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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中等技職教育之發展
—從殖民到回歸

白景文 *　李大偉 **　林韶姿 ***

摘要

本文運用文件分析，探究澳門教育的歷史脈絡與回歸前、後的

教育改革重點，以瞭解澳門教育之發展。由於殖民地因素影響，澳門

教育發展獨樹一格。回歸前表現中西薈萃、價值多元，教育體系仰賴

外來資源；回歸後本土意識提升，並擴大私校補助，及實施 15 年免

費教育，以繼續銜接中、港、臺與葡等地的高等教育。過去視技職教

育為補充性教育訓練，至回歸前 8 年開始重視技職教育的需要，1999
年回歸後更開始逐步修法，並於 2006 年訂定《非高等教育制度綱要

法》，將技職教育列為中等教育的一部分，使之成為正規教育。時至

今日，其發展亦配合澳門產業多元化，重視優化課程及提升產學合

作。反觀我國，臺灣亦經過殖民發展，多元化技職教育政策的推動值

得澳門政府借鏡。而澳門的課程發展，則兼容並蓄包容中、葡、英等

多元語言系統，值得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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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Macao—From 

Colonial Time to Today

Chin Wen Pai*　Ta Wei Lee**　Shao Tzu Lin***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of Macao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by a document analysis within its history context. Due to 
colonial background, it was developed in a unique style. In the past 
years  Macao education is of multicultural character, and relies on 
external resources. But after Macao’s return to China, a local awareness 
is encouraged. To compete with higher education of China, Hong Kong, 
Taiwan and Portugal, Macao government is offering higher subsidies 
for private schools, and implementing a 15-year free education. Eight 
years before the Returning Macao government still regarded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s supplement training until 1999 that was. 
strengthened the formality by applying Macao education law to non-
tertiary education system and defined as the secondary education within 
formal education. Today, its development is also tied up with Macao’s 
diversified industries with an emphasis on program optimization and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However Taiwan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its experience from the colonial period has successfully 
promoted and diversifi ed, its policy could be taken by Macao government 
into consideration. Reversely, the development of Macao’s education 
experiences including Chinese, Portugal, and English System could help 
Taiwan to better its policy and deserved to obes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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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澳門行政長官崔世安在 2011 年回應議員質詢澳門職業技術教育

表示（澳門日報，2011）澳門高中畢業生大多選擇升讀高等院校；澳

門職業技術教育未能配合發展，最重要問題是標籤效應，認為就讀職

業技術學校便是「雙差生」（成績差、操行差）的觀念，有礙職業技

術教育的發展。澳門的現況與臺灣當年如出一轍，不受重視的高職學

生淪為教育的二等公民。

澳門歷經華人社會、外來統治者的殖民思考，影響後續職業技術

教育的發展，加上脫離葡國統治及回歸中國後，形成特殊的發展歷程

與現況。澳門教育研究大多從回歸前展開教育改革或各級教育課程領

域的討論，較少專注於職業技術教育之探討，僅在 1999 年澳門回歸

前，馮增俊主編的《澳門教育概論》以專章提到 1999 年前澳門職業

技術教育之概況（馮增俊，1999c）。回歸十年後，除了在 2012 年財

政年度施政報告中提出「非高等教育發展十年規劃」（澳門教育暨青

年局，2012a），其中談及 2011到 2020年的職業技術教育發展重點為：

發展與產業適度多元化需要相適應的職業技術教育；優化職業技術教

育課程，增加就讀的學生人數；調動相關企業參與職業技術教育的積

極性外，較少專文涉及探討澳門職業技術教育歷年來的發展現況，因

此值得探討澳門中等技職教育之發展。

本文從澳門教育的歷史脈絡著手，就數百年來中葡交互統治及文

化與經濟的演變，探討回歸前、後的教育改革與發展；其次，探討澳

門中等技職教育的發展，隨著回歸前、後教育法令的頒布與修訂，其

課程內涵不僅納入法律規範，同時也實施 15 年免費教育，有助於國

人瞭解澳門地區之教育制度和發展。

貳、澳門教育發展與現況分析

澳門教育的發展必須從其受葡萄牙殖民地色彩談起。幾百年的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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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立法會」類似我國的立法院。
2 「政務司」類似我國行政院體系的各部會。

