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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1.1 產業背景
2020 年�冠疫�之�旅��正在�勃發展，根��合國

世�旅�組織的��，2019 年國�旅�人�增長至 15 億人

�。��，�論是國�旅��是國�休閒旅�，�乎都被�

下了停止鍵。�型冠狀病�的�球�行使整個社會經濟結構

癱�，並損�了�球供應�和企�的�作。根� Strielkowski

的研� (2020)，旅��的再生��一個�的發展�式，

重�應放在�方 / �球健�和經濟��上。世�旅�組織

(UNWTO) 正在加強�世��生組織 (WHO) 的協��合作，

呼�旅��和�店�應發揮��和�實的引�作用，�便在

未來的行���計劃和�措中發揮重�作用。在實行旅行限

制的�景下，�合國世�旅�組織強�國�對話�合作的重

�性，� WHO 協�制定�生措�，�儘量減少對國�旅行

和貿易產生的不必�影響。根� UNWTO 的倡議，�球旅�

���做�準�，支援各種為��做出的�力，並提出�項

基於行動的建議，大��為三個核心�域：�理危�和減輕

影響，提供刺激和加���，��為未來做準� (UNWTO, 

2020)。在�三個核心問題上，UNWTO 的作用至關重� , 同

樣重�的是它� WHO �其��球組織的外�和協同�措。

�而，亦�報告稱疫�曲線趨於平緩的國家，其經濟仍�

�弱，仍�於防��式 (Hall et al., 2020)。�天的危��告

人們�為�健�為中心、可�續的���做�戰略準�，支

�當�和�常���不同�常的戰略眼光。正� WTO 所暗

�的那樣；�天�在家裡，明天就去旅行。�句話�，它給

出的信息是：��或��免疫，使明天的旅行成為可�。�

�而言，�個產�的����針對�客和旅��者的長期福

祉和�原力製定具�戰略�應性的��計劃，�便建立��

和�續的���制。因�，當��冠大�行�期的首�問題

是�何��並維�健�和強勁的�費者�緒，�便當世�準

��旅行�，它們會成為動力因素，激發旅客旅行的�求。

1.2 澳門的狀況
眾所�知，�門�別行政�是國��名的旅�城市，�

�彩��名。�門的�彩�向國�市場開放�，曾經是世�

上產值增���的�彩之都。�而，����年�彩旅�在

其�亞�國家越來越受�� ( ��國、�加坡和日本 )，日益

激烈的�域競爭給�門�來了不少挑戰。�年來，�門��

政府意識到了�度依��彩�的負面影響。�二�行政長官

在 2016 年的《�政報告》中提到，產��度�元�是推動

�門成為世�旅�休閒中心的成功�素之一。2020 年 6 月

的�計��顯�，�門�彩��收��上一年同期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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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97.0%。�是因為 2019 冠疫�的影響，暴�了�門“�

獨經濟”的弱���加強產��元�发展的必�性 (MSCS, 

2021)。�外，疫��重打擊了�門的“�獨經濟”，並�成

了�門經濟�續��的狀�  (Visual capitalist, 2020)。�種

�況�一步��了產��元�發展的緊�性 (Liu et al., 2021; 

Oxford Analytica, 2019)。 因�，�門的政�制定者和行�

參�者面臨��大的�力，��儘�推出�樣的旅�產品，

��免�重依��彩� (Liu et al., 2021)。

根��一方向，政府、��和學��提出了各種產��元

�建議和倡議。例�，2017 年�門政府旅�局發佈的《�門

旅��發展��規劃》中提到海上旅�、�售�驗和拓展會

展��建議 (MGTO, 2017)。在衆�提議中，��旅�成為關

注的�域之一。同樣，中�政府�鼓�粵港�大灣� (Greater 

Bay Area, GBA) 内的城市參考 2020 年 12 月發佈的《粵港�

大灣�文�和旅�發展規劃》中相關倡議内容發展��旅�。

�門位於��宜人的��，且該��擁�良�的��旅��

源 ( �中���源 )。因�，�門具�一定的�力開拓��定

目�群�的旅�市場，例�銀�一�，�們往往�求�健�

為�向的旅�目的�。�而，在採�上�建議之�，��對

其�行��的可行性研�。由�，本研��在從利益相關者

的視⾓，並結合�種戰略思維�討�門發展��旅�的�力。

先�的研�表明，利益相關者的支�對於行�發展規劃意義

重大 ( 例� Aroujo & Bramwell, 1999; Tham, 2018)，�們

的��戰略規劃中必不可少的�素。

1.3 研究意義
本研�對�門�一步健�發展成為“世�旅�休閒中心”

提供了建設性建議 ; 對�門產�發展佈局的改�和提升��積

�影響。�外 , 亦�助�門客�且�效�確定在粵港�大灣�

發揮的�別功�和定位。更重�的是 , 研�成果�為�門政府

針對產��元�發展的規劃提供客�的參考和依�。��，

本研��可幫助�門��發現自�在�域定位或國�定位上

的��和劣� , 從而�的放矢��行檢討、改革和�固。從真

正意義上實現可�續發展的目�。

1.4 研究方法
本研��三部��行，�一部�為質性研�，基於 16 個

�度訪�，���學��、旅���、�療����相關行

�的學者�專家���討研�主題，並�行����析。�

二部�為量性研�，針對旅���大利益相關群�即旅客，

�行問卷�研，共�得 493 ��效問卷。�部�研�的目的

為基於旅客對於��旅�的興���門推出��旅�產品的

�同度和支�度，�����析�結出��旅�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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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力。��一部�為�較研�，基於六個維度 ( �療�

���療水平、�療�源��療承載力、���成本、環境

�環�、基礎建設��合交��旅��活力�收� ) ��門�

臨�的 5個��旅�目的� (包括�加坡、�港、�圳、��、

台� ) �行�較�析。�部�研�的目的是為找到�門在��

旅��域目�所具�的�源���劣�；從而結合�一和�

二部�研�結果，可更為客��、�針對性��行�固、改

革�規劃。

1.5 研究構架及章節安排
本研��二章為文���，主�借�了學��目�在�

�和�療旅��域的研�内容�成果，並�討�本研�相關

的理論基礎�應用。�三章介紹了研�方法，重�説明本研

�所採用的三⾓�析法 (Triangulation) 由質性研�、量性研

���較研�三部�組成。�下來的�四至�六章�容則�

別為質性、量性��較研�結果的�析和討論。��章則基

於��研�結果 , 展開對於�門發展��旅��力的討論��

析 , 並提出針對性的建議和方�。��，���了本研�的主

��容�成果 , 並作出�結性的展�。

1.6 研究結果概述
由於�彩��來的�收是�門當�生產�值的�主�來

源，�種單一經濟產��式早�已引�了不少��。�別是

在�受了�冠疫��球大�行�，�門經濟�實受到重�。

本研��析發現，發展��旅�已經���門�度經濟�元

�和可�續發展的戰略考���。利益相關群的����

�應出各�對於�門發展��旅�和�療旅�的�景��，

��不但把握了��發展的主�趨�，��結合�門獨�的

VRIO �源和�色競爭力。本研����討論了可行的實�辦

法，對戰略願景規劃提出建設性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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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綜述

2.1 新冠疫情帶來的影響
2020 年年初�冠疫�的�發成为�年来�大的“�天

鵝”事件之一，負面影響波��球所�的國家和��。為了

對抗疫�，許��門旅�城市�乎�一例外�採�即�措�，

收緊�勤政�，���斷來自國�、國�的所���和水上

交�線，�布�格的�部封鎖措�。在��政�影響下，所

�的經濟部門都�受了不同�度的打擊，而個別�動性較強

的產�受到的傷�尤為�重 (Chhabra et al., 2021)。��顯

�，2019-2020 年的國���減少了約一半，收�客�里

(Revenue of Passenger Kilometers) 下�了約 40%。�國、

�國、德國、�加坡的一����司�步維艱，�至不得不

��申�政府補助來渡�難關。���之，旅��在�球�

���乎可��被���停了 (Gössling et al., 2021)。政�

上�許並鼓�人口的自由�動，是�去旅��發展的基本�

件。被��行的封停政�中斷了�一基本自由，��已經成

為旅���續發展�法�越的鴻溝。

對��經濟上高度倚�旅��收�的國家或��而言，

���門，��疫�大�行�長期實行封停政���是�常

可怕的。根��門�計局 (2020) �布的��，在 2015 年到

2019 年間，當��彩�的�收貢�了�門�一半的 GDP。

在 2019 年，共計�超� 3,940 �位�客到訪�門，���費

超� 64 億�門幣，�店的平��住率� 90.8%。出乎意�的

是，在疫�肆�下，��光鮮��的��被��改寫。2020

年，到訪�門的�客僅� 589 ��人�，���費不足 12 億

�門幣，�店的平��住率竟��至 28.6%(DSEC, 2021)。

在�去的一年中，�門損失了 85% 的�客，�客�費下�了

81.4%，�店�住率��年的平�水平相�下�了 62.6%。

放眼�球，各國的旅��都在疫��發的初年經�了至

暗�刻，�球的�客��下�約 73%(UNWTO, 2021b)。

Abbaspour �人 (2021) 試��對未知�險的�懼會��人們

改變自�行為來�釋�一現�。不�，縱��門��年的發

展就會注意，��“東方拉斯維加斯”之稱的�門，相較其

�旅�城市的�況更為��。

�門的獨�性在於其是中國唯一一�可�合法經��彩

�的土� (Lim & To, 2022)。�門自 1999 年主�移交中國

�，結束了其作為���殖民�的��。2003 年，中國政府

在�門�行賭�開放政�，旅��和�彩�的齊頭並�主�

了�去十年卓越的經濟成就。�來由於政�變�，�門的�

彩�收在 2013 年���年開�下�，不�仍是�門絕對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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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支柱，直到疫�的�發暫�終結了�彩��續��的神話。

為了防止境外人員����而��社�疫��發，�門政府

不得不暫��止國��客訪�。緊�其�的境外人士��隔

�政��讓絕大��國�旅客�而卻步。2021 年，�國旅�

許可�子�� (Electronic System for Travel Authorization, 

ESTA) �佈了其估�的受疫�傷���重的� 20 大��，�

門位居榜首⸺僅因旅�����成的 GDP �縮就� 43%。

作為一個��彩�主�經濟的旅�城市，�門在失去國�市

場的�況下試�繼續��經濟��，��關山難越。由於經

濟產��於單一，一旦�彩�受到衝擊就使得�去的經濟泡

沫轉�即�，民眾生活亦大受打擊。在 2019-2020�一年�，

�門的人�收�中位�下�了約 4% (Lim & To, 2022)。至

�，�門仍��星個�和再�出現社�傳�的�險，因�，

在面對長期疫��行中，給予�門本���，考�發展一種

具�強生命力、應和��的�產�可�為經濟�甦�來一�

�出路。

2.2 全球視野：康養旅遊的發展
���年來人們對健�的關注度�來�高，在旅行�中

�受��或�療服�或乾���受診療服�為目的的旅�形

式不再是陌生字眼 (Aydin & Karamehmet, 2017; Connell, 

2013)。不�，“��旅�”一詞至��沒�一個�常明

確的�定��，因�在各�學者、組織之間頻引議論。

Connell(2013)�為“��旅�”是一個“�傘�語”(umbrella 

term)，凡是��求更�的健�狀�為目的所�行的旅�活

動，包括�受��型治療和普�的�物治療，都應被視為�

�旅�。Lee和Kim(2015)提出兩種屬於��旅�的主�形式：

休閒旅� (Wellness Tourism) 和�療旅� (Medical Tourism)。

Aydin 和 Karamehmet (2017) 則�為所�在旅行��中�試

採�預防性或治療措�改���、心理或�神健�狀況的行

為都應被視為��旅�。較為��的�法則是由 2018 年�合

國旅�組織 (UNWTO) 提出的關於��旅�的結構�，�一

定義的出現承�了�往學者提出的休閒旅�和�療旅�是�

�旅�的兩大�支，並形容�種旅�形式是“�元�的、�

切的、�球性的、�變的”。考�到 UNWTO 在�球旅��

的影響力，本文基本�同並參考其對��旅�的定義。

在�冠疫��發之�的�年�，��旅�的規��現了�

何��的增長，�對於許���旅�目的�而言是實實在在

的福音 (UNWTO, 2018)。根�各國��旅�收��名的�計

結果，�論是發�國家抑或發展中國家都在�項旅�活動中

受益。2015 年��旅�淨收��高的國家�名依�是：�國

(18.28億�元 )、科�� (15.69億�元 )、德國 (9.38億�元 )、

�日利亞 (8.29億�元 )、�利� (4.81億�元 )、加拿大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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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 ) 和阿� (3.82 億�元 )。從�球��來看，��旅�

