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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面對澳門博彩業發展蓬勃的今天，澳門各行各業的人力資源出現嚴重不

足是不爭的事實。大學生參與本地勞動力市場無疑是注入新鮮而及時的血

液。他們的加入不僅有效緩解了部分用人壓力，也使得用人單位的勞動力成

本得到某種程度的降低。大專學生一般已經是 18 歲以上的成年人，不想完

全依靠父母，而選擇從事各種經濟活動體驗社會是一種正常的現象。更何況

澳門現在的教育成本也是比較高的，對很多家庭來說，子女就讀大學的教育

費用成為家庭一項重要支出，做一些兼職是必要的。同時，這也是他們接觸

社會、鍛煉自己能力的一種必然途徑，由此獲得的經驗和處事能力是無法在

課堂中獲取或用金錢衡量的。 

但是，澳門乃物質誘惑彙集之地，不少大專學生從事兼職是為了能夠滿

足物質方面的需求，而且他們一般選擇兼職工作的標準往往從工資是否豐

厚、時間是否與上課衝突出發考慮，反而很少顧及工作的性質和內容，這種

對學業並無太大推動作用。此外，在學階段的學生們正是學習知識、掌握技

能的黃金時期，如果不能抓住這一階段好好完成學業，僅為了眼前蠅頭小利

盲目兼職，這對未來的職業生涯是得不償失的。過多的兼職對於年輕人的體

力、精力都是較大的損耗，一些本澳同學甚至將讀書和兼職的位置本末倒

置，白天精神恍惚、上課不斷瞌睡或經常缺勤，學習的時間與精力必然不夠，

學不到紮實的基礎知識，進而影響到學業，影響到自身素質的提高。常言道：

“書到用時方恨少”，作為大學生則更應該專司其職，在學時期應該珍惜學習

的時間，多積累一些知識，日後工作賺錢的機會多得很。而學習機會一旦失

去，以後想尋找就難了。再者，人力資源開發是有時效性的，如果沒有得到

及時、有效地進行開發、利用、投入，就會隨著時間/年齡的流逝而損耗甚至

喪失其作用。 

透過本次的調查研究，我們希望有關政府部門能夠正視本澳大專學生的

兼職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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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基本情況基本情況基本情況基本情況    

1. 1. 1. 1.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本次研究主要是為進一步收集澳門在學大專學生參與勞動力市場的情況，掌握大專學

生多元化生活的基本特徵，繼而為研究大專學生奠定基礎，向澳門特區政府相關部門，各
高等教育機構，各社團及社會服務團體提供資料和建議。 

 
2. 2. 2. 2. 母體描述母體描述母體描述母體描述    
本次研究的對象為澳門在學的大學或學院預科、專科學位課程、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

澳門共有 10 所高等院校，其中較有代表性的高校主要有：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澳門
理工學院，澳門旅遊學院四所院校。 

 

表 1   2004/2005 年度澳門高等院校註冊學生人數（按學位及文憑分） 

高等院校高等院校高等院校高等院校    
博士學博士學博士學博士學

位課程位課程位課程位課程    

碩士學位碩士學位碩士學位碩士學位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學位後文學位後文學位後文學位後文

憑課程憑課程憑課程憑課程    

學士學位學士學位學士學位學士學位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高等專科高等專科高等專科高等專科

學位課程學位課程學位課程學位課程    
文憑課程文憑課程文憑課程文憑課程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亞洲（澳門）國際

公開大學 
34 5,162 2,577 1,537 5 - 9,315 

澳門科技大學 283 4,182 - 2,845 - - 7,310 

澳門大學 34 1,153 116 4,113 146 - 5,562 

澳門理工學院 - - - 485 2,253 - 2,738 

旅遊學院 - - - 71 436 - 507 

澳門管理學院 - - - 107 188 - 295 

中西創新學院 - - - 10 - 211 221 

澳門鏡湖護理學院 - - - 214 - - 214 

校際學院 5 122 - 8 - - 135 

澳門高等校際學院 - - - 27 - - 27 

總計 356 10,619 2,693 9,417 3,028 211 26,324 

 
 

表 2    2004/2005 年度澳門高等院校註冊學生人數（按性別分） 
高等院校高等院校高等院校高等院校    男男男男    女女女女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澳門大學 2,300 3,262 5,562 

澳門理工學院 1,134 1,604 2,738 

旅遊學院 129 378 507 

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25 2 27 

亞洲（澳門）國際公開大學 6,623 2,692 9,315 

澳門高等校際學院 62 73 135 

澳門鏡湖護理學院 20 194 214 

澳門科技大學 4,904 2,406 7,310 

澳門管理學院 84 211 295 

中西創新學院 126 95 221 

總計 15,407 10,917 26,324 

百分比 58.5 41.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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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澳門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網站 www.gaes.gov.mo  

3. 3. 3. 3.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通過問卷調查方式瞭解在學大專學生參與勞動力市場的情況。由於人力物力

等客觀條件限制，本次問卷調查採用方便抽樣的非概率抽樣方法，即由訪問員自主挑選被

訪者。雖然所計算的樣本統計量不能用於推斷整個澳門在學大專學生的情況，但可作為其

當前參與勞動力市場的情況的探索性調查，為以後的深入研究作鋪墊。 

本研究在澳門 10 所高校中挑選較有代表性的五所大學的大專學生作為調查對象。其定

義為：就讀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科技大學，澳門旅遊學院，澳門護理學院五所

大專院校的預科、專科學位課程、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該五所大學 2004/2005 年度的在

校學生約為 16000 人，本次調查在其中抽取約 1000 人作為研究的調查單位。 

發放問卷過程。由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的成員向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澳門理

工學院，澳門旅遊學院，澳門護理學院的學生進行訪問。 

 

表 3  研究計劃時間表 
時段時段時段時段    

月份月份月份月份    
上旬上旬上旬上旬    中旬中旬中旬中旬    下旬下旬下旬下旬    

2006200620062006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設計問卷 
訪問人員招募及培

訓,發放問卷 

2006200620062006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資料錄入 資料分析,撰寫分析報告 

2006200620062006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公佈初步結果 公佈詳細研究報告  

