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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琴與“澳門大灣區職業技術大學”
──論兩者互為對方帶來的機遇

梁根潤

澳門大學軟件工程碩士

一、引言

2020年12月28日，當時的高等教育局公佈《澳門高等教育中長期發展綱要

（2021 - 2030）》正式文本（下稱：《高教綱要》）[2]；2021年6月30日，教育

及青年發展局公佈《非高等教育中長期規劃（2021-2030）》政策文本（下稱：

《非高教規劃》）[3]；2021年7月9日，行政會完成討論《非高等教育職業技術

教育制度》行政法規草案（下稱：《非高教職技制度》）[4]；2021年9月5日，中

央政府公佈《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下稱：《總體方案》）[5]；

從這些影響深遠的事情中，使筆者可更直觀，審視建立“澳門大灣區職業技術

大學”（下稱：“澳灣大”）的理據，從而使“澳灣大”的建立，更貼近澳門

的現實。

（註1：在本文中，職業教育、職業技術教育，視為同義詞，可互用。）

二、發展職業教育的理念

我國著名教育家顧明遠教授對教育有這樣的論述：教育對社會、個人的發

展，是密不可分[6]；社會的發展需要不同類型的人才、不能以同一的模式來培

養所有學生 [7]；在教育中，要融入加德納的多元智能理論 [8]；考慮學生的差異

性[9] 和興趣[10]；為學生提供合適的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11]。顧明遠對教育這

樣的論述，正好說明：國內、國外，在中學和大學，各種類型的教育並存的原

因。顧明遠認為：教育的最終目的是人的發展，使人成為“才德兼備”，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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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為他人做出有價值的貢獻，從而使人生活得有尊嚴和幸福，提升生命價 

值[12] [13]。

顧明遠關於教育的論述，落實到職業教育，特別是高等職業教育，就是高

職教育硏究學者王明倫對高職本科有這樣的論述：“高職本科的本質特徵體現

在“技術”，落腳點在“育人”，核心使命是服務地方經濟發展。”[14]

《澳門經濟》上一期刊出本人所撰《建立澳門大灣區職業技術學校的建

議》（下稱《建議》）一文中，說明了我國“人才四分說”的內容，並給出培

養這四類人才的教育類型；例如：高等職業教育（簡稱：高職教育或高職）、

中等職業教育（簡稱：中職教育或中職）就是分別培養：以技術、技能，服務

社會、貢獻社會的技術型人才、技能型人才。在本文中，高職教育可指專科層

次的高職教育（高職專科）及本科層次的高職教育（高職本科）；開辦高職教

育的院校稱為高職院校。國內的中職教育對應澳門的職業高中教育。

三、澳門職業技術教育的現況

國內學者錢海軍在其硏究成果的文章《珠澳高職教育生態系統的供給側結

構性改革硏究》[15]，對澳門的高職教育，指出以下的兩種情況：

（一）目前，承擔澳門高職教育的高等教育機構主要有澳門大學（公

辦）、澳門理工學院（公辦）、澳門科技大學（民辦）、澳門旅遊學院（公

辦）、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公辦）和澳門城市大學（民辦）等10所院校。

（二）以博彩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造成高等職業教育無法形成與產業的良

好互動。從高職專業學科結構方面分析，澳門的經濟結構與產業結構決定了澳

門高職教育的專業與課程設置多以商貿、管理、人文類學科為主，理工科專業

較少。

現在筆者嘗試結合澳門的實際情況，對錢海軍指出的兩種情況加以說明如

下：

對第1種情況的說明。在各高等院校分別承擔開辦相關的高職教育的情況

下，使澳門教育的體系具有高職教育之實，而沒有高職教育之名，這可能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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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上的錯誤及不能正確發展澳門的高職教育。

