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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五一＂酒店房價及本澳旅遊接待能力 

 

房價問題影響旅業發展 

本月底就是每年重要的旅業黃金檔期----內地"勞動節"連假(4 月 29 日至 5 月 3 日) ，

相信隨著疫情陰霾進一步退卻以及團客的逐漸增加，估計在該段時間來澳的旅客量將有可

觀增幅。這也為澳門經濟復甦帯來動力。但令人關注及擔心的是之前新春假期隨著旅客回

升酒店房價急漲，客房"海鮮價＂的問題重現。建議業界、政府從速解決相關問題，以免

影響澳門的旅遊形象、競爭力以及可持續發展。 

 

旅客結構改變 房價更趨關鍵 

從疫後來澳的旅客年齡層來看，青年旅客增加，其消費能力及消費習慣與以往的旅客

群體有所不同，酒店房價影響其來澳、留澳的程度較大。酒店房價貴會窒礙這些"生力軍

＂的來澳意欲。 

 

客房數量 v.s.投入運作客房數量 

雖然來澳旅客在澳門放寬防疫管制（2023 年 1 月 8 日）後急升，是繼 2021 年 7 月之

後首次回到超過百萬的數值，但與疫情前(2019 年)同期作作比較，入境旅客量只是當時的

40-45%左右。而比較兩個時期的新春檔期入境旅客數據，今年就不足當時的 40%。 

值得研究的是，在總體客房數量、留宿旅客比率、旅客逗留時間等參數都變化不大而

整體旅客量相距甚遠的情況下，今年的新春酒店入住率竟與疫情前相差不大(見圖表 1 及

附件)。按本人估計今年客量相對少但同樣造成客房供不應求以致房價狂飈的主因應該是

酒店未能悉數開放所有客房投入服務，而導致酒店此舉的原因大概率是由於人力資源的問

題。這個推斷亦從本人與業界做的訪談中得到印證。而今年入住率高企的原因有可能是該

入住率是以投入運作客房數量為基數作計算而不是用整體客房數量作計算。這方面有待政

府、業界釐清和確認以讓社會對相關情況有清晰的認知。 

 

 

 

 

 

 

 

 



2019、2023 年 1 月及 2 月部份旅遊概況數據比較 

月份/ 

年份 

入境旅客

(萬) 

新春入境 

旅客 

(萬) 

新春 

客房入住

率 

% 

留宿旅客 

比例% 

留宿旅客 

平均逗留時間

(日) 

全澳客房

數量(間) 

1/2019 342.5   47.9 2.2 38,709 

2/2019 354.6 121 96.7 42.6 2.1 38,745 

1/2023 139.8 45.1 85.7 58.4 2.6 38,167 

2/2023 159.4   52.9 2.2 * 

圖表 1.數據來源：澳門旅遊局旅遊統計報表、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2023 年 2 月全澳客房數量，行文時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尚未提供相關數據。 

 
  

 

官商合力解決人資問題 

建議業界、政府盡快從提升薪酬待遇、加快行政程序等方面解決業界人資問題，一方

面把握好五月的黃金檔期，另一方面也積極配合復常進程以及本澳休閒產業的未來發展。 

 

研法律手段解決房價問題 

建議政府持續研究透過法律層面，例如不論任何主體，包括酒店、代理以至個人，其

銷售客房的價格不能超過一定比例或範圍，令客房超高價問題能從"呼籲"、"跟進"轉到"

執法"層面。 

 

檢視接待能力 

由今年 1 月 8 日起計，再過幾天本澳復常已經三個月，相信不能再以疫後復常初啟為

由來回應問題的發生。除了上文提到的房價、人力資源等問題外，也需要全面檢視包括交

通、旅遊配套設施等旅遊接待能力以迎接轉瞬即至的旅遊黃金橫期。 

 

 

 

 

 

 

 

 

 

 

 

 

 

 

 



 

 

 

 

 

資料來源：澳門政府入口網站 https://www.gov.mo/zh-hant/news/272478/ 

https://www.gov.mo/zh-hant/news/272478/


 

資料來源：澳門政府入口網站 https://www.gov.mo/zh-hant/news/958829/  

 

https://www.gov.mo/zh-hant/news/9588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