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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背 景壹

https://www.ypppt.com/



隨著時代的發展，有一個以捕魚業為生的民系逐漸消失在我們視

野裡，這就是水上人家——疍家人，這是一種以船為家的漁民，

以前主要生活在港澳廣東廣西福建地區，他們本身以海為家，居

無所定。

背 景



研 究 目 的貳



研 究 目 的

地理位置：

 珠三角洲最南端，北連珠海，南面太平洋，並與珠三角相通。

 處於沉積淺灘，海產資源非常豐富。

漁業史：

 太平洋戰爭前一直處於上升

 由於科技進步，令水域受污染，打擊了澳門的捕魚行業



研 究 意 義叁



疍家文化的形成是漁民們世世代代

與風浪搏擊，為生活奔波的結果與

饋贈。探索疍家文化逐漸消失的意義旨在讓疍家文化能夠

被更多人瞭解深知，讓年輕人懂得勞動人民的辛苦與生活的不易。

研 究 意 義



文 獻 綜 述肆



文 獻 綜 述

澳門自己獨有的地理優勢以及往時政府的支持，所以

漁業得以發展。

香港在19世紀中期逐漸取代了澳門在貿易上的領先地

位，於是澳門開始轉向發展第一、二產業，發展

漁業便成為了一個必然的選擇。

科技與社會的日新月異，自從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漁業開始不景氣，工作條件

受限。疍家人數目遞減。

根據資料顯示，當前澳門的漁民人口不超過總人口的1%，特別是社會不斷進步和科

技不斷的更新，年輕一代也並不太願意從事該工作，導致澳門漁業的衰落成為一種

必然的事實。

取自2019《漁業文化發展分析》文秘幫



研 究 方 法伍



根據課題，于澳大圖書館收集關

於澳門水上人家的書籍，通過整

理當中的資料，更加全面地了解

有關澳門水上人家的歷史背景。

研 究 方 法

一
、
文
獻
研
究
法
：

二
、
對
比
研
究
法

：

通過在網上收集到的澳門水上人家

過去和現在的數據進行對比，得出這

些年的變化趨勢，分析這種趨勢發展

的原因。

通過訪談澳門當地可能現

存的水上人家，了解現時澳

門水上人家最真實的狀況，

得知他們的生活處境和他們

對於這種趨勢發展的看法。

三
、
實
地
考
察
法—

訪
談
法
：



研 究 結 果 與 發 現陸



研 究 結 果



捕魚期

日常的捕魚：每一天放網二至三次，每次需時三至四小時。由於南中國海的
風季影響，只有在颱風雷暴因素或者船隻損壞的情況下，水上人家才會稍作
休息，停止捕魚。

休漁期

漁民會整頓工具，與員工溝通工作時間，計算薪金，發放獎勵。政府幫助漁
民帶薪培訓，傳授相關技能與知識。

工作



水上人家的生活不會出現時代脫節。科技的發展對水上人家的生活發

生的重大的改變——上網和看電視也都成為通過互聯網瞭解當下資訊的

途徑，除了捕魚作業以外，與在陸地上生活的感覺差不多。

生活



總 結柒



總結

 在澳水上人家不斷減少，當中主要包括生存空間受壓迫和環境變遷，
而且經濟條件也成為了此類人群數目主要下降的原因之一。

 除了外在環境因素，內在因素也是此現象出現的重要原因，就如年青人不願
踏足此行業，又或家人不想孩子繼續”受苦”，想他們都過上幸福的生活。

 畢竟水上人家是構成澳門的主要原因之一，現在他們的數量一直減少，如何
把這種文化保存下去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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