文創”已提出多年，希望政

府嘗試的新方向能有助推動澳門文化產業。

20. “旅遊 + 大健康”方面，政府將引入北京協和醫院參與離島醫療

綜合體的營運，有望未來為澳門增加生殖醫療、醫療美容、大健

康等醫療產品，可推動博企參與相關合作，例如提供酒店場所共

同推動療養旅遊等。

21. 發展旅遊與大健康產業聯動的同時，醫保亦需有所涵接。

22. 海洋經濟方面，目前海域作用未有發揮得很好，其中於內港，一

河兩岸海上遊的沿岸上，澳門方的景觀明顯較珠海方有不足，應

重視包裝及門戶形象。

23. 氹仔客運碼頭設施面積較大，除配合機場發展外，可發展海島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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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合作查檢一次放行措施，成為交通樞紐，推出萬山島及廣州

的航線；發展澳門水上遊交通巴士，帶動機場業務發展；使澳門

成為大灣區核心海上交通城市。

24. 遊艇自由行政策目前受按金太高所影響。

博彩旅遊方面的意見：

1. 有博企研判未來總體旅客總量應該不變，但博彩業發展結構將有

所變化，中場客人應會變多。博企亦有信心開拓新客源。

2. 博彩和旅遊業的關係十分密切，中場業務發展的趨勢明顯，而貴

賓廳、衛星賭場業務預期將持續萎縮。

3. 在市場的拓展方面，還應本着穩中求進的原則，進一步優化博彩

旅遊的客源結構，吸引更多歐美日高端國際遊客。

4. 在客源以中場為主的情況下，若旅客的規模回到過去 4,000 萬，

博彩毛收入亦回不去以前的水平，同時需考慮旅客承載力的問題。

5. 疫情及博彩業深度調整的共同影響下，旅遊從業人員的職業安全

性受到非常大的衝擊。此次策略研究需要考慮加強旅遊業的韌性，

加強從業人員的職業安全。

6. 目前博企的非博彩業務與社區有所重疊，如一些飲食街等，需錯

開發展。

7. 應重視博企的非博彩元素做強做大後其對社區的影響，不可令博

企綜合體與社區加大競爭。未來博企非博彩元素的發展應走出博

企綜合體。

8. 鼓勵博企以非博企名義投資旅遊項目。

9. 博彩公司社會責任可放在帶動非博彩旅遊的帶動工作上，做引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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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以實力帶動行業和橫琴發展。

10. 博彩業健康發展重點在監管，與誰能開拓國內以外的新市場，適

當引入競爭元素。

11. 由於博彩企業規模大，也掌控了澳門的重要資源，也是未來一段

時間澳門經濟收益的主要來源，因此，必須加快科技手段，確保

依法保障澳門的健康財政收入。

12. 澳門應當高度參與博彩業高端產品的生產，如撲克牌、籌碼等。

13. 自新冠疫情以來，澳門綜合旅遊業受的重創，除了受疫情防控措

施影響之外，其實還受到內地修法 ( 刑法 303 條 )、打擊不法資

金外流、嚴控來澳旅客數目及頻率等等，多重措施疊加造成。

14. 建議特區政府應多角度自我評估一個可以令澳門長遠達到經濟適

度多元目標下的“綜合旅遊業規模”，例如博彩毛收入，旅客量

等。只有達成共識，才可以令需求方的限制措施消除。

區域合作方面的意見：

1. 中央政府的支持是澳門旅遊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關鍵。澳門旅遊

經濟的發展，需要中央政府的全方位支援。就當前而言，應爭取

中央有關部門因應疫情適時調整優化內地居民赴澳門的出入境政

策，適度恢復通行證申辦的便利化；應爭取中央放寬廣東地區居

民赴澳門的出入境簽注政策（目前廣東居民來澳限制為兩月一次，

其他地區無此限制），並開放更多地區辦理來澳“個人遊”簽注；

在未來，應爭取中央政府將一些由國家舉辦的重要國際會議、國

際論壇放在澳門進行，以提升澳門的國際形象和國際影響，吸引

更多國際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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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前政府到內地多個城市舉辦澳門周，但成效受簽證政策所限，