的目的�正從�國、德國�傳�發�國家轉向泰國、�加坡

和�國�亞��興經濟�國家。�種趨�的出現是因為��

�發國家的��⸺�發�國家相�更�廉的�動力成本、

行事的高效率和不斷�步、水平�加趨�的�療服� (Lee & 

Kim, 2015)。Aydin 和 Karamehmet (2017) �出，發�國家

的��旅�市場主�是發展中國家的�客。�一群�擁�高

�當�平�的經濟實力，高度重視自己的��健�。發展中

國家�常面臨�療�源緊張、���間�長、�療水平�發

�國家相去��的問題，擁�高收�的�客期����旅�

的形式�免�長的��，享受國外更高水平的�療服�。

�而，��發�國家普��療費用的上升，�客們不得

不轉向�定國家的其�城市或乾��擇另一個不��承�高

額費用，卻�享受同�或相��療服�的國家作為��旅�

的目的� (Chhabra et al.,  2021)。�馬來西亞，赴當�享受

��服�的國��客 ( 主�來自中國、�國和�國 ) 規�在�

去�年���增長。2019 年，馬來西亞的�療旅�收��計

3 .5 億�元  (Tatum, 2020)，其成功主��功於當�的�動力

成本為市場所�受、具�世���水平的�療�健服�。�

傳�依��共�療服�的國家不同，馬來西亞政府�常鼓�

私��療�構參�到�項產�中來，�至成立專門的�員會

來規��構的行�行為。Tatum (2020) 引用了馬來西亞�療

旅��員會  (Malaysian Healthcare Travel Council, MHTC)

的����的話，該�員會“已經成為�國所�私人�院�

�服�發展的支柱。”�門的私人�療�構同樣擁�不容小

�的實力和良�的口碑，馬來西亞在��旅�發展��中�

得的成果對於研�未來�門休閒旅�發展的市場�度�很大

的幫助。

�而，�冠疫���打破了�球對��旅�市場�繼續

��的幻想。��旅�已被�走到了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

出於對抑制病���的考�，各國政府提出的一�抗擊病�

傳�的�格措�很可�在�來很長的一段�間�繼續�行  

(Chhabra et al., 2021)。��同�，封鎖政���的旅���

�狀�確實對��旅��成了�重打擊，在 2020 年，�球�

光旅��  (T&T) 的規�較去年縮減了�一半，僅佔�球 GDP

的 5.5% (World Travel & Tourism Council, 2021)。雖��

�並不��，但疫�本��法改變��旅��生俱來的的高

利潤性。疫��發�來對�球經濟部門的傷�已是�成事實，

卻�可�引�人們產生一種“行到水��，坐看���”的

心�。在�疫��代，正是思考旅��重�或�找�方向的

���。Chhabra (2020) �為，在�疫��代，��打�一

種��的可�續發展的旅�產�。�一�產����“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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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和社會��”作為產�發展的核心，關注利益相關

者和普羅大眾的“長期健�議�”。

2.3 理論基礎
為了打�一個受��的��旅�目的�，目的�的�理目

����息�變的市場形�建立長期一�性，而戰略規劃則

是其中的關鍵步�。�乎所��旅��相關的實踐和��都

��基於戰略計劃 (Phillips & Moutinho, 2014)。旅��是一

個涉��個相關行�的�域，旅��發展戰略在不同層面 ( �

方、�域、國家 ) 實�。因�，可�針對可行戰略、治理、涉

�的利益相關者和�間框��方面�手�析 (Stokes, 2008 )。

2.3.1 競爭優勢與資源基礎理論

�意識的規劃對於預防或減少旅��的負面影響��促

�和加強其競爭��和積�影響至關重� (Ratz & Puczkó, 

2002)。競爭戰略�行�確定為�析的基本單位，�產品 / 服

�確定為��的基本單位，��相對於競爭對手所�的位置

(Okumus et al., 2010)。它建立在戰略規劃的定義之上，該定

義整合了國家戰略、�域發展、當�目的�和場��理 (Smith 

& Puczkó, 2009)。目的�可�開發�種健��式和�驗。理

想�況下，��經驗�從目的�的競爭��中產生 (Bushell 

& Sheldon, 2009)。因�，在戰略規劃期間，基本問題之一

是�何識別和維���競爭�� (Teece et al., 1997)。

在本研�中，競爭��的定義採用了�源基礎理論

(Resource Based Theory) (Horng & Tsai, 2012)。基於�源

的競爭��是根�三個主�因素�得的，即價值、稀�性和

可�仿性 (Corte & Aria, 2016)。價值是�源�除外部��和

/ 或�住或���會�增加收�和成本�異的�力；稀�性�

現在�源 / �力掌握在相對少�人手中；可�仿性是���、

開發或�制�源的難度或成本。��因素包�在�名的 VRIO 

框�中 (Barney, 1991)。當�源�價值�，可�用來評估競爭

力；稀��，可���暫�的競爭��；�果難��仿或�

仿成本�常高，它可�成為可�續競爭��的來源 (Corte & 

Aria, 2016)。 Okumus (2010) �根���的學派建立了一個

識別可�續競爭��的框�。它強�首先��確定所擁�的

�源和�力。��，制定戰略����源和�力，從而��

競爭��。

2.3.2 利益相關者視角

在戰略規劃��中，必須考�利益相關者的意見 / ��，

因為�果沒��們的參�和支�，旅�目的�的競爭力和可

�續性很難實現 (Beritelli et al., 2015)。因�，成功的戰

略規劃��在戰略發展和實�的每個�段都包括利益相關者

(Beritelli et al., 2015；Komppula, 2014)。 Freeman (1984, 

p.vi) �利益相關者定義為�夠影響或受�構實現目�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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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團�或個人。對於旅�發展，參�戰略��的利益相關

者的�量和�型��於採用的是政治經濟學���是功�主

義��。�一種��表明，規劃實��常基於自�利益做出

�關利益相關者參�的�� (Stokes, 2008)。例�，Davine 

和 Davine (2011) 在�們關於規劃和發展旅��的研�中關

注�共部門官員的��。�者強�所��興�的利益相關者

都應該為基於規�理論 (Normative Theory) 的戰略做出貢�

(Stokes, 2008; Dimitrovski, 2021)。利益相關者視⾓的規�

理論側重於�所�利益相關群�參�旅��理或��方針的

�定和規劃 (Lin, 2021)。�於��旅�具�跨部門性質並�

�泛的利益相關群��繫在一�，規�性做法對確定可行的

發展戰略具�更大的意義。

2.3.3 ABC 模型

�外，�的產�是否�夠���可�續�發展，各利益

相關群�的�度、支�的意願和行動都是�常重�的。因�，

為了更��了�疫�下人們的�度是�何受到影響的，��

外部環境是�何影響人們的意向行為，本研�採用�費者行

為學中關於�度的 ABC �型對��行闡��明。ABC �型

是 Guagnano �人 (1995) 提出的，主張人的行為是主��度

變量和環境變量相互作用的結果。�可�釋為人的行為同�

受到�部因素 ( ��度 ) 和外部環境因素的�動影響  (Shove, 

2010)。當外部環境的影響較弱�，�度對行為的影響趨向�

限大 ; �之，當外部環境的影響趨向�積��，�度對行為的

影響則趨向�失 (Jackson, 2005)。 

ABC 理論�去常被學者用來輔助研�人們的環�行為，

�是目�在行為研��域和�釋影響�色�費相關��的�

外部因素方面�被�泛�受和�可的理論。Sharifirad �人 

(2013) 利用 ABC �型對影響伊朗高中生在���費層面的因

素�行了研�，並得出結論 : �度�主�的�德規�對行為影

響更為顯�。Groening �人 (2017) 利用 ABC 理論考�了�

色����費者行為��之間的關�。

在本研�中，“�度”即�疫��發�人們的健�信�變

�；“外部環境”�包�了疫�大�行本�，�涵�了由疫

�引發的��政�變�，�中國採�的封關政�、中止�照

續��。“行為”則是�人們��門視作理想的��旅�目

的�的意願。�外，出於對當�政府政�足��障個人��

的信心、對未知�險 ( �冠狀病��� ) 的評估��相互矛�

的信息從而直����客實�或��旅行計劃的�定�被視

為�客“行為” (Godovykh et al., 2021; Villacé-Molinero et 

al., 2021)。

�門長期�來一直����彩�一家獨大的單一經濟�

�式，對�的爭議��對經濟�元�和旅�發展可�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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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從未停止  (Gu et al., 2022; Kong & Chang, 2012; Lu, 

2016; Wan & Li, 2013; Wang & Leou, 2015)。雖�所討論

的具�發展方向並沒��現出一種密切的同一性，但大�主

張開發�門當�尚未得到��或�效利用的寶貴�源，�中

西合璧下的�色文��源。在所�的討論中，一個不可�免

的問題是中國内�現在和未來很長一段�間�都是�門�大

的�客市場。因�，所�的經濟�元�的拓展方向和���

源開發都應該�重考�中國内��客的�求。疫�對�門經

濟的影響�所�經濟部門��未�，不�在�形�下，�社

會的健�意識�一定會被����扶�直上  (Nicomedes & 

Avila, 2020)。本研��討�門�否成為��旅�目的�，是

對之�對經濟�度�元�思考的繼承和發展，且�一步�討

了��彩旅��為經濟支柱的�門�否�危為�，緩�當�

的困境，為疫�結束�的經濟�甦提供動力。

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三角互證法
為了�目的性���影響�客��門為健�目的�之因

素，本研�率先�試應用心理學研�中�為人知的“�度 - 行

為 - 環境 (ABC) �型”和“利益相關者理論”。“ABC”�

型長期都被�為是研�環境行為的重�理論，該�型在本研

�中的作用主�是幫助�討在�冠病��球大�行的�景下，

�客的健�意識變���是否會視�門為理想中的��旅�

目的�。利益相關者理論則是研�當��旅�作為一個主題

�，其可�存在的利益相關者�哪�組織 / 人群，����利

益相關者會對��旅�產生何種影響。為了確�研�結果的

客�性和�效性，本研�採用三⾓互證法 (Triangulation) 同

��行了質性、量性和�較研�三部�。三⾓�析法是從�

個⾓度或立場收��關�況的��和�釋，並對�們�行�

較，使三⾓互證法中的每一種研�方法都可��得更加�足

的��來求證或補�研�的主題，�便更�面��釋問題。

3.2 質性研究
在本研�中，質性�析�助於了��客對�門作為一個�

球�名的旅�城市是否�轉型為��旅�目的�的看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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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同行��景的專�人士和利益相關者的訪��

行質性研�，�助於�析�門轉型為��旅�目的�的�力

和可��到的挑戰。

基於文���的結果，本研��結了��很�學者已經�

可的可�影響人們在�門或其�旅�目的��行��旅�的五

個主�因素，�括為社會�� (Abbaspour et al., 2021; Aydin 

& Karamehmet, 2017; Chamet al., 2021)、 服 � 質 量 (Chia 

& Liao, 2021;  Heung et al.,  2010;  Sadeh & Garkaz, 2018; 

Zarei & Maleki, 2019)，��客來源�的文��� (Aydin & 

Karamehmet, 2017; Connell, 2013; Lee & Kim, 2015; Kim et 

al., 2019；Moghadam et al., 2021)，�療服��驗 (Hwang 

et al., 2018; Ghosh & Mandal, 2019; Mahmud et al., 2020)和

COVID-19 大�行��成的健�信�變� (Ban & Kim, 2020; 

Chaulagain et al., 2021; Seow et al., 2018)。本研�希���

�度訪��夠瞭�到除�上��因素�外��關注的�域，�

求更加�面�瞭���旅�在�門��發展的可行性�障�。

16位來自旅�和�療行�的從�人員和專�人士被��參

加�度訪�，回� 8個�短的開放式問題 (詳見表 1)。其中四位

來自�門的�院和�療�構、組織，三位來自學��，其�是政

府官員或相關旅�協會的成員。��具�不同教��景和行�經

驗的利益相關者所發表的意見在研�中�到了至關重�的作用。

表1　受訪者列表

# 利益
相關者 組織 / 機構 受訪者

職銜 性別 年齡 徵集觀點

1 專注於健康
相關領域的
研究人員

設有健康科學專業的澳門高等院校 教授 女 51-60

健康和醫
療系統，
發展康養
旅遊的潛
力，未來
發展戰略

2 設有護理學專業澳門高等院校 教授 女 51-60

3

健康、養生
和醫療領域
的專業人員
/ 從業人員

澳門某私立醫院 副院長 男 51-60

4 某專門從事體檢和保健的私立醫院 院長 男 41-50

5 澳門某生物科技公司 創始人 男 41-50

6 澳門某健康技術公司 總裁 女 31-40

7 澳門本地醫生協會 / 私立醫療機構 會長 /
負責人 男 51-60

8 醫療領域前
立法會議員 澳門特區政府立法會 議員 男 61-70

9 旅遊和酒店
業領域的專

業學者

澳門公立高等院校 副院長
( 副教授 ) 男 41-50

旅 遊 環
境，發展
康養旅遊
的潛力，
未來發展
戰略

10 澳門私立高等院校 院長
( 教授 ) 男 61-70

11 旅遊和酒店
業的專業人
員 / 從業人

員

澳門旅遊行業協會 /
國有旅遊服務機構 ( 澳門分公司 )

會長 / 副
總 男 51-60

12 澳門酒店協會 / 澳門本地酒店 副會長 /
總經理 男 61-70

13

協同發展領
域的研究機
構 / 學術社

團

澳門法律研究相關的協會 副理事長 男 51-60 協 調 的
政 策 ( 運
輸、 物
流、城市
基礎設施
和發展、
法律制度
等 )。

14 澳門城市發展相關的學會 會長 男 61-70

15 物流和運輸領域的某國際學會
( 澳門分會 ) 會長 男 51-60

16 本地可持續發展領域的研究中心 /
私立高等教育機構

主任 /
教授 男 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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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受訪者都�十�年乃至�十年的行�或學�研�經

