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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澳门作为世界著名的旅游目的地，长期以来以特许娱乐业为主导产业，但过度依赖特许娱乐业也带来了

诸多挑战。本研究通过分析澳门旅游业的现状，识别了产业结构单一、区域竞争加剧、旅游资源开发不

足和文化内涵挖掘不深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产品多元化、市场多元化、产业融合和政策支持等

发展策略。研究结果表明，澳门旅游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摆脱对特许娱乐业的单一依赖，向多元

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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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world-famous tourist destination, Macao has long been dominated by the franchise entertain-
ment industry, but over-reliance on the franchis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has also brought many 
challenges.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acao’s tourism industry, this study identifies 
some problems, such as singl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tensified regional competition,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sources and deep excavation of cultural connotation. On this basis,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uch as product diversification, market diversification, industrial integra-
tion and policy support are put forward.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order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
velopment, Macao’s tourism industry must get rid of the single dependence on the franch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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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tainment industry and develop in a diversified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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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澳门特别行政区作为一个独特的旅游目的地，一直以来吸引着海内外游客蜂拥而至，而澳门旅游业

的多元化发展也带动了澳门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成为驱动澳门经济的重要引擎。据中国旅游

研究院发布的《2023 年上半年出境旅游大数据报告》显示，2023 年上半年，共有 4037 万名内地游客选

择出境旅游，而其中澳门成为内地居民出境旅游首选目的地，占据了超过五成的比例[1]。2023 年第二季

度起恢复团队游；全年酒店入住率回升至 79.3%；非特许娱乐业收入增速(45.6%)，首次超过特许娱乐业

(38.2%)。可见，澳门旅游正全面复苏并蓬勃发展。然而，即便是旅游市场回暖，审视和分析澳门旅游业

自身存在的隐忧，探索未来的多元化发展路径依然是非常有长远意义的。本文通过分析澳门旅游业暗藏

的隐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建议，以期为澳门旅游业的长足发展提供参考和指引。 

2. 澳门旅游业多元化发展问题 

澳门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以其独特的文化底蕴和世界级的特许娱乐业娱乐设施闻名于世。自 1999
年回归以来，澳门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其中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长期以来以

特许娱乐业为主导的旅游产业结构，使澳门经济面临着单一化的风险。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和 2020 年

新冠疫情的冲击，更凸显了澳门旅游业抗风险能力的不足。在此背景下，探讨澳门旅游业多元化发展问

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目标市场单一，外部依赖性强，人力成本高 
澳门旅游业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以特许娱乐业为核心、相关配套服务业为支撑的产业体系。据统

计数据显示，2019 年澳门接待游客数量达到 3940 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游客占比超过 70%。

旅游收入中，特许娱乐业贡献了约 80%的份额，充分体现了特许娱乐业在澳门旅游业中的主导地位。澳

门拥有 23 家大型赌场，主要集中在路氹城和澳门半岛，这些赌场不仅提供特许娱乐业服务，还配套有

豪华酒店、高端餐饮和娱乐设施，形成了完整的旅游服务链条[2]。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澳门的旅游业

的内部驱动力不足，长期依赖外地游客，澳门经济波动风险系数较高，易受全球尤其是内地经济变化的

影响。此外，澳门的旅游业人力成本高，根据澳门统计局 2024 年数据显示常住人口仅 67 万，而旅游业

从业人员需求高达 12 万人。这一需求暴露出了澳门本地从业人员不足等问题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澳门

旅游业的抗风险能力和发展潜力。而澳门的外劳政策的限制每年大约新增 1.2 万内地劳工，同时内地劳

工平均在一个岗位在职 1.5 年左右，这导致了企业要重新招聘和重复培训等，使人力成本增加。特别是

疫情发生之前和之后，澳门本地旅游业雇佣了大量内地劳工作为临时人员，但这一类人群因为签证和本

身的流动性大等原因，导致服务品质下降，游客投诉率上升，使澳门旅游业人力成本上升，直接增加了

人力成本。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sd.2025.15515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潘仕统，习玲玲 
 

 

DOI: 10.12677/sd.2025.155153 330 可持续发展 
 

(二) 旅游业相关的产业结构不平衡 
首先，自澳门自回归后，旅游业便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带动了澳门“食、住、行、游、购、娱”在内

的各个行业，但澳门旅游业的特点是“游”类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缺乏盈利性景点拉动经济[3]。澳门现

有的旅游观光名胜项目主要有： 
 

Table 1. Major tourist attractions in Macao 
表 1. 澳门主要旅游观光名胜项目 

类别 名称 

中式庙宇 妈阁庙、观音堂等 

巴洛克式教堂 大三巴牌坊、玫瑰堂等 

现代娱乐与综合度假村 澳门威尼斯人、澳门银河等 

文化体验与博物馆 澳门博物馆、龙环葡韵、澳门艺术博物馆等 

自然与休闲景观 路环岛、澳门旅游塔等 

 
表 1 列示澳门的主要旅游观光产品项目，除有“澳门旅游塔”这一景点是由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

运营的盈利性旅游项目外，其它均为免费景区或公益性的历史文化遗迹，并由政府或社区负责运营。其

次，反观大湾区其它内地城市以及香港，盈利性景点不仅数量众多而且都非常丰富，不仅起到带动周边

餐饮、酒店、娱乐等产业的作用，景点本身的门票和纪念品等增值服务也为当地旅游企业创造了不菲的

收入，并成为当地旅游产业的核心部分[4]。最后，澳门作为大湾区动力核心之组成部分，需高效融合大

湾区区域旅游资源，借风势，乘风起。打造旅游产品的多元化和丰富化，尤其是拓展更多的盈利性旅游

观光类服务项目，这是加快澳门旅游业产值，增强澳门旅游核心产品力的必经之路。 

3. 澳门旅游业多元化发展策略 

基于澳门旅游业面临上述隐忧与问题，相关部门为构建澳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应开发创新性

