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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第十五卷 ，總第五十七期， 20 0 2No . 3 ， 8 2 9－ 8 4 5

澳門高等教育二十年

劉羡冰＊

1 98 1 年澳門東亞大學成立。1 98 7年中葡聯合聲明簽署。1 99 9年 1 2月

20日澳門特別行政區正式成立。澳門地區在這個關鍵的時間內，高等教育

的發展是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

在這關鍵的問題上，中、葡雙方政府都採取了許多特別的措施，澳葡

政府也作了部署規劃，民間積極性又充分調動起來，澳門人才培養問題有

了較好的解決 。

下面是三次人口普查數字，可以看到20年間，具高等學歷的人口增加

了8．49倍。如減去當時在澳工作的、現已回葡的千名高學歷葡人，20年

來人數增加約十倍。更可喜的是3 1 4 25人中，中國籍的共有2558 7人，佔

81 ．42％。

表一 三次人口普查澳門高等學歷人數統計

統計普查司數字

＊澳門中華教育會監事長、澳門教育委員會委員、澳門學歷認可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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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包括本地人和外地朋友）向我問及澳門高等教育，其發展變

化的多元和高速，我很難準確回答。2001 年為《學位及研究生教育》研討

會搜集資料，才有多些了解；為窺全豹，再搜集資料寫成本文。

一、本澳高等教育概況

澳門進入後過渡期後，高等教育數量上有較急速的發展。首先，成立

於1 981 年的私立東亞大學，被一分為三。澳葡政府收購的三個學院，大部

分課程歸入“澳門大學”，並分出部分學系與其他課程合組新的“澳門理工

學院”；未被收購的東亞大學公開學院，於1 99 2年與葡國公開大學聯合成

為一所大學，即今“亞洲（澳門）國際公開大學”。

為培訓華人保安部門管理人員，保安司於1 988年成立“澳門保安部隊高

等 學 校 ” ；

已合併於“理工學院”的旅遊課程，經政府批准，獨立為“旅遊學院”；

聯合國大學國際軟件技術研究所於1 992年得澳葡政府提供校址在澳門

運 作 ；

原鏡湖護士學校於 1 9 9 9年 1 1 月 1 6日經澳葡政府批准升格為“澳門鏡

湖 護 理 學 院 ” ；

經澳葡政府批准澳門天主教教區開辦了“澳門高等校際學院”；

1 995年成立的“澳門歐洲研究學會”所設研究項目，被澳葡政府承認

為 研 究 生 課 程 ；

澳門回歸後，“澳門管理專業協會”原培訓課程，獲特區政府批准，

於2 0 0 0年 7 月 升 格為 “ 澳 門 管 理 學 院 ” ；

200 0年 3月經特區政府批准成立“澳門科技大學”，以及200 1 年 8月

被特區政府批准宣佈成立的“中西創新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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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2000－2001年度高等教育註冊學生人數（按學位及文憑分）

說明：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統計資料

至2 00 1 年 8月 止， 澳門 高等 教育 機構 共有 1 1 所， 學生 1 2 7 4 9人 。 平

均每3．5萬左右的人口即有一所高等院校。香港人口為澳門的十多倍，香

港高 等院 校 也只 有2 1 所， 1 平 均 30多萬 人 才擁 有一 所 。

當前澳門高等教育的質量成為關注的焦點是必然的，特別是公立的四

所。（即表二中前四所為公立大專）

二、本澳高等教育的特點

（一）規模小。平均每所高等教育機構僅得千人，學科系統必然受局限。

（二 ） 男 女 生 均衡 。 （ 見 表 三a） 男 生 6 5 0 3人 ， 佔 5 1 ． 0 1 ％ ； 女 生

6246，佔48．99％。但是本地學生中，女生佔了60％以上。這是多年來本

地高中畢業生女多於男的現象的延續。（見表三b）

1 ．見貝磊、古鼎儀：《香港與澳門的教育與社會》第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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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a）2000／2001年度高等教育註冊學生人數（按性別分）

（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資料）

表三（b）2000／2001年度高等教育註冊學生人數（按本地生及外地生分）

（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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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地生佔四成五。本地生7067人，佔55．43％；外地生5682人，