驗，�使�們對�門在相關�域的�況���常卓越的見�，

並�享一�普�可�被忽略或難�想到的重�因素。由於�門

的疫�在初期就得到了很�的�制，本研��幸�在做足��

防疫措�下�行面對面的訪�。��客的��不同，利益相

關者和專�人士的意見被�為是更加理性、成熟和切合實�

的經驗之�。由於内�的�證政�，普��客所�之旅��

證限制�們在�門的停留�間超�一� ( ���證的�許�留

�長�所不同 )。作為�門居民，��利益相關者對�門社會

的發展��、所面臨的政�問題、發展的局限性、經濟結構、

未來挑戰、��產����更�晰的�知。在思維�式方面，

利益相關者和專�人士的����客更成熟，更具理性。由

於��旅�是對�種�維���健�為主�目的的旅�形式

的�稱，�言之，收�到的意見來源越�樣�，對�門轉型

為��旅�目的�的可�性的看法就越��實��況。

由於訪�轉��容的��性，本研�採用了主題�碼法，

�是一種在質性研�中檢測、�析和報告�式的技� (Braun 

& Clarke, 2006)，用一組詞匯對成段�的���行��闡�，

即“�碼”。主題�碼的一個明顯��是便於�理大量質性�

�的檢索，�助於理���，從而更可�和�效�應用�析

(Deterding & Waters, 2018)。�量性�析明顯不同的是，不同的

利益相關者會更關注�門在其專��域的發展和困境，��由

��來的��和劣�。量性�析更傾向於傾�市場的�音，使�

客的���晰明了��現出來。因�，本研�中的量性研�在

一定�度上彌補了質性研�的不足，使�析的���更加完整。

3.3 量性研究
質性研��常強�利益相關者的��。�而，��旅�的目

�是市場，�意味�應鼓��客基於�門留給�們的旅�回憶，

���表��們對�門的看法，��在何種�況下�們會�為�

門是一個理想的��旅�目的�。�果�門�來真的成為一個�

�旅�目的�，那��乎所�的旅�項目都應該��客的喜�為

�向。�言之，��考��客的意見和想法是量性研�的重�。

本量性研�的對�是在�去�年中至少去�門旅�一�的

�客，�別是那�在�門旅行期間���療經� ( 包括但不限

於：普�門診、住院、�種疫�、合法購買�物� ) 的人。根

��年旅��計，自 2008 年�來，到訪�門的�客� 50%

來自中國内�，�一�例每年都在增加。自 2020 年�，�門

因�冠疫�而�乎���止了國�旅客訪�；但在 2021 年仍

�超� 700 �人�的中國���客赴�門旅�，佔�年�客

的 90%(Macau Tourism Data Plus, 2021)。考�到中國内�是

�門旅��的�大市場，因��定把内�各省、直�市、兩

個�別行政� (�港和�門 )和自治�的�客視為樣本的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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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的�子問卷由 45 個問題組成。包括 13 ��項�

擇題和本章 3.2 �中提到的其� 5 個可�影響人們參加��

旅�的因素，每個因素都至少� 3-5 個相關問題，�採用 7

�李克�量表。7 �量表較之 10 �量表�更直�的語言�

明，在可�性和�效性方面表現良� (Dawes, 2008)。由於本

研��在�討上�因素對�門轉變為��旅�目的�的可�

性的影響，受訪者�根��們對�門的看法作出回應。問卷

���絡平台“問卷星”發放，問卷星是一個在大中���

可�限制訪問的問卷�站。作為一個用於收���的強大平

台，問卷星在收���中可�顯��表、柱狀�和回�者的

來源�，便於做�續�析。����球式的抽樣方法，很容

易�樣本群��步�大�大，更容易��到更�的目�人群

(Cohen & Arieli, 2011)。另一方面，參�者被積�鼓�繼續

向���合樣本�準的�朋�友轉發��問卷。

經�計，�子問卷�研��了 34 個��。為了使研�結

果更具價值，只�確�回�的問卷内容�效才可被採用，而

一�沒�被�真填寫的問卷則被剔除，例�固定使用�一�

字來回�李克�量表問題的問卷�被視為廢卷；使用問卷星

�題�，�站會自動記�完成�間，凡是在 100 秒�即被提

交的問卷�會被自動列為�效問卷。經�����可的�效

問卷的��被���計軟件�行���析，�確�本研�中

提出的五個因素 ( 自變量 ) ��門具�成為��旅�目的�的

�力的�同度 ( 因變量 ) 之間的相關性。

3.4 比較研究
伴��球�的發展 , �較研�在城市競爭力、宜居城市、

智�城市、城市群�較�課題上�較�泛的�用。�年來，�

�旅�在大眾視野下受�捧的�度�續上升。�門作為�名的

休閑旅�勝�，��旅��是其不可或�的發展發向。�部�

研�，結合�例�析的形式，整合在不同考量維度的��，基

於�一的衡量單位�擇不同的城市 / ���行�對�析。��

而言，�部�研�是�六個不同的城市在�元的維度下�別�

行量性�析並予��較。為了�證��的可對性 , 本研�對�

�的�理�十�謹慎的�度。��來源�為�開的�� , 一是

政府�計�� , 二是�信�構頒佈的��。由於�門�其它對

�城市的�計口徑�一定�異 , 本研�在對���值�會依�

實��況做�捨 , 力求����的真實性、同一性、可�性。

每一項��的來源�在本研�的附�“變量�明”中予�註明。

對�城市的�擇方面，除�門�外，大灣�的其�三所城

市�港、�圳和��被��作為�較�析的對�。大灣�作為

未來���群�發展的重�方向，針對其核心城市的��旅�

研��析�助於從宏�的⾓度��其旅��的發展局面和未來

的方向。�外，台�和�加坡是另外兩個��門對�的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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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是目��為受�捧的��旅�目的�。�門和�

�旅��發�的��在�較��旅�的�劣�之外，更�幫助

發掘�門在亞��域��旅�的發展定位。

維度的�擇上，本研�基於三個主�方向：旅��發展現

狀、�療和環境。“旅��活力�收�”和“基礎設���

合交�”是�析旅��發展現狀的主�兩個維度。“旅�活

力�收�”是對目的�旅��發展的�置性評估，而當�“基

礎設���合交�”的�析是評估其旅�承載力的重��準。

�療���層面是基於��的視⾓下�析��旅�的�動性

因素。�療方面，“�療���水平”和“�療�源�承載力”

被�為是瞭�目的��療水平和�力的關鍵。環境層面則是

關注“環境�環�”和“���成本”兩個維度，用�衡量

目的�的旅�環境。各個維度都由�個變量��構成 ( 詳見附

�變量説明 )，對�城市基於每個變量的���行�名並依�

�名積�，每個變量的積�加�，便是單一維度的��。本

研�披�了對�旅�目的�在單一維度的積��所�維度的

��，直��展現出每一旅�目的�的�劣���合競爭力。

�上提出的三種研�方法�大��利益相關群��關，它們

�別代表服�提供者、�求方和宏��計���應出的現��結

果。因�，�合�式的研�方法��單一的質性或量性研��更

�面�結和整合各方的��，並確�研�結果的客�性和可信度。

第四章　　質性分析結果

4.1 總體結果
關於在�門發展��旅�的討論並�是�發奇想。���門

的��城市和國家，�：�港、台灣、馬來西亞、�國��，都

已開發了各自的��旅�項目，並�得了不錯的成績。�門在�

店旅��方面�得的佳績�世矚目，但同���成了長期�來的

產�單一�問題。由於疫��至�成的�球大�行，各�政府�

出台�格的疫�防�措�，包括暫停�照更�、出�境限制�。

受�影響，國��客�法�臨�門，�門�店��不得不面對�

住率��下跌、賭場�收大規�減少的困境。

作為單一經濟�，�門�必���度的經濟�元�實現破局。

�度訪�的目的是根���行�專家和學��人士對�門社會現

狀的�析和看法，確定��、劣�、會影響�門成為��旅�目

的�因素，��發展該產�可��到的一�挑戰。�下段���

了��引�受訪者共鳴的��，而���的訪�記�則被�結在

表 2中。
表 2　環境，資源和能力



38 39

�
門
發
展
�
�
旅
�
的
�
力⸺

利
益
相
關
者
視
⾓
的
戰
略
思
考

�
門
發
展
�
�
旅
�
的
�
力⸺

利
益
相
關
者
視
⾓
的
戰
略
思
考

涉及領域 觀點 +/- 參考編號 ( 受訪者 )

市 場 外 部 環
境

生活方式的改變 ( 以健康為導向 ) + #1, #5, #11

預期壽命延長，“銀髮族”市場擴大 + #4, #5, #6, #12

“大健康”產業的發展 + #4, #5, #16

主要客源市場有利的政治環境 + #1, #4, #6,#7, #9, #11, #14

客源市場有利的經濟條件 + #1, #11, #12, #14

新冠是提高健康旅遊需求的一個刺激因
素 + #2, #5, #11 

以健康為導向的旅遊需求不斷增加 + #2, #4, #7, #11, #12

市 場 内 部 環
境 ( 標 的 環
境 和 行 業 環
境 )

到訪旅客 ( 客源 ) 的增長趨勢 + #3, #5, #6, #7, #10, #11, #14 

本地和區域市場的高需求 + #6, #9, #11

大量的財政支出用於醫療保健 + #8, #12

澳門的公共安全 / 治安良好 + #2, #3, #14 

沒有進口稅 / 進口產品容易獲得 + #1, #2, #3, #4, #8, #15

擁有良好的國際 / 區域資源和專業知識 + #2, #7, #11, #13 

本地區氣候宜人 + #5, #11, #14

高效的醫療設備和藥品審批程序 + #4, #5, #6, #7, #8

靠近主要客源市場 + #1, #2, #3, #4, #5, #10,
#11, #12, #15

來自臨近地區旅遊目的地的競爭 - #3, #9, #14, #15, #16

勞動力成本高，法律限制多 - #3, #4, #13

自然風景有限 - #14, #16

有限的土地和空間 - #1, #2, #13, #14

有限的醫療案例和培訓 - #2, #6, #7, #10

醫療服務提供者的局限性 - #1, #3, #4, #6, #7, #8, #10

澳門的醫療費用高 - #3 ,#11, #12 

關 鍵 資 源 及
能力

中醫藥產業的發展 + #3, #6, #9, #10, #11, #12,
#14, #16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證的“美食之都” + #2, #10, #11, #12

一流的接待設施 + #2, #3, #4, #6, #9, #10,
#11, #12, #14, #16

卓越的服務質量 + #1, #2, #4, #6, #10, #15

受歡迎的旅遊目的地 + #2, #3, #6, #7, #11, #12, #14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 #3, #5, #10, #11

良好的社會和文化環境 + #1, #2, #3, #5, #6, #7, #9,
#11, #14 

緊密的跨部門合作 + #2, #3, #5, #11

多樣化的醫療保障產品 + #3, #4, #8

私人醫療資源 + #1, #3, #4, #6, #7, #8, #12,
#14, #15

備註 : “+/-” 表示發展康養旅遊的推動或抑制因素 

�上表所�，�部��析��基於國家 /��的發展、行�環

境和�源的⾓度，結合對 16位來自健��學、旅���和政府部

門�利益相關人士的採訪，���行�門是否�具�發展��旅

�的�景和基礎的討論。��來自�療�、旅��店���域的

從�人士、學者乃至政�的立法議員在舒�、輕�的��中根�

自�經�暢所欲言，豐富了�項研�的信息�元性。�們基於自

�的從�經�，對�門成為�引�客的��旅�目的�展開討論，

並提出一�影響�客��的關鍵因素，�下�詳細展開�析。

4.2 在澳旅遊的語言交流問題
衆所�知，�門居民的母語是粵語，�中國内�的官方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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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話�較大的�異。但自主����來，�門�内�互���，