“澳門周”活動應請當地的港澳辦、海關、公安等部門一同參與，

讓當地不同部門更了解澳門。

3. 通關政策受幾次疫情反覆的影響，可以從區域合作方面解決。

4. “一展多會”、“一展兩地”等都與出入境簽證相關，出入境需

放寬。

5. 跨境金融方面，應提升購物的免稅額，但澳門及橫琴的政策需同

步，取得平衡。

6. 在探討澳琴合作中，應重視非博彩元素如何進入橫琴，可考慮橫

琴是否具條件多建特色樂園，形成規模效應增加人氣後，結合便

利的通關措施反哺澳門發展。

7. 深合區與澳門的聯動發展方面，需要政府給出明確的旅遊項目發

展方向，給本地大型企業足夠的信心去深合區發展。大型企業的

成功投資，會帶動本澳中小企業到深合區發展。也就是說，需要

大型企業先“做市”，中小企業才可以順勢發展。而這份策略研

究，需明確建議在深合區發展怎樣的大型項目。

8. 不少旅客會選擇於一次旅程中，到兩個或以上鄰近旅遊目的地遊

覽。澳門應借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東風，進一步加強與香港、深

圳、珠海和廣州等鄰近城市的合作，拓展一程多站式旅遊，吸引

更多遊客來澳。特別是要創新與橫琴的旅遊合作。橫琴定位之一

是國際休閒旅遊島，年接待遊客量在千萬以上。鑒此，澳琴雙方

應積極探索有序引導旅客向對方流動，實現客源共享，優勢互補。

9. 研究在橫琴深合區聯合建設大型體育場館、大型演出場所等佔地

規模大、且由於澳門空間有限而難以佈局的設施，依託這些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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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大型體育賽事和明星演唱會等大型文藝演出活動，媲美香港

紅磡體育館，促進澳琴體育經濟和演出經濟蓬勃發展。

10. 在推動澳琴旅遊合作時，應重視旅遊創新及城市競爭之間的交錯

發展。

11. 結合横琴的土地和政策資源優勢，設計互動互補，線上線下的新

旅遊模式。

12. 未來設立旅遊新路線、新景點時，需多與橫琴合作，要有所落實，

開發要有主體，法規需有所支持，機制需可行，處理勞動力安排

等，還有受疫情影響等突發因素的處理方法。

13. 橫琴資本注入方面，青年創業沒有強調行業方面的優惠措施。

14. 澳門自身應重視吸引外國旅客，同時可加強與香港進行聯合推廣，

發揮香港對外國旅客的吸引作用。

15. 大灣區旅遊合作應重視建立共同旅遊城市品牌與展現各自的比較

優勢，在大合作主題下，採取優勢互補式的差異發展。

16. 應聯合大灣區其他城市打造大旅遊目的地。現時“一程多站”旅

遊規模不大。未來政府應再加強引導，以吸引長線客人為目的推

出更多“一程多站”旅遊產品，並加強地區間人員互訪流動。

17. 深合區以至大灣區在旅遊合作上，應重視開發能善用各地差異化

優勢的旅遊組合，突出各地優秀文化（例如內地中華文化、澳門

中葡文化融合、香港現代化城市文化等）。

18. 可聯合大灣區其他內地城市開發青少年愛國旅遊體驗。

其他方面的意見：

1. 認為全文到位，尤其強調綜合“旅遊 +”較貼合現時發展。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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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期的定義，可能疫情後的時期都應包含在內，此外今後的

定位也需考量。同時，研究需與澳門“二五”規劃、國家“十四五”

規劃、大灣區及深合區規劃有所對接。

2. 研究初稿選定的三個方向和提出的九十餘條措施，是符合實際情

況，很全面，並具有針對性。

3. 認同研究報告內容務實，與澳門“二五”規劃和四大新興產業發

展方向高度吻合，亦與深合區發展相契合。

4. 建議課題組把“旅遊 + 大健康”的章節順序調至“旅遊 +”策略

中的最前位置。

5. 認為課題不宜把“旅遊 + 體育”單獨成節，因澳門現時“旅遊 +

體育”發展仍缺一定的條件，其中電競產業的發展更存在較大爭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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