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人才培養計劃專責小組 

2019年度第一次會議 

會議紀錄 

 

日期：2019年 1月 31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3時 

地點：澳門南灣大馬路 599號羅德禮商業大廈 14樓 D 

 

出席者： 召集人 吳志良   

 委  員 老柏生 柳智毅 甄文靜 

  黃志雄 梁慶球 莫志偉 

  甄池勇 
（貿促局代表） 

盧德華 黃永曦 

  賀定一 蕭婉儀  

  葉兆佳 鄭洪光  

  姚偉彬 馮家輝  

 秘書長 蘇朝暉   

缺席者： 委 員 宋永華 劉良 楊俊文 

  嚴肇基 蘇映璇 余永逸 

  黃竹君 吳在權  

  陳志峰 尹一橋  

     

 （請參閱出席者簽到表）  

 

一、跟進事項 

1. 蘇朝暉秘書長：各位委員，吳主席因今天公務會稍後到來，所以

他已吩咐，不耽誤大家寶貴的時間，現在開始會議，爭取 4點鐘之前

結束會議。今日是人才培養計劃專責小組本年度第一次會議，有關議

程及開會文件已事前發給各位了，請問大家對今天的議程有沒有意

見？倘沒有，請李麗琼小姐開始介紹今天 3個議程，包括：匯報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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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才培養項目執行情況、匯報 2019 年人才培養項目的開展情況，

以及 2019年跟進完善工作事項，完成介紹後再進行討論。 

 

2. 李麗琼首席顧問高級技術員：各位委員，下午好，我先匯報第一

項議程，2018年人才培養工作的執行情況，在 2018年總共有 5個人

才培養項目，在實習項目方面有兩個，課程資助項目有兩個，一個是

考證激勵計劃。各項目的具體申請、入選人數統計已載於各位的會議

文件內，統計資料顯示，累計各項目通過甄選或獲獎人數自委員會成

立以來己超過 400多人次。 

接著，再匯報第二項議程，2019 年人才培養項目的開展情況，

各個項目現正籌備宣傳工作，預計 3月初會陸續推出宣傳活動，除『人

才培養考證激勵計劃』已於本年 1月 1日推出外，其餘項目申請期各

有不一，將陸續由 3月中旬開始至 9月底完結，本年度人才培養工作

項目除維持原有 5個項目外，還增加 2個項目，一是『聯合國難民署

實習計劃』，二是『葡國高校校長聯盟研究生課程資助計劃』。因此，

我們今年開展兩個國際組織實習計劃，將合併推出『聯合國國際組織

實習計劃』，整個計劃合共支持 10名澳門居民，分別是『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實習計劃』7個名額，『聯合國難民署實習計劃』3個名額。 

『聯合國難民署實習計劃』是由人才發展委員會和澳門基金會聯

合舉辦，聯合國難民署尤其關注兒童的需要，以及倡議婦女平等權

利，希望透過難民署的計劃，讓澳門青年認識不同的國際事務，如有

關人道主義，保護救援，以及國際法律方面專業知識，並且希望透過

該項目為推廣有關事務作出貢獻。 

另一個新項目是『葡國高校校長聯盟研究生課程資助計劃』，由

人才發展委員會和高等教育基金聯合舉辦，每年支持最多 10 名澳門

居民修讀葡國高校校長聯盟下 15 所葡國高等院校開辦的研究生學位

課程，透過這個計劃，希望可以加大前往葡國進修各類專業的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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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力度，從而促進中葡商貿服務平台人才建設工作。  