對第2種情況的說明。澳門產業單一的情況，也反映在澳門目前開辦的高職

學科，缺乏多方面選擇的問題上；缺乏多方面選擇的高職學科，為具有不同才

能或興趣的學生，不能提供報讀合適的高職學科的機會；缺乏多方面選擇的高

職學科，不利於澳門學生職業的發展，也不利於澳門產業適度多元的發展。

錢海軍的硏究，為澳門需要建立一所綜合型的高職院校，提供學理基礎；

綜合型高職院校的建立，相信能“名正言順”、系統地發展澳門的高職教育和

中職教育（職業高中），並具有以下兩個優勢：

（一）倘能把澳門現有的高職教育歸納到一所綜合型高職院校，筆者相

信，對高職教育的辦學，會呈現出規模效應，從而更能善用辦學的資源及提升

辦學的質量。近年來，國內職業教育學者主張：“以高職引領中職的模式，發

展中職教育”[16]；綜合型高職院校的建立，相信可引領澳門的職業高中健康發

展；例如：在高職與中職銜接的問題上，必定能提供具方向性的指引。

（二）綜合型高職院校能引入對澳門產業多元發展有幫助的學科；這促使

高職學科更具選擇性，從而使更多學生願意報讀高職教育的課程；進而有利於

澳門產業適度多元的發展。

可以說：“澳灣大”是以這所綜合型高職院校為原型的；在綜合型高職

院校的基礎上，加入了“大灣區”的元素；在《建議》一文中指出：“澳灣

大”建校的目的是服務澳門和“大灣區”兩個地方（下稱：“兩地”）的經濟

發展；具體而言：“澳灣大”培養服務“兩地”的高職本科技術型人才；“澳

灣大”對準“大灣區”的發展，使這些人才在發展澳門經濟的同時，也能拉動

“大灣區”的經濟；如在《建議》提及的旅遊業、紡織品及成衣出口業、智能

型機器人產業，便是相關的例子；簡言之，“澳灣大”培養的人才，不單具備

服務澳門的視野，也具備服務“大灣區”的視野。

但是，長期以來，澳門缺乏一所專門的綜合型高職院校的問題、高職與中

職銜接的問題，是社會各界人士關注的問題；對缺乏高職院校的問題，立法會

議員何潤生和麥瑞權分別在2014年1月8日及2020年12月17日提出相關的書面質

詢[17][18]；對高職與中職銜接的問題，立法會議員麥瑞權和何潤生亦分別在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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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5日及2018年1月30日提出相關的書面質詢[19][20]；但這兩個問題，從陳家良

2021年4月12日在澳門日報發表的文章可見，至今仍沒有得到妥善的解決[21]。

四、在澳門，建立高職院校的困境與契機

（－）建立高職院校的困境

在“大灣區”內，具規模的綜合型高職院校有：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廣州

番禺職業技術學院、順德職業技術學院，三所職業技術學院的基本資料如下：

表1：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順德職業技術學院的基本資料

佔地面積 教職員人數 全日制學生人數

深圳職業技術學院[22] 2.120平方公里 (約)2,000 32,170

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23] 1.378平方公里* 1,029 13,607

順德職業技術學院[24] 1.166平方公里** 933 16,028

* 原資料為2067畝（折算為平方公里）；

** 原資料為1749畝（折算為平方公里）

為了對以上的資料，有一個感知的認識，以下列出了澳門大學（橫琴新校

區）相關的資料：

表2：澳門大學（橫琴新校區）的基本資料

佔地面積 教職員人數 全校學生人數

澳門大學（橫琴新校區） (約)1平方公里[25] 1,637*[26] 11,414** [27]

* 全職和兼職總人數；

** 博士、碩士、學士學生總人數，但不包括來澳交流生

從表1可知，順德職業技術學院，在三所高職院校之中，佔地面積是最小

的；從表2可知，順德職業技術學院佔地面積與澳門大學（橫琴新校區）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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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佔地面積都是在1平方公里左右。

