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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旅遊從業員經濟困境
　　疫情持續至今進入第三年，對澳門經濟造成巨大衝擊，在各國出入
境政策的調控下，本澳旅遊業首當其衝，訪澳旅客人數從疫情前2019年
的3,941萬人次，大幅下降至2020年的590萬人次[1]，以旅行團為主的相
關從業人員如導遊、旅遊巴司機等收入大幅下降，就業不足的情況明顯，
生計難以保障。儘管隨國家對疫情實施有效管制及疫苗接種的普及，旅
遊業在2021年上半年出現回暖，旅客人數及酒店入住率亦有一定上升，
但因應近期變種病毒讓疫情再次反覆，期望藉“十一”黃金週及農曆春節
扳回一城的希望再一次落空，令相關從業員的處境雪上加霜。
　　早前政府回覆議員質詢指，透過“以工代賑”及“職業培訓”的方式，
助力有關從業員渡過逆境，包括推出“心出發‧遊澳門”、“澳人食住遊”
以及就業導向帶津培訓等項目[2]。然而，有業界團體受訪時反映去年
「食住遊」的報團人數並不理想，有導遊一個月僅帶一次團，且當時是
大部分導遊選擇放棄帶「食住遊」旅行團，故對最新一期“澳人食住遊”
未敢太樂觀 [3]。旅遊業作為受疫情影響最深的行業之一，旅遊從業員苦
守兩年，經濟及生活狀況步步為艱，希望政府能夠提出更多針對性措施，
協助業界渡過“疫”境。
為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1. 政府一直透過旅遊局向旅遊業界提出針對性的就業支援，請問當局有
否就針對旅遊業界的“以工代賑”及“職業培訓”措施進行評估？而相關就
業支援措施又有何實際成效？
2. 承上題，由於疫情持續及反覆對旅遊業的影響，且較其他行業深遠。
而去年“食住遊”為旅遊業帶來本地遊參團人數四萬多人次，酒店體驗人
數七萬多人次，為旅遊業帶來活水，但與旅遊局預料五十萬的參與人次
對比[5]，明顯有較大落差。請問當局能否因應未來疫情及粵港兩地的通
關情況，以及新一期“食住遊”的實施情況後，善用相關預算，研究增加
本澳市民可享受“食住遊”的補助次數，以提升措施支援旅遊業界的成效？
3. “深合區”和“大灣區”是澳門未來發展大勢，其經濟及人口總量都是機
遇所在，去年11月發布的《澳門旅遊業發展總體規劃》檢視報告中亦指
出要落實深化區域文化和旅遊領域合作[6]。請問當局會否考慮推出“灣區
旅遊專業認證獎勵計劃”，加強與國家有關部門合作，推動從業人員考取
國內導遊證或駕駛執照，為未來區域旅遊合作的深化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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