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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內容之數據來自澳門互聯網研究學會及易研網絡研究實驗室共同執行之「澳門互聯網研究計劃」
多年累積的研究成果 

 
- 本年度的調查於2019年1月21日至2月20日期間進行，調查成功訪問1,000名6-84歲合資格的本澳居民。 
- 調查結果對照官方公佈的人口數據，經過性別及年齡作加權處理。 
- 本報告中「居民」指6-84歲居民；「網民」指有透過電腦、手機、平板電腦等任何設備上網的居民。 

「澳門互聯網研究計劃」第十九次年度調查研究方法 

調查對象 
6-84歲的澳門居民 

樣本量 
1,000 

調查時期 
2019/1/21-2/20 

調查方法 
調查方法：隨機抽樣電話調查(CATI) 
抽樣方法：隨機號碼撥號(RDD)最近生日法 
加權方法：官方公佈數據：性別 x 年齡 
回應率(AAPOR-RR3)：35.1% 
合作率(AAPOR-CR3)：66.1% 
95%信心水準下的抽樣誤差：±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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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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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40% 

53% 
64% 

70% 
80% 84%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上網率 
    上網率進一步上升達89%(+)，網民超過55萬 
    手機上網率與上網率接近，達87%(+) 

網民平均年增長率(2001-2019)： 6% 
手機上網網民平均年增長率(2012-2019)：            10% 

* 6-84歲居民，網民人數以617,720居民數(包含外地僱員)及抽樣誤差±3.16%作推估 ©2019 澳門互聯網研究學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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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年齡 教育 身份 

  上網率 
    教育程度較高、學生、就業人士的上網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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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網率 
     年輕人已經全民上網 
     50歲以上人士上網率近年增長明顯 

6-17歲, 92% 

18-24歲, 100% 
25-30歲, 100% 
31-35歲, 100% 

36-40歲, 95% 
41-50歲, 96% 

45% 

63% 
71% 

51-60歲, 86% 

14% 

28% 
38% 

60歲以上, 51%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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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網時間 
     最高峰上網時段為晚上9時前後 

8% 

26% 28% 28% 
39% 

51% 
55% 

53%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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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 92% 

工作地點, 38% 

學校, 7% 
有Wi-Fi/WiFiGo的地方, 5% 

街上/隨時隨地, 38% 

公共場所(含圖書館), 13% 

2004 '05 '06 '07 '08 '09 '10 '12 '13 '14 '15 '16 '17 '18 2019

  上網地點 
    網民主要在家中上網，其次在工作地點和隨時隨地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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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89% 91% 90% 
85% 83% 

73% 

61% 61% 

36% 

57% 

72% 64% 

84% 

12% 11% 

27% 29% 
38% 

45% 

63% 

68% 67% 

85% 81% 81% 85% 

7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連接互聯網方式 
     網民主要以寛頻或光纖寛頻方式連網 

寛頻/光纖寛頻 

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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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網工具 
     幾乎所有網民都使用手機上網 
     使用電視機上網的網民增多 

居民的手機使用率 

69% 66% 
98% 

64% 

27% 

桌上電腦 手提電腦 手機 平板電腦 電視/機頂盒 

2004 '06 '08 '10 '13 '15 '17 2019

7% 

2004 '06 '08 '10 '13 '15 '17 2019

2% 

2004 '06 '08 '10 '13 '15 '17 2019

2% 

2004 '06 '08 '10 '13 '15 '17 2019

3% 

2004 '06 '08 '10 '13 '15 '17 2019

居民的智能手機使用率 

93% 94% 93% 92% 94% 91% 93% 

77% 79% 
85% 83% 85% 85% 87%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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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手機的使用目的 
     居民主要使用手機來收發即時通訊內容、打電話 

40% 

59% 

16% 

23% 

26% 

21% 

打電話 

收發即時通訊內容 

打機/玩遊戲 

看影片、看視頻、看劇集 

瀏覽或更新社交網站/直播 

瀏覽網頁 

16% 
查找資料/翻譯/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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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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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活動 
     網民的網上活動以社交、溝通、資訊為主            