史，受到地理區位與國際政治情勢的因素，影響其經濟發展路線，並

成為中西文化交流與匯集地。因此，反映在澳門教育的發展也獨樹一

格。以下就歷史、政治、經濟與文化等背景，以 1999 年回歸中國前

後為分水嶺，回顧澳門歷年來的教育發展。

一、澳門教育的沿革

（一）歷史背景

澳門回歸前的歷史發展可分為：入據、盤踞、強據、退出等四大

時期（馮增俊，1999a）。第一時期為葡萄牙人於 1553 年至 1571 年

暫借土地、修建房舍；第二時期從 1571 年至 1849 年葡萄牙在澳門設

總督，建議事廳實施部分自治，以經濟控制澳門，但仍屬明清朝廷管

轄；第三時期為 1849 年至 1976 年趁中英鴉片戰爭，葡萄牙更直接占

領澳門，1887 年與清朝簽訂《和好通商條約》，以「永居管理」姿態

正式開始殖民統治；第四時期自 1976 年至 1999 年為澳門回歸時期，

由於 1974 年葡萄牙發生革命成立共和國，宣布實行非殖民地政策，

1976 年承認澳門為中國領土，但仍由葡人管理（馮增俊，1999a），

1987 年簽署《關於澳門問題的聯合聲明》（澳門印務局，2012），宣

布 1999 年 12 月 20 日恢復中國治理澳門。

（二）政治背景

由於上述歷史淵源，澳門在 1849 年前為明清主權下的教育，繼

而葡人在 1849 年占據澳門為殖民地，獨尊葡文葡校。直到 1976 年才

修正為葡人治理的中國領土，逐步重視本地人才的培養。澳門總督為

澳門政府最高行政長官，1976 年通過《澳門組織章程》，訂有立法會
1 和諮詢會輔助與監督，總督下並設政務司 2 輔助；1987 年在中葡簽

署聯合聲明前，掌政者、中高階公務員皆為葡人擔任，法律也多以葡

國法律為主。簽署聯合聲明後，推動中文官語化、法律本地化、公務

員本地化，因此制定教育法令也以本地化考量，例如從 1991 年澳門

政府頒布《澳門教育制度》（馮增俊，1999a），開始因應澳門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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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政治現實，落實「一國兩制，澳人治澳」的政策，從 1993 到

1997 年陸續頒布私立教育機構通則、各級學校課程組織的法令，對澳

門課程亦產生以澳人為主體思考的新發展（古鼎儀，2000）。

（三）經濟背景

二次大戰前澳門的殖民經濟以博彩業為主，其營收多為上繳葡國

或教廷，對於基礎建設並不重視，因此產業發展並不穩定。大戰結束

後，經濟結構開始多元化，從博彩業為核心，逐漸發展對外貿易、製

造業、旅遊業、建築業、金融業的多元經濟體系；特別是澳門於 1976
年通過《澳門組織章程》，葡國賦予澳門為獨立的經濟實體，促使

經濟體制改革，1963 年至 1992 年澳門經濟年平均增長率為 29%（馮

增俊，1999a）。澳門政府採取開放財政金融體系，強調量入定出、

收支平衡，亦杜絕赤字預算，實行低稅賦，但從嚴徵收。過去政府將

90% 資源挹注在僅招收 7% 適齡兒童的官校，而大多數學生卻是就讀

私校（馮增俊，1999a）。1980 年代以後澳門改革教育，推行普及義

務教育，提高人民教育品質，同時也呈現在經濟發展的成就。此外，

亞洲金融風暴、資訊科技發展、全球化經濟等均影響澳門教育改革

（古鼎儀，2000）。

（四）文化背景

中西文化交流盛行，反映在建築、宗教、天文學、科技與革命發

源地，例如，1602 年的聖保祿大教堂即為中西建築並立的景觀（馮

增俊，1999a）；十六世紀傳教士利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
於 1582 年抵達澳門學習華語後，才前往中國當時廣東省會肇慶傳教，

