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地人才協同發展，
是澳珠深度合作的關鍵抓手

2020年11月



一切的競爭，都是人才的競爭

一切的發展，都必須以人才為前提

沒有人才有效協同，區域經濟合作就難以有深度和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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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珠深度合作對人才需求迫切



2010《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 2010-2020）》
首次：人力資源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第一資源。

2020-10-29

《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
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用了一個章節陳述激發人才創新活力，
提出：
造就更多國際一流的科技領軍人才和創新團隊，
培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青年科技人才後備軍,
實行更加開放的人才政策，構築集聚國內外優秀人才的科研創
新高地。

1.發展是第一要務，創新是第一動力, 人才是第一資源 !

（一）深度合作發展戰略的前提是人才戰略

一、澳珠深度合作對人才需求迫切



澳門首個五年發展規劃強調
引進專才。
2018 年起
設立優才計畫。

2020-11-03

（一）深度合作發展戰略的前提是人才戰略

一、澳珠深度合作對人才需求迫切



重磅！珠海發佈歷年最強人才新政!

（一）深度合作發展戰略的前提是人才戰略

一、澳珠深度合作對人才需求迫切



人才與經濟的關係

01 02

03 04

人才與產業的關係

人才與區域發展的關係
人才與跨境合作的關係

（一）深度合作發展戰略的前提是人才戰略

一、澳珠深度合作對人才需求迫切



世界三大灣區：
紐約、三藩市、東京

特點：
城市中的灣區、
人才高度聚結、
要素高度協調
1>2

粵港澳大灣區

特點：
1.城際的灣區-—競爭>合作
2.跨境的灣區-—障礙>互通

如若客觀要素>主觀努力
9+2<11

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
第一是人流，人流中關鍵是【人才流】

（二）“澳珠一極”發展急需人才支撐

一、澳珠深度合作對人才需求迫切



“澳珠一極”體量偏小，利好叠加。大湾区東強西弱現象，面臨迎頭趕上的世紀良機。

但縱觀歷史、橫看全球，沒有人才就沒有一切，
對澳珠而言，沒有人才協同,深度跨境合作难以有深度和高度。

“澳珠一極”發展急需人才作為支撐

2019年，深港占45%、廣佛占30%；
珠澳合計GDP僅占灣區的6.17%；
是深港的13.7%   即1/7;     廣佛的20.8% 即1/5 。

（二）“澳珠一極”發展急需人才支撐

一、澳珠深度合作對人才需求迫切



(三)澳門發展對澳門人才現狀新挑戰

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

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中國與葡語國家商

貿合作服務平臺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一是產業多化

二是物理多元：自我多元、
向陸多元（橫琴）、
向海多元（澳珠.海域海島）

一中心、一平臺、一基地

一、澳珠深度合作對人才需求迫切



澳門擁有大量的中青年就業人士。截止2019年就業人口

年齡集中在25-54歲之間，該年齡段人口占到就業人口

總數的76.6%，就業人士年齡中位數為39.6

歲。

2019年澳門統計數據

澳門勞動者受教育水準較高。其中，受過高等

教育的就 業者占就業人口總數的37.8%。

澳門高校培養的澳門本地人才嚴重不足。

且澳門高中畢業生進入澳門高校，幾乎是 零門檻、

零競爭，生源品質有限，所培養的人才素質也有

限。

產業轉型及高端人才缺乏，包括互聯網、科技、

醫藥研究、現代金融等。

1. 就業人口以中青年為主，教育水準較好，人才儲備內生不足

(三)澳門發展對澳門人才現狀新挑戰

一、澳珠深度合作對人才需求迫切



博彩業、建築業、酒店業、零售業、飲食業與運輸、

倉儲及通訊業六大行業占就业57.53%。

2019年澳門統計數據

技術員及輔助專業人員、文員、服務及銷售人員、

工業工匠及手工藝人、非技術工人五類占82.18%。

其中，文員及銷售服務人員就業人數最多，分別

為10.07萬人和8.59萬人。

公職系統吸收了澳門“最精銳的人才”

博彩业、酒店业之外的其他產業就業的優秀人才

鳳毛麟角。

2. 就業管道單一、產業單一，人才結構單一

(三)澳門發展對澳門人才現狀新挑戰

一、澳珠深度合作對人才需求迫切



2020年6月
澳門人口68.54萬
就業人口40.19萬。
其中：外地雇員18.64萬
占總人口31%、
占就業人口41.4%，
內地雇員占外雇的62.25%。