交�日趨頻�，加之教�的發展，�門居民的普�話水平�了很

大的提升。對於内��客而言，在�門旅��完�不��心語言

的問題，大部��門居民都�熟練�使用普�話 (1、6� 11�受

訪者 )，�不會因語言問題受到歧視或不�平對� (2、6、7� 8

�受訪者 )。同�，大部��門人的�語水平��常不錯，部�土

生�人家�仍�留���語的�慣，因�對於來自�語國家或�

語國家的�客赴�旅�����心語言交�的問題。結合問卷的

��結果來看，超�半�的�客確實表明�們在�門�乎沒�受

到�何歧視對�或對��的社會環境�到不�。

4.3 澳門的地理條件
�門的一大先天劣�在於其�常�限的土��源，�就是�

可供發展的�間並不大 (1、2、5、6、10、13� 14�受訪者 )。

雖�填海��的政��在一定�度上彌補�一劣�，但�法��

本質問題。���的�港對�，�門的��面積僅相當於�港的

1/37。不�，由於��粵��度合作� (�下�稱“�合�”)的

�生，中共中�政府授予�門����東省政府共同享�對��

島的治理�。�一政�的出台在很大�度上緩�了�門發展�間

受限的�大難問題 (3、5、11、13� 16�受訪者 )，同��被視

為是“一國兩制”�制下的��。

4.4 澳門的旅遊業基礎和發展現狀
��旅�的本質�不開高度發�的旅��。�門具�一�的

��設�、卓越的服�品質和豐富文��涵的旅�景�，可��

足不同群�的旅�目的，可�是寶貴的�源。加之大健�產�的

興�為本���專�技�和中國傳��學的發展提供了�史��，

產�的協同�步使�門在發展��旅�方面具�了良�的�力。

所�受訪者在�受訪問�都不約而同�提�一個關鍵�：中

國内�是�門旅���主�的目�市場。�年的�計���間�

證明�們所言��⸺�門作為中國的一個�別行政�，得益於

其舒�溫暖的��、便捷的交�方式，每年��的�客中��成

來自中國内�，而�一��正��出行方式的日趨便利和�元�

不斷�大。截至 2019年，國��客的�量�到了 60.06億人�，

較上年同期增長了約 8.4%。

4.5 澳門的醫療資源
對於�門現�的�療�源的討論，受訪者們的意見較為�一，

卻�普��知不盡相同。絕大��意見都�出，�門的�療�源

足���當�居民的基本就��求。不�受訪者們�承�：�門

居民更喜�在�港�受�療服�。患者在�港確實�享受到更高

規格的�療服��設�，不�由於受到疫�影響，港�政府出台

了�格的隔�政�，���門居民�法在�免長�間隔�的�況

下出��港 (即由�港��須�受强制隔� )。不��人欣�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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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並未出現�療擠�、居民就診�求難��足的�況 (1、2、3、

6、7、8、14� 15�受訪者 )。��是受訪者們得出�門�療�

源�常�足結論之依�。

“澳門的醫療產業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但僅就醫療資源論，

澳門與中國內地城市和全球大多數城市相比處於前位，這是不爭

的事實。的確，澳門居民偏愛前往香港、日本、泰國等地接受醫

療服務，與這些目的地相比，澳門的醫療服務質量和標準。然而，

嚴重受限於地理面積的澳門注定難以打造香港、日本那樣先進的

醫療服務。”(6�受訪者 )

��位受訪者提�了�門��的�療產品，例��國�沙東

�司生產的人�乳頭狀病� (HPV)九價疫�，目�在中國只��

港和�門兩�可��種 (3、6、7、9、15� 16�受訪者 )，而許

�中國内��客��於在�門�種�口疫�。�外，�門的�口

�物、�療設��享�較内�更�捷的���序。

“澳門能高效率地引進到歐盟國家或美國最新註冊上市的藥

品、最先進的醫療設備，因為本地的審批程序非常迅速，沒有進

口限制。同時，政府對醫療產業的監管力度很大，行業內的醜聞

很少，在民間聲譽很高，這也贏得了很多遊客的青睞。”(4�受

訪者 )

“要發展康養旅遊，擁有一條獲得先進設備和藥品的便捷渠

道是很重要的。澳門在獲取新藥方面比香港更快、更方便，這一

點鮮有人知。通常情況下，假設一種新藥在歐盟國家或美國境內

註冊並在當地銷售。在這種情況下，澳門衛生局有權立即批准該

新藥用於澳門本地的病人。”(8�受訪者 )

一�專家提出，由於�門人口較少，本���人員沒�得到

足夠的培訓，��更�外部的�例來提高��水平 (1、2、8、

11、14� 15�受訪者 )。一位專家�別提出，�門的專科�生�

重短�，其中許�人是在�門���受訓留下的。就當�而言，

社會必須培�更�年輕的專科�生 (8�受訪者 )。

“葡萄牙向中國移交澳門主權後的 20 年來，澳門政府沒有定

向培養專科醫生，重視程度也不足。反而把重點放在全科醫生、

衛生和基層醫療的鍛煉上，就現今的結果來看，這一發展方向並

不正確。”(8�受訪者 )

為針對性���門本��生��技�提升的問題，受訪者們

提出的��方�之一是��國外和中國内�發�城市 (�京、上

海� )的�生對�門的本��生�行��和培訓 (7、11、12、13

� 14�受訪者 )。另一個主�關注�是可用的人�病床�量。一

�專家表�，�門的病床供不應求，倘或��面臨緊��況則很

難�足�求 (1� 7�受訪者 )。�外，�門�乏合格的應��力 (1

� 6�受訪者 )。專家們� 2017年�擊�門的��“天鴿”為例：

“2017 年，突發性惡劣天氣——颱風“天鴿”襲擊了廣東地

區，無意中暴露了澳門的一大弊端——病床數相當匱乏。因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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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架構中缺乏一個應急委員會來協調規劃或進行定期的緊急情況

演習，導致在應對災難時反應遲鈍。儘管很少有嚴重的自然災害

襲擊澳門，但就那年的表現來看，澳門政府的應急能力亟待改善。

假使政府提前做足了充分準備，我相信他們可以做得很好。” ( 1

�受訪者 )

�門�療方面的一大��在於其政府對�生�健和�療��

重視�度和�����度。根� 2020年發佈的�政報告，�門預

計在 2021年對�療�生�域�行 15��元的投�。�位受訪者

明確�出，�門現行的對�興�品和�型�療設�的�督���

制較之�港�中國��則更�捷、�效，�一��的得天獨厚性

不言而�。同�依�於中國内�，�門��東省在2011年�署《粵

�合作框�協定》加強了本��生局��東省各�療�構的人員

培訓、應�救援和病例轉介�，�障技�人員相互間的交�和�

動。

4.6 政府政策
受訪者們大��為發展��旅�可�視作�門旅���度�

元�的一個重�方向 (3、5、7、11� 16�受訪者 )，���合�

門疫�經濟重建和旅��長期可�續發展的目�，不��們對發

展方向�不同的討論。一�專家贊成政府維�現�的對私��療

�構的�格��措�，部��療服�只�許���院開展；�為

��助於���客的�益 (7�受訪者 )。��專家�為，私��

療�構在�門��久的�史，在民眾間享�日久，同樣具�提供

高質量服�的�力 (1�受訪者 )；�而，目�的��措�限制了

�們的正向發展 (2�� 4�受訪者 )，�至�法執行在其�力�

��的�療�� (6、7、8� 10�受訪者 )。�上��受訪者們普

�支�政府�行“政���”， �樣�助於增加私��構的動力，

拓展其發展�間，是目����見效的方法之一 (1、4、6、7� 8

�受訪者 )。

再�，���門現�的�店�和�療�相結合的形式來發展

��旅��得了受訪者們的普��同 (1、3、4、6、8、9、10�

11�受訪者 )。�門政府��整執政理�，�當��整或放�政

�，為��旅�產�制定明確詳細的規劃�� (4、7、8、14、

15、� 16�受訪者 )。�門可���利用大灣�和�合�的政�

��，�引�合大健���的��企��駐，為整個行�的未來

發展積累�本 (1、5、14、15� 16�受訪者 )。

除了在政府政�上意見的不�一，受訪者們��法就市場定

位�成一�。部�專家�為，�門的本��動力成本�高 (4、13

� 16�受訪者 )，推出�價位的��旅�項目具�挑戰性，所�

應該�準高端市場，�引中高收��層的�客�來�門�驗��

旅� (4、14� 16�受訪者 )。而更�的專家�為，必須考�一個

�客可承受的旅�成本�� (6、7、8� 15�受訪者 )。�門��

推出的��旅�項目的定價�準不應高於日本或�國，否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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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本��� (2、9、10� 11�受訪者 )。

另一項爭議則是關於��旅�的具�形式。“��旅�”一

詞是對所�專注於改�個人的健�、心理和�神健�的旅��稱，

其所�的兩大主��支包括休閒旅�和�療旅�。��位受訪者

明確表�，�門應主�推�結合休閒旅�的��旅���。雖�

�門的�療�源足�應付本��求，但是否����面�展到在

�門的所��客卻尚未可知。由於�門並�一個競爭性社會，生

活�奏很�，整個社會��了人�味。它兼容了中國和���的

文�，�是長期�來�引世�各��客的一個重�因素。�外，

作為�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之都，�門應該���和健

�緊密相�，�健�的��引���文�。

“如果澳門決定發展康養旅遊，可能會走上一條充滿挑戰的

道路。我認為有必要系統性地回顧一下這些年來訪澳遊客對他們

旅遊過程的反饋。澳門的資源很少，既然如此，為什麼會出現大

量的回頭客？或許他們認為澳門的環境非常舒適，或者非常享受

澳門社會充滿的人情味。如果是這樣，這就是澳門打造休閒旅遊

應該保留並發揚的特色。”(2�受訪者 )

“休閒旅遊更注重過程的體驗，所以‘養生’元素可以與常

規旅遊項目相結合，比如飲食。偏重養生的產品可以更容易與旅

遊結合 ...... 休閒活動比醫療更容易與旅遊結合。  ”(9�受訪者 )

4.7 發展中的中醫藥產業
對於中國人而言，“中�”和“中�”作為傳��學的代表

被�留至�，仍具�強大的生命力和�引力。��“產學研”�

�的�步建立，�門憑�在傳�中��方面的良�基礎正在展開

�一輪的�勃發展，�來�必會成為��旅�發展的一大�利推

手。中��在�門居民中的受���度很高 (2、3、6、12� 14

�受訪者 )，並已成長為一個具�競爭力的產�，發展�頭良� (9、

12、14� 16�受訪者 )。由�相信，�果�門發展�療旅�，中

���成為當�的�色�� (6、9� 16�受訪者 )。

“我們可以為入住酒店的遊客推出一些中醫治療。”(3�受

訪者 )

“中醫最關鍵的概念之一是養生，它強調的是保持健康的常

規措施。在澳門，許多本應在衛生行業發揮重要作用的中醫，畢

業後卻很難找到工作。另一方面，他們本應獲得更多的發展舞台。

然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目前不得不從事學校醫生的工作，工資

和晉昇機會都很有限。”(6�受訪者 )

“中央政府對澳門中醫藥的發展給予了堅決的支持。中醫行

業是為了恢復一些特定的疾病，但保持整個身體的健康。”(12 號

受訪者 )

“我很欣賞澳門中醫藥的發展現狀，主要是以政府和民間的

接受 ...... 澳門重視中醫藥研究，集中力量進行中醫藥的全球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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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在其他地區，澳門中醫藥的人力資源和資金投入是其他地

區無法比擬的 ...... 許多有執照的中醫醫生，包括許多來自中國内

地的退休醫生在澳門工作。與其他地區的中醫藥研究機構相比，

澳門具有明顯的資本優勢。”(14�受訪者 )

�門的�療和�理人力�源�於良�和�定的狀�，“�門

的傳��學教�是一個��的服���。�生和�士對病人�常

�貼，�種�較��可�發揮出來”(14�受訪者 )，而且主�的

�療和�理水平�於中上，�劑師的儲��很豐富。�外，由“一

國兩制”政�提供的平台和���制，�門�引了許�來自中國

内�、�港��、台灣和其�國家的�元�技�人才，���助

於形成發展��旅�的可�續競爭��。在科技�域方面，�門

��一�其�國家 /��難���的�力―擁�中國獨一�二的中

���域的國家重�實驗室。��“產學研”平台的�步建立，

�門的中�產�正�於�勃發展�段。��計，2017年�門中�

�產�增加值�到 4,000��元，為�門經濟的�元�發展開闢

了�的�闊�景。

同�，在具��上��的�提下，���楚��識到“中�”

留給人的刻�����一�爭議問題，��對中�、中�的質�

(�：廢�驗� )、湯�本�的��、高度現代�、�求科學性，

並已主�現代�學的西�、西��。�門在 2017年被�合國教科

文組織�定為世��大“�意��之都”之一，�句話�，�果

���中�����結合的方式，��改��物口�的��來�

成“治未病”的效果，相信會�助於�除大���客對重中�本

�的��。

政�方面則不得不對面對�守的�療�督和�理制度 (對�

療服�提供者的限制 )和�格的《�動法》。來自�療相關部門

的受訪者們曾呼��門政府向私�部門開放市場，同�改�或加

強�督�制。�們�建議相關部門制定政�，�引�球�療人才，

加強�����和城市，�別是技�合作和知識交�。針對�門

�動力成本�高的問題，則提出應��質服�的高端客戶為目�，

同���放開對�療�客的�證限制，�增加客戶量；���略

可�讓增量的�售額��成本效應，實現規�經�。對於�健�

為�向的旅��，除了高昂的�動力成本外，來自��國家或城

市 (�泰國、�加坡、�港 )的激烈競爭�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關鍵

�域。因�，�門���大限度�利用其語言、�理和文���

和�源來重�����旅�產品。

4.8 政策影響與城市定位
中國内�的政�因素一直是影響�門��旅�發展的一�重

�力量。首先，作為中國�別行政�之一，�門踐行“一國兩制”

頗�成效，�引了兩岸三�的��專�人才來�交�。作為旅�

勝�，�客�擁�更�的可自由支�的休閒�間�常重�。中國

内�常見的�假日�休政�讓很�内��客可�輕��湊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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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長假”，�擇�理位置相對較�的�門作為旅�目的�變得

