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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區15周年 輝煌成就 站在人才培養戰略高度 統領澳門教育全面發展

在當今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形勢下，國家、地區及城市的競爭，歸根到底就是人才的競爭。如何培養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是社會發展的關鍵所在。澳門特區政府成立15年來，在教育發展及人才培養上下工夫，在法律上、政策上、措施上、資金上給予

大力扶持，特別是2006年頒布的《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提出了實行15年免費教育，走在亞洲先進國家和地區的前列。行政長

官在2014年《施政報告》中又提出「構建本地人才培養的長效機制」的構想，特區政府設立「人才發展委員會」，從人才培養的戰

略高度，統領澳門教育的全面發展，澳門人正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創造美好的明天。

為貫徹落實2014 年《施政報告》中提出「構建本地人才培養的長效機制」的構想，特區政府設立「人才發展委員會」，由行政長

官親任主席，其職責主要是制定、規劃及協調澳門特區總體的人才培養長遠發展策略，落實人才培養的短、中、長期措施和政策

，特別是構思制訂「精英培養計劃」、「專才激勵計劃」及「應用人才促進計劃」，研究設立鼓勵人才留澳及回澳的機制等。

「構建本地人才培養的長效機制」，主要是透過非高等教育及高等教育，以及在職培訓等途徑培養本地人才。機制分成「制度建設

」及「措施與資源投入」兩個主要組成部分：「制度建設」包括政府成立「人才發展委員會」，完善人才資源庫、建立人才評估制

度，專業認識、技能的測試，公開、公平、公正的人才選拔制度，優化激勵制度等；「措施與資源投入」主要有六方面，即精英培

養計劃、專才激勵計劃、應用人才促進計劃、提高大型企業中管理人員的本地僱員比例、吸引人才回流及培養社會和公共服務人才

。精英培養方面，是從各領域中選出最優秀人才，派送他們出外進修，為澳門未來儲備高端人才；採取專才激勵、應用人才培養、

提高大型企業人才比例、吸引人才回流等措施，為澳門未來發展培養所需之才。

《十年規劃》謀劃基礎教育藍圖本澳免費教育走在亞洲前列回歸前本澳的教育投入、規範化及專業化不足，教師隊伍質素相對參差

，亦難以全面推行具前景的教育政策。回歸以後，澳門特區政府十分重視基礎教育發展，加大對教育的投入，制訂了《非高等教育

發展十年規劃》， 是政府對教育十年的願景及對教育的承諾，為教育十年發展提供行動綱領。

2006年，特區政府頒布了《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從法律角度對本澳教育進行全面規範及系統地整理。《綱要法》規定，免費

教育由原來十年正規教育拓展為15年，即包括幼兒教育、小學教育、初中教育和高中教育。為此，政府特別頒布行政法規，把2005

至2006學年免費教育制度延伸至幼兒教育第一和第二年級，並將免費範圍由學費拓展到補充服務費，以及與報名、就讀及證書等有

關的其他費用，由傾向性免費教育向全面免費教育過渡。行政會為此通過《教育發展基金制度》，並修改《免費教育津貼制度》。

根據規定，居住在澳門的特區居民，加入免費教育系統私校註冊及接受正規教育的學生，均為免費教育津貼受益人。為減輕家長在

書簿費方面的負擔，政府從2009/2010學年開始，向所有非高等教育學生發放1,500元書簿津貼的計劃。2014/2015學年向每名中學

生發放的金額由2,400元（澳門元 下同）調升至2,800元，每名小學及幼兒教育階段學生的發放金額則分別維持為2,400元及

2,000元。

澳門高等教育從無到有 澳大新校園見證滄海桑田澳門高等教育的歷史很短，卻發生巨大的變化，澳門大學見證了澳門高等教育歷

史發展變遷。1981 年澳門第一所大學「東亞大學」成立，直至1991 年澳葡政府出資收購，並更名為「澳門大學」。回歸後，特區

政府為適應時代變化，對澳大進行改組，成立校董會、制訂《澳門大學法》、訂定《澳門大學十年發展規劃》，面向全球公開招聘

新校長。

2009年澳門回歸十周年之際，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親自參與校園奠基儀式，期盼將澳大發展為「世界一流」的高校；2013年10月

