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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第二册，第三／四期， 1 9 8 9 1／2，28 7－2 9 6

在過渡的前景下設立
職業培訓的獨立機構＊

JoséMesquita（麥傑達）＊＊

（一）引言

人力資源的開發現在被澳門很多人，包括公共和私人機構視爲優先及必需的

目標，因爲這是爲達到人人渴望的經濟發展一個必備的條件。

人力資源的開發是經濟發展的條件，而且人力資源的開發在很大程度上又是

經濟發展的結果。這種因果關係令我們相信，人力資源的開發，除了是一個不可

缺少的社會性的投資外，還能在短期或中期內，在職業技術培訓方面引起重大的

發展，因爲經濟高速的成長，促成這方面的需要，也是經濟發展多元化的需要。

因此，若我們說在這方面的前景是充滿挑戰的，實在不是言過其實的。而且，隨

着飛機塲、深水港等大型建設的展開，新的行業會湧現，令挑戰的範圍更廣。

另一方面，由現在起至本世紀末，澳門政府必定會朝着兩個基本的目標而迅

速演變，以便爲在一九九九年後它仍有的重要角色而舖路。這兩個目標就是公務

員本地化及法律與行政制度的改革。

公務員本地化，我認爲就是要冷靜考慮由適當的人員來担任將來澳門特別行

政區公務員的職位。

至於法律及行政的改革，我認爲其目的應是：將政府不必直接及專責担任的

一些職能加以私人化，及將政府機關盡量減少官僚化並給予最大的彈性。在職能

私人化方面，政府可以透過一些中間性模式（例如公共企業，混合企業等），逐

步加以實施。

＊當《行政》雜誌的負責人表示要轉載我在第十五屆“亞洲地區貿易及發展組織”會議所發表

的講話時，我向他建議採用會議中提出的一些意見，以便更好配合這雜誌的內容。因此，本

文與我的講話有所不同。上述會議於去年十月在澳門擧行，主題是“關於教育及職業培訓計

劃，必要性，問題及觀點”。

＊＊經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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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前提下，並認識到教育制度，特別是在職業及技術培訓方面的重要作

用，我們對論題加以詳細發揮 。

（二）前例

澳門多年前曾有過一些可說是職業技術訓練的活動，例如在一八一四年開辦

首間領航員學校。天主教會在這方面的工作也很重要，例如葡光中學及慈幼中學

所開辦的工藝訓練班。雖然如此，我們似應承認，職業技術訓練的工作是在八十

年代才邁出重要的步伐，它的歷史很短，積累的經驗當然也很少。在這過程中，

出現了很多困難，這些困難大部份仍然存在，因爲行政當局沒有採取適當的措施

加以排除，但是很多工作已經做了出來，而且得到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在立法方面，我們首先提及海事及旅遊方面。事實上，新的領航員訓練學校

成立於一九八○年三月八日。當時欲成立一間旅遊及旅業學校，這間學校終於在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創辦。這是政府就職業技術訓練的需要所做的一些初步實際工