越來越�門。受訪者們�提到，�東省推出的粵港�大灣�旅�

計畫對�門發揮作為其作為世�旅�和休閒中心�到了推波助瀾

的作用。另外，受訪者們��為中�政府在促�信息�訊基礎設

�建設投�、鼓�技���、規�行�競爭�方面提供了�力支

�。�使得内�的信息�訊技�在��年�得了��發展，信息

�明度高、社交��的�泛使用都�利於傳��門旅�產品 /服�

的良���。

在一個��相對發�的社會中，�利的社會和文�環境��

跨部門的緊密合作，對建立可�續的競爭���足輕重。�門的

文����佳，人�人之間的關��很和�，彼�友�相�。�

�基礎，各個產�之間就可�順利��行整合。得益於�，來自

中國内�的回頭客源源不斷。�樣的人文�色正������旅

�來宣傳的心�榫卯相合。

�門擁��先�球的����亦屬一大��。受訪者們��

提��門�員注意��個人�私，執法謹慎。�門的�民�例位

居世�之�、交�事故��率��。不�在政�設置方面，同樣

�一個�人困惑的問題，即��客的�留�長普�較短。對於�

門而言，除去�證限制問題 (中國内��客的普�旅��證只�

一年一�，每�停留不得超��天 )，更應思考的是�何��改�

其�方面來�續�引�客並增加在�的�留�間。受訪者提到�

門的自��光�件對於��旅�的發展形成了制約。�一客��

件難�在短�間���人為做出改變，所�可�構成對發展��

旅�的�大挑戰。

另一大問題來自於�門本�的�理�況和人才問題。由於土

�面積�重受限和自�景�的�乏，���門在現�基礎上難�

打�出具�強競爭力的海灣旅��。�門本��高的�動力成本

�成為了制約因素，���旅��域的��表現者泰國相�，�

廉的�動力成本和高品質的服�是泰國�顯�的��。“�門本

�服��的人力�源�常昂貴，而且供不應求。目�的政�不利

於引�大量外�。因��仍�政�協�。”���國家 /��：�

港、日本、�國、馬來西亞相�，�門的�動力成本雖�於港、日，

但明顯高於泰國和台灣。受訪者�為，�果�門打�發展��旅

�，必須借助其它��來彌補�一弱�。

不��兩位專家�為，�重於推��療服�的�療旅�更�

合�門。14�受訪者堅��為�門�乏宜人的自��源，�一先

天劣��法彌補。發展休閒旅���很�硬性�件。�基本的硬

件是�良的自�環境，�日本京都的��、�西的桂林、浙江的

杭�、海南的三亞和台灣省的日月潭。只��樣，才�輕��引

中高端�費者。即便�來路環島完�開發��很難形成一個可供

休閒��的海灣。�外，黑沙海灘的水質較�，不可�成為海南

三亞的翻�。7�受訪者則�為，�門的�療�源足��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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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求�療服�的�客。��為中國内�的�療�源未必��

門�。因為人口基��常�大，人�可�得的�療�源�常�限，

�����提�預約和長�間的��才��行�一項檢�。從中

國内��口�物����受長期的�����間，而�門在��

�域的��得益於�口�品和�療�械的��應用，�是發展�

療旅�的重���。

��專家的意見從更宏�的⾓度來�釋和�析�門發展��

旅�的�力，給予本研�一種更理性和現實性的思考。��客相

�，�們的意見對於幫助�門政府構建��旅�的��更具�現

實意義和戰略規劃的參考價值。

第五章　　量性分析

5.1 研究假設
在明確了環境�件 (推動旅�者�行��旅�的因素 )和�度

�件 (旅�者��門作為��旅�目的�的意願 )的基礎上，開展

定性研�是本研�開�的�一步，主�研���旅�的利益相關

群�對�門現���、未來挑戰和�源的�知和判斷。在定性研

�的基礎上，定量研��所�在�五年���至少一��門旅�

經�的�客作為��對�，��直�的方式 (問卷�� )了��們

對�門不同層面的��。�研��門成為��旅�目的�的�力，

關鍵是�找出哪�因素可�刺激�客作出理想的�擇。�去�不

少研�已經討論了可�影響人們�定�擇哪個�方作為��旅�

目的�的因素。基於現�的相關研�結果本�推論出�下假設，

�索目的��擇的主�因素，�夠�動或刺激人們�行��旅�。

5.1.1 社會安全

�成為��旅�目的�，一個政治�作和經濟活動高度�定

的社會顯��助於�得市場。�樣的社會為�療�客提供一個

和平和��的環境，�便�們放心享受當�的�療服� (Aydin & 

Karamehmet, 2017)。儘�在疫�大�行下，很難��個目的�是

絕對��的⸺因為�客必須考�到�往當�����冠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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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但 Abbaspour�人 (2021)�為，在疫�結束之�，大��

�客�是願意回到�們�去就很熟�的旅�目的�。截至 2022

年 4月初，�門只報告了 82例 COVID-19病例 (Macao Health 

Bureau, 2022)。�其�大規��發疫�的國家或城市相�，�門

�許的確是一個相對��的旅�目的�。�外，在目�的研�中，

“社會��”�可泛�社會不存在頻�的犯�行為、�怖主義、

�品��、交�和自�����的�景 (Cham et al., 2021)。�門

的人� GDP高於中國所�城市 (World Bank, 2022)，經濟實力十

�雄厚。�門�是中國一個�常��、發�的城市，�去�十年，

�門很少發生社會�動。��提出�一個假設 :

假設 1: 社會安全對遊客以澳門作為康養旅遊目的地有直接的

正向影響。

5.1.2 服務質量

�客切��受到的服�質量�影響�們對�擇��旅�目的

�的��。出於�效性的考�，許��客更願意在國外�得更�

高質量的服� (Heung et al., 2010)。 Chia和 Liao (2021)��為，

由於中國内�的�療設�和服�水平���海外國家��較大，

許���旅�的�客更傾向於出國就�。�外，高質量的服�可

�提高客戶�意度，促�目的�的競爭力，並�客戶建立長期的

忠誠度 (Zarei & Maleki, 2019)。就整個旅��而言，�店的��

服���療服�一樣重�，�論是專�知識�是�店提供的服�

水平，都可�直�影響客戶對��旅�目的�的�擇 (Sadeh & 

Garkaz, 2018)。因�，我們提出�下假設 :

假設 2: 服務質量對遊客以澳門作為康養旅遊目的地有直接的

正向影響。

5.1.3 健康信念

健�信��型 (Health Belief Model, HBM)是由部��國心理

學家在 20世紀 50年代提出，主�用來�釋為什�人們�絕參加

�助於檢測�病的項目，���漸演變成�析人們對已知�病的

�應的�型 (Champion & Skinner, 2008)。本研�僅使用該�型的

部���，包括：對�病易�性的�知、對�病�重性的�知、

對實�或放�行為障�的�知 (即�行或放��一行動可��受

的困難或挑戰 )、對行為益�的�知和�病對自���的�知。

假設一名�客在本國�檢�，發現了自�的一�健�問題。在�

種�況下，�們期�從國外�求�代�療。��就意味�當個�

了�到了�病對自�健�的��，可�會正向影響人們的��旅

�意願 (Seow et al., 2018)。�外，研��為，��旅��為自�

健��來的益�和對�病易�性的�知都可�正向且顯��影響

人們�行��旅�的意願。而對�行一���旅�必須�面對的

困難的�知��晰，對�終付諸行動的��影響�大 (Ban & Kim, 

2020; Chaulagain et al., 2021)。��提出�下假設 :

假設 3: 健康信念的增強對遊客以澳門作為康養旅遊目的地有



56 57

�
門
發
展
�
�
旅
�
的
�
力⸺

利
益
相
關
者
視
⾓
的
戰
略
思
考

�
門
發
展
�
�
旅
�
的
�
力⸺

利
益
相
關
者
視
⾓
的
戰
略
思
考

直接的正向影響。

5.1.4 醫療經驗

�客對�一旅�目的��其服�質量的�知、��、��和

行為會�刻�影響�們旅��對目的�的�驗��� (Ghosh & 

Mandal, 2019)。本研���了在�門��享受服�經� (包括�

療服� )的�客的個人�驗。�果一名�客在�一旅�目的�享受

��質的服�，�很可�再��擇該目的��行��旅� (Hwang 

et al., 2018)。�就是�，當患者之��受的�理質量對其�續給

出的��和建議�正向影響。同樣，高品質的�療�驗�助於增

強客人對目的�的忠誠度 (Mahmud et al., 2020)。因�提出�下假

設 :

假設 4: 醫療體驗對遊客以澳門作為康養旅遊目的地有直接的

正向影響。

5.1.5 文化距離

在�去的研�中�一種很常見的��：大���客在�擇�

�旅�目的��，會�先考�那��常居�具���或相�文�

�景的�域 (Aydin & Karamehmet, 2017; Lee & Kim, 2015)。�從

未去�的陌生國家或城市相�，�客們���自己的城市文�相

�的�方。�別是對於���法熟練�用外語的中國人而言，�

們�心語言障�會��交�的不順暢，�終影響�療服�的質量

和結果。很�中國�客�於去馬來西亞或泰國�受�療服�，因

為那裡的�生大部�都會�普�話或�東話 (Chia & Liao, 2021)。

�外，���球�的��不斷加�，國��客在世����形成

了一個�大的市場，�對旅�目的�的�求��往�何��都�

高。國��客�必�了�當�的文��慣，就�當�的服�提供

者同樣�應該了��客家鄉的文�一樣 (Moghadam et al., 2021)。

幸�的是，�門的文��中國内��常��。從疫��赴�的中

國�客人��年增加來看，�門文�對旅��發展�到了�效促

�作用。基於本段論�，在�提出��一個假設 :

假設 5: 文化同源對遊客以澳門作為康養旅遊目的地有直接的

正向影響。

5.2 受访者情况
本研�共回收了 548��子問卷，其中 541�來自中國内�，

7�來自海外��。為�證問卷��的可�性，所�完成�間少於

100秒的問卷，或在回�李克�量表問題��意�擇�字 (���

部�擇“7”或“1”)的，�被視為�效回�。根�該項原則，共

計� 493�問卷被視為可�的��來源 (表 3)。由於是�來自中國

的訪��客為主���對�，問卷的來源�涵�了中國大部�省、

市、自治�和�別行政� (未涵�寧�、貴�、�疆、西�和甘肅 )。

來自上海市的��位居榜首，共計� 167人 (33.87%)參�了��

��。緊�其�的是�西省 (72� , 約占� 14.60%)和粵港�大灣

� (66�，約占� 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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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數據清理與篩選

理由 樣本數

答題時間少於 100 秒 53

無效回答 2

刪除樣本總數 55

有效性 ( 總樣本 =548) 89.96%

有效樣本 493

問卷星平台會記錄每一份問卷的答題時間
** 答題人固定選擇某一數字 , 如全部選擇“7”或者“1”

根�樣本���計�析的結果，受訪者中包括 297名�性

(60.24%)和 185名男性 (37.53%)，其�受訪者�於�私考�，希

�不�開其性別。�們中�超�一半的人 (56.39%)�得了本科或

�上的學位，只��少�的受訪者 (4人 )未��得正式學�。根

�年�層劃�，�年人 (19-25歲之間，約占� 35.70%)�乎對�

�旅�興��厚，�們是參�人���的群�。�年群� (55歲

�上 )約� 90人，約占 23.33%。�可�是由於�年群�相對較

少使用智�手�或��，完成�子問卷的難度�高於年輕人。中

年群� (45歲至 55歲 )� 78人參�。

問卷亦��了所�參�者的��水平 (單位：人民幣 )。大約

106人 (21.50%)的月收�水準�於 4,800元，89人 (18.05%)的

收�水準在 4,800至 9,600元之間，78人 (15.82%)在 9,601至

14,400元之間，53人 (10.75%)的收�在 14,401至 19200元之間，

39人 (7.91%)的收�水準超� 19,201元。
表 4　樣本特徵統計信息

類別 樣本數 (N=493) %

性別

女性 185 37.53

男性 297 60.24

跨性別者 2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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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 9 1.83

年齡

18 歲及以下 27 5.48

19 至 25 歲 176 35.70

26 至 35 歲 57 11.56

36 至 45 歲 65 13.18

45 至 55 歲 78 15.82

55 至 65 歲 37 7.51

66 歲及以上 53 10.75

訪澳次數

1 次 169 34.28

2 至 3 次 147 29.82

3 至 5 次 69 14.00

多於 5 次 108 21.91

教育背景

未受過正式教育 4 0.81

小學學歷 30 6.09

初中學歷 27 5.48

高中學歷 52 10.55

職業培訓 102 20.69

大學本科 199 40.37

碩士研究生 43 8.72

博士研究生 36 7.30

健康狀況

殘障人士 1 0.20

慢性病 4 0.81

正患有感冒 / 傷風 35 7.10

治療中 49 9.94

不清楚 82 16.63

心理疾病 61 12.37

身心健康 261 52.94

月收入

人民幣 4,800 及以下 106 21.50

人民幣 4,801- 9,600 89 18.05

人民幣 9,601-14,400 78 15.82

人民幣 14,001-19,200 53 10.75

人民幣 19,201-24,000 39 7.91

人民幣 24,001-28,800 40 8.11

人民幣 28,801 及以上 36 7.30

保密 / 不適用 52 10.55

5.3 因子分析
本書採用 SPSS Statistics 26.0�本對收�的樣本���行��

�析。因子�析 (Factor Analysis)的結果足�驗證所�參�的因子

是否�合��下一步���析的�求，是�行���析�必不可

少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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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析結果 (見表 5)囊括了：巴�利球�檢驗 (Bartlett’s 