就第三項議程，有關跟進完善工作，有以下幾個方面： 

介紹『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實習計劃』實習人員的能力分析的跟

進，有關結果包括語言能力、專業能力的發展、實習表現評估等建議

詳見會議文件；又呈交了『國際組織實習人員回澳服務建議書』，建

議按有關人才的專業、外語能力及業務經驗，推薦至相關公共部門或

一些駐外辦事處考慮聘用，該建議書亦獲行政公職局回覆意見有三

項，詳見會議文件。 

介紹『粵港澳大灣區澳門青年實習計劃』實習人員的跟進問卷，

內容包括：實習時長、實習城市、能力發展、遇見困難，內容詳見會

議文件，建議實習時長延展至 6個星期。 

關於課程資助計劃方面，2019年內需跟進完善事項如下：『工商

管理碩士課程資助計劃』的優化評審準則；『葡國高校校長聯盟研究

生課程資助計劃』方面有兩項跟進工作，其一是與「中葡雙語人才資

料庫」關聯，透過「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為獲資助

學生提供未來就業資訊的聯繫，其次是加強與提供學士學位課程資助

的公共部門、本地大專院校及學生社團做好對接溝通工作。 

關於專才工作方面，跟進落實與澳門金融學會於 2018 年底簽訂

有關推動特色金融人才培養的三個活動；又繼續跟進與相關院校探討

下半年度推出會計、食品安全和其他專業證照的獎勵，以激勵各類專

業人員的成長。 

關於應用人才工作方面，繼續跟進“政府與企業在職訓及推動技

能認證方面合作框架”執行情況；針對四類對職技教育及職訓有潛在

需求的對象，即適齡升學學生、未完成中學的成人、大專學生與在職

成人，探討他們在有關發展與出路（向上流動）方面遇到的問題；針

對當中較為突出問題，透過擴大與教青局、勞工局、生產力及相關大

專院校合作與聯繫，從產業發展新突破點出發，協力尋求應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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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本地技能標準與外地互認發展情況，尤其是本地職業技能標準引

進大灣區的可能性。 

關於『人才培養考證激勵計劃』，建議調整現時章程內其中一個

申請條件，改為“凡於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間，

參加考試並達到獎勵範圍級別的澳門居民可提出申請”，以避免因考

試成績在獎勵期間結束後公佈的申請人喪失申請資格。  

 

3. 吳志良召集人：謝謝，各位委員對以上介紹內容有什麼意見？ 

 

4. 蘇朝暉秘書長：謝謝主席，就職業技術教育方面，我想補充一下，

因為社會都比較關心這個問題，職業技術教育和職業培訓，現時用各

種不同名義如職業技術教育、職業培訓、學徒培訓等，又分佈在不同

的政府部門裡面負責，職業培訓和學徒培訓基本上由勞工事務局負

責，在職業技術教育方面主要由教育暨青年局負責。 

在高等教育方面，有人說大學應該開辦一些職業教育專上學院，

其實澳門現在依法開辦已有 280幾個本科到博士碩士課程，其中一百

多個課程已經同職業是直接相關，比如會計、建築工程、翻譯或者護

理等專業學科，完成課程並合格取得學位後，只要經過一定的登記程

序，職業方向已經很明確，所以，沒有需要在澳門的大學內再開設多

一間學院專門做這樣相關的職業培訓。 

為此，我們幾個部門在去年 12 月時召開了工作會議，目的是怎

樣做好職業教育這方面的工作，發現各個政府部門已經做了不少的工

作，問題在哪裡呢？問題不是在於這些課程的供給，課程供給基本上

沒有問題，包括各個政府部門和我們很多社團都一起合作提供很多課

程，反而在課程需求來說倒是個問題，有多少人需要去讀這些課程。

當然，澳門人如何選擇這些課程會牽涉到很多因素，如學習動機、職

業出路、晉升、轉職等。當日會議的結論我們不是要提供更多課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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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出發，而是從如何鼓勵澳門居民多點參與相關課程這個角度出

發，就是說從需求方面我們要推動，所以未來會有各種宣傳攻勢去將

讀職業教育能夠取得成功的個案和例子和澳門市民分享，希望更多的

澳門居民懂得去選擇進修職業技術教育方面的課程。 

另外，因為在人才培養考證激勵計劃，有些申請人在十二月份參

加了考試，按去年規章要求，須於該年參加考試，且取得證照才可以

申請資助，故部分去年 12 月份考試的申請，今年一月才出證照，就

不符合去年規矩，所以剛才李小姐建議今年我們改一改規章第三點條

文，即提供資助的時間等同於證照發出的時間，倘大家委員同意調整

的話，這讓去年底參加考試今年初才發出證照的居民可提出申請，這

是我的補充，讓大家知悉。 

 

5. 蕭婉儀委員：主席，我想發表對粵澳青年實習計劃的意見，現時

實習時長四週，我也認同，首先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文化，且在語

言溝通上需要時間適應，當人際關係剛剛熟悉了一點，大家就要離開

了，所以我覺得需要關注。另外四週或者六週，能否分兩個階段，第

一階段完了後，然後再過幾個月去第二次，有了第一次，第二次開始

就比較掌握了，當中學了的東西可以回去先應用一下，可能會較為實

際一點。 

 