* 6-84歲網民；電子政務為成年網民的數據；微信為手機網民的數據。 

95% 微信(手機網民) 

77% YouTube 

71% Facebook 

39% Instagram 

37% 論壇/討論區 

20% 抖音 

12% Snapchat 

87% 網上視頻/影片 

84% 網上新聞 

73% 社交媒體群組討論 

46% 轉載新聞或者評論、信息 

13% 網上直播 

54% 網上理財或銀行服務 

54% 政府服務(成年網民) 

49% 預約取籌/排隊掛號 

29% 網上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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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活動 
     網民使用微信的比率上升 
     在網上觀看視頻/影片、瀏覽新聞、轉載新聞或評論/信息的比率亦有所提高            

95% 74% 92% 90% 94% 91% 92% 95%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87% 

73% 74% 73% 

2018 2019

71% 

84% 78% 84% 82% 81% 80% 84% 81% 79% 84%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2 2017 2018 2019

46% 
42% 46% 

2018 2019

37% 
47% 60% 55% 44% 38% 34% 33% 37%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7 2018 2019

13% 
14% 13% 

2018 2019

21% 30% 50% 59% 70% 74% 73% 74% 71% 

2007 2008 2009 201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 6-84歲網民；微信為手機網民的數據。 ©2019 澳門互聯網研究學會 14 

41% 46% 42% 58% 50% 72% 81% 73% 79% 87%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2 2016 2017 2018 2019



  網上活動 
     網民辦理網上理財/銀行服務、預約取籌/排隊掛號、網上召車及政府服務的比率增多 

54% 
21% 35% 34% 32% 48% 56% 48% 54% 

2006 2007 2008 2010 2015 2016 2018 2019

49% 
15% 40% 49% 

2016 2018 2019

29% 
5% 27% 29% 

2016 2018 2019

54% 
43% 48% 54% 

2017 2018 2019

* 6-84歲網民；電子政務為成年網民的數據。 ©2019 澳門互聯網研究學會 15 



95% 95% 87% 98% 96% 89% 82% 96% 98% 97% 93% 87% 96% 

男 女 6-17歲 18-34歲 35-54歲 55歲或以上 小學或以下 中學 大專或以上 就業 學生 主婦/退休 失業/待業/ 

沒有工作 

  網上活動——微信 
     95%手機網民使用微信(居民中83%使用)             
     多種人口特徵的手機網民的使用率超過九成，以青年、高學歷者相對最高 

* 6-84歲手機網民 

平均每天使用時間 

 87分鐘 

手機網民 

居民 
46% 

63% 64% 68% 70% 74% 83% 
74% 

92% 90% 94% 91% 92% 95%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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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70% 48% 
94% 72% 39% 34% 69% 89% 81% 70% 39% 62% 

男 女 6-17歲 18-34歲 35-54歲 55歲或以上 小學或以下 中學 大專或以上 就業 學生 主婦/退休 失業/待業/ 

沒有工作 

  網上活動—— Facebook 
     七成一網民使用Facebook(居民中64%使用) 
     青年、高學歷、就業者使用率較高 

* 6-84歲網民 

網民 

居民 53% 56% 59% 62% 64% 

70% 74% 73% 74% 71%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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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年齡 教育 身份 



  網上活動——社交應用場景比較 
     網民使用Facebook、Instagram、Snapchat，使用率均低於微信 

微信 Facebook Snapchat Instagram 

* 6-84歲網民 ©2019 澳門互聯網研究學會 18 

87% 

98% 

96% 

89% 

6-17歲 

18-34歲 

35-54歲 

55歲或以上 

48% 

94% 

72% 

39% 

39% 

67% 

28% 

5% 

10% 

16% 

12% 

6% 



41% 
59% 

34% 

0% 0% 0% 0% 11% 
27% 28% 

58% 
30% 

12% 0% 
23% 34% 39% 

4% 

男 女 6-17歲 18-25歲 26-30歲 31-35歲 36-40歲 41-50歲 51-60歲 60歲以上 小學或以下 初中 高中 大專或以上 就業 學生 主婦/退休 失業/待業/ 

