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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9 年《澳門建築業未來人才需求調研》

報告撮要 

1．研究目的 

由於產業特性，建築業有大量的基層人士工作，且由於特區的發展，

預期未來公共建設項目、各產業的發展等將帶動基建的持續需求。因此，

充分瞭解目前及未來特區建築業的人才需求狀況具有相當的重要性。為更

好規劃籌備未來建築業所需的人才政策，“人才發展委員會”希望透過專

業團體及企業的協助，制定一套各自行業內通用的職級和崗位架構，並在

此基礎上探討未來 3 年及 6 年，本澳建築業各職位人員/崗位之需求，使調

研結果具備代表性和實用性，從而有助制定具可行性的人才培養計劃。 

澳門建築業人力資源狀況較爲緊張，除了人資緊張、人手不足外，更

多是考慮人員素質問題，這是因為建築業生產具有一些特殊性，包括：（1）

生產的高度流動性。（2）露天和高空作業多，危險性較大。（3）生產週期

長、工資結算時間長，不確定因素多。（4）受經濟週期影響顯著。 

澳門建築業人資問題的一些現狀：（1）工地人手不足，申請外勞需要

較長的時間審批，嚴重影響工程進度；（2）澳門的建築技術趨向國際化，

難度大，而澳門本地的工人技術和操作經驗不足，缺乏相應的培訓體系和

激勵機制，人員素質長期難以提高；（3）缺少國際認可的資格認證；（4）

相關專業畢業的本地大學生入行意願不足，地盤工人相對年歲較大；（5）

澳門建築業的外勞員工大都來自大陸農村，文化水準和受教育程度不高，

學習時間不夠長，工人流動性大 (程惕傑, 2009)。 

本研究將重點關注澳門建築業人力資源“質”、“量”和“結構”的

問題，在瞭解整體現狀的基礎上，挖掘深層的誘因，針對性提出意見和建

議，以期為科學合理地開發和利用人才提供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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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方法 

2.1 焦點小組訪談 

本研究團隊先後與澳門建築業界六大團體的代表進行兩次會面（澳門

建築置業商會、澳門建造商會、建築機械工程商會、澳門建築師協會、澳

門工程師學會、澳門工程顧問商會），探討澳門建築行業之現狀與發展趨勢，

並提出業界常見的運作情況，為研究團隊的調研工作帶來大量實用性參考。 

在第一次會面訪談中，除了向他們了解建築業界之現狀，及交流行業發

展存在的問題外，主要是就問卷設計內容咨詢他們的意見，以有效完善問

卷之內容。對於第二次會面訪談中，研究團隊主要向有關團體介紹問卷調

查的分析結果，對調研結果所反映的行業現狀進行交流，進一步聽取對建

築行業未來發展的看法，以便將有關看法吸收並充分反映於本次研究當中。 

 

2.2 問卷調查 

根據建築行業之職級和崗位架構，在問卷設置中制定了“建築及土木

工程”和“機電工程”兩個範疇，並針對建築行業之“專業人士”、“技

術人員”和“技工”之現狀及未來 3 年、6 年的人力需求制定問卷。問卷

內容分為四個部分，包括：第一部分，企業各崗位之人力預測；第二部分，

企業人力資源現狀；第三部分，建築業人力資源能力要求；第四部分，企

業之背景資料及探討澳門建築業可持續發展之機遇與挑戰。 

在問卷試測階段，本研究團隊總共發放了 10 份問卷初稿予商會代表，

並收集其意見進行問卷的修改。 

從 2017 年 3 月 31 日起，本研究團隊通過六大商會、協會、學會，藉

助電子郵件、寄送兩種方式將設計好的問卷發放給 160 家澳門建築企業。

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共回收了 121 家建築公司填寫之有效問卷。 

因澳門建築企業對未來澳門 3 年、6 年建築項目數量的前景不確定，

各建築業對未來人才需求的估計均表現得較為保守。本研究團隊在與澳門

建築業六大商會的會面中，對數據分析及建議均認同，支持項目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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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結論 

在是次問卷調查中，在建築及土木工程範疇的三個階層中一共提出了

66 個工種，在機電工程範疇的三個階層中一共提出了 40 個工種，分部合

計 106 個工種。由於工程眾多，部分工種存在相近的職務特性。因此，為

便於對人才缺口進行分析，現按相關職務的特性進行工種的合併，並總結

出建築及土木工程範疇的 19 個工種及機電工程範疇的 15 個工種，全部合

計 34 個工種。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澳門建築業建築及土木工程範疇和機電工程範疇

中專業人士、技術人員、技工三類工種目前、未來 3 年、6 年的人才缺口

數量情況總覽及人才缺口工種如下： 

 

3.1 目前之人才缺口總覽 

目前缺口最大的是建築及土木工程範疇-技工類職業，缺口達到 1997 人；

缺口數分列第二、三位元的是機電工程範疇-技工和建築及土木工程範疇-

技術人員，分別達到了 403 人和 199 人；最後一位元是機電工程範疇-專業

人士，也有 27 人；而中間第四、五為分別為建築及土木工程範疇-專業人

士和機電工程範疇-技術人員，也達到了 130 人和 97 人。總體情況見 1 圖

所示： 

 

圖 1 澳門建築業目前之人才缺口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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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未來 3 年、6 年之人才缺口總覽 