多元化发展路径，丰富现有旅游产品与服务项目，并在拓展客户群体的同时注重人力资源管理。然而，

这一系列目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政府、企业、行业等各方的合力，具体策略建议可从以下几方面

着手： 
(一) 政府的主导性策略  
1、鼓励本土旅游企业开发盈利性旅游产品与服务 
政府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本土旅游企业开发盈利性旅游产品与服务项目，提供税收减免、

银行贷款、企业补贴等相关政策，详细可参考表 2： 
 

Table 2. Macao tourism policy 
表 2. 澳门旅游业政策 

类别 措施 目标 

税收优惠 文化遗产项目免税 3 年，科技项目投资抵税 30% 促进传统文化和科技旅游发展 

基金支持 文化 IP 开发最高资助 500 万，技术补贴 50% 推动文旅结合与科技应用 

低息贷款 利率 2.5%、10 年期，政府担保 70% 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资金难题，推动长期项目落地 

试点考核 非遗试点 5 家(200 万启动)，满意度评测 满意度达标后奖励，确保服务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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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 2021 年《澳门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明确“1 + 4”适度多元战略；2023 年横琴“澳门新街坊”

项目拓展产业空间；开展“旅游+”跨界补贴政策带动企业投资非特许娱乐业项目。引导、鼓励文旅业界

和各级部门、公众树立信心，恢复和进一步树立澳门“安全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启动并落实针对盈利

性旅游景点开发的旅游支持政策，做好应对旅游危机管理规划与应急方案，帮助旅游企业拓展旅游服务

[5]。 
2、调研并针对性地解决旅游企业的实际问题 
澳门旅游企业以目前综合度假村为核心，融合特许娱乐业、酒店、会展、娱乐等多元业态(如金沙、

银河等)，并受政策驱动加速发展非特许娱乐业务依赖政策红利与区域合作(如横琴、大湾区)，但面临人

力资源短缺和区域竞争挑战。企业需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共建”，政府则需通过弹性政策(如税收

优惠、人才引进)降低转型成本，形成“政策引导–企业创新–反馈优化”的闭环。同时，尽快组织有关

部门或机构开展调研，了解各类型旅游企业的优势资源和能力局限，从而对其旅游产品和服务开发提出

针对性建议，疫后旅游企业面临发展的难题与困境，帮助解决实际问题，鼓励支持其恢复经营运行[6]。 
3、推进澳门旅游智能化发展 
政府不仅要为未来澳门旅游业发展布局及旅游产品结构调整提供正常支持，还应提供技术支持。智

慧旅游平台覆盖率达 92%；VR 导览使用人次突破 400 万；数字支付渗透率从 56%提升至 89%，做好转

型升级和科技应用，降低人力资本、运营成本和管理效能，推进 AI 与智能化体验内容创新，鼓励应用新

媒体，并创新新媒体营销方式，促进澳门旅游智能化发展，从而提高对突发事件的抗风险能力。 
(二) 旅游企业的主体性策略 
1、企业要及时开发旅游新品，适应新变化 
澳门旅游企业要勇于开发新业态，推进新业务，多样化经营，创新旅游产品项目；打造个性化的、

特色化的、有竞争力的产品，加强数字行销力度。 
2、企业要适时战略调整，缩减非主流业务 
企业应集中资源发展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主营业务，如高端综合度假村运营、特色文化体验项目等；

逐步退出效益低下、与战略方向不符的边缘业务单元。需要强调的是，战略性收缩不是简单的规模缩减，

而是通过业务聚焦和资源优化，提升企业在澳门旅游新格局中的核心竞争力，为把握新兴市场机遇储备

动能。 
(三) 行业协会的协同性策略 
产业融合是推动澳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整合文化、娱乐、会展、体育、科技等多

元产业资源，如设计系列文创衍生品、打造文化演艺精品等。推动“旅游 + 科技”发展，运用 VR/AR 技

术提升游客体验，建设智慧旅游服务平台。发展“旅游 + 体育”模式，举办国际性体育赛事，开发体育

主题旅游线路。此外，还可以探索“旅游 + 健康养生”等新型业态，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 
1、积极开展宣传活动，扩展公共关系，提升澳门旅游形象 
澳门旅游行业协会应利用好自身的协调作用，提升澳门旅游形象，引导旅游市场热情再度爆发。针

对旅游产业关联性强的特点，加强与各类行业协会协作与沟通，打造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社会等“一

盘棋”策略。 
2、建立旅游稳企制度，推进大湾区旅游协同发展 
建立和完善旅游业应急保障体系，行业机构可尝试将相关扶持救助政策制度化。设立“旅游发展基

金”，用以应急应付处理类似危机以及帮扶重点企业[7]。另一方面，旅游行业协会应探索和建立适应于

旅游企业的保险制度，在减小企业风险同时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https://doi.org/10.12677/sd.2025.155153


潘仕统，习玲玲 
 

 

DOI: 10.12677/sd.2025.155153 332 可持续发展 
 

4. 结语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时代背景下，全力推进澳门由赌城迈向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转型升级，打造

旅游业成为澳门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不仅是增进澳门民生福祉的必然选择，还关系到整个大湾区协同创

新发展的推进。接下来澳门需进一步集思广益，解决“隐忧”，探索“出路”，增强澳门旅游形象和城市

竞争力，探索更多的创新性多元化发展对策，这项工作也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和旅游业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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