沒有工作 

  網上活動—— 新網民的社交應用場景 
     上網年期在兩年以下的新網民，大部分都使用微信 
     新增長的網民，大部分為40歲以上的中老年人 

性別 年齡 教育 身份 

微信 Facebook Snapchat Inst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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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購物及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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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62% 80% 67% 
22% 21% 

58% 79% 68% 81% 
29% 

67% 

男 女 18-34歲 35-54歲 55歲或以上 小學或以下 中學 大專或以上 就業 學生 主婦/退休 失業/待業/ 

沒有工作 

  網上購物比率 
     六成三成年網民平時有網上購物 
     青年、高學歷、學生網購的比率較高 

* 成年網民 

2012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10 2007 2006 

36% 

52% 53% 51% 52% 
63% 

30% 
2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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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年齡 教育 身份 



  網上購物類別 
    曾網購的成年網民近五成在網上購買紡織品、服裝/衫褲鞋襪 
    近四成網購者在網上購買護膚/日用品 

19% 
食品 

紡織品、服裝/衫褲鞋襪 
49% 

護膚/日用品 
39% 

20% 
家居/工藝品 

9% 
電子產品(不包括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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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64% 81% 68% 
27% 39% 57% 81% 73% 80% 

26% 
65% 

男 女 18-34歲 35-54歲 55歲或以上 小學或以下 中學 大專或以上 就業 學生 主婦/退休 失業/待業/ 

沒有工作 

2017 2018 2019

  網上支付比率 
    六成半成年網民曾在網上支付，網上支付比率有持續上升趨勢 
    青年、高學歷、學生曾網上支付的比率較高 

55% 49%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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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48% 

12% 
20% 

3% 

54% 
43% 

28% 
20% 

5% 5% 

48% 46% 

29% 
19% 

12% 
2% 

信用卡/銀行卡 支付寶 微信支付 網上銀行 澳門通錢包/ 

MPay 

Paypal

2017

2018

2019

  網上支付方式 
    信用卡/銀行卡是成年網民網上支付最常使用的方式(48%)，但比率較前下跌 
    支付寶(46%)和微信支付(29%)分列二三位 
    使用澳門通錢包/MPay(12%)的支付比率較去年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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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35% 41% 44% 18% 26% 37% 41% 42% 45% 16% 37% 

男 女 18-34歲 35-54歲 55歲或以上 小學或以下 中學 大專或以上 就業 學生 主婦/退休 失業/待業/ 

沒有工作 

2018 2019

  手機支付比率 
    本澳手機支付用戶規模較前增大，三成八網民曾在實體店以手機支付 
    青年和中年、高學歷、學生、就業人士較多使用過手機支付 

3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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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年齡 教育 身份 

2018 2019
56% 72% 

知道有手機支付 
但沒有使用 

有使用手機支付 



  沒有使用手機支付的主因 
    沒有使用手機支付的三個主因： 
    對手機支付存有顧慮、缺乏使用條件(知識/設備/環境)、沒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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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顧慮 缺乏使用條件 沒有需要 

擔心網上安全 22% 
使用太麻煩 20% 
擔心洩露私隱 10% 

不知道怎樣用/ 
不具備所需技能 17% 
沒有相關設備或工具 10% 
較少本澳商戶支持手
機支付 5% 

沒有需要/ 
沒有什麼用 16% 
沒有興趣 7% 



  手機支付方式 
     於線下實體店手機支付的成年網民主要使用微信支付(50%)和支付寶APP(43%) 
     使用澳門通錢包/MPay APP(41%)作手機支付方式較前明顯增多 

59% 
50% 

14% 17% 

2% 

50% 
43% 41% 

13% 
1% 1% 

微信支付 支付寶APP 澳門通錢包/ 

MPay APP 

網上銀行APP Apple Pay 百度錢包 

20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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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支付及銀行卡綁定微信意願 
     六成五成年網民表示願意在本澳線下實體店使用手機支付購物 
     使用銀行卡綁定微信錢包作手機支付正反意願比率相當 