在2009年前，澳門大學由於缺乏土地，擴校進一步發展的計劃，沒有得到

落實[28]；在2009年，國家批准了澳門特區政府租用橫琴約1平方公里的土地，用

作興建澳門大學的新校區；在2013年7月20日，澳門大學橫琴新校區開始啟用；

至此，澳門大學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的空間 [29]。 

從澳門大學（橫琴新校區）的例子可知，澳門本身是沒有足夠的土地資源

（約1平方公里的土地）去興建一所綜合型高職院校；至於支持高職院校運作的

教職員規模、生源規模，相信澳門本身也缺乏這方面的條件。

明白到在澳門建立一所綜合型高職院校各方面的制約，在《建議》中，

筆者提議：採用與“大灣區”內院校合辦課程的形式，開辦相關課程；“大灣

區”其他城市的學生也可報讀“澳灣大”；以“化整為零”的方式，把“澳灣

大”建立起來。

如前所述， 2020年12月至2021年7月期間，在教育方面，公佈了3份影響深

遠的政策性文件：《高教綱要》、《非高教規劃》、《非高教職技制度》；在

《高教綱要》、《非高教規劃》中，對缺乏一所綜合型高職院校的問題、高職

與中職銜接的問題，沒有具體的內容；《非高教職技制度》只是對非高等教育

職業技術教育（職業高中）作出了規範。

綜上所述，筆者覺得，在澳門建立一所綜合型高職院校的問題上，出現

了：理論上需要、各界關注；但客觀上、政策上缺乏條件的困境。

（二）建立高職院校的契機

如前所述，2021年9月5日，中央政府公佈《總體方案》；《總體方案》的

重點是在橫琴設立粵澳深度合作區（下稱：“合作區”），以促進澳門經濟適

度多元發展。

澳門經濟學會理事長柳智毅接受南方日報記者專訪時，對《總體方案》

有這樣的說明：“合作區全面創新了管理體制模式，由粵澳雙方組建合作區管

委會，通過雙主任制”創新管理體制模式，以共商共建共管共用的機制進行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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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建設。也就是說，對於橫琴來說，澳門成為了一個實實在在的參與者和建設

者”[30]。 

當澳門在“合作區”成為一個實實在在的參與者和建設者時，澳門在“合

作區”產業的發展及與產業發展配套的建設，如：教育建設，將會有更大的發

展空間及更易於調適於澳門本身的情況。

在“產業發展，人才先行”[31] 的理念下，在“合作區”建立一所綜合型高

職院校，如“澳灣大”，則更具現實意義；可以說：《總體方案》的公佈，為

澳門建立一所高職院校的訴求，帶來了契機；“合作區”在面積用地、學生生

源，都為建立這所綜合型高職院校，創造了有利條件。

五、《總體方案》與高職教育

（－）四大產業的定位

在《總體方案》中，在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舉措上，是採用“立

足粵澳資源稟賦和發展基礎”的策略；四大產業在《總體方案》的立項，充

分體現了這一策略的優越性；科技硏發和高端製造業、中醫藥等澳門品牌工

業、文旅會展商貿產業和現代金融業，這四大產業，在澳門已發展了一定的基 

礎 [32]；若粵澳在“合作區”內合作發展這四大產業，則“合作區”在人力

（如：高端科硏人才）、物力（如：土地資源）、政策的扶持下，必定對這四

大產業的發展起到放大的作用，使四大產業的發展“更上一層樓”；反之，在

橫琴“合作區”發展這四大產業，也能拉動橫琴的經濟發展；“合作區”的建

立，有效地服務澳門和橫琴兩地的經濟發展；廣義地說：服務橫琴的經濟發

展，也是服務“大灣區”的經濟發展。

（二）四大產業的人才類型結構

在《建議》一文提及的“人才四分說”，其人才類型結構是一個4層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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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區”發展四大產業的人才類型結構，可簡化為一個3層結構；如表3所