方有後續引進西學、出版世界地圖之舉（羅光，1979）；1594 年，

「澳門聖保祿學院」成立，為亞洲第一所歐式高等學校（馮增俊，

1999a）。此外，澳門也最早生產具葡萄牙技術的火砲（馮增俊，

1999a），在西學中用的氛圍下，鄭觀應（1842-1922）久居澳門，

1892 年完成《盛世危言》，影響了革命家如康有為、梁啟超等變法

維新思想，光緒皇帝也曾印刷此書 2000 部，分送官員閱讀（孫會文，

1978），書中序言曾提出「人盡其才、地盡其利、貨暢其流」，影響

當時居留澳門的孫中山思想，於 1894 年上李鴻章（1823-1901）書也

提到這三個觀念（孫會文，1978），並對日本與朝鮮變革維新也都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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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影響（馮增俊，1999a）。

二、回歸前教育改革之準備

澳門課程體系可以由語文類別分類，形成葡文、中葡、中文、

英文等多元系統，並明顯看出其受到葡萄牙、中國、臺灣與香港的影

響。方炳隆、Luis Gottchalk（1997）指出，澳門課程體系是「價值多

元的依賴型課程」，由於大多數人讀的是私校，根據多元的辦學理念，

例如宗教、慈善、升學、就業和語言的差異；以及當地教育受限於規

模經濟，因此多仰賴海外大學提供入學名額，引入海外教科書，直到

1990 年代方有改善。

馮增俊（1999b）也指出，澳門早期教育「葡語官辦，放任私校」，

造成多元化政策，例如 1977 年頒布《給予不牟利教育事業以適當扶

助》（法律第 11/77/M 號），是澳門政府初次決定對私校提供部分財

政資助（澳門法律網，2012a）。1987 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

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聯合聲明》（澳門印務局，2012a）
在北京簽訂後，澳門官方才開始改變私校的放任政策（馮增俊，

1999b），並於 1995 年頒布《為普及免費教育訂定對非營利私立教育

機構給予之補助》（法令第 29/95/M 號）（澳門法律網，2012b），

則針對對私校經常費用和設備費用提供補助。

1991 年，澳門政府頒布《澳門教育制度》（法律第 11/91/M 號）

（澳門法律網，2012c），訂定教育制度包括：幼兒教育、小學教育

預備班、小學教育、中學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成人教育、技

術及職業教育；同（1991）年也訂定《澳門高等教育制度綱要法》（法

令第 11/91/M 號）（澳門法律網，2012d）後，規範公立及私立高等

教育機構的組織與運作，將澳門大學、澳門理工學院兩所公立大學納

入管理，以符合澳門政府在高等教育領域裡的教育、科學和技術政

策。

1993 年又訂立《私立教育機構通則》（法令第 38/93/M 號）（澳

門法律網，2012e），以設立、組織運作及關閉、人員、學生、贊助、

檢查及過度規定等項目，對營利和非營利私人教育機構進行初步規

範。繼而在 1994 年九月籌組臨時性的課程改革工作小組，隨後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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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及小學教育之課程組織》（法令第 38/94/M 號）（澳門法律網，