6. 葉兆佳委員：謝謝主席，各位委員，下午好，去年有一件事做得

相當不錯的，就是 12 月 14 日人才委和澳門金融學會簽訂了合作協

議，這也是今年跟進完善事項之一，舉辦特色金融研討會和工作坊，

很多人都想做這件事，之前有個橫琴的金融研究院（横琴智慧金融研

究院），習主席說了不忘初心，服務澳門，他們很積極服務澳門，提

出金融科技培訓的一些考慮，因為這需要一定的師資力量，所以現在

搞一些研討會，那步伐相對慢一些，我也不反對繼續搞，但如果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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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機構或大專院校有這種類型的，是否不排除會合作？我覺得這件

事大家會比較關心。現在有 6,500個銀行相關的從業人員，這樣的培

訓銀行或者非銀行從業人員都會來，保險都有六七千，不用考慮如何

招生，大家對這方面都有興趣的。在舉辦金融培訓課程方面範圍可以

闊一點，大家可以探討一下，或者澳大，科大，都可以參與在 2019

年的計劃中，否則要等到 2020年。 

 

7. 吳志良召集人：現在的確有這種情況，政府資源太多不斷有新的

項目。很多項目都是為做而做，很多項目都需要整合，實習計劃五花

八門，為了要求人數有多少，去多少次，不考慮效果如何。實習半個

月，其實是沒有什麼效果，半個月內方向還沒摸清楚就回來，最重要

的是把實習學到的東西做得實實在在，有效果是最終追求目的。 

不單政府、社團都在辦無數的課程和交流團，真是供過於求的。

關於實習計劃，我有個建議，為 UNESCO 回來的第一批實習人員辦

個分享會，他們出去一年真的不簡單，每月領一萬二過生活，面對生

活和工作各樣的適應，精神是可嘉，澳門需要願意付出的人，我們都

很關心他們未來工作的問題。 

第二個，除了 UNESCO 之外，我之前跟聯合國教科文副秘書長

溝通過，聯合國大學系統能接納澳門的實習人員，聯合國大學在世界

各地都有研究院，可考慮讓我們的碩士生和博士生到那裡做研究。 

還有沒有其他意見？ 

 

8. 蘇朝暉秘書長：謝謝主席，我想剛才提到分兩階段的實習，這是

澳門金融學會的實習做法，分兩年，第一年實習之後第二年那班同學

繼續做實習，我們都希望可以做到這樣，需再研究一下。正如主席所

言，其實現在有很多實習，最近勞工局簽了與深圳實習的協議，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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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程度我們秘書處也需研究是否真的選擇深圳和東莞，反而珠三角西

邊會不會更加好一點，因為東莞現時來講不是一個適合做實習的地

方。 

秘書處可以做兩件事，首先是我們可邀請設有金融相關學科的本

地的高等院校教學負責人與委員座談，談談現時的特色金融在大學方

面是如何配合進行培訓。因為較早前有些大學電腦課程，畢業生出來

參與工作時，業界認為無法真正配合需求，當時就安排電腦商會與大

學電腦學系負責人一起座談，如何將教學內涵調整，我想這也是一個

方法。 

其次是，與澳門金融學會合作方面，我想我們可以多一點和他們

溝通，除了這些研討會和培訓外，是否還有其他合作可以開展，澳門

亦有在外金融人才可以幫手，其中有一位在彭博做大數據分析的澳門

年輕人將於 2 月 13 日回澳，回流小組與他取得聯繫，並安排他去澳

大做分享會或者講座培訓，我們秘書處方面願意當中協調，報告給大

家知悉。 

 

9. 蘇朝暉秘書長：關於『聯合國難民署實習計劃』，剛剛簽了協議，

接下來才開始做宣傳，名額有三個，我們知道外交公署也很關心這個

項目，怕這些學生去到當地會遇到安全的問題，所以我們也和難民署

溝通，難民署回覆會安排澳門實習人員前往的地區，是可攜家眷一同

赴任的安全區域，是相當安全的。而且，赴任前亦會專門安排安全保

護知識的培訓。過去，確實有學生遇到搶劫受傷或疾病的情況，我們

獲悉後馬上瞭解慰問及協助跟進保險賠償，當地辦公室亦有派員協助

照顧，這樣情況下仍可以繼續完成實習同工作，所以說，這批同學真

是很難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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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討論事項： 

10. 吳志良召集人：還有沒有其他意見？如果沒有，我們就進入下一

個議程討論事項。 

 

11. 甄文靜委員：大家好，我有一些建議，因為我接觸過澳門一些年

輕人，他們對於大數據、電商營運都很有興趣，但是澳門暫時沒有這

方面培訓給他們學習，我認為如果要協會去開辦培訓，可能出現參差

不齊的情況，那有沒有辦法可以利用社會關係和政府資源與淘寶大學

那裡聯繫？據我所知，淘寶大學有專門課程可以提供，或者在大學方

面能否給一些支援，教導他們熟悉一下怎麼利用大數據與大灣區發展

接軌？謝謝。 

 