    

4. 4. 4. 4. 問卷收集及資料處理問卷收集及資料處理問卷收集及資料處理問卷收集及資料處理    
4.1 確認問卷 
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 1179 份,其分佈如下: 

 
圖 1     有效及無效問卷分佈圖 

無效問卷:拒
絕回答
14.9%

有效問卷:回
答超過問卷
題目半數
80.5%

無效問卷:中
途停止回答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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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調查所收集的有效問卷占總發放問卷的比例超過 8 成，主要由於是調查採用調查
員進行面訪調查而非留置問卷調查(即由調查員按面訪的方式找到被調查者，說明調查目的
和填寫要求後，將問卷留置於被調查者處，再約定時間再次登門取回填好的問卷)，因此提
高了問卷的回答率。 

4.2 資料錄入 
採用 EPIDATA 數據錄入程式進行資料錄入工作。使用 EPIDATA 可以對各錄入數值範

圍進行控制，因此可大大降低數據錄入過程中的人為誤差，同時提高數據錄入效率。 
本次數據錄入共計錄入問卷 949 份。 
 
4.3 資料覆核及修正 
本次研究在問卷數據錄入完畢後對每疊問卷抽取 5%的問卷進行覆核，即覆核率為

5%。對各疊問卷需覆核的問卷數進行四捨五入後，共需覆核問卷 50 份。 
覆核後發現：50 份樣本問卷當中有錯誤問卷 5 份，錯誤題目 6 題，當中 4 份問卷有 1

題輸入錯誤，另外 1 份問卷有 2 題輸入錯誤。錯誤問卷占抽取問卷（50 份）的 10%，錯
誤題目占檢查題目（50 份問卷共 800 題）的 0.75%（一份問卷中包含 16 條問題），錯誤
率較低。所有在覆核中發現的錯誤均已被修正。 

    
4.4 資料圖形化 
採用 SPSS 資料分析程式對數據進行分析及利用 EXCEL 進行分析結果的圖形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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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問卷資料分析問卷資料分析問卷資料分析問卷資料分析    
    

1.  1.  1.  1.  被訪者樣本結構被訪者樣本結構被訪者樣本結構被訪者樣本結構    

1.1  性別結構 

本次調查中5成9被訪者為女性，約4成被訪者為男性，在調查中一般會出現女性被訪者

比例高於男性被訪者，與五所高校男女比例接近，同時也由於女性更傾向於表示願意與訪

問員合作完成問卷。 

 

圖 2     被訪者性別分佈圖 

在本次調查中，男性與女性被訪者意見的代表程度有所不同。利用統計學之加權方法

(Weight)可以計算不同性別被訪者的代表程度，即權重。經計算，本次調查中一名男性被

訪者意見代表性約為一名女性被訪者的兩倍。 

 

表 4     受訪者中性別分佈與母體資料比較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澳門高等院校澳門高等院校澳門高等院校澳門高等院校    

註冊學生性別分佈註冊學生性別分佈註冊學生性別分佈註冊學生性別分佈    

本次調查本次調查本次調查本次調查    

被訪者性別分佈被訪者性別分佈被訪者性別分佈被訪者性別分佈    
性別權數性別權數性別權數性別權數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15,407 10,917 384 560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58.5 41.5 40.5 59.0 
1.5 0.7 

注：男性權數=母體人口男性百分比/被訪者男性百分比=58.5%/40.5%=1.5 

女性權數=母體人口女性百分比/被訪者女性百分比=41.5%/59.0%=0.7 

由於有 0.5%被訪者的性別被漏填，因此表中被訪者性別分佈中男性與女性所占百分

比之和不為 100% 

 

   1.2  年齡結構 

本次調查被訪者主要集中在19-22歲，其中20歲比例最高，接近3成。 

漏填,
5人, 0.5%

女性,
560人,
59.0%

男性,
384人,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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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回答

 
圖 3    被訪者年齡分佈圖 

1.3  所在學院 
本次調查被訪者共有932人回答了其所在學院，當中澳門大學受訪者佔所有回答人數的

42.8%，澳門科技大學與澳門理工學院約占兩成，分別為23.1%及23.8%，其餘為澳門旅遊
學院和澳門護理學院。 

399399399399人人人人

215215215215人人人人

222222222222人人人人

56565656人人人人

40404040人人人人

17171717人人人人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澳門大學

澳門科技大學

澳門理工學院

澳門旅遊學院

澳門護理學院

無回答

 
圖 4  被訪者所在學院分佈圖 

1.4  專業結構 
由於是次調查問卷設計中，詢問被訪者專業問題為開放式問題，而被訪者對專業的定

義不一，以致部分被訪者的回答為其所讀課程，而非專業，因此難以作統計分析，但總的
來看，被訪者的專業以工商管理科目為主。 

 
1.5  年級結構 
本次調查被訪者主要為大一至大四學生，共占全部被訪人數的96.6%。 

(大一)

22.2%

(大二)

37.9%

(大三)

25.9%

(預科)

3.0%

(大四)

10.3%

其他

0.6%

(大五)

0.3%

(無回答)

0.2%

(碩士研究生)

0.1%

 
       圖5  被訪者年級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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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 . . 參與勞動力市場情況調查資料分析參與勞動力市場情況調查資料分析參與勞動力市場情況調查資料分析參與勞動力市場情況調查資料分析    
 2.1  被訪者的工作情況 

    本次調查是針對目前有兼職的被訪者情況調查，因此所有完成問卷的被訪者均至少有
1 份兼職，其中大部分被訪者擁有一份兼職，占總人數的 81.5%，擁有兩份兼職的被訪者
占 12.6%，從事三份或以上兼職的占 2.1%，甚至有 3.8%的在讀學生從事全職工作。 

81.5%

12.6%
2.1% 3.8%

全職 一份兼職 兩份兼職 三份及三份以上兼職
 

圖 6  被訪者工作情況分佈圖 
 

（1） 工作情況與性別的交叉分析 
本報告對不同性別被訪者的工作情況進行交叉分析：在男性被訪者當中，有 80.7%的

被訪者從事一份兼職，有 9.6%從事兩份兼職，有 7.3%從事全職，其餘為從事三份或以上
兼職。而女性被訪者當中，有 82.0%的被訪者從事一份兼職，有 14.6%從事兩份兼職，有
1.4%從事全職，其餘為從事三份或以上兼職。 