（2019年澳門統計數據）

2013年以來，澳門專才計畫
年均僅為213人。

(三)澳門發展對澳門人才現狀新挑戰

一、澳珠深度合作對人才需求迫切



澳門增量（多元化）產業，

人才十分缺乏。

近半就業人口缺乏歸屬感，

其中包括部分中高層人士。

澳門就業人口結構，全球罕見。。。

澳門存量（現有）產業，

就業人口質素需要提升。

澳門人才政策 未實質鬆綁

(三)澳門發展對澳門人才現狀新挑戰

一、澳珠深度合作對人才需求迫切

先有雞後有蛋？

先有蛋後有雞？



（四）“澳珠極點發展”對人才的需求
未來，珠澳對於具備高學歷和扎實的專業知

識，熟悉行業發展趨勢、技術特徵，熟悉研發工

作流程和企業生產流程，熟練使用常用實驗儀器

設備和軟體工具，掌握專案管理知識，具備承擔

專案開發能力的新型科研型技術人才的需求將大

幅增加。行業上在澳門科技、中醫藥、西藥研究、

海洋開發利用、互聯網、軟體科學等方面提出更

多引才需求。

工程技術人員（工程師）、產品設計、

製造、品管、檢測及維修人員。

《澳門資訊科技專業未
來人才需求研究報告》預
測：

至2020年，澳門所需資訊
科技專業人才（具高教學
歷）
最低為6666人，
最高為11494人。

1.更寬領域的新型科研技術人才

2.更豐富的技能、技術型人才
（包括各類技術工程師）

一、澳珠深度合作對人才需求迫切



3.更高層次的現代服務領域人才

1）休閒旅遊行業

酒店運營管理人才、旅遊專案運營管理與旅遊策劃人才。珠澳迫切

需要大量具備旅遊專案投融資、開發建設、管理運營等相關經驗，具

有優秀的專案投資開發、運營管理、市場拓展等能力，能夠通過快速

的市場化運作手段，實現旅遊資源向經濟價值轉化專案運營管理人才。

2）文化創意行業

遊戲、動漫、影視、平面、廣告等文化創意產品設計及製作人才。為推動珠

澳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開發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動漫、影視、廣告等文化產

品。未來珠澳將大幅增加具有扎實的美術繪畫基礎，熟悉文化創意產品設計

過程，熟練運用產品設計、各種後期製作相關軟體和工具的文化創意產品設

計及製作人才的需求。

3）商貿服務與會展行業

電子商務、互聯網運營、軟體技術開發；新

會展策劃、設計、銷售及管理人才。

4）現代金融業人才

澳門存在傳統金融體量大、業務結構單一、新金融人

才缺乏的特點，未來澳門發展現代金融，在離岸人民幣結

算、債權、融資租賃、財富管理等產業方面與一帶一路葡

語系國家、以及內地實現高效連接，需要相關專業和實操

運營經驗的金融專才。

（四）澳珠極點發展對人才的需求

一、澳珠深度合作對人才需求迫切



3.更高層次的現代服務領域人才

澳門在產業規劃中，中醫藥是重要的發展方向，

並在橫琴投資建設了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未

來，急需培養一批既懂得運用中醫藥臨床思維和中醫

藥理論知識，同時又能夠運用現代醫學的綜合性現代

化中醫人才，推動中醫藥創新發展。同時，利用澳門

對接海外優勢，在醫學研究和創新藥等方面發揮優勢，

需要引進更多高質量的醫學人才。

澳門回歸後，國家賦予全新的能量， 2 0 1 5年經中央授

權，其海洋管轄面積擴充至 8 5平方公里；澳門依附粵港澳

大灣區，具有獨特的海洋自然景觀和海洋文化，對外貿易

政策較為自由和完善，擁有發展海洋經濟的優越條件。 需

要培養和引進海洋生態開發、旅遊觀光、生物工程等海洋

產業研究人才。

（四）澳珠極點發展對人才的需求

一、澳珠深度合作對人才需求迫切

4.中醫藥和醫學研究人才 5.海洋產業研究與應用人才



（五）珠海高速發展，高端人才緊缺加劇

珠海部分人才需求：

高端裝備製造業：機器人系統、自動化技術、光電子產品等；

新一代資訊技術：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等領域

（第三屆高端人才珠海創新創業交流大會
暨中國海外學子報國行活動）

珠海正在進行產業重構升級：

已形成以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
為主導的現代產業體系，

一、澳珠深度合作對人才需求迫切



兩地人才協同必要且可行



（ 一 ） 兩 地 人 才 協 同 的 必 要 性

澳门：正处历史上最好的产业转型期、战略机遇机。
珠海：港珠澳大橋的橋頭堡，也是是澳門進入內地的第一站，是大灣區幅射能級
最高的城市。
兩地人才協同是“一國兩制”偉大事業、促進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珠澳深度合作的關健抓手。

