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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人才可持續發展的探索 

* 簡浩賢 

導論 

 

澳門作為微型開放式經濟體系，人才的培養，持續的發展都是澳門長遠以來的關

注及核心問題。受到人口、地理、產業、教育、區域等各個不同範圍的制約，人

才的問題從回歸前葡澳時期已存在，只是當時澳門城市及產業仍未高速發展，故

政府並沒有高度重視。直到 1999 年澳門特區政府正式成立，期間受到亞洲金融

危機的影響，SARS 的衝擊，經濟體系可持續發展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戰；隨著以

何厚鏵為特首的特區政府領導班子以 “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

治” 的方針下，得到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透過不同政策出臺以及核心產業的

快速發展，澳門迎來了不簡單的十年考驗，經驗保持增長，人均 GDP 增加，社

會民生有所改善；但是，因為高速發展所帶來人才不足的情況更趨嚴重，外勞的

問題可以說是澳門繁榮背後的一個深層次課題。 

 

2009 年初，在國務院制定下，國家發改委公佈的<珠江三角洲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內>，也將澳港粵未來合作提升至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並且把澳門未來發展勾

劃在一個經濟上可以融合珠三角地區八千萬人口的發展藍圖內，並且定調把澳門

發展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另外，國家的 “十二五”規劃已進入編制起草

的最後階段，並且將會在 2011 年三月召開的十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審議通

過。今年三月份的時候，粵澳政府高層已經決定共同訂立《粵澳合作框架協定》，

並且全力爭取把澳門也納入國家“十二五”規劃中，在框架協議的基礎上將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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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個專題研究小組，由粵澳相關部門的官員參與。從專題研究小組中的部份細

看，無論是綜合政策研究、基礎設施建設對接、產業發展合作、優質生活圈研究、

或者是法律事務合作、營商環境建設、推進橫琴開發、創新合作方式等等，都可

以看見在未來區域發展的層面上，澳門會擔當重要的角色。隨著更高度及寬度的

深入國家或珠三角發展框架內，澳門專業人才的素質及競爭力實在有提升的必

要。 

 

在新一屆特首的施政報告內，澳門特區政府正式提出“協調發展，和諧共進”的

新思維施政理念，崔世安特首亦在不同場合中多次強調“人才資本”的重要性，

並且表示要在“以人為本”的方針前提下，無論是經濟的多元發展，產業的提

升，或者是區域互補合作，甚至是建立科學決策，致力提高政府的施政水準也好，

人才的開發與可持續發展都是不可或缺的最重要一環。故此，本文的重點主要在

於探索澳門人才不足的主要原因。並從內部環境及外部制約因素，希望為政府與

民間從多角度思考，提出多方面的建議以達匯聚人才的目的，從而提升澳門發展

的整體競爭力，並且可以供各位專家學者持續研究。 

 

澳門人才發展的關鍵問題可以歸納成以下各方面:  

 

- 土地與人力資源稀少 

截至 2010 年第一季統計局的數據表明，澳門土地面積約為 28.6 平方公里，居住

人口為 54 萬 2 千 4 百人，失業率為 2.9%，其中外勞的人數為 7萬 2千人。單從

以上簡單的幾個指標數據可以看出，澳門人口的增長趨向穩定，以近年年均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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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於 2% 的估計來看，回歸第三個十年(2019 年)的人口約為 70 萬左右，基本上

出現人口大量增長的可能性暫時看不到。另外，雖然 2.9% 的失業率為特區回歸

(1999 年 - 2009 年)以來最低，但是失業率的下降其實與勞動力需要增加有關，

從統計局的數據中可看到，外勞的人數近年急增到佔了澳門總體就業人口的３

成，當中一半來自內地，由此可見，澳門本土的勞動人口數目先天不足。在土地，

人口資源都稀少的情況下，澳門人才的構建難度甚大  

 

- 國民素質教育偏低 

教育是人才發展最關鍵的問題。近年，澳門特區政府亦投放了相當多的資源在教

育工作中，但是，澳門總體的教育與市民質素相比起周邊地區仍然處在較低的水

準，這從本地中高層管理位置往往由非本地人擔任可見。加上教育課程開辦亦與

澳門產業結構沒有對接，造成很多畢業生所選修的專業沒有發揮的空間；另外一

些行業產業則缺乏相關的人才，造成資源錯配及加大了外勞的問題 

 

- 欠缺全盤思考 

現有的外僱政策是在一個保障本地工人優先就業，以填補勞動力不足的法則。但

是澳門特區政府怎樣透過外地人員來解決澳門長治久安的深層次矛盾？實際

上，現有外勞政策只能解決短期經濟發展所造成某些產業勞動力不足的問題，輸

入專業人仕才是解決澳門長遠人才不足的重要關鍵，現時本澳缺乏一些對輸入高

階專業人才的具體及可執行性的政策。 

 