作。從整體政策方面來說，一九八二年是職訓工作正式在澳展開的一年。但是，

無論是一九八○年或是一九八二年，它們都是與現任澳門基金會主席黎祖智博士

的名字有關，他在一九八○年時，担任旅遊司司長的職位，並在一九八二年轉任

敎育、文化曁旅遊政務司的職位。他曾作出批示，成立一個由經濟及教育機關官

員所組成的工作小組，並於一九八二年九月頒佈了第44／82／M號法令，訂立關

於職業技術訓練工作的基礎，及設法創造條件，以便

《“……”在短期內協調地在澳門訂定以學校爲單位的以及速成的訓練課程

。》

根據同一法令又成立了一個職業技術訓練工作的諮詢委員會，又在敎育司內

設立一個調協、輔助及監管的部門。雖然這法令現仍有效，但是我認爲它的目標

，不單在職業技術訓練方面，尤其在職業技術教育方面，都沒有實現。

上述諮詢委員會停止活動已有多年。它的工作沒有連貫性，因此沒有產生預

期的效果，雖然多數成員已盡了最大的努力。我雖然不是最適宜分析引致這個結

果的人，但我不得不對可能的原因提出意見，何况我曾是整個過程的積極參與者

。我承認在開始時，對一些職能的槪念和定義出現過混淆的現象。但是，這點不

是那麼嚴重，因爲諮詢委員會本身能提出解決辦法。令委員會的努力白費的主要

原因 ——我對此沒有疑問 ——在於政府方面缺乏積極性，因爲只是開個頭是不夠

的，必須繼續加以關懷及輔助……

倘若沒有對各種需要作系統性的必要分辨，沒有確定工作的對象及輕重緩急

，沒有一個戰略，沒有分工負責及執行職責，沒有施行必要的手段，總之，倘若

對專業及技術訓練工作缺乏一個計劃，我們是不能期待有奇跡出現。我深信，正

是由於在問題出現時缺乏了政治決心，才引致在今天職業技術教育沒有與本地區

的經濟發展同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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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這個本應是發展本地職業教育及專業培訓的重要步驟，但從整體的角

度來看，基本上是不連貫的 。

我們要承認，它直接或間接地促成了本地區目前在職訓上較重要的基礎的出

現，而且所獲的成果比四、五年前所想的還多。不能不考慮在職業和技術訓練方

面因環境所逼而取得的成果。本文對此不準備詳談，但需要根據資源開發的前景

做些初步分析，亦可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驗和傳統做些比較。

（三）提供的訓練

本澳現有下列的職業技術訓練中心及機構（ 只列擧較重要的）：

＊該等公司擁有設備爲員工擧辦培訓課程 ，導師由內部派出或向外招聘

有關上述培訓中心的活動圖表附後。

（四）條件

無論做什麼事，都須受條件所限制。了解這些條件能使我們不採取在“通常

”情况下是適宜的解決方法。不了解這些條件，就有可能使你所採取的措施不能

產生效果。

在澳門的職業技術培訓工作亦不例外，因此須要我們常常注意，提高警覺。

事實上，我們現在所說的是人力資源，而“人”是非常複雜的，這種複雜性在澳

門更爲嚴重，因爲澳門是歷史上不同文化交滙之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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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個人的經歷——其中也有些不太嚴重的失敗——發覺到以下的情况在特