1.4%

82.0% 14.6% 2.0%

7.3%

80.7% 9.6% 2.3%

0% 20% 40% 60% 80% 100%

男性

女性

全職 一份兼職 兩份兼職 三份及三份以上兼職
 

圖 7   工作情況與性別交叉圖 
 

（2） 工作情況與年齡交叉分析 
本報告對不同年齡被訪者的工作情況進行交叉分析：在 24 歲及以下的被訪者當中，均

是主要從事一份兼職，但 25 歲或以上的 5 名被訪者當中，就有 3 名從事全職工作，其比
例過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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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78.2%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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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職 一份兼職 兩份兼職 三份及三份以上兼職  
圖 8      工作情況與年齡交叉圖 

 
（3） 工作情況與所屬學校交叉分析 
對被訪者工作情況與其所屬大學交叉分析後發現： 
從事全職工作的被訪者比例最大的為澳門理工學院，比例為6.8%；從事一份兼職被訪

者比例最大的大學為澳門科技大學，比例為83.7%；從事兩份和三份或以上兼職被訪者比
例最大的大學均為澳門旅遊學院，其比例分別為23.2%和3.6%。 

 

82.0%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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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79.7%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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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護理學院

全職 一份兼職 兩份兼職 三份及三份以上兼職
 

圖 9     工作情況與所屬學院交叉圖 
 

（4） 工作情況與所屬年級交叉分析 
對被訪者工作情況與其所屬年級交叉分析後發現，隨著從年級的升高（預科到大五），

從事一份兼職的被訪者在同年級被訪者的所占比例下降，從預科的92.9%下降至大五的
33.3%；而從事兩份兼職的被訪者比例上升，從預科的3.6%上升至大五的66.7%，而本次
調查中只有一名被訪者為碩士研究生，因此，其比例不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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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職 一份兼職 兩份兼職 三份及三份以上兼職
 

圖 10    工作情況與所屬年級交叉圖 
 

2.2  被訪者全職或兼職工作每週的工時 
本次調查發現，被訪者全職或兼職工作每週的工時較為分散，在947名有回答該問題的

被訪者當中，有22.3%的被訪者每週工作20 ~ 25小時，其次工作15 ~ 20小時以及10 ~ 15
小時的被訪者分別占總回答人數的16.1%以及15.2%，當中亦有5.2%被訪者每週工作超過
40小時，即超過勞動法所規定全職的每週工作時間。 
 

表 5    被訪者每週工作時間分佈表 
選項選項選項選項    頻數頻數頻數頻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有效百分比有效百分比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累積百分比累積百分比累積百分比    

5小時以下 59 6.2 6.2 6.2 

5 ~ 10小時（含5小時） 94 9.9 9.9 16.2 

10 ~ 15小時（含10小時） 144 15.2 15.2 31.4 

15 ~ 20小時（含15小時） 152 16.0 16.1 47.4 

20 ~ 25小時（含20小時） 211 22.2 22.3 69.7 

25 ~ 30小時（含25小時） 101 10.6 10.7 80.4 

30 ~ 35小時（含30小時） 86 9.1 9.1 89.4 

35 ~ 40小時（含35小時） 51 5.4 5.4 94.8 

40 ~ 45小時（含40小時） 32 3.4 3.4 98.2 

45小時或以上 17 1.8 1.8 100.0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947 99.8 100.0   

無回答無回答無回答無回答    2 .2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949 100.0   

 
再對每週工作時間超過35小時的被訪者進行深入分析，發現共有100名被訪者有此情

況，其中有46人從事一份兼職，30人從事全職，19人從事兩份兼職，其餘為從事三份或三
份以上兼職的被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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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每週工作時間超過 35 小時的被訪者人數分佈表 

選項選項選項選項    全職全職全職全職    一份兼職一份兼職一份兼職一份兼職    兩份兼職兩份兼職兩份兼職兩份兼職    
三份及三份三份及三份三份及三份三份及三份    
以上兼職以上兼職以上兼職以上兼職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35 ~ 40 小時（含 35 小時） 11 25 15 0 51 

40 ~ 45 小時（含 40 小時） 12 14 3 3 32 

45 小時或以上 7 7 1 2 17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30 46 19 5 100 

 

（1） 工作每週的工時與其行業交叉分析 
從被訪者全職或兼職工作所屬的行業來看，各行業被訪者的每週工時分佈不一，其中

被訪者主要集中的三個行業情況如下： 
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及酒店業，從事該行業的被訪者每週的工時主要集中在

20 ~ 25小時，占從事該行業被訪者的28.4%； 
從事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被訪者每週的工時主要集中在10 ~ 15小時，占從事該行

業被訪者的23.5%； 
從事旅遊博彩業被訪者每週的工時主要集中在20 ~ 25小時，占從事該行業被訪者的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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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主要行業每週工時分佈圖 

 

(2)  工作每週的工時與其職業交叉分析 
從被訪者全職或兼職工作所屬的職業來看，各職業被訪者的每週工時分佈不一，其中

被訪者主要集中的兩個職業情況如下：文員，從事該職業的被訪者每週的工時主要集中在
20 ~ 25小時，占從事該行業被訪者的23.0%；而從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被訪者每週的
工時主要集中在20 ~ 25小時，占從事該行業被訪者的29.0%。 

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及酒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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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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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

9.3%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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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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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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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15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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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博彩業

4.3%

10.9%

20 ~ 25小時
22.8%

17.4% 4.3%

17.4%

3.3%

10.9%

7.6%

20.7%

5小時以下 5 ~ 10小時（含5小時）

10 ~ 15小時（含10小時） 15 ~ 20小時（含15小時）

20 ~ 25小時（含20小時） 25 ~ 30小時（含25小時）

30 ~ 35小時（含30小時） 35 ~ 40小時（含35小時）

40 ~ 45小時（含40小時） 45小時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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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被訪者全職或兼職的累計時間 
本次調查發現，在942名有回答該問題的被訪者當中，被訪者全職或兼職的累計時間主