- 部門政門分工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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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更好地推行人力資源發展與研究，澳門特區政府也設立了相關的組織架構去

出謀劃策，可是卻缺乏整體協調功能。人力資源辦公室(人資辦)，高教辦，教青

局等等都承擔了部份功能與職責，但因以上部門各自為政，未能整體負責規劃框

架，而且對長遠規劃澳門人才發展及整體人力資源上的政策並不清晰，故此難以

明確看出澳門未來人才發展的方向。 

 

-  產業發展單一 

自從開放賭權及著力發展旅遊博彩業之後，澳門經濟持續發展，勢頭良好。但是，

從整體人力資源與人才發展的角度下卻是要付出沈重的代價。社會可持續發展需

要各方面不同的人才，特別是年青，有活力，有理想的青年人才。現在澳門的勞

動力及人才市場大規模向博彩業傾側，不但造成其他產業的人資短缺，而且當博

彩業面對供需平衡，或者供求不衡時，結構性失業的問題將會更嚴重，處理不佳

的話政府可能需付出高昂的代價。 

 

- 缺乏競爭力意識 

作為一個小城，澳門人一直引以為傲的是平靜、和諧、安穩的生活方式。從好的

一方面看來，生活在澳門是相對休閒舒適的。但是，從競爭的角度來看，和諧及

安穩或多或少會影响了澳門人的競爭心態，相比起亞洲其他地區如香港、新加

坡、台灣、甚至國內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及深圳等，澳門人先天就缺乏競

爭意識，這在今天國際業務交流與發展綻放的澳門人才市場上，小城心態亳無疑

問會影响了澳門人的進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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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人才可持續發展的建議 

從以上各點可以看到澳門人才發展的不同問題，就此，筆者也提出幾個不同的建

議從而使澳門人才可持續及有序的發展： 

 

- 外勞政策的修訂與改善 

吸引人才來澳的原因除了是補充短期人手及勞動力不足之外，更重要的是長遠地

利用這些外來專業人才的知識、學歷、經驗去培育出本地人才。只有將焦點放在

培育本地人才，有關外勞的政策及方針才可以更好地引進及長遠規劃。建議特區

政府在外勞法的基礎上，可參考先進地區引進優才的計劃，理順好外勞退場時間

表，亦安排並要求在合約條文中規定在若干時間內必須培養出若干本地人才，對

於特別合適的理想人才而澳門又沒法替補的，特區政府需要有一套可行的方案去

吸納人才落户澳門，使他們真正成為澳門生產力與勞動力的重要部分。 

 

- 人才回流方案 

除了吸引人才來澳效力之外，特區政府更應注意的是外流出澳的本地精英及年青

專業人才，怎樣能令他們回流服務社會也是未來重要的工作。建議政府確立一個

人才交流資料庫，具體可以由政府相關部門與民間社團合辦；一方面對離澳留學

的學生保持一線接觸，另一方面亦可以即時把澳門產業的最新情況通報，這樣，

學成的學生才更有機會回澳門尋找工作。 

 

- 改善人才環境 

創造良好的人才環境無論對於培養、引進、使用、留住人才亦非常重要。特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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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可深入地了解人才對生活環境、商業環境、人文環境、政策法制等不同方面的

要求，科學地分析澳門環境的獨特性與人才環境的關係，再通過一系列行政、經

濟上的政策，提供較好的條件及環境去吸引和留住人才。 

 

- 創建行業人才數據指標 

近年，由於多了很多專家學者對澳門各種各類問題作出分析與調研，這令到過去

起步較晚的數據研究，文獻整理開始有了較好的基礎。實際上，無論研究專業人

才或規劃未來產業人力資源方向，政府都必需要有充分、具代表性的數據支持，

而這些數據的收集、存取、處理則需要有強大而集中的系統支援。筆者也研究了

澳門人力資源與人才發展問題多年，每每在開始研究的階段就發現不單搜集數據

相當困難，而且相關產業分析、標竿(Benchmarking) 研究、區域討論的參考亦

非常缺乏。這造成了政府就人才問題定位糢糊，施政科學化有困難。故此，提升

理論研究人才問題，優化數據處理，實務性地制定人才數據指標都是今後澳門政

府需要著力提倡及維護的。 

 

- 專業認証的重視 

特區政府需要加大對專業認証的重視程度，甚至應考慮透過立法程序更好地去規

範專業認証，讓專業人才感覺被重視，同時亦確保行業的質素及勞動市場的公平

性。現時澳門有太多不同的人仕、組識、社團都舉辦不同的認証課程及講座，建

議政府長遠來說最好開設如在國內的外國專家局的組織去統籌、開發、管理、規

劃、協調不同產業之間的外部各級專業認証，在內部要政府牽頭，或可考慮有些

前期及培訓工作可與民間組職及社團合辦，以更好地發揮本澳社團的力量。由政

府提供一定資源去鼓勵企業，鼓勵市民有“持証上崗” 的想法，這才可以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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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規劃上整體提高人力資源的專業知識。 