5日國務院副總理汪洋為橫琴新校區揭牌，特區政府「租借」橫琴土地建設澳門大學新校園的創新模式舉世矚目。2014年8月25日新

校園正式全面投入運作，澳門大學「有校無園」的歷史亦一去不復返。

澳大教學科研躍上新台階

新校區為一流大學提供硬體保障，惟須完善教學軟件才能為人才培養如虎添翼。趙偉教授上任校長後，其辦校理念是「先本科生、

後研究生」、「先內後外」。優質的本科教育對大學不可或缺，改革先從本科開始，重塑課程結構、推行通識教育、成立本地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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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榮譽學院，實施住宿式書院試行制度。新校園全面實行「 社群式」書院制度後，全球首創融合專業、通識、研習和社群的「四

位一體」新教育模式，成為本科教育的最大特色。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亦正在進行，提供更多修讀式的碩士課程，滿足本地具學士學

位的在職人士持續進修，具影響力的研究亦在學校大力推動下長足發展，教學人員研究項目的經費資助迅速增長，學者認同科研配

套逐漸完善。澳大作為本澳唯一的綜合性公立大學，政府過去六年對其經費投入，由7億元增加至19 億元，翻近三倍。在全社會的

共同努力下，澳大教育及科研都上了新台階，據國際最新排名，澳門大學已經上升到全球著名高校的前300 名。

多項高校助學計劃圓學子夢澳門政府2012 年首次推出大專學生學習用品津貼計劃，以支持澳門大專學生購買書籍、參考資料和學

習用品。逾30,000 名澳門大專學生受惠，政府支出約2,600 多萬元。

此外，澳門各大學及澳門基金會為報讀本校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設立獎學金，獎勵品學兼優的學生。對於家庭困難的大學生，政府

部門、銀行及基金會等機構，可向其發放助學金及貸學金。2011/2012學年較上一學年增加30.4% 至14,112宗，總額增加30.9% 至

3.3億澳門元；其中貸學金6,445宗，金額為2.48億澳門元。高等教育的人均獎/助學金金額約23,500澳門元，而貸學金約為

38,500澳門元。

15年免費教育成為「里程碑」 專訪中華教育會會長何少金澳門回歸後，教育取得翻天覆地的變化，為對回歸前後教育發展變化作

一對比，本報專訪投身教育界數十年，現任中華教育會會長何少金，用自己的切身經歷和感受，回顧澳門教育發展所走過的歷程。

何少金表示，回歸前澳門教育體制以「私校為主」，回歸後體現在教育體制發展上加入公共化，特別在於法制建設方面，亮點在於

2006年《非高等教育綱要法》，為整個澳門未來教育發展訂下明確方向，為保證教學質量和人才素質，訂下免費教育進程。

1995年澳葡政府已實施傾向性免費教育，因本澳近九成學生就讀於私立學校，故政府應負擔公共教育資源。直至2007年澳門特區政

府正式實施15年免費教育，此舉屬澳門教育的「里程碑」，在大中華地區中「首屈一指」，環顧周邊地區至今還未到此階段。對於

學生接受基礎教育提供最好保障，隨著法規逐步完善亦使基礎教育得到全面發展。

法規中對教師最大利好是《非高等私立學校教學人員框架》（簡稱《私框》），使教師在薪酬待遇、每周授課節數、入職條件及退

休公職金等都有明確的規定，此舉起到穩定澳門教師隊伍和保證教師質素的作用。自2006年教青局規定，滿15歲的學生必須參與國

際學生閱讀、數學、科學能力評核（PIZA）考試，從成績得知，本澳學生名列於60多個國家中上水平，2012年數學項目上，本澳更

排到第六名，數碼解難的能力位列第四名，從中可以看到澳門教育的多元化特點，每所學校會因應自己實際情況對學生進行特色教

育。過去本澳教育界不遺餘力地向政府出謀獻策，制訂了《中長期非高等教育十年規劃》，對未來「教育興澳」指明方向，提升了

教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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