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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職業教育規劃助澳門多元經濟發展 
職業教育在本澳發展至今近二十年，從數據顯示，隨著非高等教育的多方發展，職

業教育的關注度及報讀學生人數卻不斷減少，這與生育率減少，升學配對、經濟結構、

家長與社會對其的刻板形像等眾多原因關係密切。 
 
但隨著近期國家教育部門多次公佈，職業教育將成為當前教育改革及發展的重要板

塊，而教青局亦於早前公佈完成新的“職業技術教育制度”初稿，並表示加快推進立法

程序，相信這將對職業教育的未來賦予新的可能。但綜觀過往，職業教育在本澳的發展

面臨眾多挑戰，故此，本人就職業教育的發展提出以下建議： 
一． 配合特區政策，以資訊科技、(特色)金融、文創產業、大健康為主要發展方向，

重點發展如人工智能、網絡技術、影視產業、旅遊醫美等專業相關的應用課程； 
二． 讓職業教育成為高等專業：結合灣區及國際，聯手本澳教育機構、相關業界及

專業學會，開辦具官方認可的高質量的資格課程，並於非高等教育階段加入更多具

實用性、應用性的系統專業課程，進一步優化職業教育發展階梯，加快構建現代職

業教育體系； 
三． 提升職業教育定位：結合本地及內地重點高校力量，為就讀特定非高等職業教

育專業的優秀畢業生，提供對應其專業的免試入大學的保送名額，如影視產業、資

訊科技類等； 
四． 設立職業專才培訓制度：設立特定獎學金、海外高級技術交換生計劃；並在“持

續進修計劃”下，針對考證、認證、專業技能提升等相關課程，研究開設“專業進

修計劃”，為職業教育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助力； 
五． 設立職業教育研究中心及發展委員會：職業教育目的本該配合社會發展及需

要，故此，應將職業教育發展與本澳實況作綜合分析，適時檢測發展實況，減少資

源浪費，學員職業錯配等情況。 
 
預見未來，職業教育應是培養本地應用性人才的最直接途徑，冀藉本澳有關部門的

合併改革，能為職業教育各階段的整體發展帶來更全面的規劃，為特區經濟的多元發展

提供新的生產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