要集中三年以內，共占總回答人數的77.0%。 
 

表 7   被訪者累計工作時間分佈表    
選項選項選項選項    頻數頻數頻數頻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有效百分比有效百分比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累積百分比累積百分比累積百分比    

少於1年 241 25.4 25.6 25.6 

1~2年（含1年） 251 26.4 26.6 52.2 

2~3年（含2年） 233 24.6 24.7 77.0 

3~4年（含3年） 99 10.4 10.5 87.5 

4~5年（含4年） 63 6.6 6.7 94.2 

5年或以上 55 5.8 5.8 100.0 

有效有效有效有效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942 99.3 100.0   

缺失缺失缺失缺失    無回答無回答無回答無回答    7 .7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949 100.0     

 

2.4  被訪者所從事的全職或兼職工作所屬的行業 
在本道題目中，若被訪者從事兩份或以上兼職可以選擇多種行業選項，本次分析統計

了被訪者回答中的全部選項，948名有回答本道題目的被訪者共選擇了1031個行業選項，
當中有41.3%的被訪者從事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的全職或兼職工作，其次是從事批發
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及酒店業工作，共占回答人數的26.4%。 

 
2.5  被訪者目前從事的全職或兼職的職業 
在本道題目中，若被訪者從事兩份或以上兼職可以選擇多種職業選項，本次分析統計

了被訪者回答中的全部選項，949名有回答本道題目的被訪者共選擇了1028個行業選項，
當中有32.8%的被訪者從事文員工作，其次是從事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工作，共占回
答人數的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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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被訪者職業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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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選項當中，主要以兼職補習的被訪者為主，共有196人，佔其他選項的82.4%，
反映了補習仍是目前大學生的主要兼職工作之一。 

表 8       被訪者職業(其他項)分佈表 

選項選項選項選項    頻數頻數頻數頻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以以以以 1028102810281028 人為分母人為分母人為分母人為分母））））    
選項選項選項選項    頻數頻數頻數頻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以以以以 1028102810281028 人為分母人為分母人為分母人為分母））））    

壁球教練 1 0.1  零售 1 0.1  

補習 196 19.1  秘書 1 0.1  

打電話問功課 1 0.1  模特兒 1 0.1  

電話投注員 1 0.1  收銀員 1 0.1  

電腦維修 1 0.1  私人助理 1 0.1  

電臺廣播員 1 0.1  網吧工作員 1 0.1  

管理員 1 0.1  維修 1 0.1  

教畫畫 1 0.1  學校學生助理 2 0.2  

教琴 11 1.1  莊荷 4 0.4  

教師 1 0.1  自修室輔導員 1 0.1  

教手工製作 1 0.1  足球教練 1 0.1  

接線生 5 0.5  無回答 1 0.1  

救生員 1 0.1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238 23.2  
    

2.6  被訪者目前全職或兼職工作的總薪資（以月薪計） 
本次調查發現，被訪者全職或兼職工作月薪主要在6000元以下，在945名有回答該問

題的被訪者當中，有47.0%的被訪者月薪為2,000 元 ~ 3,999 元，其次是月薪2000元以下
被訪者，占總回答人數的33.0%。 
 

表 9        被訪者月薪資分佈表    
選項選項選項選項    頻數頻數頻數頻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有效百分比有效百分比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累積百分比累積百分比累積百分比    

2,000 元以下 312 32.9 33.0 33.0 

2,000 元 ~ 3,999 元 444 46.8 47.0 80.0 

4,000 元 ~ 5,999 元 129 13.6 13.7 93.7 

6,000 元 ~ 7,999 元 28 3.0 3.0 96.6 

8,000 元 ~ 9,999 元 3 .3 .3 96.9 

10,000 元  ~ 11,999 
元 

5 .5 .5 97.5 

12,000 元  ~ 13,999 

元 
4 .4 .4 97.9 

14,000 元  ~ 15,999 
元 

3 .3 .3 98.2 

不確定/不知道 17 1.8 1.8 100.0 

有效有效有效有效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945 99.6 100.0   

缺失缺失缺失缺失    無回答無回答無回答無回答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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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選項選項選項    頻數頻數頻數頻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有效百分比有效百分比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累積百分比累積百分比累積百分比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949 100.0     

 

(1) 工作月薪與其行業交叉分析 
從被訪者全職或兼職工作所屬的行業來看，各行業被訪者的月薪分佈不一，其中被訪

者主要集中的三個行業情況如下：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及酒店業，從事該行業的
被訪者月薪主要集中在2,000 元 ~ 3,999 元，占從事該行業被訪者的55.1%；而從事社區、
社會及個人服務業被訪者月薪主要集中在2,000 元以下，占從事該行業被訪者的44.6%；
而從事旅遊博彩業被訪者的月薪主要集中在2,000 元 ~ 3,999 元，占從事該行業被訪者的
44.0%。 

(2) 工作月薪與其職業交叉分析 
從被訪者全職或兼職工作所屬的職業來看，各職業被訪者的月薪分佈不一，其中被訪

者主要集中的3個職業情況如下：文員，從事該職業的被訪者月薪主要集中在2,000 元 ~ 
3,999 元，占從事該行業被訪者的50.8%；從事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被訪者月薪主要
集中在2,000 元 ~ 3,999 元，占從事該行業被訪者的54.7%；而從事補習的被訪者月薪主
要集中在2,000 元 以下，占從事該兼職的60.2% 

 
2.7  被訪者認為全職或兼職工作帶來的正面影響 
本次調查發現，被訪者認為求學階段選擇全職或兼職工作的主要優點為可以賺取自己

生活費或零用錢，接近9成學生選擇了該選項，亦有6成學生認為工作可以增加經驗。 
 

圖 13         被訪者選擇全職或兼職的原因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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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亦有被訪者提出全職或兼職可以幫助自己消磨時間以及賺取學費等正面影響。 
 

表 10       被訪者選項分佈表    

選項選項選項選項    頻數頻數頻數頻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以以以以949949949949人為分母人為分母人為分母人為分母））））    

幫補學費 4 .4 

儲蓄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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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習舊知識 2 .2 