佔44．57％。東亞大學在 1 9 81 年在澳門創辦，一直到1 98 6年度學生的主

要來源都是香港和東南亞。 1 9 8 7年度開始，本地學生首次超過半數。近

年，外地學生又有所增長，其中亞洲（澳門）國際公開大學（簡稱公開大

學）以外地生為主，佔了85％以上。其次是科技大學的外地生，也超過了

半數。（詳見表三b）

（ 四 ） 學 士 學 位 後 的 學 生 超 半 數 。 （ 詳 見 表 二 ） 其 中 博 士 學 位 佔

0． 1 3％，碩士學位佔43．93％，學位後文憑課程佔6．93％，合起來是

50．99％。其中尤以熱門學科MBA－工商管理碩士外地生一枝獨秀。

（五）修讀方式靈活。以日夜兼讀的最多。其中全部日間上課的不足三

分之一，日夜兼讀的佔了45．45％。其實除鏡湖護理學院由於課程具較多

日間實習，必須日夜兼讀以及管理學院一貫是兼讀課程之外，最明顯的是

公開大學98．97％的學生都是日夜兼讀的。（見表四）

表四 2000／2001年度高等教育註冊學生人數（按修讀方式分）

（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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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多 元 性 。 澳 門 1 1 所 高 等 教 育 機 構 ， 已 形 成 辦 校 實 體 、 辦 校 宗

旨、教育對象、教學語言、課程等各有側重的多元格局。

（七）競爭性。澳門高中畢業生在20世紀90年代每年僅二千人左右，

其中85％能順利升上大專院校。海峽兩岸及本地是三條升大的主要渠道。

學生有充分選校機會。全國重點大學、面向華僑華人子弟的暨南大學、華

僑大學以及與澳門關係密切的東北大學、汕頭大學，每年均免試接受本澳

中學保送的優秀學生，內地大學又在本澳設考場；台灣各大學也同樣接受

保送和設澳門考場。因而一直以來，大多數本澳高中畢業生不以本地大學

為首選。由於連續六年社會經濟不景，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近三年開

始提前接受各中學保送，又減學費，因而2001 年度首次出現二千多畢業生

過半數在本地升學的現象。有競爭有進步，希望導向良性競爭，競相提高

質 量 。

（八）雙向的開放性。從20世紀80年代初至今，澳門高等教育向持開

放態度，已形成對外的互促互補的雙向開放格局。

三、高校急速發展的因素

（一）政治因素。 1 9 99年1 2月 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澳門行使

主權，是促進澳門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因素。

（二）國際影響。知識經濟顯示學歷和學力的重要，澳門經濟轉型，市

民覺醒到必須終身學習，充實提高個人文化素質和專業知識。

（三）地緣優勢。因鄰近地區專上學位緊張，澳門有發展空間。

（四）學歷被承認。用人市場特別是政府公務員崗位近十多年歡迎高學

歷，在機遇較多的客觀條件下，在職青年、中年求學積極性大大提高。學

歷本地認可，且基本合理，這一問題容後詳述。

（五）民間積極性充份調動。20年來越來越多好學之士在職兼讀， 官

方、民間團 體提供助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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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離澳升學受優惠

（一）報考中國內地大學增長迅速

1 97 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宣佈恢復高考招生，同年即接納澳門學生到

拱北報 考，檢 驗體格 ，當 年中山 大學亦 錄取澳 門考 生一人 ，也就 是七 七

屆。自此，每年均有澳門學生通過入學試回內地升學。

1 98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直屬的兩所對外開放的大學，重點在

港澳招生，報考和入讀的學生逐年增加。（詳見表五）成為澳門專業人才

培訓的兩個大搖籃，其中暨大醫學院、華大建築工程，是20世紀80年 代

中連續十多年的吃香學科，客觀上滿足了該兩行業人才培訓的需要，也補

充了澳門本地大學科系的不足 。

表五 澳門學生報讀中國內地大學及被錄取人數統計表

（澳門中華教育會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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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7年，中葡簽署了關於澳門的聯合聲明後，中、葡政府均在治澳人

才培訓方面作出積極回應，成為澳門高等教育迅猛發展的政治因素。1 98 5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委員會為配合澳門過渡期工作計劃的需要，大力協