Test)、�樣�切性檢驗 (Kaiser-Meyer-Olkin, KMO) 和 Cronbach’s 

alpha(α)的結果。根�表 5顯�，本研��型的因子負� (factor 

loading)為 0.43，小於 0.5；且 Cronbach’s α 的值都超�了 0.7，

具�較高的可信度，�證明��因子相關的��可�被採用��

下一步的���析中。同��表明整�量表和變量的設置是相對

可�的。

KMO��可�確定變量在�計學意義上是否具�一�性，�

�相關�陣是否�合因子�析 (Dziuban & Shirkey, 1974)。�常而

言，只�當 KMO的值大於 0.8�，研�才�繼續推�的意義；

不�，��該�準�被放�至 0.7�至更�。作為信度測試的結

果，Cronbach’s α 的值介於 0到 1之間，主�是用於檢驗因�量

表�部一�性的衡量�準和測量��的�度 (Tavakol & Dennick, 

2011)。

表 5　因子分析結果 ( 樣本數 =493)

變量 測量結果 因子負荷 α

服務質量 KMO=.733, χ2=645.862, p<.0001 .852

綜合服務質量 .784

專業服務提供者的服務質量 .766

重返服務提供場所的意願 .770

社會安全 KMO=.883, χ2=1234.277, p<.0001 .881

旅澳期間感到安全 .859

未受歧視 .844

低風險遭遇犯罪 ( 如：偷竊，搶
劫，性騷擾等 )

.840

明年重遊澳門的意願 .832

對感染新冠病毒的擔心 .746

健康意識 KMO=.886, χ2=1385.559, p<.0001 .817

保持身心健康是最重要的事 .859

在常居地可以享受足夠的醫療
資源

.873

健康意識隨著疫情的爆發而變強 .842

願意接受保健型醫療服務的意願 .864

但常居地無法提供足夠的醫療
資源時，會尋求外地的醫療資源

.752

醫療服務經歷 KMO=.801, χ2=523.107, p<.0001 .934

澳門能提供較常居地更好的醫
療服務

.712

澳門能提供在中國内地無法獲
得的醫療服務

.748

澳門能提供在中國内地無法獲
得的醫療服務

.656

澳門擁有充分的醫療資源保障 .777

澳門的醫療資源是可靠的 .657

文化距離 KMO=.907, χ2=1990.801, p<.0001 .934

我熱愛澳門的文化並願意與人
分享我的旅澳經歷

.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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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文化對遊客具有吸引力 .902

我在旅澳期間倍感舒適 .897

澳門的文化適合休閒放鬆 .892

澳門擁有與中國内地相近但獨
特的文化

.847

注 : α = Cronbach’s alpha; KMO = 取樣適切性量數 ; χ2 = 近似卡方檢定

本研�假設�五個可�影響�客對�門成為��旅�目的�

的看法的主�因素，即社會��、服�質量、文���、健�意

識和�療服�經�。為�證研�的可�性，對每一个因子都进行

了信度测试。結果顯�，它們的Cronbach’s α值�於 0.817至 0.934

�間��，表明因子之間�足够的内部一�性。一�而言，α 值
�研�的可�性成正�。不�，Streiner (2003)則建议 α��不超
� 0.9。否则，它可�預��高共缐性的問題。為�別�問題，本

研��一步測試了各變量之間的相關性。�表 6的相關性�陣所

�，唯�“社會��”和“服�質量”�一對自變量之間的相關

��為 0.826。�意味�大��相關���於 0.8的因子之間不存

在�重共線性，但是�客所�知的�門社會���度�服�質量

之間�很高的相關性。在�計學的意義中，�兩個自變量之間可

�存在�重共線性問題。因�，�必�測試�組自變量的方��

�因子��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檢驗其已存在的�

重共線性的�度。�句話�，VIF��可�展現�重共線性對計

���方�的影響�度 (Mansfield & Helms, 1982)。從表 6可�看

出，“社會��”和“服�質量”的VIF值�別為 3.714和 3.541，

�小於 5。因��定�兩個變量的確具�共線性，但結果表明它們

只是“�度相關”(Daoud, 2017)。�外，“國� /常居�”�乎只

�其�因素�很�的關�性。�可�是由於樣本��少而影響�

析結果 (�效問卷中只�三個人來自海外�� )。

5.4 迴歸分析
表 7是關於��結果的�結。本研�中的�型���於樣本

��相關的所�變量視作�� /�制變量，�參����析。為了

���見，��變量的��結果已被�去。值得關注的是表 7中

的�合假設檢驗 (或稱“F檢驗”)、自變量的 t檢驗結果和表�因

变量的方��例的“�整� R2”(Cameron & Windmeijer,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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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R2用於確定相關性的可�性，因�在本研�中�整� R2

的值為 0.621，可��為本研�的結果��釋 62.1%的因變量�

自變量的相關性。
表 7　 迴歸分析結果

自變量 t 值 / 顯著性 係數 共線性 (VIF)

服務質量 2.831** .151 3.714

社會安全 3.333** .182 3.541

健康意識 8.092*** .348 2.405

醫療服務體驗 0.353 .012 1.405

表 6　相關性矩陣

服務
質量 性別 年齡 教育

背景
健康
狀況 常居地 工作 收入 社會安全 健康意識 醫療服務

體驗 文化距離 可能性

服務質量 1

性別 0.51 1

年齡 .211** .057 1

教育背景 .114* .027 -.047 1

健康狀況 .357** .101* .018 .157** 1

常居地 .011 -.045 .044 -.054 .062 1

工作 -.001 -.056 .100* .040 .045 -.088 1

收入 -.123** .001 -.107* .025 -.074 .054 -.030 1

社會安全 .826** .046 .199** .092* .376** .019 -.017 -.138** 1

健康意識 .527** .130** .133** .140** .392** .042 .002 -.176** .526** 1

醫療服務
體驗

.121** .004 -.142** .045 -.068 .043 -.085 -.071 .134** .104* 1

文化距離 .595** -.004 .215** .105* .385** .036 -.015 -.193** .623** .547** .183** 1

可能性 .637** .013 .223** .117** .384*** .028 -.016 -.138** .642** .656** .200** .644** 1

** 相關性在 0.01 水平上顯著 ( 雙尾 ).

* 相關性在 0.05 水平上顯著 ( 雙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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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距離 5.146*** .210 2.170

性別 Yes Yes Yes

年齡 Yes Yes Yes

教育背景 Yes Yes Yes

收入 Yes Yes Yes

健康狀況 Yes Yes Yes

工作 Yes Yes Yes

常居地 Yes Yes Yes

樣本總數 493

R2 .661

調整後 R2 .621

F 值 16.836

p 值 .000

* p < 0.05；** p < 0.01；*** p < 0.001

表 7的結果�楚�展�了���析的結果。在��變量

中，只�“�療服��驗”�應變量的相關性�法�現顯�性

(p>0.05)，因�假設 4�法成立。“�療服��驗”由一組 5個相

關問題組成，考��客對�們在�門享受的�療�驗 (�購�、

住院、疫��種� )的評價。由於�證問題，中國�客�留�門

的�長一�不超� 7天，所�在�門旅�期間�驗��療服�的

�客並不�。值得關注的是，“社會��”(相關�� =0.182，

p<0.01，t=3.333)和 “服�質量”(相關�� =0.151，p<0.001，

t=2.831)對���型的顯�性不� “文�同源”(相關��

=0.210，p<0.001，t=5.146)。�三個自變量�因變量相關性都顯

�為正，�就是�假設 1、假設 2和假設 5都�成立。可喜的是，

“健�意識”(相關�� =0.348，p<0.001，t=8.098)對���型的

貢��大。�就是�，“健�意識”的強弱會正向影響人們對�

門是否��力成為��旅�目的�的判斷。 “健�意識”�助於

研��一個�在已知�夠採�一�措�來�免患病�，�會怎�

做。�意味�由於�冠病�的�球大�行和���������

�增長的��病例，人們的健�信�較��已經增強了不少，並

且�一改變可�會促使�們思考�行一���旅�。�上結果�

推論證實了 Ban和 Kim (2020) � Chaulagain (2021) �人的論�：

�果人們發現自己的健�狀況�於�病�發�的臨��，�們參

���旅�的意願�會更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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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比較研究

6.1 綜合分析結果
為了針對不同旅�目的��行�方位的�析，本研���了

六個維度�行細��的��收�並�行�較，�終��合積�的

形式展�了 2019年��旅��具競爭力的目的��名。由於考

�到疫�對不同經濟產�（例�經濟��、來訪�客���）和

部�人口學��（例�：人口��率）的影響，���析�採用

2021年或 2020年披�的宏��計��，��應 2019/2020年的

真實�況。緣於�冠疫��發的�間大��於 2019年年�，�球

各大旅�目的�在疫��發初年 (2020年 )的經濟数据和各�域發

展�狀大�凸顯了�史��性，參考意義較�。採用 2019年的�

計��則�對�不同旅�目的�在不受疫�影響下的正常表現。

� 6-1�現了不同旅�目的�在六個維度下的���名。�

港�稱是��旅��域�具發展�力�競爭力的��旅�目的�，

台��二 ; �加坡、��並列�三；�門緊�其�。�門的�合積

��名雖位��，但其得���加坡和��的��相���。而

�圳作為�名��的城市。

圖6-1　綜合排名

� 6-2中的維度�名展�了不同目的�在不同維度 (�療��

��療水準、�療�源��療承載力、���成本、環境�環�、

基礎建設��合交�、旅��活力�收� )的競爭力。�加坡作為

亞�為�不�的發�國家之一，基礎建設��合交�得��先於

其�目的�。儘��港位居榜首，但其在不同維度的表現亦暴�

出發展不平衡的��。�加坡、台�、�圳雖�在�一維度�異

軍��的表現，��來看得�相對平�，並沒�出現���港�

兩個維度間的�大�異。�門亦顯�出��港��的結構性問題，

即各維度得�層��明，��十�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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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　各項維度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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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旅遊業活力與收入
�港在旅��活力�收�維度仍佔居�先�位，即便是��

彩�高額�收�名的�門�未�企�，�至���的���不明

顯。不�成熟的�彩��來的戰略��使�門明顯�先於�加坡、

台�和�圳。該維度的出色表現是對�門旅���去發展的�定，

但�種�度上���了�門對旅�產品的依�性 (�� 6-4)。

旅��作為�門的支柱性產�，除了依�於其�產��推動

經濟走向�元�發展，旅��本�����續��，對社會��

��敏�的��力，不斷�索�的旅��式，拓�發展�路。

圖6-3　遊業活力與收入維度排名

圖6-4　旅遊業活力與收入競爭力定位圖

6.3  基礎建設與綜合交通
�加坡在基礎設���合交��度的表現中斬�佳績，且沒

��廢�何一方的發展。�而�恰恰是�門和台�兩座城市�大

的短� (�� 6-5 & 6-6)。

在所�的競爭者中，�門的�理面積和人口�量�居末位，

但人口密度卻位居�球之冠，是�港的三倍��。�狹人眾�必

會��基礎建設疊代�度受限較大。對於一個仍��求發展�度

的旅�而言，�於陳�的基礎設�會���客的�驗�，尤其是

面對�圳、���樣的年輕城市，�門更�是一個步�中�年的

城市。�門在未來發展��中，�必�針對基礎建設做出結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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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不但��求�給�客更�的�驗�，�為本�居民的生活

�來便利，使城市��年輕�和現代�。

�門����未�實現在交�和基建設�的�衡發展。��

�在交�上成績不佳相�，�門的交��況在競爭者中仍屬�段。

�門和�港都��擁�一�國��場，�障國�旅客����

捷的方式���門。不�在�場�量上，�加坡表現更佳。其面

積不��港的三�之一，卻擁�兩�民用國��場。其中，��

四十�年的樟宜�場被國�旅客�為「�舒�的�場」；毫��問，

�加坡在國��勤方面享�很大��。

港、�兩�的城市交��倚仗�共巴士和軌�交�。�港擁

�更發�的軌�交���，卻並沒�在得�上超越�門。�門現

�的巴士��和正在建設中的城軌交��幫助�客輕���目的

�。另一項��殊的服�當屬�門�企�店獨�的��巴士。�

論是���路、水路�是�������門的旅客，��在珠海 -

�門關口、碼頭或�門�場��免費��巴士�往�店。��巴

士向所�旅客（�住店客人�可享受）免費開放，並提供�質服

�，大大�省了旅客的�勤�間，緩�了舟車�頓�來的疲倦�。

圖6-5　基礎建設與綜合交通維度排名

圖6-6　基礎建設與綜合交通競爭力定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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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醫療體系與醫療水平
�療����療水平是衡量�一��成為��旅�目的�的

