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勞工與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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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第十四卷，總第五十二期，200 1 N
o
．2， 581－59 4

國內移民及外地勞工

蕭錦雄＊

引 言

國內移民及外地勞工一直是澳門人口增長的主要來源。例如，在70年

代和80年代，大量國內移民合法或非法地來澳定居，導致澳門人口急劇膨

脹，迅速增加的勞動力更推動了製造業的發展。在80年代末期，澳門政府

加強管制入境移民人數，勞工短缺的問題便影響了澳門的經濟發展，以致

需要輸入外地勞工來解決。從1 996年起，澳門經濟開始衰退，輸入外勞人

數因而有某程度的縮減。

本文嘗試探討近年來入境移民（包括國內移民及外地勞工）對澳門本

地居民的就業和工資的影響。此外，本文亦會淺談外地勞工在澳門勞動市

場的角色及比較國內移民和外地勞工對澳門經濟發展的利弊。

移民對就業情況和工資的影響

近年來移民對勞動力的影響備受爭議。移民會取代本地工人嗎？移民會

壓低本地工人的工資水平嗎？移民的增加會引起失業問題嗎？事實上，移民

對本地工人的工資和就業方面的影響，主要視乎他們會互相取代還是互相

補 足 。

＊前資源分析及評估辦公室顧問，現任澳門理工學院教職員

假設移民是非技術工人，而且可以取代本地的非技術工人。圖 一顯示

在移民到來前，在平衡點A，本地非技術工人的工資和就業水平分別為W
1

和U 1 。移民使非技術工人的供應線向外移，在新的平衡點B，工資下移至

W2 ，就業人數上升至U 2 ，原因是工資下降令企業擴大了生產。在較低的

工資水平W2 ，祗有 U3 的本地工人願意工作（見C點）。移民的就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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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U2 － U3 ，再加上U3 的本地工人，非技術工人的總就業人數是 U2 。被取

代的非技術本地工人數目為 U1 － U3 ，較 就 業 的 移 民 工 人 U2－U 3 少。換句

話說，在整個過程中總生產和總就業人數均有所增加，但移民工人卻不能

以 1 對 1 的 比 例取 代 本 地 工 人 。倘 若 程 序 倒 轉 ，U2－ U3的移民被驅逐出

境，則祇會騰出 U1 － U3個職位空缺予本地工人，較被逐出境的移民數目

為少。總括來說，正如Et h r e n be r g和 Sm i t h（1 991 ）提出，如果移民和本

地工人在生產中的關係屬互相取替，移民會導致本地工人的工資和就業人

數下降，但替代率會較一比一為低。此外， S m i t h和Ne wma n（ 1 9 7 7）從

實證調查中得出，移民對低技術水平的本地工人工資的影響雖大，但卻沒

有一般情況下推斷的那麼嚴重。

圖一 —— 非技術勞動市場

圖二——技術勞動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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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讓我們看看移民對本地技術工人的影響。假設移民都是非技術工