 

- 提高自我技能與終生學習的積極性 

除了政府政策的配合與對專業認証的重視外，澳門人也必需提高自我技能及奉行

“終生學習”。一方面政府的角色除了多鼓勵在職培訓計劃外，亦必須加大與產

業及機構合辦相關針對性的實務培訓課程，甚至一些崗位的任命必須要有專業資

格，考取認証才可擔當；另一方面，可以把在職培訓學分制度建立起來，使在職

培訓計劃除了單純從興趣出發外，亦與其職業生涯規劃有掛勾，從而提升澳門人

學習的主動性與參與力度。此外，澳門政府亦應再檢討其於 2007 年推行的持續

教育資助計劃，雖然其方向及定位很好，但該教育資助計劃仍停留在一般的培訓

課程，對於開發高質效人力資源及專業人才方面略為不足。 

 

- 配合產業定位針對培訓 

澳門專業人才缺乏的主因之一也在於政府對某些產業架構的重視、力度、規劃及

整理都欠缺全局性的思維及處理。從早年大力提倡博彩業的專業地位，會展業的

開拓，到近年的文化創意產業研究，環保產業的推行，都顯示出澳門政府在推動

新產業轉型時的前期協調工作不足。一方面，對於新產業有全盤了解的專業人才

稀少，造成推行上出現困難，最後無可避免地只能靠輸入專才及外勞來解決；此

外，特區政府在推動新產業時的配套如培訓、講座、認知等都不足，試問年青人

又怎會把職業生涯規劃投放在不清晰、欠缺支援的新產業上呢？故此，在轉型或

規劃新產業定位時，政府必須帶頭做好產業規劃工作，使澳門大眾都清楚該產業

未來的前景與發展，知道投身該產業並非只是一份工作，而是真真正正可以用來

規劃其未來的職業生涯，這樣他們才有信心積極地爭取成為該產業的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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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職前講解及轉業輔導 

年青人在擇職初期經常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而草率地選擇工作，故此專業的職前

講解及轉職的輔導都有其必要性。現時雖然有很多不同的社團都有舉辦相關活

動，但質量參差，建議相關部門可以每年組織一次大型職前講解活動，讓全澳各

中、大學畢業生都可參與其中，針對地講解並就澳門未來不同產業的發展都詳細

描繪，使本澳年青人更好、更快、更有序地選定職業。此外，對於想轉職的人仕，

特區政府也可與不同團體合作，提供良好及專業的輔導工作，目的是更好地因應

不同人的個性而建議合適的工種，把人力資源有序地轉型，以創造更多不同產業

的專業人才。 

 

結語 

 

人才培育與發展從來就是國之大事，胡錦濤主席所提到 “科學發展觀” 的方

向，多次強調“以人為本”的施政理念，正顯示出人才發展在改革開放的偉大事

業與社會穩定發展成長是不可或缺的。澳門作為國家的特別行政區之一，又處於

一種微型經濟體系內，但受制於人口及土地面積的局限，在經濟高速發展下澳門

政府、澳門產業各界及民間注定了承受著巨大的衝擊與壓力。所謂 “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人才的發展既然是國之大事，政府的規劃與定位必須要正確及落實

執行。從回歸十年的整體經濟情況看來，產業轉型並未實質地帶來人力資源素質

的提高，這從不同產業的中高階人仕仍然由外勞擔當可見；另一方面，澳門發展

的單一及局限性亦促使部份有專業技能的土生土長澳門人仕遠走他方發展，這亦

造成了人力資源的浪費與專才發展的力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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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筆者的人才可持續發展的建議中，相當一大部分需要政府的落力推行，但一些

執行方式與推動細節也建議可與民間的不同團體合作。畢竟，政府資源是需要合

理、合法、及時地運用，這樣才可使特區政府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資源，把精力

都集中在方向規劃及政策的拿揑中；另一方面，透過不同產業及組織合作也可以

達到雙向提高，共同為培養及貯備人才出一分力，這樣的共同參與才會更好地為

未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長期穩定繁榮作出貢獻。 

 

最後， 本會非常榮幸參加了由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舉辦的 “齊為澳門動腦筋 

- 科學參與   邁向善治” 大型座談會。希望不久的將來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

能夠針對不同意見、議題從而加大與其他不同的學術機構合作，舉辦更多的研討

會，與澳門特區政府一起努力共同構建更好的建澳方略。謝謝!  

 

 

 

 

* 本文作者為澳門專才發展學會會長，南京大學博士研究生，從事人力資源相關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