�力的重���。現�的�療水平和�療���源��是本研�

瞭�目的���水平和�客瞭�當��療場所所具�的治��力

的重���。本研��試��對�學院水平、�兒��率和人�

壽命�三個方面來�較不同目的�的�療水平。

�學院作為�療人才的教��培��構，其水平的量�對�

析當�的���療水平具�很高的參考意義。�兒��率的高�

和人�壽命的長短可�直��應當�的�療水平。�常�療水平

��兒��率�負相關關�，�人�壽命�正相關關�。�療�

�方面則是從每千人所享�的註冊�生人�、�士人���當�

政府人��共�生開支三個⾓度�行�析。

圖6-7　醫療體系與醫療水平維度排名

基於� 6-7維度�名�況，�港的�療�力可�是�強的。

其�五�的整�得���相對較小，從高到��別是台�、�加

坡、��、�門和�圳。�門的���名��，��加坡、��

二�的得�相�，但��港的���常明顯。但�單獨�析�療

����療水平，六個旅�目的�的表現又是另一幅景�。

�� 6-8所�，�港仍表現�異，在人�壽命、�兒��率

和�學院水平�具��先性，可見其整�的�療水平具�絕對�

��位。而�門�先於其�中國城市，��得���加坡�平。

�門目�僅擁�一所�學院，即�門科技大學�學院；而�加坡

擁�三所�學院，其中�加坡國立大學��國杜克大學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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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於世��先水平。�可��釋為何�加坡的�學院水平�

勝�門。

�而，�門在人�壽命和�兒��率兩方面��加坡的��

不大。�而在�學院水平居末位的�提下仍���在人�壽命的

�弱��，可見�門的大環境�常宜居，生活�閒，是��港截

�相�的“��奏”社會。

圖6-8　醫療水平各指標排名

�� 6-9所�，在每千人口所享�的�、��例�現了明顯

的�異�。�加坡、�港、�圳三�每千人口對應的註冊�生和

註冊�士�量��較大，��當�的人口��、��量直�關�。

�一方面台�的表現更佳，每千人口對應的�、��例���平，

且人��共�生開支��於�港和�加坡。��明台�的�療�

�完�的相對較早，在��人員的�置上�間較早，且��定的

承�關�。�門在����上表現�乎是四大灣�城市中��的，

但�門政府的人��共�生開支卻僅�於�港。�可���門的

�學院�量較少、��人員的絕對�量不夠不�關�。在人力�

源方面，儘��門面臨人口�於稠密的社會問題，�是��培�

或引�海�外的高�尖�學人才來�實本�的�療�源，並思考

一套行之�效的�學人才引��序。否則根本彌補短�，更�論

提升城市競爭力。

圖6-9　醫療體系各指標排名

6.5 醫療資源與醫療承載力
�療�源�承載力是衡量城市發展��旅��力的另一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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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度。城市現�的�療�源�承載力，很大�度上��了該城

市是否�在不影響本�就��求的�提下，�足到訪的��旅�

�客的�求。本研��每�人口可享�的�合�院、私人診所、

普��生站�床位�作為�析�療�源的四個方向。�床位使用

率、�立�院 /私立�院床位��值作為�析�療承載力的兩個方

面。

�療�源是提供�療服�的生產�素。不同��的�療�構

�人口的�例�況和其提供的服�設�的人口�例可用於�析�

療承載力，因��擇�上��⾓度�析�療�源的相對���度

較��服力。床位使用率則是�應了病床的工作負��況，��

�了�院病人的�轉率高�，一定�度上���定���受住院

��項目的�客�在�大�度上��床位�源。�立�院�私立

�院床位�的�值則是由於面向的�療�求者不同，��床位的

難度�不同。床位使用率和�私床位�被作為�析對�客�療承

載力的�素。

圖6-10　醫療資源與醫療承載力維度排名

��層面，六所城市在�療�源�承載力的�合表現�異較

大 (�� 6-10)。台�是結合兩個維度得��高的城市，�門緊�

其�；��和�圳大灣��部的兩座一線城市，表現相���。

而�療水平相對�先�的�港��加坡卻����。

在本研�提出的三項�療��中，台�的得��常�衡，�

�其經濟�步較早的先天��不�關�。不��來者�同樣�意

十足，����在�合性�院�量上已經超�了台�，成為大灣

�四城中的佼佼者。

�門人口雖�只��港的四�之一，但�乏�合�院�一根

本劣�難�被��。�門每�人所擁�的�合�院�量�床位�

明顯��於其�競爭者。所幸�門的私人診所和初��生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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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應付本�的基礎�療�求����。

�港的床位使用率得�較�，�明床位佔�率相對較高，�

果��旅��客的群��於�大，可�會出現不必�的�療�源

擠�。�港的�立�院床位�量�於私立�院。作為服�於本�

居民的重��療�構，�立�院可向�客提供的�健性�療�源

�常�限；而私立�院的收費昂貴，僅�合高收�人群享受它們

的��服�。

�門看�在�療承載力方面�名��，但是本�所擁�的絕

對病床�量太�稀少。�門��面積太�狹小，且�療技��之

�港則難�其項�。即便�門的病床佔用率是六個旅�目的�中

��的，但是一旦��緊��況（���，疫��發�），住院

病人��增加，�門的病床�一定會顯得捉�見�。因�，想�

��合性�院為基礎，�引大量�客���住�院享受��服�，

對於目�的�門而言是不現實的。因�，�門應�用私立�療�

源，���高端�檢為主的私立�療�構��療中心。

圖6-11　醫療資源指標排名

圖6-12　 醫療承載力指標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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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環境與環保
環境�環�是本研�衡量��旅�目的�的�套�源�域。

相較於對自�環境的考量，�客在旅行�更���的是社會環境，

例�現代�的�度、街上�動的人群量�。基於�，環境維度的

��包括人口密度和現代服��佔所�社會產�的�重。環��

整�環境�較�相�的受����，受限於�客的旅行�受��

理環境，�城市的��質量、城市����率和污水�中�理率

是主�的三項��。在面對�球性的��變�、�端天�現�日

漸頻�，�關“可�續發展”的理�在�天�曾經�何一個�代

都�手可�。環�是對城市可�續發展的直�考量因素。

圖6-13　環境與環保維度排名

在環境層面，�港再�和�年的“競爭者”�加坡激烈交鋒。

二��被�為是環境�環��合維度表現��的旅�目的�。�

加坡自首��理李光�執政�期就提出打�“��城市”的願

景，從��的���名來看，曾經“因鮮�和樹木而��，�盡

所�的乾淨且沒�垃�”的願景正在�漸成為現實（a garden city 

beautiful with flowers and trees, as tidy and litterless as can be）。台�、

�圳、�門���則依�位居�合���列 (�� 6-13)。

環境層面的整�得��異不大，足見大灣�在推動城市發展

�已�環境因素��考��疇。��年來中國�求的高質量發展、

“��� -�中和”城市治理理�相�合。

在各項環境��中，�門作為�球人口密度�高的城市，�

客�受到的擁擠�度�高。同�，�門的旅�服�產�得��高，

表明�客在���門期間，對�受到的高質量服�相當�意。�

加坡��港同樣是世�知名的人口稠密城市，而�港的現代服�

�雖不��門，卻�是每年�引��中國�客的旅�勝�。

在環�方面，�加坡是表現�出色的旅�目的�。�別是�

加坡完�的污水�理��，�其在環��域���出。台�由於

��面積較�，整�的��質量�相對較�，環�維度得�僅�

於�加坡。大灣�四座城市在環�層面的得�一�，依�為�港、

�圳、�門和��。

�門的“�大難”問題在於�域面積太小，又�建��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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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發展�求的�宇建�，�稱是“螺螄殼裡做�場”。��一來

�必會犧牲����率，從而影響�終得�。幸��門並�一個

依仗製��或高度工��的城市，相�是旅��一家獨大的�型

單一經濟�，對自�環境的破壞較少，因�整���質量較�，

���名居中。��則是�其在環境方面的表現�異較大，三個

⾓度�得�較�。

圖6-14　環境指標排名

圖6-15　環保指標排名

6.7 安全與成本
旅�目的�的���旅行成本�是影響旅客����的重�

因素。本研�結合相關�構發布的城市����、�交��品�

���來衡量量�旅�目的�的在����。旅行成本方面，本

研���了��客旅��相關的三個��：物價��、平�住宿

成本和域�交�成本，同��當���收�作為影響物價水平的

間�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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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6　安全與成本維度排名

�����名顯��門是所�目的�中�����高的城市

(�� 6-17)。�別是在�共交���層面上，意外���少。�加

坡雖�在交�層面表現一�，但城市�����其�品����

得��較高，整�����得�僅�於�門。��首��理李光

�信奉並堅�推動的“�刑�法、重刑重罰”的法制理��不開。

�港在交���品���較為出色，�合����得���兩者

得��異不大，長期被經濟學人智庫�為是“�球���的城市”

之一。�圳、��和台�雖�緊�其�，但��三者的��較大，

尤其是台�的交���品������名�末。

成本��的得�較為相�，顯�出得���的三座城市��

三座城市��較大的現�。台灣自 2016年�至�，每年�上��

�工��準，本已超越了所�的中國��城市（上海的��工�

�準居中國榜首）。而核心城市台�的��工�亦超越了�港和

�加坡，且物價��、住宿成本和交�成本都��於其�競爭者，

整�得��況較�。��、�圳雖�同為大灣�一線城市，��

工�水平居末，但其物價水平相對港、�卻���。

對於普�收�家�或工��層而言，港、�的物價水平顯�

讓大部�人�而卻步。�果從經濟負��中國人相對�守的�費

理�考�，��、�圳的相對�物價顯�更具�引力。�門因為

受限於各種因素，引�外��員僅作為緩�當��動力不足的一

種手段，並不��止�動力成本的上升，使得�門的物價水平�

生活成本越來越���港。但不可否�的是，�門的服�質量和

定價�準確實��得高��層的�睞，鎖定高端市場或許是�門

向��旅��路�出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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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7　安全指標排名

圖6-18　成本指標排名

6.8 小結
���上的�較�析可�發現，�門確實具�發展��旅�

的�力，在�個維度具�一定競爭力。就目�的��來看，盡�

�門的�合得�並未�於��列，但細�到�療����療水平、

�療�源��療承載力、���成本、環境�環� 、基礎建設�

�合交�、旅��活力�收�六個維度的單項或�項��，可�

�到其具�獨�的�方��。�門在賭�開放�的十�年間，經

濟高�發展，旅���人才濟濟，同�建立�了自己的服��色

和人才培���。�彩�的��為�門積累了雄厚的財富，在開

拓�產���提供一定的經濟支�。對於已發展��旅�的國家

和��，�門應該秉�“��心�”，�方位�了�其發展�式，

並思考自�的���劣�，��未來可��到的挑戰和質�。在

��弱�維度，�別是基礎建設��療�源方面，�重��視其

對社會的意義，規劃�的發展�路，��合社會大眾的利益而作

出改變。

當�，本章��具�一定的局限性。部�維度涉�的��由

於��難��得，�法��本研�的����。例�，由於部�

��未披���放��，本研��法�其作為衡量環境�環�維

度的��之一。未來的相關研�，可基於其�維度來補�或豐富

各維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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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討論與總結

7.1 將康養旅遊發展成為澳門新的競爭優勢
本研�結果��出�門發展��旅�相關的外部環境因素和

未來的�會，��環境因素包括旅客基礎、法律環境、經濟發展

戰略、競爭強度和�動力市場，���門擁�的獨��源和�力，

�作為��旅�產品和服�發展戰略制定��中的重�考量因素。

7.1.1 發展康體旅遊 

�門擁��項���源，包括世��的旅�設�、�質的服

�、����、休閒設�和中���源，並把握了大健�產��

力�主�趨�和��。因�，它在發展��旅�方面具�一定的

�力。�門可考�打�的��旅�產品包括：一站式健�旅�套

� (� 7-1中的 P1)和銀���旅�產品 (� 7-1中的 P2)。P1的

例子可�是高度客制�的套�，包括中��詢、水療和��治療

�並結合高端住宿和休閒元素。P2的例子可�考�為高端銀�市

場�別設計的假日套�，���殊��元素。�兩個產品�別都

針對高端旅�群�，而不是大眾�客，��開本研�中提到的�

門本�已存在的一�弱��源或限制�件。

圖 7-1　潛在的康養旅遊產品

7.1.2 開發醫療旅遊精選產品

�門在土�面積、成本、�療服�提供�構和相關法律框�

方面存在一定的弱�或限制，成為了發展��旅�的�在障�。

因�，�門在開發��泰國和其�目的�所提供的大規�或大衆

��療旅�產品方面的�力�限。�而，�門仍�具�一�獨�

的��。例�，正�受訪者所�，�門可�買到目�市場 (内��

客 )�常不容易�得的�口�療產品，例� HPV疫�。�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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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富裕家�在享受旅�的同�，可�會�擇�門作為注� HPV