習慣 1 .1 

消磨時間 7 .7 

消磨時間，學費 1 .1 

興趣 2 .2 

學習 1 .1 

自己家族生意 1 .1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21 2.1 

    
2.8  被訪者認為全職或兼職工作帶來的負面影響 
在問及被訪者全職或兼職工作為生活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時，有超過4成被訪者認為工作

影響了學習，認為工作縮短與朋友相處時間以及與家庭成員相處時間的被訪者分別占總人
數3成6以及3成1。 

表 11        被訪者認為全職或兼職的負面影響選項分佈表    
選項選項選項選項    頻數頻數頻數頻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以以以以 949949949949 人為分母人為分母人為分母人為分母））））    

無不良影響 366 38.6  

影響學習 382 40.3  

縮短與朋友相處時間 341 35.9  

縮短與家庭成員相處時間 292 30.8  

其他 31 3.3  

 

    在對回答的其他項統計後發現，亦有被訪者提出兼職或全職工作縮短了休息以及課外
活動等時間。 
 

表 12         被訪者選項分佈表    

選項選項選項選項    頻數頻數頻數頻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以以以以949949949949人為分母人為分母人為分母人為分母））））    

縮短課外活動時間 3 0.3 

縮短了私人時間 5 0.5 

縮短休息時間 22 2.3 

無回答 1 0.1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31 3.2 

 

從被訪者每週工作時間來看：隨著被訪者每週工作時間的增加，其認為全職或兼職工
作無不良影響的比例下降，從每週5小時工時的49.2%下降至每週45小時工時17.6%；且其
認為全職或兼職工作影響學習、縮短與朋友相處時間、縮短與家庭成員相處時間的比例均
有上升趨勢。即學生們也察覺到，當他們每週全職或兼職工作時間越長就越是影響到他們
的學業以及正常的學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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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被訪者對全職或兼職工作的看法 
在被問及對全職或兼職看法時，在932名有回答該問題的被訪者當中，有48.8%的被訪

者在衡量全職或兼職的正面與負面影響後，認為其利弊相當，甚至有46.1%的被訪者認為
利大於弊，只有5.0%被訪者認為弊大於利。 

無回答,

1.8%

利弊相當,  47.9%

利大於弊,  45.3%

弊大於利, 5.0%

 
圖 14        被訪者對全職或兼職看法分佈圖    

    

2.9  被訪者認為父母對其在學期間從事兼職或全職的態度 
本次調查發現，在943名有回答該問題的被訪者當中，認為家長支持或十分支持被訪者

在學期間從事兼職或全職工作占總回答人數的58.5%，只有極少數被訪者認為家長反對或
十分反對子女從事兼職或全職。但這只不過是學生們單方面認為的結果，我們並沒有對家
長進行瞭解調查。 

非常支持
12.6%支持

45.5%

沒意見
36.4%

其他
5.5%

無回答
0.6%

十分反對
0.4%

反對
4.4%

 
            圖 15  被訪者認為他們的家長對其從事全職或兼職的意見分佈圖    

(1) 被訪者認為家長對其在學期間從事兼職或全職的態度與被訪者工作情況交叉分析 
從被訪者工作情況來看，從事兩份兼職的被訪者當中，認為家長贊成或十分贊成的比

例最高，為 62.5%；在從事全職工作的被訪者當中，認為家長贊成或十分贊成的比例最低，
為 36.1%，而反對或十分反對的比例最高，為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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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25.0% 40.0% 0.0%0.0%

15.0% 47.5% 33.3% 4.2%0.0%

12.0% 46.9% 36.5% 4.3%

8.3% 27.8% 47.2% 11.1%5.6%

0% 20% 40% 60% 80% 100%

全職

一份兼職

兩份兼職

三份及三份以上兼職

非常支持 支持 沒意見 反對 十分反對
 

圖 16  家長意見與工作情況交叉圖 
 

(2) 被訪者認為家長對其在學期間從事兼職或全職的態度與被訪者每週工作時間交叉
分析 

從被訪者每週工作時間來看：被訪者認為家長贊成或十分贊成的比例最大的每週工作
時間為 10 ~ 15 小時，比例為 68.3%；反對或十分反對的比例最大的每週工作時間為 45 小
時以上，比例為 33.6%。 

29.4% 23.5% 23.5% 17.6%

18.8% 43.8% 31.3%

15.7% 43.1% 33.3%

11.6% 40.7% 40.7%

10.9% 38.6% 43.6%

13.9% 42.8% 37.5%

8.6% 51.3% 37.5%

13.4% 54.9% 31.0%

11.7% 50.0% 35.1%

12.1% 43.1% 39.7%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5小時以下

5 ~ 10小時

10 ~ 15小時

15 ~ 20小時

20 ~ 25小時

25 ~ 30小時

30 ~ 35小時

35 ~ 40小時

40 ~ 45小時

45小時或以上

非常支持 支持 沒意見 反對 十分反對
 

圖 17     家長意見與每週工作時間交叉圖 
 

2.10  被訪者對於外地學生可以在澳門兼職的看法 
本次調查中，被訪者在被問及對外地學生在澳兼職的態度時，在947名有回答該問題的

被訪者當中，有45.0%的被訪者認為沒意見，有29.4%被訪者表示贊成或十分贊成外地學生
在澳兼職，不過亦有25.0%被訪者持反對或十分反對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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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26.7%

反對
18.9%

十分反對
6.5%

無回答
0.7%

非常支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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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被訪者對外地學生在澳兼職意見分佈圖    

 

對被訪者對外地學生在澳兼職意見與其年齡交叉分析後發現，各年齡段的大部分被訪
者均對外地學生在澳兼職持無意見的態度。但隨著年齡的升高（18至22歲階段，即大學生
主要在校的年齡段），支持或非常支持外地學生在澳兼職的被訪者在同年齡被訪者的所占
比例有所下降，從18歲的41.9%下降至22歲的19.8%；此外，反對或非常反對外地學生在
澳兼職的被訪者在同年齡被訪者的所占比例則有上升，從18歲的17.3%上升至22歲的
27.9%。 