人，而非技術工人和技術工人在生產中是有互補關係的。非技術移民人數

增加會使非技術工人的工資下降及生產擴大，接著，非技術和技術工人兩

者的需求會因而增加。如圖二所示，移民令非技術工人工資下降及生產擴

大，增加了對技術工人的需求。在新的平衡點B，本地技術工人的工資和

就業人數均有所增長。N i c o l a u s （2000）的實證調查顯示，移民有助於填

補低級但必需的工作職位，有助穩定工資及緩和通貨膨脹。事實上，在美

國經濟增長繁盛時期，失業率下降至30年來的最低水平，而消費物價指數

（CPI ）從1 999年9月起的十二個月內祇上升了3．4％。另一方面，根據美

國勞工部的 資料，在同 期的十二個 月內，製衣 工人的工資 指數祇上升 了

2．3％，肉類加工業上升了2．2％，而紡織業則上升了0．5％。

現實處於以下兩個極端情況之間：（1 ）移民和本地工人都是非技術工

人，而且可以互相替代，及（2）移民是非技術工人但本地工人是技術工

人，兩者可以互相補足。實際上，或許移民中較多為非技術工人，但他們

和本地工人中都有技術和非技術工人，所以移民對勞工市場的實際影響並

不清晰，而祇能從現實中印證。

Bor j a s （1 990）在美國的實證研究發現，移民對就業情況的不良影響輕

微，估計彈性（es t i mat e d e l as tic i t y）約為－0．01。－0．01是指移民數目每增加

1 0％，將導致本地就業人數減少不超過0．1 ％。在1 994年，Bo r j a s 進行另

一個有關移民對本地工資影響的研究。結果顯示移民對本地工人工資的影

響 輕 微 。 入 境 美 國 城 市 的 移 民 每 增 加 1 0 ％ 會 令 本 地 工 人 的 工 資 下 降

0．2％，但他們對較早到來的移民影響則較大。移民人數每增加1 0％，便

會使他們的工資下降2％至9％。換言之，新移民對較早到來的移民的影響

比對本地工人的影響約大十倍。

由Bo r j a s 、 Fr e ema n和Kat z（1 992）進行的研究則有不同的結果。他

們的結論是在 1 9 8 0年至1 98 8年間可能因為有低技術水平的移民，令三分

之一美國中學輟學生的工資相對下降。這與上述研究結果頗為矛盾，可能

是由於美國各地的勞工市場都不是封閉型經濟，工人、資金等可在各地區

之間自由流動，令生產要素價格達至平衡，因此移民產生的任何影響都會

擴散至國內其他地區。Fi l e r（1 992）甚至表示，在有移民入境的地方，當

地工人可能會外移，從而減輕移民對當地工資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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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澳門由於缺乏有關資料，所以要進行類似的研究便比較困難。不

過， Sue n（1 994）在香港進行了類似的研究可作參考。他比較了各年齡組

別中移民所佔的比例及有關的工資，以避免移民入境後通過地區性流動而

產生抵消作用。他發現主要受新移民影響的是較早期入境的移民，而不是

本地工人。新移民雖然對本地工人工資有負面影響，但影響有限。新移民

人數每增加1 0％，祇會令年輕的和年長的本地工人的工資下降0．02％和

0．005％，而較早期入境的移民則會受到較嚴重的負面影響，工資會被壓低

0．2％。這情況與美國的結果頗為相似。雖然如此， Sue n的研究也可能被

勞動力的另一種流 動方式一職業性流 動 所影響。當某一年齡組別的非

技術工人集中從事某一種低收入的工業如製造業或建築業，這情況可能令

該年齡組別的本地工人轉換行業，從而減輕移民對該行業職位的工資的下

調壓力。如 該年齡組別 的本地工人 轉業後，沒 有令新職位 的工資大幅 下

降，那麼移民對本地工人的工資的負面影響便得以紓緩。

總的來說，在平衡狀態下，勞工的流動性和生產要素價格能對工資產

生影響，移民的增加，即使數目可能不少，其影響仍可能有限。不過，我

們不能就此斷定移民不會對工資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當經濟下滑時，大

量入境移民會令勞工流動能力大幅減弱，這時移民對工資的影響可以是顯

著的。這情況與澳門的資料似乎相當吻合。在 1 9 9 0至 1 99 1 年蜂擁來澳的

移民初期主 要加入製造 業和建築業 工作，輕微 壓低了這些 行業的實際 工

資，但整體的實際工資仍然錄得正面的增長。這可能是由於在繁榮時期，

工人在各行業或職業之間的流動比較順暢而能抵消其負面作用。那時失業

率平均約為3．2％。在1 992年及1 993年，移民對工資產生的負面作用被抵

消了 ， 實際 工 資亦 有 所 上升 ， 而失 業 率更 下 降 至接 近 2％ 。 但是 ， 到 了

1 9 95至1 99 7年，社會經濟由放緩及至衰退，工作的選擇因而減少，工人

在行業之間的流動變得困難，此時主要由移民而增加的勞動力大大削弱了

工人在各行業或職業間的流動能力，結果實際工資增長放緩，甚至出現負

增長（1 997年的建築業除外，因為當時有一系列的基建項目）。從表一可

見，在1 99 5年至1 99 7年間，平均失業率上升至大約3． 7％。

表一 各行業實際工資中位數（1 989年＝1 00）的增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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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

