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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居民權利和自由實現的物質條件不斷豐富 

回歸後，得益於中央政府和內地的大力支持，澳門經濟在穩固復蘇後迎來並保持

了良好發展態勢。本地生產總值由回歸時的 502.7 億澳門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4,403

億澳門元。特區政府的財政收入和盈餘也逐步增加。截至 2018 年，特區的財政儲備總

額逾 5,549億澳門元。  

  澳門特區政府成立以來，堅持“以人為本”的施政理念，歷年的施政報告都將民

生工作放在施政的重要位置，不僅完善相關制度建設，而且加大資源投放力度，澳門

居民的權利自由尤其是涉及民生等領域的權利和自由實現的狀況有了很大改善： 

社會保障方面，特區政府從 2008 年起著手構建第二層中央公積金制度。2010 年

起，每名合資格的澳門永久性居民都可獲政府在個人帳戶注入 10,000 元啟動資金， 

2011 年開始每名合資格居民的個人公積金帳戶每年額外注入預算盈餘特別分配 6,000

元，2014 年以後每年更提升至 7,000 元。此外，從 2008 年開始，特區政府推出“現金

分享計劃”，向每名澳門居民派發現金，至 2018 年已堅持了十一年。從最初的永久性

居民每人 5,000 元、非永久性居民每人 3,000 元，到 2019 年的每個永久性居民 10,000

元、每個非永久性居民 6,000元。2019年，居民最低維生指數也調升到 4,230元。 

  教育方面，從 2007 年開始，澳門已實現了從幼稚園到高中的十五年免費義務教

育。政府為減輕經濟困難的學生，不斷調升“書簿津貼”金額，並持續向家庭經濟



困難的學生發放“膳食津貼”和“學生用品津貼”。對在本澳及外地就讀高中、大專

和研究生課程的本澳學生發放學習用品津貼。 

  此外，政府在醫療衛生、殘疾津貼、短期食物補助等方面，不斷加大資源投放，

保障並提升居民的健康水平，減少居民因物價上漲而帶來的生活壓力等。目前，澳門

的免費醫療網絡覆蓋面積達到世界先進水準，初級衛生保健系統被世界衛生組織譽為

太平洋地區的典範。 

  同時，政府通過資助報刊、社團，保障居民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結社自由

等。眾多的社團和報刊等媒體，為居民參與公共事務、監督政府等，提供了有效平

臺，並起著政府與居民的溝通、媒介作用。    

五、“一國兩制”下的權利和自由保障促進居民的全面發展 

  澳門回歸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的方針政策得到切實有效

的貫徹執行，廣大澳門同胞取得了當家作主的政治地位。與回歸前相比，回歸後的澳

門，居民的權利和自由十分廣泛，而且這種權利和自由不僅有立法上的保障，而且有

司法上的保障，同時還有物質條件的保障，這正是“一國兩制”方針的制度優勢的鮮

明體現。 

  隨著澳門居民權利保障實踐的深化，居民的全面發展也結出了豐碩的果實。由於

特區政府對醫療衛生的投入加大了力度，澳門居民的生命健康有了保障，居民平均預

期壽命提高至八十五歲，位居世界前列。 

  政府對教育的投入，不僅確保了澳門居民從幼兒到高中的受教育權，而且還提升

了澳門的高等教育水平。澳門高等學校在校註冊學生，由回歸時的 7,527 人，增加到

2017/-2018 年的 33,098 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超過百分之八十。澳門的失業率目前一

直在百分之二以下，居民的就業有充分保障。澳門就業人口中，截至 2019 年第一季，

有高等學歷的占整個就業人口的百分三十八以上；有高中學歷的則占整個就業人口的

百分之三十點五。 



  澳門民主政治的穩步發展，激發了澳門居民投身建設澳門、發展澳門的熱情。

2017 年澳門成功進行了第六屆立法會選舉，共有十七點五萬選民參加了投票，顯示了

居民較高的民主參與熱忱與良好的選舉風氣。 

  此外，澳門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參加國家事務管理的空間也獲得了拓展。全國共有

近 2,900 名全國人大代表，其中澳門有 12 名，平均不到 5.5 萬人就有一名全國人大代

表，這一比例遠超過內地平均每 67 萬人才有一名全國人大代表的比例，也超過了香港

每 20 萬人才有一名全國人大代表的比例。澳門全國人大代表通過參加國家事務的管

理，充分瞭解國家發展藍圖和政策，幫助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謀求國家和澳

門的共同發展，通過發展促進澳門包括居民權利保障及居民全面發展在內的各項社會

事業的長足進步。 

六、結語 

  有著 “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和《澳門基本法》的可靠保障，已經真正成為國家

和澳門主人的澳門同胞，在依法享有廣泛的自由和民主權利的同時，一定會抒發出前

所未有的愛國愛澳情懷，以嶄新的面貌投身於“一國兩制”的偉大實踐。特別是抓住

“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歷史機遇，更加積極主動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以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參與管理澳門各項事務，謀求自身全面發展，助力國家全面

開放。在努力建設自己美好家園的進程中，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保持

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有機結合起來，確保澳門“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