定環境下可說是澳門條件限制的特色 ：

（ a）面積及人口

澳門面積只有十六點九二平方公里，由兩個海島及一個半島組成，所以是非

常細小的。澳門半島面積爲六點○五平方公里，有四十多萬人居住，佔人口的多

數。以年齡來看，居民中有百分之七十二是在十五至六十四歲之間 。

（ b）經濟活動的結構

工業及旅遊業是澳門主要的經濟活動。加工業以外銷爲主。一九八七年的出

口總值高達澳門幣一百一十二億三千三百多萬元 。

紡織品佔全澳出口的四分之三，紡織廠超過二千七百間。旅遊業主要依賴博

彩業，在政府的收入中佔很大的比重（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之間）。每年五百多萬

旅客中，大部分是爲博彩而來。酒店方面提供四千五百七十八個床位 。

建築業，商業及金融業，即使一併來看，它們所佔的比重，遠比紡織、博彩

爲 低 。

（ c ）失業程度

澳門須要向外招聘工人以補一些行業人手的不足。這種情况是由於受僱於工

業的人轉往服務性行業工作。甚至旅店業方面的人員，也被中國方面吸引去。但

是，引進外來人力，不是最近才有的事。事實上，倘若沒有源源不絕的移民，澳

門不能有今天的發展。這種情况也曾在香港發生過。在四十年前，香港只有不到

目前人口的三分之一。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沒有確切的統計，但若我們說有數萬

香港的技術人員在澳門工作，那是接近事實的。他們多在工廠或服務行業中担任

中上層的職位 。

至於來自中國的移民，大部份是沒有專長的工人，雖然會有些例外，特別是

在一些中國的傳統工業方面。倘關係到中國的一些企業的利益時，中國也派出了

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來澳。

（ d ）對香港的依賴

澳門工業，由一九六○年後，特別是從一九七○年開始，有迅速的發展，這

點是直接與香港在出口市塲上遭遇到的困難有關（配額限制，關稅特惠的削減等

）。澳門當時成爲香港工業生產的首選轉移地，因爲兩地很接近，澳門經濟開放

，有可觀的發展潛力，無論是從面積方面看（當時有很少多層工業大厦），或是

從工人方面看（容易吸引移民），不管來自廣東或上海，都有不少親屬或朋友關

係。當時，中國沒有吸引的條件（經濟特區是在八十年代才出現），於是澳門有

足夠的條件吸引香港的企業家，雖在基本設施及政府手續上還有一些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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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的工廠在澳出現，有的是直接投資的，有的則是與朋友及親屬一起合作

建立的。至於一些本地人所辦的企業，很快也被香港人所控制，因爲本地廠家不

能打入傳統的國際市塲。况且，所有原料及製成品，技術人員等，都全需經由香

港進出。因此，本澳居民辦的一些獨立工廠，只能局限於“間接訂單”的市塲 。

這種依賴香港的情况不單在工業方面存在，在服務行業也是一樣，很多公司只担

當澳門市塲的零售商的角色 。

澳門工業集中在香港廠商之手中，受他們所控制，澳門工業界的角色差不多

只是執行香港廠商的生產指令 。

（ e ）教育及文化因素

澳門是不同文化及民族交滙之地。當地居民以中國人爲主，他們並非全是廣

東人，而是來自不同的地方，操不同方言，他們的教育及文化水平也參差不齊 。

（ f ）缺乏職業技術教育

由於澳門的經濟活動及僱員缺乏突出專業性的、技術性的教育制度，因此，

使本地區技術和職業培訓方面，得不到提高教育質素的應有效益，因技術訓練是

整個教育制度的組成部份（另一效益表現在在職專業人員身上） 。

（五）問題和障碍

鑑於上述限制性因素，以及在職業培訓方面隨時隨地普遍存在的現象，本人

現擬將所了解的，談談在澳門存在的主要障碍，因此，在不顧慮有等級之別的情

况下，本人特別指出。 ：

（ a ）對專業需要缺乏調查

人們發現對就業市塲需求方面，完全缺乏定期的，系統的調查研究。雖然勞

工事務署與行政曁公職司設有職業諮詢部門，但有關的資料只局限於即時的，短
期的職業需求 。

據了解，在未設立工業發展輔導中心之前，曾對製衣業做過一次問卷調查，

但毫無連貫性 。

很明顯，若對各種需求不做質和量方面的連續調查，則培訓工作含有相當大

的盲目性和風險 。

以我本人的經驗來說，如果對實際的需要不作科學性的評估，很容易得出錯

誤的理由和結論。例如，試問有誰說澳門的工廠是不需要時裝設計的呢？因爲成

衣業在本地區製造業中所產生的成品（高檔）和出口（數量和價值），都佔很大

的比重。本人雖然預料有些人會抱着懷疑的態度，但我始終不相信那些市塲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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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人員，在澳門製造業中沒有前途，除非有關人士專心看過我在上文中所講及