（1）由於沒有年度數字，故此處以平均值表示。

移民帶來的好處

長遠來說，入境移民可對本地的勞工市場帶來好處。澳門的人口結構

老化迅速，出生率低。事實上，根據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的資料，在1 97 0年

年齡在1 5歲以下的人口佔總人口的37．7％，但到1 99 8年已下降至24％。

因此，移民有助維持年輕的勞動力，這不僅有助提高競爭力，亦可增加澳

門經濟的整體需求 。

新移民很多都相當年輕，而且除了下一節討論的外地勞工外，其他的

都會進入澳門的教育系統。事實上，Lu i 和 S u e n（1 996）在香港的實證調

查發現，與在中國完成教育的移民相比，在香港完成教育的移民的教育投

資回報率帶來額外2．4％的收入。雖然澳門在這方面的資料非常有限，使同

類研究難以進行，但是從國內年青移民在澳的成功事例，只要付出時間和

努力，他們絕對能改善其市場地位。

外地勞工

外地勞工是澳門移民的另一個主要來源。不過，這一類移民是以合約

形式獲准在澳門工作，合約期滿便要回國。與前面所提的移民不同，他們

並不形成澳門人口的一個長期基礎。他們在本澳各行業的分佈情況和工資

水平如下 ：

1 ）各大主要行業的分佈情況——如表二所示，外地勞工佔本澳勞動力

約1 5％。眾所周知，外地勞工主要分佈在製造、建築及公共工程、酒店及

餐廳以及個人服務等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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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外地勞工佔總勞動人口的百分率

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

從表三可以清楚知道，外地勞工在製造業和酒店業分別佔總勞動人口

的40％和33％以上。銀行業中外勞所佔的比例極低，據估計目前在銀行工

作的外地勞工不足一百人 。

表三 工人總數與外地勞工人數的比例

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

2）職業的分佈情況——從表四可見，外地勞工通常從事低技術的基層

工作。他們主要擔任機械工人，或製造業的基層工人。在酒店業，他們大

部份當服務員和低級工人。但是在銀行業，情況卻剛好相反，外地輸入的

勞工都擔任較高級的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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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 98年9月30日外地勞工按職業的分佈情況（％）

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

＊指比例過小，故以零表示。

3）外地勞工的工資 ——由於外勞多數從事基層工作，他們的工資當然

不會高。表五和表六分別顯示各大行業中外勞和本地工人的工資水平及比

例。在製造業，外勞的平均工資是本地工人的65．4％。在酒店業，外勞的

工資平均較本地工人低32．7％。另一方面，在銀行工作的外勞的工資相當

於本地工 人的2 62％ 。

表五各行業中外地工人和本地工人的工資水平（澳門幣）

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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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各行業中外地工人和本地工人工資的比例 ＊（％）

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
＊ 工資比率＝外地工人的工資÷本地工人的工資×100％

外地勞工是取代者還是補足者？

為解答上述問題，原本計劃按職業比較外勞與中低技術或非技術本地

勞工的關係，但是由於缺少本地工人和外地勞工按職業分佈的資料，而且

時間跨度不大，不符合統計工作的要求。因此我們轉而用了本地就業工人

和外地勞工的增長情況以研究其排擠效果（crowding － out ef fects）。根據非

官方估計，外地勞工中約90％為中低技術或非技術工人。而根據統計暨普

查局的資料，本地工人中有約70％為中低技術或非技術工人。

相關系數ρ以下列公式計算出來：

ρ＝（N∑×Y一∑×∑Y）／ ★〔N（∑ × 2）－（ ∑ X）2 〕 〔N（∑Y
2
）

一（∑Y）
2
〕

利用表七和上述的相關系數計算所得，這兩個變數之間的相關系數是

－0．72，表示本地就業工人和外地勞工的增長成反比。換句話說，外地中低

技術 或 非技 術 勞工 人 數每 增 加 1 ％ ，本 地 同類 工 人的 就 業人 數 便會 減 少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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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七 本地工人和外地勞工人數的變化關係