助澳門地區專業人才培養，全國重點大學聯合在澳設入學試場向澳門學生

開放；1 995年開始，另每年免試接納澳門各中學推薦的優秀畢業生，平均

每年百人。其中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山大學、复旦大

學、上海交通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等每年均免試錄取澳門優秀高中畢業生

各 五 人 。

在澳門興建國際機場期間，祖國特准南京航天航空大學專門為澳門培

訓人才；為加速澳門公務人員本地化進程，廣州中山大學連續兩屆為澳門

開辦在職兼讀公共行政碩士研究生班……。20年來，本澳學生到內地升學

的，從個別發展到每年超千人。

（二）報考台灣大學人數穩步提升

澳門學生報考台灣各大專院校由來已久。中國內地文革期間，更成為

澳門學生升大專的主要渠道。1 994年台灣高考在澳門設考場，升讀人數在

穩定中亦按澳門高中畢業生人數遞升，從500左右升至200 1 年近80 0人。

（詳見表六）澳門學生選擇赴台升學原因約有下列幾項：

1 ．校園、設備、管理和師資水平穩定；

2．繼續深造渠道通暢；

3．費用較國外為低，學校鼓勵工讀。

表六 澳門學生報考及被錄取統計

＊本表為台灣大專入學試澳門考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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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澳門80％的高中畢業生升大形成當地及海 峽

兩岸三條主要渠道。這既有文化、地緣、人緣三者的自然因素，也反映澳

門文教多元化的實況。因此，澳門已經長期存在兩種機制的互動：優秀學

生自由擇校的機制與名牌學校自由選擇澳門優秀學生的機制。這兩種機制

的健康互動，對澳門人才培養和高等教育的發展都是積極的因素，我們應

該十 分 珍 惜 它 。

（三）往其他地區升學及政府民間助學

表七 向我 們 提供 另 一個 角 度看 澳 門人 才培 養 的多 渠 道。 澳 葡政 府 從

1 982年開始，每年通過學生申請，行政官員評審發放助、獎、貸學金資助

本澳高中畢業生赴外地升學。從表七可見1 9 82年，發放名額第一位是赴葡

國的，依次為台灣、中國內地和香港。1 98 7年中葡聯合聲明公佈後，在本

澳大專就讀學生首先登上榜首，此後一直排第一位；其次往中國內地升學

學生人數逐年增加，到1 995年開始獲資助人數也佔第二位。獲資助往葡國

升學的學生從最多名額到 1 987年已降為第四位了。據官方解釋，此項僅為

對華人赴葡就讀提供的資助，以及個別依章頒發的獎學額。澳葡政府決策

通過助學確為本地高等教育留住本地學生產生一定效果，在社會經濟不佳

時期， 效果更 顯著些 。

除政府助學金之外，各高等院校也設有助學辦法。澳門基金會對在職

兼讀研究生課程的關注較多。（見表八）澳門大專基金會還以幫助赴葡就

讀法律的學生作為重點，確保對過渡時期人才的培養，有針對性地作出了

貢 獻 。

澳門大專基金會成立於1 9 86年，向高中畢業生升學作出資助，分助學

及貸學兩類。從 1 98 6至 20 0 1 年間，“共發放十六次助貸學金，總金額為

港幣 1 85 5多萬元，受助學生有245 7人（筆者註：應為人次），已完成學

業回澳工作的有63 1 人。……先後送出六批約七十人往葡國讀法律和其他

專業，……也在國內中山大學和汕頭大學開辦法學專業澳門本科班。” 2

2．唐志堅：《澳門大專教育基金會成立十五周年紀念特刊·獻詞》第1 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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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澳門教育當局大専助學金（包括奬學、貸學金）發放按就讀地區統計（1982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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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引進外力，加速在職培訓人才

澳門高等教育起步遲，為解決人才培養以適應過渡期的需要，民間積

極性的發揮，還走出一條引進外力、在職大面積培訓專業人才的道路。

1 984年，澳門中華教育會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教委支持與廣州華南

師範學院（即今華南師範大學）簽約，於1 9 85年開始為澳門教師開辦教育

專業課程，並爭取澳葡政府資助學費。由此開闢了引進外力，通過在職兼

讀，有力地促進教師隊伍專業水平的提高。同類課程由於適應社會客觀需

要，逐步擴展到社會各個領域。

澳門業餘進修中心適應社會需要，從 1 9 8 5年至200 1 年，先後引進華

南師大、中山大學、暨南大學、北京大學等開辦了十六項針對社會需求的

課程，如中國文學、會計學、行政學、社會學、刑法學、計算機應用、電

子商務、圖書管理專業……。其中地籍測量與土地規劃專業專門向氣象台

職員提 供。 這些課 程包 括大專 、本 科學士 學位 及碩士 學位 課程， 十多 年

來，先後入讀 的達240 0多人，已畢業 的也近千人 。

引進外力為本澳培養研究生方面也出現了澳門有史以來的熱潮。從20

世紀90年代初開始，內地大學開始在本澳招收在職兼讀研究生。1 994年之

前，被錄取的零散的個別招收， 1 994年開始，由澳門基金會統籌，該會還

提供助學金的申請。（詳見表八）七年間被內地錄取的澳門在職兼讀研究生

共1 0 98人，其中博士生1 1 0人；另外，廣州暨南大學1 9 9 6至 20 01 五年間

在澳又錄取了研究生259人，合計 1 3 5 7人，以七年計平均每年近200人。

表八 國家教委、廣州暨大在澳招收研究生發展情況

以上數字分別由澳門基金會及暨大招生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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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歷認可制度本地化