4.3% 37.6% 40.9% 15.1% 2.2%

2.2% 31.6% 39.6% 20.4% 6.2%

2.3% 28.4% 44.8% 17.2% 7.3%

2.1% 20.9% 47.6% 22.0% 7.3%

1.8% 18.0% 52.3% 19.8% 8.1%

7.7% 12.8% 51.3% 17.9% 10.3%

41.7% 50.0% 8.3%

40.0% 40.0% 20.0%

0% 20% 40% 60% 80% 100%

18歲或以下

19歲

20歲

21歲

22歲

23歲

24歲

25歲或以上

非常支持 支持 沒意見 反對 十分反對
 

圖 19    不同年齡被訪者對外地學生在澳兼職意見交叉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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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主要研究結果及建議主要研究結果及建議主要研究結果及建議主要研究結果及建議    

一一一一、、、、主要研究結果主要研究結果主要研究結果主要研究結果    
關於被訪者全職或兼職情況關於被訪者全職或兼職情況關於被訪者全職或兼職情況關於被訪者全職或兼職情況    
(1) (1) (1) (1) 大專學生以從事一份兼職為主大專學生以從事一份兼職為主大專學生以從事一份兼職為主大專學生以從事一份兼職為主。。。。本會於2006年7月份發表的《澳門大專生時間運

用調查研究報告》顯示，澳門大專生兼職極為普遍，有65%已投入了勞動力市場。因此，
是次調查是針對目前有兼職或全職的大專學生進行調查研究，本次研究結果發現，大部分
被訪者以從事一份兼職為主，占總人數的81.5%，擁有兩份兼職的被訪者占12.6%，從事三
份或以上兼職的占2.1%，甚至有3.8%的在讀學生已擁有全職工作。 

(2) (2) (2) (2) 不同性別被訪者在從事全職或兼職工作比例有差異不同性別被訪者在從事全職或兼職工作比例有差異不同性別被訪者在從事全職或兼職工作比例有差異不同性別被訪者在從事全職或兼職工作比例有差異。。。。本報告對不同性別被訪者的
工作情況進行交叉分析：在男性被訪者當中，有80.7%的被訪者從事一份兼職，有9.6%從
事兩份兼職，有7.3%從事全職，其餘為從事三份或以上兼職。而女性被訪者當中，有82.0%
的被訪者從事一份兼職，有14.6%從事兩份兼職，有1.4%從事全職，其餘為從事三份或以
上兼職。結果清楚顯示，男性已擁有全職工作的比例遠高於女性。 

(3) (3) (3) (3) 不同大學學生全職或兼職工作情況各異不同大學學生全職或兼職工作情況各異不同大學學生全職或兼職工作情況各異不同大學學生全職或兼職工作情況各異。。。。從事全職工作的被訪者比例最大的大學
為澳門理工學院，比例為6.8%；從事一份兼職被訪者比例最大的大學為澳門科技大學，比
例為83.7%；從事兩份和三份或以上兼職被訪者比例最大的大學均為澳門旅遊學院，比例
分別為23.2%和3.6%。 

(4) (4) (4) (4) 隨著從年級的升高隨著從年級的升高隨著從年級的升高隨著從年級的升高，，，，被訪者從事一份兼職的比例下降被訪者從事一份兼職的比例下降被訪者從事一份兼職的比例下降被訪者從事一份兼職的比例下降，，，，從事兩份兼職比例上升從事兩份兼職比例上升從事兩份兼職比例上升從事兩份兼職比例上升。。。。
隨著從年級的升高（預科到大五），從事一份兼職的被訪者在同年級被訪者的所占比例下
降，從預科的 92.9%下降至大五的 33.3%；而從事兩份兼職的被訪者比例上升，從預科的
3.6%上升至大五的 66.7%，而本次調查中只有一名被訪者為碩士研究生，因此，其比例不
具代表性。 

    
關於被訪者工作時間關於被訪者工作時間關於被訪者工作時間關於被訪者工作時間    
超過超過超過超過 3333 成的被訪者每週工作超過成的被訪者每週工作超過成的被訪者每週工作超過成的被訪者每週工作超過 25252525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研究發現被訪者全職或兼職工作每週的工時

較為分散，在 947 名有回答該問題的被訪者當中，有 22.3%的被訪者每週工作 20 ~ 25 小
時，其次工作 15 ~ 20 小時以及 10 ~ 15 小時的被訪者分別占總回答人數的 16.2%以及
15.2%；有超過 3 成的被訪者每週工作超過 25 小時。 

而且隨著被訪者每週工作時間的增加，其認為全職或兼職工作無不良影響的比例下
降，從每週5小時工時的49.2%下降至每週45小時工時17.6%(即學生們也察覺到，當他們每
週全職或兼職工作時間越長，就越是影響到他們的學業以及正常的學生生活)；此外，隨著
每週工作時間的增加，認為全職或兼職工作影響學習、縮短與朋友相處時間、縮短與家庭
成員相處時間的比例均有上升趨勢。 

 
關於被訪者工作報酬關於被訪者工作報酬關於被訪者工作報酬關於被訪者工作報酬    

8888 成的被訪者月薪低於成的被訪者月薪低於成的被訪者月薪低於成的被訪者月薪低於 4,0004,0004,0004,000 澳門元澳門元澳門元澳門元。。。。研究發現被訪者全職或兼職工作月薪主要在
4,000 澳門元以下，在 945 名有回答該問題的被訪者當中，有 47.0%的被訪者月薪為 2,000 
元 ~ 3,999 元，其次是月薪 2000 元以下被訪者，占總回答人數的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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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關關關於被訪者於被訪者於被訪者於被訪者對全職或兼職工作的看法對全職或兼職工作的看法對全職或兼職工作的看法對全職或兼職工作的看法    
(1) (1) (1) (1) 只有只有只有只有 5.0%5.0%5.0%5.0%被訪者認為全職或兼職弊大於利被訪者認為全職或兼職弊大於利被訪者認為全職或兼職弊大於利被訪者認為全職或兼職弊大於利。。。。在被問及對全職或兼職看法時，在 932