2012f），例如制定學前和小學的課程計畫、教育目標、教學大綱、

輔助課程之活動（指多科目或跨科目間之活動）、學生成績評核、教

員制度等，並由澳門教育暨青年司負責協調各實行教育改革之計畫，

尤其是協調新課程計畫之設計、實施、發展及評核。

1994 年的《初中教育之課程組織》（法令第 39/94/M 號）（澳

門法律網，2012g）開宗明義「以靈活及開放形式制定初中教育課程

發展之指導方針」，針對課程計畫呈現明確規範，其他如教育目標、

教員制度、課程計畫之實施「先透過教學實驗之方式實施，並經過評

核及或有之改進後方逐步普及」，其他規範也如同前述《學前及小學

教育之課程組織》的頒布內容。

實施上述法令三年後，在 1997 年也訂出《高中教育課程組織》

（法令第 46/97/M 號）（澳門法律網，2012h），高中教育課程計畫

分為兩組科目，一組為包含所有學生必修科目之一般培訓課，另一組

為選修培訓課；該計畫旨在鞏固及逐步深化學生之知識，以及培養學

生之能力、品德及價值觀，以便其能升讀各種專業或做好就業之基本

準備。其他的規範也准用 1994 年《初中教育之課程組織》的法令內

容，課程計畫由 1998 年開始實施，在高中教育第 1 年實施隨後逐步

實施，在 1999 年回歸前，完成高中以下教育法規改革（澳門法律網，

2012h）。從 1991 年到 1997 年教育制度、私立機構管理和各階段教

育課程組織法令的制定，可以發現由原本放任私校（大多數為中文學

校）自治和自訂課程標準，到規範私校組織架構和管理機制，完成學

前、小學、中等與高中教育的官方課程大綱，期待在 1999 年回歸前，

藉由教育法律與法令的立法，以有效管理大多數人所就讀的私立教育

機構（黃素君，1997）。

高等教育機構也受到 1987 年中葡聯合聲明的影響，在回歸前逐

步增設，根據《2011/2012 澳門高等教育升學指南》查閱學校成立歷

史（澳門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2010），並根據澳門高等教育輔助

辦公室提供澳門各大學官方網站連結（澳門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

2012），可以發現在 1988 年到 1999 年回歸前，從只有 1 所大學，透

過新設、合併、升格等方式成長到 9 所高等教育機構；1999 年回歸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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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01 年又成立 3 所大學，迄今共有 12 所高等教育機構，其中包含

10 所公私立高等院校，與 2 個高等研究機構，如表 1 所示。

表 1

澳門回歸前後所設立的高等教育機構一覽表

年份 高等教育機構

1981
澳門大學於 1981 年為私人創辦，前身為「東亞大學」，1988 年才由代表

政府的澳門基金會收購轉為公立，於 1991 年改名為澳門大學。

1988 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1991 東亞大學理工學院，獨立為澳門理工學院

1991
東亞大學研究院和公開學院合併為東亞公開學院，2011 年改名為澳門城市

大學

1992 聯合國大學國際軟件技術研究所

1995 旅遊學院

1996 澳門歐洲研究學會

1996 澳門高等校際學院，2009 年改名為聖若瑟大學

1999 澳門鏡湖護理學院（升格）

2000 澳門管理學院（升格）

2000 澳門科技大學

2001 中西創新學院

資料來源：澳門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2010）。2011/2012 澳門高等教育升學指南（頁

6-32）。

上述澳門增設高等教育機構的歷程，可以發現葡人從原本放任、

不重視澳門高等教育，由 1981 年僅有的 1 所大學，經 1987 年聯合

聲明預備交還治理權，葡人改以澳人治澳的角度，逐步擴充數量，在

1999 年回歸前已有 9 所，回歸後則增加 3 所。1991 年《澳門高等教

育制度綱要法》更將公私立大學納入規範運作，也銜接中等以下教育

機構的改革，例如逐步納入政府體系治理，並規範課程體系（澳門法

律網，201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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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歸後的教育現況

2006 年訂定《非高等教育制度綱要法》（澳門教育暨青年局，

2012a），說明非高等教育包括正規教育、持續教育 3 兩大類，其正規

教育包括幼兒教育、小學教育、中學教育和特殊教育；持續教育則包

括回歸教育 4、家庭教育、社區教育和職業培訓，其中「職業技術教

育」只在高中階段開設，可同時在正規教育和回歸教育中實施。澳門

學校體系另分為公、私立兩大類，正規教育的公立學校和大部分接受

資助、提供免費教育的私立學校，以共同組成免費教育系統。

澳門私立學校分為本地學制和非本地學制兩類，其中非營利的本

地私立學校可提出申請參加免費學校教育系統。澳門政府因應回歸前

各種類型的辦學型態，鼓勵學校在辦學理念、課程特點和教學模式，

形成自己的辦學特色和風格。在非高等教育階段的 2011/2012 學年，

官方發出學校執照者 5 共有 78 所，其中公立 11 所，私立 67 所，提供

正規教育的學校有 66 所，提供回歸教育的學校有 3 所，兼具提供正

規和回歸教育的學校則有 9 所（澳門教育暨青年局，2012b）。

澳門教育的發展深具葡國殖民統治色彩，課程改革歷程則深受歷

史、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影響。由於葡萄牙改採非殖民地政策，澳門

得以重回中國管轄，回歸前葡人政府逐漸改革教育制度，訂定教育的

新法令，回應民間對私校教育的需求，也逐步設立高等教育機構。回

歸後，確立新的非高等教育制度，更落實私立學校的補助，延長免費

教育為 15 年（澳門教育暨青年局，2012b），此皆引領澳門教育往新

的方向繼續革新。

參、澳門中等技職教育的發展

澳門歷經數百年歷史長流的發展，從殖民地到回歸前後的演變，

特殊時空背景造就教育體系的改變，甚至技職教育也深受影響。以下

 
3 「持續教育」指臺灣常見的「繼續教育」。
4 「回歸教育」指臺灣常見的「回流教育」。
5 「執照」意指「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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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就回歸前教育法令的制訂如何影響技職教育與課程規劃；而回歸