的依賴香港的情况 。

其實澳門存在一種明顯的發揮專業的機會，負責職業技術培訓的人仕，不應

對此低估，尤其是未有對現實的分析找到更穩妥的辦法之前 。

（ b ）企業家的敏感性

這個問題不單在澳門存在，只不過因外來的投資在澳門佔了相當大的比重使

問題更加突出。在此情况下，企業家關心生產任務的完成甚於關心生產管理方式

是很自然的事，即使有點一想改進的念頭也是複雜的，因爲在澳門很少能看到這

種現象 。

（ c ）財政經濟上難辦到

從成本與效益關係上計算往往發現是不合算的，這裏包括專業需求的數量、

廠房、設備的成本，以及負責訓練的導師（尤其是人數較多，且要在外地聘請時

）。

（ d ）在技術上組織上難辦到

也許這是最大的困難，因爲通常都不可能在澳門招聘到這類導師，就算未有

足夠敎學經驗之敎師，在當地也不易聘請。另外，就有語言上的障礙，講廣東話

是主要的語言，懂得雙語者（葡中或英中）也很少，使向外地聘請專業人員的可

能性也減低，只限於在香港招聘。據了解雖然文字一樣，但講廣東話者和講國語

者也不易口頭上溝通 。

（六）前景

1、設立職業技術培訓的獨立組織

在缺乏自然資源及中國對外開放政策（例如經濟特區，其中一個很接近很澳

門）之情况下，可以肯定地說，如果製造業和服務行業還以勞力密集及非技術工

人作基礎的話，將瀕臨淘汰的境地。可以說本地區發展的潛力，是有賴於產品的

競爭能力，必須是物美價廉，或者是此類產品在東亞其他地方做起來不合算，爲

此，除了發展基本設施，尤其是通訊方面之外，最主要是本地區承担起進行職業

敎育的責任。其開展是緊迫的，廣泛的，因地制宜的和相互協調的 。

職業技術的培訓當然不是發揮經濟增長潛力所必須的唯一條件，很明顯必須

有其他條件配合，但無論如何它是一個必需的條件 。

因此，有必要將之付諸實現。我認爲政府應採取上策設立一個統籌執行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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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政策的機構，主要負責下列的工作 ：

（ a ）每兩三年以科學方式，對本地職業需求作定期調查 ；

（ b ）視乎（ a ）項所指的需求，作出調整和修正，使職業培訓規劃化 ；

（ c ）將職業技術敎育和職業技術培訓，與敎育司的工作相配合 。

雖然有人極力認爲不應將敎育和培訓的結構相混淆，但本人認爲在這兩方面

作出銜接是重要的，使之互爲補充。况且，這種銜接在職業技術培訓，同大專敎

育（理工學院或大學）之間也應當存在。還須強調的是，澳門地方小，應該盡量

利用物質和人力資源，來作職業技術的培訓和敎育，這種有利條件在葡國是不存

在的，但在香港則經常利用這種資源，將職業技術敎育和職業技術培訓盡量發揮

培養專業技術人才，並且取得驚人的成績；①

（ d ）對現有或未來設立的職業技術培訓中心，加以協調和指導 ；

（ e ）對有關公司推行的職業培訓工作加以推動、協調和支持 ；

（ f ）對本地派出外地進行職業培訓的活動，予以協調和支持 。

2 、機構的模式

關於這方面，本人認爲有條件在將來設立一個“職業技術培訓機構”（或可

包括就業輔導），其模式可以參考葡國職業技術培訓及就業機構（簡稱I E F P

），他們的經驗是相當有益的，並根據本地情况做適當調整。澳門與葡國有不同

之處，是人口及企業的分佈沒有那麼分散。

雖然“理想”的目標是使上述機構完全獨立於政府，但我認爲如這個機構在

澳門設立，應該是一個合資的機構，例如政府佔95％，廠商及工會也有份參與（

在葡國現仍未有這種做法），而且應按照這種機構的性質進行管理。本人提議有

社會團體參與，理由是很明顯的。說到財政方面的問題，不能期望這些團體對此

機構能捐出很多錢，僅可能作象徵式的捐助，他們正式掛名參與並履行義務才是

主要的 。

本人衷心希望這篇拙文能夠引起廣泛和深入的討論，這個題目在澳門從未作

過論証，但在世界各地却已成爲相當迫切現實課題 。

①相對於香港（資源較多問題較少），澳門要充份利用資源便需走更多的路，每當可能時，盡

量利用資源服務工商業及發展眞正的科技中心 。

然而，對於工業發展輔導中心，我有兩項建議計劃：第一，在紡織業方面，裝置先進的CA

D－CAM（電腦輔助設計——電腦輔助製做）系統，這仍待上級決定；第二，在運作上已

取得顯著成績的彩瓷業方面，設立具創作及執行能力的基本部門。兩個計劃應有以下三個目
標：a）服 務工商業； b）推行專 業技術敎育 及c ）推行 專業技術訓 練 。

我認爲在發展戰略上，爲工商業提供服務是個極爲重要的問題，這點希望以後有機會能詳細

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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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有關機構推行的活動

294



295



296


	在過渡的前景下設立職業培訓的獨立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