疫�的目的�。高端私人�療產品和服� (�基因檢測、高端�檢

套� )很�可�會�引其�高端旅�群�。���療旅�產品�

�夠�大限度�利用�門的現��源，同��免受到�證問題和

其�限制�件的約束。

7.1.3 實施與執行

很�受訪者都同意，旅��費的大趨�不會因疫�而改變。

�而，疫�會拉動部�旅�產品的市場�求，或在疫�結束�出

現�續一段�間的“報�性”�費。�門�何順應潮�，�住��，

打���旅�產品已成為當�之�。結合質性、量性和�較研�

結果，本研�提出�下��建議。

首先，從�者和企�應��了�大趨�、�在��和�源，

���住�會，並密切���息�變的市場環境。�冠疫���

重大事件�輕易打破現�的行�趨�並����。�門首先��

正視的是現實存在的限制和弱�，��再制定相關產品的戰略定

位。在�一��中，我們��思考��旅�產品�何�現�的旅

�產品互補並共同發展，開發的�產品���合城市的戰略發展

方向。

其�，企��把握���旅�產�的關鍵成功�素。� 7-1

中推�的產品�夠對應文�中討論的關鍵成功因素。就社會環境

而言，�門是世�上犯�率��的城市；受訪者們亦�可�門擁

�良�的社會和文�環境，�客�放心自在�享受本�的旅�設

���源。就�理位置而言，�門��主�客源市場，大大��

了在�中�費的金錢和�間成本。重�的是，�門的旅��和�

店�可��合並支���旅�產品的開發和推�。�外，�門的

�療�生��雖�在規�上較其�對�城市小，但在�物和�療

�源方面都��證。正�受訪者所提�，�門從�人員都長期參

�旅��的發展，熟�和瞭��客的�求 (包括��人員 )，因�

相信�們�夠為旅客提供可��國��準的高質量服�。

�三，� 7-1中的建議方�，除了��自發參�產品開發之

外，���政府相關部門之間的��對�和協作，其中必定包括

但不限於�生局和旅�局。跨部門合作是旅��的常見做法。�

門政府長期在推�“旅� +”的��，�意味�旅�����其�

服�部門合作，提供�樣�的旅�產品，��應�客不斷變�的

�求。合作對於實現旅��的可�續發展至關重� (Graci, 2013)。

�而，成功的合作��於一�關鍵因素，例�，除協�和溝�外，

��建立共同目�和共同�定的框��實��合行動 (Berresford, 

2004)。因�，在發展��旅�之�，��做�大量的基礎工作。

值得�幸的是，�門自回��來，在跨部門合作方面已�得不少

寶貴的經驗和成效，相信����經驗�用於��旅�產品的開

發，�會大大縮短跨部門合作初期的�合�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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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總結 
�冠疫�提高了人們的健�意識，因�可�預見 ,��旅�的

�求在未來很長一段�間���上升��。�門的經濟�元��

��來自臨���旅��的競爭�力加重了�門開發��相關旅

�產品的緊�性。��趨�可�成為推動利益相關群��索開發

相關產品的主�動力。�門擁�得天獨厚的�源��和高效的跨

部門協作�力，再結合�利的政治、社會、文�、�理和經濟環境，

�實具�發展��旅�的�件、市場和�力。

附錄　　指標說明及數據來源

維度一：旅遊業活力與收入

遊客佔當地居民的比重

�變量衡量當�旅�經濟活躍�度，����經濟對旅�的

依存度，�除經濟規�和人口規 Z��異�來的不可�因素。�

�來源：�門��旅�局 2019-2020主��合��、2019年 12

月訪港旅客�計、2019年��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報、

�圳市 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報、來台旅客�費�動

向��、�加坡�計局 -�客量�計。 

平均停留天數

�客的平�停留天�是衡量旅�目的��引力和旅��發展

�段�規�的重���。�變量�除了�店�住宿�量�異�成

的影響，展�當�對�客的實��引力。��來源：�圳市 2019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報、�門��旅�局 2019-2020主

��合��、2019 年�港旅���計報告、�東省�計局 -旅�

��人�、�圳市 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報、來台旅

客�費�動向��、2019�港便�旅��、�加坡�計局旅��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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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及文化遺產

該變量�計了各��世��物質文��產和主題��的�量，

��來目的�必做的十件事，�行�合�序，用�衡量��該旅

�目的�是否具�獨�的�志性旅��源。相關信息來自世��、

國家��物質文��產名�、知名旅��站 TripAdvisor。 

星級酒店

�變量�用三星��上的�店�量來衡量各���店�的

���力和��發展的�合水平。��主�來源於 Forbes-hotel, 

restaurants，SPA、中�人民共和國文�和旅�部�國星��店�

計報告、�港旅���計，�門�店���、�加坡�店名�、

台�交�部�光局 -旅宿�相關�計。

酒店客房數

該變量�各星��店的客���來衡量各���店�的承

載力。��來源於�港旅���計、�門�計年�、���問

�團對政府�站、上市�司財報��開��行�大��的�計 -

� 東 � 店 �、HOTELS & TOURISM (ARIANNA DANGANAN 

SINGAPORE)、台�交�部�光局 -旅宿�相關�計 -旅��間�。 

旅遊業營業收入

�變量是一個�旅��收�佔 GDP �重的相對��，它��

的是旅��在當�經濟結構中的貢�度。 ��採自各�� 2019

年官方披�的 GDP��、�圳市 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計�報、2019年��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報、中國�港

�別行政�旅��收�、來台旅客�費�動向��、�門�区旅

�局 2019-2020主��合��、�加坡�計局年度旅���計 。 

餐飲業收入

旅��促�並�動���的發展，���影響�客的旅�質

量，因����的發展�度和旅��息息相關、相輔相成。�變

量�人������額來���產�的經濟效益。��摘自�門

����合�會 2019年�����、�港�肆的收��購�額�

��計��報告、�圳市 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報、

《���皮書：��國��貿中心發展報告 (2020)》、台�交�

部�光局 -旅宿�相關�計 2019年、Statista-Food-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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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度二：基礎建設與綜合交通

寬頻速率

���絡作為信息傳�的載�，是推動�方經濟和旅��協

�可�續發展的關鍵基礎設�。�變量採用移動���率和固定

���率衡量各城市���絡的基礎設�質量和�信產�的發展

水平。��來自 Speedtest Global Index �《中國�頻�率狀況報

告》。 

飛機起降航班

該變量用���各��的�����求�況，基於主��場

�中交�工具的������行�名。��來源於中國民�局、

�港民�� 2019��交��計�字、�門交��訊� -�場��

�量、台�桃��場和台��山�場、�加坡�計局民��計�

�披�的���量�訊。 

人均城市道路長度

�變量用�衡量各���路設�水平。���自中�人民共

和國互��信息辦�室披�的信息、�門��繪製���局、�

港��署�路�計��、���計年�、Statista�加坡鋪設�路

長度、台�市政府工�局 -台�市基本��。 

交通擁堵

該變量採用 TOMTOM TRAFFIC INDEX和 PwC�合中國發

展基金研�會發佈的��之城 2020涉�的��，作為交�出行的

參考。 

機場便利性

該變量是根�各��場到市中心的��衡量當�的交�便利

�度。��來自中國國����司官��對�城市門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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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度三：醫療體系與醫療水平

人均預期壽命

預期壽命又稱期�壽命、生命期�、平��命，是衡量單一

生命存活平�長度的�計量。��主�來源於各政府�計局發佈

的�計年�、�加坡�計局���預期壽命�計、��市�生�

源和�療服��報、《關於打�健�中國“�圳樣�”的實�意

見》。 

嬰兒死亡率

�兒��率是�每 1,000名活產兒中在一歲���的人口�。 

�個�率是衡量一個國家健�水平的��。��來源 Statista�兒

��率、�門�別行政��生局 -�兒��率、�圳市�生�計

提�、�圳市�生�計提�、�港�生署健��計�字 -�兒�

�率���生福利部�計� -台��兒��率。 

醫學院水準

該變量�計了 QS World Universities Rankingzh中�學院�量

�品質�名，考�到上海推出的《世�大學學��名》(ARWU) 

在中國��的影響力，�合兩個學科�名��得出城市�學院水

準。 

政府人均公共衛生開支

�變量��了各政府的年度�計報告，��政府在�共開支

上�費�至每人����的免費�療服�費用。��主�來源於

��市�生�源和�療服��報、�圳市�生�計提�、�港�

別行政��療衞生開支估�：�加坡�計局政府�療開支、台�

�生部�計� -�共�生開支。 

千人口註冊醫生 / 護士人數之比例

該變量是千人口���的�生 /�士服�的��，來���患

�例是否�衡。 ��主�來源於�門�計�普�局�療�計、�

圳市�生�計提�、台��療�構現況�服�量�計年報、�港

�別行政��生局�計�� -�療衞生�源、��市�生�源和

�療服��報、Statista�加坡每 10,000名居民的�生人�、�加

坡�計局 -�療人力�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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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度四：醫療資源與醫療承載力

萬人口綜合性醫院數量

�合�院�常是�該�院為�學科�合病種診療�院。該�

�主�衡量每�人���的�合�院�量，��主�來源於��

市�生�源和�療服��報、�圳市�生�計提�、�門�療�

計、台��療�構現況�服�量�計年報、�港�院�理局�佈

的�量、�加坡�計局�療設��計。 

萬人口私人診所及初級衛生站數量

該��衡量每�人���的私人診所�初��生站�量，�

�來源�圳市�生�計提�、�東省�生健��計信息�本 -各

��生�構�、�門�計�普�局�療�計、�港衞生署 -私�

�療�構規�辦�室�佈的私��療�構�量、台��療�構現

況�服�量�計年報、�加坡�計局�療設��計。 

萬人口床位數比例

該變量參考了�門的�療設���源�計��、台��療�

構現況�服�量�計年報、��市�生�源和�療服��報、�

加坡�計局�療設���源��、�港�院�理局年報、�港健

��字一�、�圳市�生�計提�。 

床位使用率

床位使用率定義 是��每天使用床位�實�床位的�率，即

實�佔用的�床日��實�開放的�床日�之�。該����主

�來源於�東省�生健��計信息�本 -���圳、�門�療�

計、�港健��字一�、台��療�構現況�服�量�計年報、 

SingHealth overview。 

公立醫院 / 私立醫院床位數比值

�����來源於��市�生�源和�療服��報、�加坡

�計局�療設���源��、�圳市�生�計提�、台��療�

構現況�服�量�計年報、�港健��字一�、�門��政府�

�院本�披�的各床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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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度五：環境與環保

城市安全指數

該��是採用了《2019中國���城市�行榜》和�合國�

理會的城市��相關的報告中的��作為參考。

公共交通安全

交���是�客出行主�考量的因素之一。 �變量�每百�

人口因交�事故��的人��例來��社會�共��狀況。��

來源於�門交�事�局 -交�意外事故�計、�港���交�報

告、��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報、�加坡��局 -年度

�路交��況、�圳市��局交�員�局�佈的交���人�、

台�市政府員�局交���大隊�計��。 

食品安全

�品��是旅�旅�考量��是否�心的重�⾓度。該⾓度

的��來源於中國十佳�品��城市�行榜和Global Food Security 

Index的�合�析。 

物價 & 城市內交通成本

�客的實�購買力和各����的相對物價水平�緊密�繫。

出行成本是�客�擇旅�目的�的重��定因素之一。����

城市�交巴士和出租車兩種交�工具的計價費用作為衡量城市出

行成本的�準。兩個��的��來源�為 Numbeo。 

最低工資標準

目的���工��準是基於�客在目的���成本的間�性

�對��，��主�來源於各城市�動局�佈的��工�規定、

�例�法�。 �加坡沒��合的��工�法律或法規，但對��

工和��人員作出了��工�規�，因�本研���其二作為衡

量�加坡��工��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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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度六：安全與成本

人口密度

人口密度是��人口�佈�密�度的常用�量��，用來衡

量�一��的人口�佈狀況。�當的人口密度�夠確�良�的旅

�、�生�經濟�件。���自�門�計年� 、���計年�、

�圳�計年���台�、�港、�加坡政府披�的�計年�信息。 

現代服務業比重

旅�產�的可�續發展很大�度依�現代服��的同步改�

和提升。 �變量�現代服��增加值佔��生產�值的�重來表

明��城市產�結構和經濟環境的現狀。���自��市經濟�

行�況、�圳經濟�行�況、台�市政府產�發展局整����

況、Statista-�加坡各經濟部門的國�生產�值 (GDP)�佈�門�

計普�局�門產�結構、粵港�大灣� -�港主�社會經濟��

�介。 

空氣質量

該變量採用年平���質量�合��來��各���質量�

合狀況。該��對細顆�物 (PM2.5)、可��顆�物 (PM10)、二氧

�� (SO2)、二氧�� (NO2)、�氧 (O3)和一氧�� (CO)六項污�

物的污��況�行�合評估，��越大表明�合污��度越高。

��來源於中國環境�測�站發佈的 74個城市��質量狀況月度

報告、台灣��品質�測報告年報、�加坡��污�水平檢測報

告、�門環境狀況報告、�港環境��署本港主���污�物的

年��度記�。 

城市綠化覆蓋率

採用城市����率作為衡量各城市生�環境的��。 ��

�自�門��市政署�門��現狀、�圳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計�報、�港�別行政�政府發展局立法會事�對��發展的

披�、��市林�和�林工作視頻會披��訊、東南亞首府城市

�色開放�間規劃報告、台灣的市政當局披�的��。 

污水集中處理率

�變量衡量各�污水�理和水�源�環利用的效率，�而�

�出該�環�意識和�色經濟發展水平的�異。���自�圳市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報、《��市城鎮污水�理提質增效

三年行動方�》、�門環境�計、��署 -可�續發展報告、台

灣污水下水�用戶��普�率�整�污水�理率�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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