資 料 來 源 ： 統 計 暨 普 查 局

為了測試該相關系數在統計上的顯著性，我們對上述的相關系數進行

了一次t 測試（t －t es t ）。其虛無與對立假設如下：

H 0 ：ρ＝0

H 1 ：ρ≠0

t 值可以以下列公式計算：

t ＝（ρ－0）× （N－2）／ （ 1 －ρ 2）

在上述公式中，N是樣 板數目， t 是 t 測試的 絕對值。計算出來的 t 值

是2．7689，相對於顯著度＝0．05且自由度為7的臨界值2．365為大，所以

我們拒絕虛無假 設 H 0 ：ρ＝0，亦即本地工人就業人數的變化與外地勞工

人數的變化呈顯著相關。總括來說，增加輸入中低技術或非技術外勞會導

致澳門本地中低技術或非技術工人的就業人數減少。換言之，對於技術處

中低水平的本地工人來說，這些外地勞工所起的作用似乎是替代作用多於

補 足 作 用 。

在輸澳的外勞中，根據非官方估計，約1 0％為技術和專業人員。理論

上他們能夠把專業知識、聯繫和新意帶進澳門，提高澳門的技術水準和活

躍澳門經濟。事實上，根據Card and DiNardo（20 00）利用美國1 1 9個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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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統計區域（ l a r g e r Met r opo lit an St a t i s t i ca l Ar e a s）於1 970年、1 980年

及1 990年的人口普查的實証調查顯示技術移民能令相同技術之本地工人小

量增加。由於缺少本地技術工人和外地技術勞工按職業分佈的資料，所以

未能計算其在澳門之效果。但從理論上來看，這些外地技術勞工所起的作

用似乎是補足作用多於替代作用的。

外地勞工與失業問題

雖然本地中低技術或非技術工人的就業人數與外勞的同類工人人數成

反比，但就此把失業人數上升歸咎於外地勞工，可能並不恰當。首先，時

間並不 吻合 。 1 9 9 6年之 後通過 輸入 外勞 計劃來 澳的 人數 較 1 9 9 6年前 為

少，但失業率卻在 1 9 9 6年第二季和 1 9 9 8年第二季才開始上升 。

第二，外地勞工主要集中從事低技術或非技術水平的工作，所以傾向

於代替低技術或非技術水平的本地工人。不過，如表八所示，無論屬哪個

技術或教育水平的人，從建築工人到醫生，在1 996年開始，都經歷失業人

數上 升 的 情 況 。

表八 失業人口和就業人口在教育程度方面的比例（％）

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

U指失業人口而E指就業人數

比例 ＝U÷E × 1 00％

最後，利用表九的數據和相關系數ρ的公式，計算得出外地勞工人數的變化和

失業率的變化之間的相關系數ρ是－0．20，顯示兩變數之間並不呈緊密的反比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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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為了測試該相關系數在統計上的顯著性，我們對上述的相關系數進行了一次

