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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發展委員會 

人才培養計劃專責小組 

精英培養計劃分組 

2017年度第一次會議 

會議紀錄 

 

日期：2017年 7月 21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11時  

地點：澳門南灣大馬路 599號羅德禮商業大廈 14樓 D座 

出席者：召集人 吳志良 

    委 員  郭小麗（代梁勵局長） 

                蘇映璇 

                余永逸 

                馮家超 

                張曙光 

        秘書長 蘇朝暉 

缺席者：委 員  趙 偉 

                李向玉 

劉 良 

                姚偉彬 

列席者：委 員  柳智毅             

                葉兆佳 

                吳在權 

       （出席者簽到表詳見附件 1） 

 

一、討論事項 

1.（吳志良召集人介紹 “精英培養計劃分組 2017 年度第一次會議”會

議流程。） 

 

2.（高級技術員周麗珍小姐匯報“2017 年各項精英培養項目的工作進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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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蘇朝暉秘書長：秘書處接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回覆

的甄選結果後，已即時派員與入選實習人員聯絡，目前有四名人士確

定參與實習計劃；另外，該實習計劃有後補措施，但由於該崗位的候

補名單碰巧從缺，未有人員可即時補上，請各位委員知悉。“葡萄牙

科英布拉大學碩士學位課程資助計劃”方面，研究生資助發放技術委

員會已就兩名申請的學生召開會議討論，其後發現兩名學生的成績不

是很突出，期望日後的精英培養項目可設定最基本的成績要求；至於 

“香港科大 EMBA課程資助計劃”方面，因該課程總費用接近 100萬，

而資助金額為澳門幣 20 萬元，故有市民冀望提高資助金額，然而，

有關課程的資助對象為中高層管理人士，所以秘書處期望透過加強宣

傳，讓本澳居民明白。 

 

4. 吳志良召集人：為了避免有學生放棄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實習計劃，既影響預算，又會對其他的學生不公平，故

建議設立罰則制度；“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碩士學位課程資助計劃”方

面，獎學金須設定成績要求，否則會影響精英計劃及對其他獎學金的

規定會不公平；至於 EMBA 課程的資助金額，其實這是澳門基金會

信託委員會審視和討論後的結果。 

 

5.（秘書處高級技術員周麗珍介紹 “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碩士學位課

程資助計劃”的獲資助名單。） 

 

6. （李麗琼首席顧問高級技術員介紹“人才培養項目登記制度”的開展

建議 。） 

 

7. 蘇朝暉秘書長：希望了解 2.2 第三點，“作為獲發放資助的必要條

件”，是否表示若沒有登記人才資料庫的人士，教育暨青年局或澳門

基金會就不會向該名人士發放資助？ 

 

8. 吳志良召集人：人才發展委員會發放獎學金時，倘若學生獲得獎

學金，其實也會願意填多一張表格；人才培養項目登記和人才資料登

記其實是兩個不同的類別，如項目登記方面，希望政府部門或私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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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推行人才培養計劃時可合理地利用公共資源，避免重覆；另希望

將培訓項目分門別類、分層次；此外，人才培養項目登記後，可定期

製作簡報，如頒發獎學金後，可得知該年獲得獎學金的學生人數，學

生主要修讀的專業類型，這樣未來的用人部門可清晰五年之後有哪類

的人才供給。另一方面，可與用人單位溝通，了解其未來的規劃，從

而讓學生知悉未來的就業前景，繼而選修合適的科目。 

 

9. 吳在權委員：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實習計劃，為防

止浪費機會，可考慮設定保證金，只要完成實習，就可得到退回，讓

學生負起責任和承擔。 

 

10.蘇映璇委員：精英培養不能與學校的成績表直接掛鈎，因每間學

校的評分準則不同，呈現的分數高低也有不同，有些學校的學生平均

分達 90分；有些學校的學生通過競爭、努力的學習過程，才獲得 70

至 80 分的成績，兩者是有差異的；另外，澳門不少社團均要求成績

達到某個分數或以上，才獲頒發獎學金，因此，若要界定精英人才，

不能單以成績表作為評審準則。其實學校的成績表和教師的質素，也

是一個關鍵問題，如澳門從事各行各業的人士，只要具有高等教育學

位，再修讀十個月的師範課程，就可應徵教職，可是部份應徵者卻未

達到任教科目的基本水平。 

  