1 989年3月1 日，澳葡政府頒佈DL 1 4／89／M號法令，成立澳門學歷認

可委員會，認可在本澳及以外取得的學歷。認可分四級：小學畢業、初中

畢業、高中畢業以及大學畢業。申請者絕大部分準備投身公職。

澳門官方成立的學歷認可委員會，打破了高等教育全部由葡國認可的

慣例；也廢除了初中畢業學歷認可要在澳門參加葡國語言和文化考試的制

度，而四級學歷都採官方在諮詢委員會後批准申請的辦法。

從 1 9 8 9年 1 2月 8日 至 1 9 9 5年 6月 3 0日 共 認 可 高 等教 育 3 4 0 2份 ， 中

學 1 0 2 5 7份，小學448 7份。而高等學歷獲取地以中國佔首位：

表九a 1 989年6月 1 日至 1 995年6月30日申請高等教育學歷認可

資料來源：《在澳門本土之學歷認可》P．108，1995（政府出版物）

表九b 2000、2001 兩年高等教育學歷認可資料

資料來源：澳門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

七、澳門高等教育的成效

澳門教育 在20世 紀前半葉 發展緩 慢，60年代靠民 間力量逐 步普及 初

等教育，7 0年代逐步發展中等教育 ，80年代初由港人來澳辦高等私立 大

學。因而在 1 9 87年進入過渡期，人才培養就成為十分迫切而嚴峻的任務。

如前所述，為了加快培養人才，中、葡雙方通過聯絡小組取得共識，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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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推行特別政策。另一方面，又通過全日制與在職兼讀兩大途徑，通過

本地大專學院與外地高校兩大渠道充分激發民間積極求學的熱情。高學歷

人口20年增加 十倍。 是澳門 開埠四 百年來 ，專才 成長最 快速的 20年 。

（一）大大提高公職人員的學歷：有利特區施政

1 9 8 7年統計，澳門公職人員的學歷結構很不理想（見表十）。 1 9 8 8

年，僅小學畢 業及以下程 度的佔了整 體的40％ ；有初中畢 業程度的， 佔

37．28％；具專上學歷的僅1 1 ．1 8％，而其中多數還是從葡國聘來而正逐步

離職回葡 的（見表 十一） 。

從表十的對比，我們可以看到從 1 9 8 8到 20 0 0年十二年間。公職人員

具專上學歷的從896人增至448 2人，增加了358 6人。這大幅度的高學歷

公職人員的增加，不但補充了離澳返葡近千名高學歷者，還把高學歷比例

從1 1 ． 1 8％提升到20％，大大有利於特區政府的創建與運作，在專業水平

上提供了一個基礎。雖仍未理想，但成績是很大的。

表十 1 988－2000年澳門公職人員學歷對比①②

①1988年數字來自行政暨公職司。Bachare lato譯成學士是錯的。

②2000年6月數字取自《澳門公共行政之人力資源》P．1 1－19頁Bacharelato已譯為“高等專科

學位”。此項數字與不頒授學位的高等課程（Curso Sup．S／Grau Aca．）合計算於高等專科

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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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葡籍公職人員及在葡聘公務員離開公職人數統計

（二）提高整體居民文化素質和社會服務水平

1 ．教師專業知識的普及與專業水平的提高

除公職人員之外，全澳在職教育工作者通過在職進修、先後獲高級專

業文憑、學士學位、研究生學位的千多人，加上高中畢業生在本澳以及外

地接受教育專業教育然後投身於中、小、幼教師隊伍的，使全澳教師的專

業水平有明顯的提高，1 983年度本澳教師具專業資格的僅佔23．67％↑3，至

今已基本達到法定要求。在職教師具有實踐經驗，經連續近20年的在職兼

讀大學課程，不但補足了教育科學的基本理論，也更新了教育觀念，提高

了專 業精 神 。

表十二 1985－2000年 廣州華南師範大學澳門班各級資料

3．劉羨冰《提高教師的專業地位是教育團體的中心任務，時代使命》1 997《海峽兩岸暨港澳

地區教育研討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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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資料由澳門中華教育會提供