調查結果顯示，澳門建築業未來 3 年、6 年之人才缺口數量如表 2 所

示： 

 

表 2 澳門建築業未來 3 年、6 年人才缺口數量 

未來 3 年及 6 年缺口最大的是建築及土木工程範疇 - 技工類職業。未

來 3 年缺口達到 4,898 人，未來 6 年缺口達到 4,108 人；未來 3 年缺口數分

列第二、三位的是建築及土木工程範疇 - 專業人士和建築及土木工程範疇 

- 技術人員，分別達到了 1,092 人和 1,001 人；最後一位元是機電工程範疇 

- 專業人士，也有 140 人；而中間第四、五為分別為機電工程範疇 - 技工

和機電工程範疇 - 技術人員，也達到了 749 人和 398 人。未來 6 年缺口與

未來 3 年缺口數量總體變化不大，分列第二、三位的是建築及土木工程範

疇 - 專業人士和建築及土木工程範疇 - 技術人員，分別達到了 1153 人和

911 人；最後一位元是機電工程範疇 - 專業人士，達到 167 人；而第四、

五位元分別為機電工程範疇 - 技工和機電工程範疇 - 技術人員，達到了

574 人和 398 人。 

 

3.3 目前、未來 3、6 年之人才缺口工種 

目前、未來三年及六年，在建築及土木工程範疇中專業人士，缺口最

大工種為土木類管理專業人士、土木類工程師、建築師；技術人士缺口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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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工種為土木類測繪技術員、土木類工地管理人員；技工人士缺口最大工

種為泥水技工、木工等。 

而在機電工程範疇中專業人士，缺口最大工種為機電類工程師、機電

類管理專業人士；技術人士缺口最大工種為機電類工地技師人員、機電類

工地管理人員；技工人士缺口最大工種為電氣技工、消防技工等。 

 

4．建議 

4.1 針對本地的員工招聘與培訓的建議 

1. 澳門建築行業中，以基層技工之人手最為欠缺。建議可考慮酌量放

寬外勞名額。 

2. 因為本地人手不足，相關工程需要招聘外地勞工補充。與此同時，

各大商會希望勞工事務局能夠加快有關外地勞工招聘之審批程式。 

3. 研究結果顯示，建築及土木工程範疇之專業人士，存在一定缺口。

相關階層可通過本地培訓、實習計劃，加強相關專業畢業生的實際操作能

力，培育本地的澳門建築業專業人才。 

4. 在本地培訓方面，澳門欠缺針對性和專業認可兼認受性的“建築業

專業技術培訓中心”。建議政府可研究成立相關的建造業培訓機構。 

5. 根據現況所示，澳門欠缺建築業技術人員/技工之認證制度。建議澳

門特區政府可考慮循序漸進地逐步建立相關的認證制度。同時，相關認證

制度可配合國際認證。 

6. 建築行業培訓課程計劃構思：由於建築行業人力資源的結構獨特，

因此在培訓的編排上必須針對從業人員的不同層階，因應行業發展需要而

作出不同課程的設計，當中可將專業人士、技術人員及技工按其工作特性

及行業需求而分為三個培訓方向。 

 

4.2 針對建築業及其人才的本地發展建議 

1. 提早發佈諮詢，針對工程需時，建立適當措施以加快審批效率，從

而能夠促進工程按時完成。 

2. 鼓勵建築業界與大專院校合作，培養和吸納城市規劃與建築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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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使澳門建築業發展更具備宏觀性。 

3. 建議澳門六大建築業協會團結一致，建立訊息共用的交流平臺，進

行資源整合和優勢互補，打造具澳門特色的建築行業。 

 

4.3 對提升本地建築業及人才之國際水準的建議 

1. 澳門應利用自身的優勢和特點參與更多跨地域的基建合作項目，領

本地建築業“走出去”，提升專業水準，打響國際知名度；引進際化先進

技術；發揮“中葡交流平臺”的優勢，助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與葡

語系國家之間的交流合作。 

2. 研究團隊建議可研究在政府的參與下成立與國際建築業接軌的交

流平臺，協助澳門建築業與國際業界接軌，創建彼此的交流溝通平臺。 

3. 澳門應把握博彩旅遊業帶來的國際知名度，組織建築業相關的國際

研討會、技術會議、學術講座等，帶動澳門建築業人才的科研水準，為吸

引新血投身業界創造條件。 

 

5. 研究限制 

1. 本研究對於澳門本地建築行業的部分企業發放問卷進行抽樣調查，

並非是針對澳門整個建築行業的所有從業人員進行普查，因此樣本量並不

能覆蓋整個澳門建築行業的所有從業人員。 

2. 本研究最初階段研究團隊與六大商會（澳門建築置業商會、澳門建

造商會、建築機械工程商會、澳門建築師協會、澳門工程師學會、澳門工

程顧問商會）會談，各商會代表向其會員（企業）發放問卷，故調查問卷

對象是澳門建築業六大商會的企業。 

3. 六大商會代表均表示，因對未來澳門 3 年、6 年建築項目數量的前

景不確定，故各建築業對未來人才需求的估計均表示較為保守。研究團隊

在與澳門建築業六大商會的兩次會面訪談中，各商會代表對數據分析及建

議均認同，支持項目調查結果。 

～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