1.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

2.兩地互補效應顯著

珠澳經濟規模相仿，但產業結構炯異，這決定了在人才方面具有

高度的互補共贏效應。

二、兩地人才協同必要且可行



3.“澳珠一極”虹吸效應顯著

（ 一 ） 兩 地 人 才 協 同 的 必 要 性

二、兩地人才協同的必要且可行

未來一個時期，大灣區東強西弱
態勢將持續，差距必將加速縮小

多要素作用下：

“澳珠一極”虹吸效應將逐年增強

兩地人才協同，是獻給新時代最好

的禮物之一

客觀上具备、主观上推动：

人才不足 人才洼地 人才高地



國家、省、市、澳門簽訂相關人才合作協議，助力兩地人才互聯互通。包括：

國務院發佈的律師互通試點政策；

政策支持

2019珠澳企業家峰會
珠澳旅遊金融培訓合作簽約

第二屆高端人才珠海創新創業交流大會
暨中國海外學子報國行（珠光主辦）

1

《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加強粵澳職業教育；2

橫琴特殊人才引進等政策

珠海英才計畫；4

3

澳門專才政策規劃。5

（ 二 ） 兩 地 人 才 協 同 的 可 能 性

二、兩地人才協同的必要且可行



英才計畫

2018年發佈的《珠海英才計畫》，實施港澳人才發展支持計畫 。 鼓勵港澳在校大學生和青年到珠海開展實習
見習活動,在生活、交通、住宿等方面提供便利和支持。

橫琴新區特殊人才獎勵辦法

港澳臺居民和外國人士在橫琴新區創業、工作、提供獨立個人勞務，上年度直接經濟貢獻超1萬元，符合條
件的都有機會獲得經濟貢獻20%-40%比例的獎勵，上不封頂。

........稅收及補貼優惠政策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取
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點辦法》
在廣東省廣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東莞市、中山市、江門市、肇慶市開展試點工作，符
合條件的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通過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取得內地執業資質的，可以從事
一定範圍內的內地法律事務。

澳門人才發展委員會研究制定了《澳門中長期人才培養計畫——五年行動方案》，
從 人 才 規 劃 評 估、 人 才 培 養 和 人 才 回 流 3 方 面 ， 制 定 了 1 9 項 發 展 策略 、 4 5
項措施或專案， 由人才發展委員會和約15個相關負責機構或部門執行。行動計畫聚焦的人才類型主要包
括：重點領域緊缺人才，產業多元人才，金融保險、中葡雙語和海洋經濟人才，精英、專業和應用人才，回流
人才，科技創新人才，競賽型人才，公僕人才等。

二、兩地人才協同的必要且可行



珠光“三平臺三中心” 珠光——“窗口公司”向“平臺企業”轉型

澳 珠澳經貿合作平臺

二、兩地人才協同的必要且可行

初見成效

珠海商務局、澳門貿促局——珠光

已有珠澳60多家企業進駐



澳 珠澳人才工作聯絡處 珠海市——珠光

為兩地高端人才引進、交流提供服務



琴 澳門現代金融服務基地

為所有澳門金融機構落地橫琴提供服務

珠光——橫琴金融局



簡簡。簡簡要

澳 澳珠金融人才培訓合作中心首期培訓

澳門所需、內地所長

高
端 澳珠政府——珠光



琴 澳門旅遊學院粵港澳大灣區旅遊教育合作中心中
端 澳珠政府——珠光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項目
內地所需、澳門所長



珠 內地與澳門人力資源培訓合作中心
基
础

為澳門外雇提供分類培訓

澳珠——珠光



澳門 珠海 珠光主辦

。。。。。。。。。。



澳門青年創新創業交流會(珠光主辦)