12. 柳智毅委員：我想和大家探討一下，剛才聽到佳哥提及金融方面

的人才培養，人才培養分很多不同的領域，精英、專才、應用人才等，

我看到 2019 年人才培養範疇兼顧範圍也相當大。粵港澳大灣區的發

展大家也知道是大勢所趨，倘大灣區某些政府職位能開放給我們澳門

人參與實習，可進一步促進開放，這些青年也可以發揮一定作用，且

從珠江西岸、珠海、江門、中山、肇慶這幾個地方逐步展開，加以時

日累積，未來兩地溝通可能會更加容易。 

 

13. 吳志良召集人：事實上我們在粵港澳大灣區合作中，廣東省政府

給澳門粵港澳大學生實習計劃，澳門就分了 36 個名額，據我所知申

請類似項目起碼不少於 20、30 個，當時建議蘇主任與我們一起辦，

你們做一個項目要用兩個人，我們一共三個人所有項目，事實上我們

的成本也很高的，培訓一個人的成本加起來要 3幾萬元左右，所以要

看一下實習效果是甚麼，我們越來越需要反省，人才培養需要提供全

方位的服務嗎？我有些朋友的兒女去國際組織實習，都需要自己去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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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機會，而我們就提供所有安排和保姆式服務，這樣的話，很多人才

培訓完成後也很難提高能力。 

 

14. 莫志偉委員：多謝主席，很多委員都談及大灣區青年實習計劃，

我認同確實可以讓青年朋友對灣區有初步認識，只是時間較短。在四

個星期內，初步對當地城市、歷史文化稍有認識，然後再到機構單位

掛職，這可能是初步的短期計劃。 

剛巧前幾天我在廣州參加會議時，澳門和廣東省青年交流過兩地

實習計劃，可能需要一個比較長遠的想法，在座有高教辦主任，教青

局局長，建議是否可在澳大先行先試，我知道這個牽涉很多問題，但

實習內容確實需要與學科對口。例如學工商的，可以對上內地工商單

位，掛職壹年或半年，是修學分，青年朋友也反映，可算為必修或者

選修學分也行，這個可能比較實際，考慮較為長遠。 

 

15. 蘇朝暉秘書長：謝謝志偉的意見，其實現時來說實習學分互認已

有實踐案例，其中一間就是鏡湖護理學院，鏡湖護理學院的護士實習

不少是在內地廣東省進行，我們只要求為實習人員購買保險，雙方簽

好協議在安全環境下做實習。但是反過來說，內地的朋友來澳門只做

實習是不行的，因為高教相關法律並不允許外面的大學生過來澳門只

做實習，會造成規避澳門現時其他法律，這樣很大機會變成廉價勞工。 

 

16. 盧德華委員：不好意思，佔用大家一點時間，我相信蘇主任會明

白我所說的，在澳門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課程是這樣的，譬如說在加

拿大某知名大學，4年本科學位課程中，其中有一年需要參加實習並

計算學分的，那所大學畢業生在市場上很搶手的。那我們澳門的大學

有沒有這樣做法？ 

 

17. 蘇朝暉秘書長：澳門現行法例已經說明課程安排有實習才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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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 

 

18. 姚偉彬委員：我想說一下加拿大的制度，以我的兒子情況來說，

他讀了三年，再加一年，然後再加一年，其實他是去做實習而延長了

一年才畢業。因為實習是有兩種情況，有的是課程的一部分，有的是

大學允許但不是課程內規定。不是說一定要通過才能畢業，有些人不

通過也可以畢業，不算學分就是了。主要是學生覺得這個經驗對他將

來重不重要，是否值得這樣做。 

 

19. 蘇朝暉秘書長：我們現在操作方式是這樣的，法律上是允許這件

事，勞工局方面我們也有溝通，稽查人員手上有一個手機可以直接查

核外國人或內地學生的身份，是否課程規定可參加實習，違反規定者

會有法律後果。 

 

20. 吳志良召集人：就討論事項兩點，剛才已作出介紹和補充，還有

什麼意見嗎？ 如沒有其他意見，那就通過開展 2019 年人才培養項

目，以及通過調整『人才培養考證激勵計劃』申請條件。 

最後，祝大家新年進步，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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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議結束時間：下午 4時 15分 

 

簽署確認： 

 

專責小組召集人：                                

                                    吳志良 

 

 

 委員會秘書長：                                  

                                    蘇朝暉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