示：

表3：四大產業的人才類型結構

學術型人才
技術型人才

（服務一線）
技能型人才

科技硏發和高端製造業
高級科硏人才 現場工程師

產業的勞動人員
中醫藥等澳門品牌工業

文旅會展商貿產業
高級管理、營運人才 現場指導員

現代金融業

表3列出的，只是這四大產業人才類型結構的典型例子；例如：科技硏發和

高端製造業、中醫藥等澳門品牌工業，在產業管理系統化的要求下，也需要高

級管理、營運人才的支援；文旅會展商貿產業、現代金融業，在產業操作科技

化的要求下，也需要高級科硏人才的支援；同樣，四大產業服務一線的技術型

人才，也需要現場工程師、現場指導員互相的補足。

2021年9月5日，中央政府正式公佈《總體方案》；2021年9月10日，特區政

府為《總體方案》的公佈，舉辦新聞發佈會[33]；新聞發佈會由特首賀一誠及五

位司長主持；在新聞發佈會中，特首賀一誠強調：“合作區”在產業環境、制

度、法規各方面，都是一個全新的事物；因此，具備相關產業專業知識、了解

“合作區”產業環境及法律法規、服務一線的技術型人才，也是一個新事物。

（三）“產業發展，人才先行”的發展模式

關於《總體方案》的落實，特首賀一誠接受澳門日報的專訪，該專訪在

2021年9月15日的澳門日報刊登出來[34]；在專訪中，特首表示：“合作區會大力

吸引人才；人才聚集，很多產業便會發展起來”；特首的言論，說明了“合作

區”踐行“產業發展，人才先行”的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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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服務“合作區”的技術型人才是一個新事物；那麼，如何聚

集這些人才？筆者相信：在“合作區”把“澳灣大”建立起來，能回答這個問

題；“澳灣大”背靠“合作區”，對準四大產業的發展，培養服務“合作區”

的高職本科技術型人才；在這個實現中，“澳灣大”和“合作區”構成了一個

雙贏的局面。

在適切的規劃下，相信“合作區”可提供建立“澳灣大”所需的土地資

源；“澳灣大”透過“合作區”，面向“大灣區”招生，相信可吸引有志服務

“大灣區”的學生報讀“澳灣大”；借助國內高職教育豐厚的辦學經驗和辦學

人才資源，把“澳灣大”籌劃起來；在“合作區”發展四大產業的同時，相信

也會形成一個寬厚的產業環境，這個寬厚的產業環境，有利於“澳灣大”採用

的“校企合一、產教結合”的教學方式；使“澳灣大”培養出“道地”的技術

型人才。

“合作區”的建立，為“澳灣大”帶來建校的契機；“澳灣大”的建校，

為“合作區”帶來人才聚集的可能；兩者互為對方帶來發展的機遇。

在悉心的營運下，或可把高職教育發展成為“合作區”的品牌產業。

（四）共建一批特色職業教育園區

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35]第八章，提出“共建一批特色職業教

育園區”的構思；“澳灣大”為“合作區”培養“道地”的技術型人才；可以

說：是這個構思鮮活的例子；“大灣區”各城市立足於自身獨特的產業環境，

發展培養“道地”人才的職業教育；按照這個思路發展，筆者相信：在不久的

將來，“大灣區”各城市便可共建一批特色職業教育園區。

六、結論

如前所述，“合作區”的建立，為“澳灣大”帶來建校的契機；“澳灣

大”的建校，為“合作區”帶來人才聚集的可能；兩者互為對方帶來發展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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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

“澳灣大”的建立，也為澳門教育的發展，帶來機遇；“澳灣大”的建

立，能完善澳門教育的體系（一所實實在在的高職院校建立起來）、能促進澳

門學生多元智能發展的空間、能造就澳門學生以技術型人才的身份，服務社

會，貢獻社會。

簡言之，“澳灣大”的建立，不單可促進經濟的發展，也可促進人的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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