名有回答該問題的被訪者當中，有 48.8%的被訪者在衡量全職或兼職的正面與負面影響
後，認為其利弊相當，甚至有 46.1%的被訪者認為利大於弊，只有 5.0%被訪者認為弊大於
利。 

(2) (2) (2) (2) 接近接近接近接近 9999 成的學生從事全職或兼職的原因是為了賺取自己生活費或零用錢成的學生從事全職或兼職的原因是為了賺取自己生活費或零用錢成的學生從事全職或兼職的原因是為了賺取自己生活費或零用錢成的學生從事全職或兼職的原因是為了賺取自己生活費或零用錢。。。。調查研
究發現，被訪者認為求學階段選擇全職或兼職工作的主要好處是可以賺取自己生活費或零
用錢，接近 9 成學生選擇了該選項，亦有 6 成學生認為參與勞動力市場可以增加經驗。    
    

關於被訪者認為家長對其在學期間從事兼職或全職的態度關於被訪者認為家長對其在學期間從事兼職或全職的態度關於被訪者認為家長對其在學期間從事兼職或全職的態度關於被訪者認為家長對其在學期間從事兼職或全職的態度    
(1) 4(1) 4(1) 4(1) 4 成成成成 5555 被訪者認為家長支持被訪者在學期間從事兼職或全職被訪者認為家長支持被訪者在學期間從事兼職或全職被訪者認為家長支持被訪者在學期間從事兼職或全職被訪者認為家長支持被訪者在學期間從事兼職或全職。。。。本次調查發現，在 943

名有回答該問題的被訪者當中，認為家長支持或十分支持被訪者在學期間從事兼職或全職
工作占總回答人數的 58.5%，只有少數被訪者認為家長反對子女從事兼職或全職。 

(2) (2) (2) (2) 被訪者認為家長最贊成兩份兼職被訪者認為家長最贊成兩份兼職被訪者認為家長最贊成兩份兼職被訪者認為家長最贊成兩份兼職，，，，最反對全職最反對全職最反對全職最反對全職。。。。從被訪者工作情況來看，從事兩
份兼職的被訪者當中，認為家長贊成或十分贊成的比例最高，為 62.5%；在從事全職工作
的被訪者當中，認為家長贊成或十分贊成的比例最低，為 36.1%，而反對或十分反對的比
例最高，為 16.7%。 

(3) (3) (3) (3) 被訪者認為家長最贊成子女每週工作被訪者認為家長最贊成子女每週工作被訪者認為家長最贊成子女每週工作被訪者認為家長最贊成子女每週工作 10 ~ 1510 ~ 1510 ~ 1510 ~ 15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最反對最反對最反對最反對 45454545 小時以上小時以上小時以上小時以上。。。。從被訪
者每週工作時間來看，被訪者認為家長贊成或十分贊成的比例最大的每週工作時間為 10 ~ 
15 小時，比例為 68.3%；反對或十分反對的比例最大的每週工作時間為 45 小時以上，比
例為 33.6%。 

    
關於關於關於關於被訪者被訪者被訪者被訪者對外地學生在澳兼職的態度對外地學生在澳兼職的態度對外地學生在澳兼職的態度對外地學生在澳兼職的態度    

(1) (1) (1) (1) 被訪者支持與反對外地學生在澳兼職的比例相當被訪者支持與反對外地學生在澳兼職的比例相當被訪者支持與反對外地學生在澳兼職的比例相當被訪者支持與反對外地學生在澳兼職的比例相當。。。。本次調查中，被訪者在被問及
是否應該放寬外地學生(主要是內地學生)在澳兼職的態度時，在 947 名有回答該問題的被
訪者當中，有 45.0%的被訪者認為沒意見，有 29.4%被訪者表示贊成或十分贊成外地學生
在澳兼職，不過亦有 25.0%被訪者持反對或十分反對態度。 

(2) (2) (2) (2) 隨著年齡的升高隨著年齡的升高隨著年齡的升高隨著年齡的升高，，，，支持或非常支持外地學生在澳兼職的被訪者比例下降支持或非常支持外地學生在澳兼職的被訪者比例下降支持或非常支持外地學生在澳兼職的被訪者比例下降支持或非常支持外地學生在澳兼職的被訪者比例下降。。。。被訪者
對外地學生在澳兼職意見與其年齡交叉分析後發現，各年齡段的大部分被訪者均對外地學
生在澳兼職持無意見的態度。但隨著年齡的升高（18 至 22 歲階段，即大學生主要在校的
年齡段），支持或非常支持外地學生在澳兼職的被訪者在同年齡被訪者的所占比例有所下
降，從 18 歲的 41.9%下降至 22 歲的 19.8%。 

 
二二二二、、、、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本次研究收集澳門在學大專學生參與勞動力市場的情況，掌握了大專學生多元化生活

的基本特徵並提出以下建議： 
1. 1. 1. 1. 正視大專生的兼職情況正視大專生的兼職情況正視大專生的兼職情況正視大專生的兼職情況    
大專學生一般已經是 18 歲以上的成人，不想完全依靠父母，而選擇從事各種經濟活動

體驗社會是一種正常的現象。客觀來講，澳門現在的教育成本也是比較高的，對很多人來
說，做一些兼職是必要的，這也是他們接觸社會的一種比較好的方式，鍛煉自己能力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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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但是，是次調查研究發現，有超過 3 成的被訪者每週工作超過 25 小時，而且隨著被
訪者年級的升高（預科到大五），從事一份兼職的被訪者在同年級被訪者的所占比例下降，
從預科的 92.9%下降至大五的 33.3%；而從事兩份兼職的被訪者比例上升，從預科的 3.6%
上升至大五的 66.7%，即年級越高，從事兼職的數量以及工作的時間就越多。他們有些人
也會不惜耽誤學業而選擇去打工，這是本末倒置。在學階段的學生們有過多的兼職，學習
的時間與精力必然不夠，學不到紮實的基礎知識，進而影響到學業，影響到自身素質的提
高。“磨刀不誤砍柴工”， 大學生應該以學習為重，兼職是次要的，不能一味地兼職而荒廢
學業。常言道：“書到用時方恨少”，大專學生在學時期應該珍惜學習的時間，多積累一些知
識，日後工作賺錢的機會多得很。而學習機會一旦失去，以後想尋找就難了。雖然政府和
教育機構是不可能也沒有權利禁止、杜絕學生的兼職行為，但是，政府和教育機構有義務、
有責任使青年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金錢觀，教導他們合理處理兼職與學習、工作與
身體的關係。透過本次的調查研究，我們希望有關政府部門能夠正視本澳大專學生的兼職
情況。 