11.葉兆佳委員：其實人才培養項目登記與人才資料登記是兩個不同

的制度。 

 

12.蘇朝暉秘書長：為了分辨澳門社會上有各式各樣的人才培養項目，

故希望建立一個人才培養項目登記制度，如澳門大學有一個長江學者

計劃，專門培養澳門學者，該計劃可登記入人才培養項目，而有關的

長江學者亦會鼓勵其進行人才資料登記，故此為兩個制度，但兩者是

相互聯繫的。 

 

13.葉兆佳委員：因為人才資料庫和人才培養項目登記其實也是人才

發展委員會下面的兩個網站，可能目標對象不同而容易產生混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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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不要評價報讀人才培養項目的人士為人才，避免讓其他人士產生質

疑，反而須考慮評價那些人才為人才發展委員會的目的。本人同意人

才培養項目登記制度，一方面可知道本澳居民修讀那些資助課程；另

一方面可構建一個資料庫，為日後研究和分析之用。 

 

14.吳志良召集人：同意葉兆佳委員的意見，暫時不要評價那些是人

才。人才分為不同的領域和層次，精英培養計劃分組提及的精英只是

人才的一部份，然而，澳門有各式各樣的人才培養課程，希望先透過

人才培養項目登記，了解現時社會人才培養工作的現狀和底蘊，另希

望人才發展委員會討論人才培養的理念和培養人才的方法。建議人才

發展委員會分兩條腿走路，一方面向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徵集人才培

養登記項目，審視其人才培養計劃的分類情況；另一方面，希望有關

的培訓單位或機構提供完成受訓人士的名單，讓人才發展委員會進行

內部分析，其後向社會公佈研究結果，了解澳門哪一類型的人才較為

集中。 

 

15.郭小麗代局長：於 2014年及 2015年，教育暨青年局（下稱“教青

局”）先後頒佈《本地學制正規教育課程框架》（下稱“課程框架”）及

《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基本學力要求》（下稱“基本學力要求”）行政法

規。課程改革經過多年探討，並邀請專家、學者進行研究；而“基本

學力要求”是參考了鄰近地區及其他國家的課程標準，並結合澳門的

實際情況而制定，“基本學力要求”是學生完成各個學習階段後須達到

的基本能力；學校在遵守“課程框架”和“基本學力要求”的前提下，在

教學上享有自主權，政府不會干預。關於留級率方面，政府早已對澳

門所有學校進行留級率的調查工作，現時訂定的留級率是配合實際情

況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對留級率問題展開研究，發現留級對學生

的學習並沒有好處，反而有不良後果；然而，教青局希望學校或老師

及早發現學生的困難，採取方法協助學生學習，教育發展基金向學校

提供資助，讓學校開辦拔尖班，也開辦保底班，協助學生學習成功。

至於師範培訓方面，《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

(下稱《私框》 )規定了老師的學歷條件，中學方面，只要具備與任

教領域相關的學士學位，就可入職成為一個六級老師；若具備相關學



5 
/sm 

士學位和中學師範培訓，則可成為一個五級老師。小學和幼兒教育方

面，具備高等專科學位或以上學歷和小幼師範培訓，即具備擔任小幼

教師的資格。對於培訓機構提供的師範課程，教青局對課程設置有相

關規定，必須包括教育學，教育心理學，教學法（教材與教法）和教

育實習等四個領域的科目，當中也有學分和學時的規定。原來並非從

事教育工作的人士倘具備高等專科學位或以上學歷，修讀了教青局認

可的小幼師範培訓課程，符合《私框》小幼教師的入職條件，但至於

是否聘用，學校具有自主權。 

 

16.馮家超委員：本人同意人才培養項目登記系統的構建，因該系統

有持續性，不會因計劃的完結而有所改變。人才發展委員會可考慮長

期的發展計劃，中學屬於基礎教育，但現今大學也變成基礎教育，如

本年的升學率達百分之九十五或以上，故可參考德國的教育系統，學

生升學四至五年，基本上已達到碩士學位，而下一階段則是博士學位，

基本上德國擁有博士學位的人士均比較年青，這是環球社會改變下的

情況，建議人才發展委員會於下一階段，考慮碩博連讀的方向，希望

培養更多的博士生，其後再挖掘精英人才。 

 