t測試（t －t es t）。計算出來的t 值是0．5814，相對於顯著度＝0．05且自由度為8的

臨界值2．306為小，所以我們拒絕對立假設H 1：ρ≠ 0。總而言之，外地勞工人數

的變化與澳門失業率的變化在統計上來說關係不大。

表九 外地勞工增加與失業率之間的關係

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

引入移民和外地勞工的利弊

無論是 外勞 還是 國內 移民 人數 的增加 ，均 可明 顯增 加勞 動力 的供 應

量。每一類移民都有其本身的優點和缺點。分析這兩類移民，將有助我們

了解哪一類移民在什麼時候會對澳門的經濟發展更為有利。

較諸增加移民的政策，輸入勞工政策有幾點優勝之處。第一，輸入勞

工較易取得缺乏的人材。在輸入勞工計劃下，各企業申請輸入所需勞工，

因此輸入勞工比增加批准來澳移民能更快和有效解決勞動力的樽頸問題。

第二，由於外地勞工都是年青力壯、身體強健的工人，他們可以即時全職

甚至超時工作。相反，不是所有移民都會成為澳門勞動力的一員，因為他

們有些是主婦或退休人士。最後，輸入外地勞工的數目可以因應商業周期

而調整。如經濟進入衰退期，可以壓縮外地勞工人數，以減輕對本地工人

失業的影響。這正是 1 9 9 6年澳門失業率上升至超過4％時出現的情況。

與輸入外勞相比，增加移民亦有其優勝的地方。由於輸入的勞工大部

份都是中低技術或非技術工人，作為“過渡性”工人，僱主多不傾向於培

訓這類工人。雖然輸入中低技術或非技術的外勞，能為僱主立即解決勞工

短缺的問題，但亦可減低他們重組企業或更新設備提高效率的意願，這樣

便會延誤提高澳門現存勞動力的素質。相反，移民在澳門定居後，許多都

會參加各式各樣的培訓。他們有些會成為高技術的專業人員，有些會成為

成功的商人。事實上，澳門很多成功的企業家都是國內移民。雖然短期來

說，輸入外勞是有效解決勞動力短缺的過渡性措施，但長遠來說，移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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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更靈活地回應社會對長期人力資源的需求，因為移民能永久增加當地人

口的基數。從長遠角度來看，利用工資作為指標的勞工市場可把擁有某種

技術的工人與需要該種技術的僱主配對起來，從而使人力問題得到解決。

反過來說，由於勞動力的需求不斷在變，因此要準確預測需要輸入多少數

目或甚麼技術的外地勞工對企業來說絕對不是一件易事。此外，礙於外勞

輸出國與接受地的有關手續及條例，僱主必須依照合約，不能擅自更改外

勞工作的工種，所以僱主並不能因應商業環境變化而靈活調配人手（除非

兩方政府同意設立一套與商業週期掛鈎的機制）。

外勞能否繼續留澳工作很大程度上視乎僱主的意願。由於澳門的工資

水平較他們的家鄉為高，僱主很容易便可把他們挽留下來。事實上，澳門

有些僱主亦趁機剝削外勞。根據Vong（2000）在澳門抽樣調查的300名菲

律賓勞工的研究，發現大約41 ．6％的全職外勞每周工作超過48小時（較

《澳門勞資關係法律制度》“ Regime Jurí dico de Relaç õ es Laboraisde Macau”

附錄B規定的長），57．2％得不到法定的有薪假期等。此外，有8．3％被僱

主沒收旅遊證件。這些行為不但違法，而且亦有損僱主和僱員間的關係。

由於外勞一般都集中在某些企業及行業，所以特別顯眼，容易在經濟

下滑時引發抗拒外勞的情緒。例如在2000年 5月，建築業的失業工人曾為

外勞問題而舉行遊行示威。此外，要監管外地勞工在合約到期後過期居留

或在澳門失蹤亦非易事。事實上，最近幾年外地勞工失蹤的告示已成為報

章的一 個穩定 收入 。

總括而言，輸入外勞是解決勞工短缺的一個短期辦法。以建造一個機

場或碼頭為例，要使本地工人具備有關項目的技術需要相當時間。一旦工

程完結，這類技術的需求便會下降，在此情況下，輸入外勞不失為一種有

效之解決辦法。雖然上述統計分析顯示，中低技術或非技術外勞對本地同

類工人似乎存在排擠效果，但由於有關資料數目非常有限，而且1 990年初

期統計的樣板數目相對比較少，誤差率較高。在此情況下，所得結論的誤

差率亦可能較高。此外，從現有數據分析，外勞與失業的變化有關係之論

說似乎不能成立。由於澳門是一個對外高度開放的經濟個體，所以外來因

素如鄰近地區經濟盛衰週期亦可能影響失業率的升跌，但經濟盛衰最短亦

要十年八載才可完成一個基本的循環週期，所以尚需收集一段長時期的數

據才能印證探究影響失業率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澳門人口老化，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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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緩慢增長是一個長期問題，所以特區政府可以考慮運用長期政策，如吸

納移 民等 解決 。

隨著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成立，各政府部門的效率有顯著的提升。

勞工暨就業局完善了申請審批外地勞工的程序，治安當局加強了掃蕩外勞

的非法活動，跨部門工作較以往協調，使監管外勞的工作更完善，有助提

高統計暨普查局數據的準確性。在此情況下，外勞及國內移民對本地勞工

市場的影響將日漸明朗 清晰，有利澳門特別行 政區政府未來實施相關 政

策，以活躍澳門經濟，促進本地工人就業，帶動社會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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