1 5年來，報讀華南師大教育専業課程的彙計有 1 5 5 1 人，取得専科 文

憑的有 1 0 2 4人，獲大學畢業的有431 人，其中236人獲頒學士學位。（詳

見表 十二 ）

2．護士専業知識得到更新與専業資格提高

20世紀末，在醫療科技一日千里的挑戰下，鏡湖護士學校持續了十多

年更新課程，以適應社會發展需要，1 991 年實行提高考生學歷水平，統一

招收高中畢業生，經三到四年的専業培訓，頒發専業文憑，可以在本地區

合 法 執 業 。

從1 99 4年開始，由澳門護士學會與澳門業餘進修中心聯合，協助暨南

大學在澳門開辦護理大専班。自此以後，本澳在職護士大多數利用工餘時

間進行進修、提高専業水平，配合了澳門醫療現代化的發展。

本澳先後有三所護士學校： 1 9 2 3年成立的鏡湖護士學校、 1 9 3 9年成

立的聖辣菲護士學校以及1 96 4年成立的官立護士學校（詳見劉羨冰：《澳

門教育史》P．1 61 －1 76），向收初中畢業生，不少在職護士有必要提高文化

水平，更需要更新醫護専業知識和技能，因而上述課程普遍受歡迎，也大

大激發該業同仁進修的積極性。（詳見表十三）。跨進2 1 世紀，全澳護士

達大専程度的已佔絕大多數，其中具學士學位的約佔20％，個別未達的只

屬行將 退休 的人 士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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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 澳門在職護士進修課程統計

以上資料由澳門護士學會提供

由於回歸效應和學習社會、終身學習等新理念的建立，如上所述，本

澳公職人員、教師、護士以及各行各業人士自我充實、自我提升的積極性

充分調動起來，以較少的資源、較短的時間、較大面積的提高人口的文化

水平，不但為特區的建立提供了更好的智力資源，也在最關鍵的時刻作出

最關鍵的貢獻：開發了“人礦”。高等教育的發展是澳門教育史四百年來

最高 速 、 最 有 成效 的 2 0年 。

八、結語

澳門在離巢1 50年後（1 849－1 999）回歸祖國，在此時機，高等教育在

特定的、具體的條件下有所發展，學校數量增了多倍。高等教育國際化已

是不可阻擋的世界潮流，打破地域界限辦教育在澳門已是歷史悠久；交錯

培訓人才也是自由流動的必然現象，同時是一種符合低成本、高效益的途

徑，更可以說是互補互促的國際、區際合作。由於澳門地緣優勢和特區的

高度自治，更應打出自己的優勢，為高等教育作出民族的、世界的貢獻，

同時接 受祖 國和國 際的 關懷， 發展 自己， 更好 地培養 人才 ，提高 人口 素

質。有競爭，有進步；但要避免惡性競爭。

在職兼讀提高人口素質也是世界潮流，有利終身教育的建構與發展。

今後，如何充分發揮澳門一國兩制的優勢，充分發揮本地有限資源的

實際效益，而又保證上述的學校擇生自由與學生擇校自由，更好地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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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提供最優化的政策，以我的淺見，應以提高高等教育的質量為首義。

在高等教育國際化的今天，靠捐獻、靠政策傾斜等等只能奏一時之效，大

學要靠實實際際的積累、靠質量的保證，才能贏得雪亮眼睛的青睞。澳門

人期望 公立大 學面向 社會， 為居民 提供優 質的教 育，可 延續性 的智力 發

展，渴望有伯樂，渴望建設一支具有高風亮節、胸襟廣闊、真才實學而對

培養澳門人才有誠意的師資隊伍。希望他們能融入澳門社會，在教學、科

研和推動社會文化學術上發揮更多作用。

澳門高等教育的發展，靠官方、民間兩個積極性。在職兼讀也帶出社

會良好學風，不少公職人員、教育工作者、醫護工作者、各個專業領域的

從業員通過苦讀，不但掌握了專業知識，拓展了視野，還逐步投入研究領

域也推動了學術交流和出版事業。其中不少畢業後組成同學會、校友會，

開展學術活動，提倡高雅生活情趣，均對澳門社會有正面影響。但必須指

出，在職兼讀的優勢是具備實踐經驗，學習吸收能力強；但學時不足，有

些理論問題學得不夠深和廣，還需要在學養上不斷進修拓展才能適應工作

要求，這也是一個質素提升的問題，有賴每個個體自身終身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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