17.吳在權委員：本人同意馮家超委員的意見，資料庫的功用是收集

資料，對人才培養和掌握具體數據，十分重要。 

 

18.余永逸委員：人才發展委員會和政府各個部門均有不同種類的資

料庫，故可否將所有資料庫合併為一，類似大數據的形式；例如本澳

居民申請任何的獎學金或資助計劃，只須於人才資料庫登記後，就可

自行決定是否將人才資料庫的個人資料直接轉送至有關的申請單位，

免除填寫任何表格；同理，本澳居民一方面報讀已登記的人才培養項

目；另一方面，亦已進行人才資料登記，這樣有關培訓機構就可直接

於人才資料庫取得報讀課程人士的資料，既可節省於網上填表格的時

間，亦可給予一個誘因，這方法未知是否符合法律規定，希望供各委

員參考。至於甚麼是人才?目前較難給予定義或合適的分類。由於人

才資料庫的登記人數約八千多人，可否考慮將人才資料庫進行分類，

如某一類澳門需求的人，稱之為人才；又或考獲某個類別證照的，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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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之為人才，未來可對人才資料庫重新規劃。 

 

19.張曙光委員：登記制度呈現三個功能：一、展示澳門人才培養的

環境；二、哪些項目具有競爭力；三、參加這些項目的人士類型，以

及未來發展的機會是甚麼？建議除掌握基礎資料外，還須評估哪些項

目具有競爭力，既可評估參與項目人士的競爭力情況，又可通過小組

制定政策，進行專家評鑑工作，審視有關項目可培養哪類型的人才。 

 

20.吳志良召集人：“人才培養項目登記制度” 計劃，可委託學術機構

收集資料和構建系統外，還須有跟進研究；即使沒有提及評分，也須

設有排名，這樣資源分配也有所依據；另外，人才發展委員會可否資

助學位課程，如澳門需要的人才，醫生或特色金融等範疇。 

 

21.余永逸委員：政府支持社團或機構開辦培訓課程，其實不具競爭

性。 

 

22.吳志良召集人：若人才發展委員會有評級制度，只要排在一百名

之後，均不考慮資助。 

 

23.余永逸委員：如澳門緊缺葡語翻譯人才，政府部門或人才發展委

員會可能需要五年的人才培養計劃；又如各式各樣的精英培養計劃，

不是任何組織或機構可以舉辦，須審視該組織或機構的背景，人才發

展委員會需有一個評審標準，讓組織或機構爭取開辦有關的培訓課程；

至於排名問題，須設立一個標準來制定一百名的排序；即凡是精英的

項目，均需人才發展委員會先進行審批，其後才提供資助，又或其他 

政府部門提供資助，故人才發展委員會須考慮訂立一個資助的標準。 

 

24.（李麗琼首席顧問高級技術員介紹 2018 年“工商管理碩士課程資

助計劃”及 2018年度各項精英培養項目。） 

 

25.吳志良召集人：因精英培養計劃分組推出的碩士獎學金未能涵蓋

較高端的課程學費，希望透過與澳門基金會合作，提供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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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馮家超委員：倘若人才發展委員會能與企業合作，例如各方分別

資助 20 萬元，受益人至少可多一倍的資助，又或由企業以冠名方式

合作提供資助，因企業與人才發展委員會合作的關係，不但政府可推

動企業培養高端管理人才，還可推動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和建立良好的

企業形象。 

 

27.（吳靜茹高級技術員介紹“澳門人才培養發展階段性成果展暨研討

會” ）。 

 

28.郭小麗代局長：關於“澳門人才培養發展階段性成果展暨研討會”

的內容，3.2.1學生福利基金和 3.2.3大專助學金計劃重複了，該計劃

是基金的一個項目，所以介紹學生福利基金就可以，另外，建議將持

續進修發展計劃加入其中；關於 4.4.1 職業技術教育，是否包括高等

教育和非高等教育，可進一步研究；至於研討會安排的主題演講 1，

有關非高等教育的培養部份，建議由教青局代表介紹非高等教育十年

規劃的中期評估，當中已包含職業技術教育的內容。 

 

29.張曙光委員：因新的高教法將會通過，建議將高教法對澳門人才

培養方面的內容加入成果展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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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議結束時間：下午 12時 30分 

 

簽署確認： 

 

 

分組組長：                               

        吳志良 

 

 

 

委員會秘書長：                               

     蘇朝暉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