珠光主辦
中德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到澳门

珠光主辦



推动兩地人才協同
的路徑淺析



三、兩地人才協同的路徑淺析

珠海是澳門進入內地第一站

廣東全國經濟第一大省

珠海大學資源豐富

廣東第二大大學城，學生總量大、應用

學科多

珠海新型產業、創新人才眾多

全國知名企業、新技術領域領軍人物落戶

珠海橫琴是澳門最好的人才搖籃

培訓、培養、儲備，，，，，，

最佳區域

（一）澳門所需，珠海所長



三、兩地人才協同的路徑淺析

（二）澳門所長，珠海所需

澳門國際化環境和視野 靠長期積累，非一日之功。

澳門大學資源占比遠超經濟總量

60萬人口10所大學全球罕見，澳大綜合實力較強，科大發展較快、旅遊學院專業優勢全球前列。

四大國家重點實驗室 研究環境好能力強，但產業化應用空間缺乏。

旅遊休閒業人才優勢顯著 大灣區首屈一指，超過廣港深。

擁有引進國際人才天然條件

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國際形勢下，兩地人才需要協同，合力引進“澳珠一極”產業融合人才的

重要途径。



三、兩地人才協同的路徑淺析

（三）兩地所長，強強聯合

旅遊休閒人才合作

兩地“旅遊休閒業”

具備快速“做大”空間。

需解決：

人才融合不夠

互動不足。

研究流動人才合作

全球第一關,兩端落地珠澳，

高頻巨量的人流中不乏高端人才。

需解決：

如何讓高端人才

不要來去匆匆

停下腳步為我所用。

大學資源拓展合作

兩地“大學資源”皆具相對

優勢，具備高校產業基礎。

珠海 大学10所

澳門 大学10所

需解決：

學多研少

研究成果產業化不足

產學研聯動缺乏。



三、兩地人才協同的路徑淺析

（四）兩地皆短，聯合補強

1 . 兩 地 高 端 產 業 人 才 不 足

高 度 共 識 ， 無 需 贅 言 。

2 . 兩 地 海 洋 研 究 和 應 用 人 才 嚴 重 缺 乏

舉 目 即 海 ， 但 研 究 缺 乏 ；

身 處 海 洋 ， 但 保 護 不 足 ；

擁 有 海 洋 ， 但 利 用 很 少 。
3 . 兩 地 人 口 少 規 模 小

大勢壓境

“澳珠一極”若僅有“出奇制勝、彎道超車”一路可走。

就不能光盯住高端人才和領軍人物，中端人才、基礎人才必須同時重視。



實現兩地人才協同
的建議措施



四、實現兩地人才協同的建議措施

(一)用足用好國家政策

放得下

國家政策將會加速釋放

(二)構建人才協同平臺

接得住

用得足、用的好

空間還很大、非一般努力可實現

澳珠一極”是否接得住？基礎環境、準備工作

珠澳：人才高端服務、人才協同平臺缺乏;

兩地：共建“人才協同平臺”為當務之急。

再加碼

。。。。。。



四、實現兩地人才協同的建議措施

(三)多方合力、多層構建

整合資源（政府、高校、企業、社團）

(四)產業先導定位人才

建立架構（人才體系、職業認證、創建智庫、轉化支持）

多頭並進（研究、應用）、（高端、中端、基礎）

產業分立、人才競爭原始狀態

過渡狀態1 產業融合、人才競爭

過渡狀態2 產業分立、人才協同

理想狀態 產業融合、人才協同

珠澳相关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人才市场、人才服务企业，共

同搭建人才交流合作平台，实施高端人才引进计划和培养工程，

搭建高端人才聚集的平台，形成人才高地。

珠澳应当共建并依托人力资本品台，整合资源，优化人才服务

水平。以平台为带动，整合珠澳人力资本产业资源，打造覆盖

人力资本全产业链的服务平台。

建立珠澳人才培训体系，充分开发多层次的人力资源，加快培

养科技精英、创新人才、高级管理人才和大批高素质劳动力。



四、實現兩地人才協同的建議措施

(五)“澳珠一體”協同引才

內地高端人才（當前）

(六)創新人才應用機制

國際高端人才（重點）

“柔性”用才 “外雇”提升人才“共享”“飛地”認才

利用橫琴深度合作區的“飛地”優勢和“柔性人才政策”，依託珠海及橫琴制定的讓人才在兩

地、在橫琴享受國際薪酬、個稅、同等待遇，進一步優化人才執業政策。吸引人才，兩地共用。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