2. 2. 2. 2. 設定每週兼職工作時間的上限設定每週兼職工作時間的上限設定每週兼職工作時間的上限設定每週兼職工作時間的上限        
調查中發現有超過 3 成被訪者每週工作超過 25 小時，且研究人員在對資料進行分析的

過程中也發現隨著被訪者每週工作時間的增加，其認為全職或兼職工作無不良影響的比例
下降，從每週 5 小時工時的 49.2%下降至每週 45 小時工時 17.6%；且其認為全職或兼職
工作影響學習、縮短與朋友相處時間、縮短與家庭成員相處時間的比例均有上升趨勢。因
此，有關政府部門、教育機構應考慮推行措施控制在校學生全職或兼職的工作時間，以免
影響其學生正常的身心發展。 

3. 3. 3. 3. 放寬外地學生在澳兼職放寬外地學生在澳兼職放寬外地學生在澳兼職放寬外地學生在澳兼職    
本次研究發現有 44.7%的被訪者對外地學生在澳兼職持無意見的態度，而支持與反對

比例相當，分別佔 29.2%和 25.4%。但隨著大專生年齡的升高，支持或非常支持外地學生
可在澳兼職的被訪者在同年齡被訪者的所占比例有所下降，從 18 歲的 41.9%下降至 22 歲
的 19.8%，反應了本澳學生缺乏自信心，越接近畢業階段，就越是害怕外地學生對其產生
擇業上的競爭。事實上，全球留學熱門的國家基本上都准許留學生從事有限時數的兼職工
作，例如： 

* 澳洲：海外生獲簽證後須在當地移民局申請工作許可證，才可合法工作，每週最多
工作 20 小時。假日或暑假期間則可全日工作。但不宜視工資為學費和生活費的主要來源，
以免影響學業。 

* 新西蘭：到 2005 年 7 月起，留學生每週兼職時數由本來每週的 15 小時放寬至每週
20 小時(新西蘭本來只容許修讀 2 年以上大專課程的留學生在學期間兼職，但於 2005 年 7
月起放寬至就讀 12、13 班及英語課程的學生但必須事前向移民局申請) 。 

* 英國：留學生在學期間每週最多可工作 20 小時，並准許內地及本港留學生畢業後留
英工作一年。 

* 加拿大：於 2005 年放寬留學生兼職限制，本來全國只有曼尼托巴省和紐賓斯域省讀
書的學生可於校外兼職，如今大部分地區的留學生每週均可在校外工作 20 小時，只有溫哥
華、多倫多及蒙特利爾三地仍待商榷。 

* 美國：留學生首年不能於校外兼職。 
* 香港：目前一般規定非本地學生在留港期間不得受聘，但正在研究准許來港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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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職工作，以減輕其經濟負擔。 
* 馬來西亞：為了配合政府希望馬來西亞成為東南亞地區高等教育中心的目標，以及

順應全球化的改變，馬來西亞於 2005 年也放開了留學生打工市場，根據馬來西亞移民局
發出的“本地國際學生兼職指南”，國際學生將被允許在餐廳、加油站、小型超市及酒店 4
個領域兼職，每星期的兼職時間不可超過 20 小時。此外，留學生必須確保本身的學術成績
達到合格標準，凡成績差強人意者，其兼職申請將一律被拒絕。 

根據本澳現時的有關規定，內地學生持有的是學習簽證，而不是工作簽證，因此不可
以在澳門從事任何形式工作的。考慮到外地學生在澳門的學習成本較為高昂，從事適量的
兼職也可以得到充分鍛煉的機會，同時能夠效緩解本澳人力資源緊張的壓力，我們建議: 

(1) 容許外地學生從事與所修讀課程有關的實習工作，以獲取相關工作經驗； 
(2) 參照留學熱門的國家的做法，每週工作時數不得超過 20 小時，以免影響學業； 
(3) 只准許成績優良的外地學生申請兼職工作，凡成績差強人意者，其兼職申請將被

拒絕，以鼓勵外地學生努力學習； 
(4) 在申請程式方面，外地學生必須獲得本身就讀院校的推薦信，並向本澳高等教育

輔助辦公室、勞工事務局、移民局申請； 
(5) 一旦外地學生被允許從事兼職工作，相關院校有責任每個學期呈報學生的報到情

況與學術成績。一旦學生出現多次曠課情況，或成績明顯退步，有關學生在本澳的兼職資
格將被取消。 

4. 4. 4. 4. 切实关注大专生兼职中可能发生的纠纷事件和权益被侵犯事件切实关注大专生兼职中可能发生的纠纷事件和权益被侵犯事件切实关注大专生兼职中可能发生的纠纷事件和权益被侵犯事件切实关注大专生兼职中可能发生的纠纷事件和权益被侵犯事件    
大專生兼職基本沒有簽訂聘用合約，大多採取口頭約定形式規範勞資雙方的權利義務

關係。這種方式對雙方權益的維護都很脆弱，一旦出現一方違約、另一方權益被侵犯的糾
紛事件，法律介入很難處理。因此，政府勞工機構應防微杜漸，採取必要措施，防止此類
事件的出現和蔓延。作為學生也應熟悉相關的法律規定，事先採取必要的防範措施，增強
維權意識。 

    
三三三三、、、、    不足之處不足之處不足之處不足之處    
本次研究中缺乏考慮到澳門護理學院要求學生除課程實習外不得兼職，因此對澳門護

理學院學生的回答兼職方面的回答偏向保守。另外設計問卷過程中由於溝通問題，缺少了
計畫中的對外地生及沒有兼職人員所設的訪問題目。因此本次研究中未能獲取這兩部分個
體對兼職或允許外地學生在澳兼職的看法。 

以上不足都將會是本次研究的珍貴經驗，期望在日後研究中進一步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