在澳門線下實體店使用手機支付意願 銀行卡綁定微信錢包意願 

67% 
64% 

71% 
70% 

43% 
45% 

70% 
65% 

67% 
81% 

47% 
67% 

54% 
46% 

54% 
56% 

30% 
38% 

55% 
48% 

51% 
66% 

36% 
53% 

男 
女 

18-34歲 
35-54歲 

55歲或以上 
小學或以下 

中學 
大專或以上 

就業 
學生 

主婦/退休 
失業/待業/沒有工作 

30% 65% 5% 
不願意 願意 不知道/很難說/拒答 

46% 50% 4% 
不願意 願意 不知道/很難說/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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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支付期望應用場景 
     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地點為成年網民最期望手機支付應用的場景 
     期望餐廳/食肆/茶餐廳(24%)和超級市場(20%)能應用手機支付的比率最高 

餐廳/食肆/ 
茶餐廳 

超級市場 

個體戶小店/ 
零售商店 

交通工具 

街市 

(前五位) 

24% 20% 13% 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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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76% 76% 77% 71% 63% 75% 77% 77% 67% 75% 59% 

男 女 18-34歲 35-54歲 55歲或以上 小學或以下 中學 大專或以上 就業 學生 主婦/退休 失業/待業/ 

沒有工作 

  手機支付安全感受 
  七成五成年網民擔心使用手機支付時的資料安全，但擔心比率較去年稍有下降 

擔心 不擔心 不知道/很難說/拒答 

20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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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年齡 教育 身份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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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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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的上網率進一步上升，今年達八成九；手機上網率迫近上網率，達八成八 

• 年輕居民已經全民上網，中老年居民上網率持續上升 

• 網民高峰上網時間在晚上九時前後 

• 智能手機全面普及，幾乎所有網民都以手機為上網工具 

• 居民主要使用手機來收發即時通訊內容、打電話 

• 網民的網上活動以社交、溝通、資訊為主 

• 微信使用普及，居民中八成三使用(95%手機網民使用) 

• 不同特徵的手機網民的微信使用率超過八成，老年網民使用微信的比率遠高於
Facebook、Snapchat及Instagram等社交應用的使用率 

• 微信用戶平均每天使用時長為87分鐘 

• 六成四居民使用Facebook(71%網民使用) 

• 社交網絡具備較強的傳播功能，需關注社交網絡上的輿情民意 

1 
2 



  總結 

©2019 澳門互聯網研究學會 33 

• 網購比率進一步上升，六成三成年網民平時有網上購物 

• 網購者主要在網上購買紡織品、服裝/衫褲鞋襪(49%)和護膚/日用品(39%)  

• 網上支付持續上升，六成半成年網民曾在網上支付 

• 信用卡/銀行卡(48%)為成年網民網上支付最常用的方式，但比率較前下跌 

• 澳門通錢包/MPay(12%)的支付比率較去年增長 

• 本澳網購市場具備發展潛力，創業者宜把握機會積極開拓市場 

• 本澳手機支付用戶規模較前增大，三成八成年網民曾使用手機支付 

• 微信支付(50%)為成年網民手機支付最常用的方式 

• 成年網民以澳門通錢包/MPay APP(41%)作手機支付方式較前明顯增多 

• 對手機支付安全顧慮、缺乏手機支付條件(知識/設備/環境)阻礙普及 

• 成年網民未來會使用手機支付意願比率高：六成四未來願意使用 

• 期望餐廳/食肆/茶餐廳(24%)和超級市場(20%)等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地點能應用手機支付 

• 本澳手機支付發展迅速，宜加強手機支付安全以進一步推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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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研網絡研究實驗室乃易研方案研究諮詢機構屬下
科研單位，專於網絡大數據、互聯網應用及電子政

務的研究、規劃和解決方案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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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關注我們的公眾號，隨時獲取有關澳門互聯網使用的資訊 

澳門互聯網研究學會微信號 
 

澳門互聯網研究學會網站 
http://www.macaointernetprojec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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