後又如何透過法令修訂重新定位技職教育說明如下：

一、回歸前的技職教育發展

澳葡政府在 1982 年以葡文頒布法令第 44/82/M 號《技術職業訓

練基礎》（澳門法律網，2012i），僅視技職教育為一種補充性質的

教育訓練，該法令並未規範提及課程結構與規劃。技職教育的發展也

受到 1987 年聯合聲明的影響，1991 年 8 月 29 日，正式公告法律第

11/91/M 號《澳門教育制度》（澳門法律網，2012c），此時才正式規

範技職教育職業技術教育，訂定職業技術教育的總綱和架構。例如，

在《澳門教育制度》第 15 條（澳門法律網，2012c）提及「技術及職

業教育」：除補充在正規教育時已開始的就業準備之培訓外，旨在培

訓本地區發展所需的具基本及中等專業資格的技術及專業人員，務求

使之融入勞工世界，並將「技術及職業教育」分職業培訓與職業技術

教育兩種類型（澳門法律網，2012c）。

（一）職業培訓

《澳門教育制度》第 16 條（澳門法律網，2012c）指出職業培

訓旨在確保從事某種職業活動時的基本能力，並包括下列類型：1. 職
前訓練；2. 專業訓練；3. 在職進修；4. 職業轉換。職業培訓課程可以

在公立或私立職業培訓機構展開，也可以在正規教育的學校組織中進

行。《澳門教育制度》第 17 條則說明職業培訓課程主要是給完成「小

學教育」的青少年或成年人，在合格完成職業培訓課程後可獲證書

（澳門法律網，2012c）。

（二）職業技術教育

職業技術教育的目的與實施方式，於《澳門教育制度》第 18 條

中加以敘述（澳門法律網，2012c）：1. 職業技術教育的目的是培養

中級程度的技術及專業人員，給予他們為從事某一專業活動所需的知

識及能力；2. 職業技術教育在公立或私立的職業技術學校展開，亦可

在正規教育的學校進行；3. 青少年和成年人，需完成初中教育，方得

進入職業技術教育；4. 職業技術教育為期最少 2 年，最多 3 年，第 3
年主要是職業實習；5.「職業技術教育」課程等同「中學」程度，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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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學校教育的一種，其畢業生可進入高等教育，特別是高等理工教

育；6. 合格完成職業技術教育課程的人士可獲頒文憑；7. 就讀職業技

術教育課程而有意繼續升讀高等理工教育的學員，可豁免職業實習。

繼而於 1996 年 9 月 16 日頒布法令第 54/96/M 號《技術及職業

教育之指導性制度》（澳門法律網，2012j），並廢止 1982 年法令第

44/82/M 號《技術職業訓練基礎》（澳門法律網，2012i），從而更確

立職業技術教育的目的和課程編制。

以下說明回歸前澳門職業技術教育目的與課程編制：

（一）根據《技術及職業教育之指導性制度》第 2 條所示，其教

育目的包括（澳門法律網，2012j）：1. 透過建立拉近學校與勞動力

市場距離之機制，設立與正規教育相配合之選擇性培訓模式；並得在

正規教育機構之獨立單位內開展，尤其是在企業、社團及為此目的而

設立之機構內開展，以鼓勵公民社會共同或獨立舉辦該等課程；2. 透
過符合從事職業及升學要求之一般培訓及技術培訓，使升學及立即進

入勞動力市場成為可能；3. 提供學生新的機會及更大選擇自由；4. 按
勞動力市場之需求，培訓合格之專業人士，使本地區擁有所需之人力

資源，促進生產結構之現代化及社會經濟之發展。

本法內容說明澳門技職教育開始符合本地需求培養人才，除銜接

正規教育與高等教育外，也能直接培養市場的人力，進行在職進修。

（二）課程編製：根據《技術及職業教育之指導性制度》第 15
條課程之節數、第16條培訓內容之課程所示，課程編製的規則為：（澳

門法律網，2012j）1.技術及職業教育課程模式，按照表 2與表 3所示，

載明職業技術初中、高中培訓水平及培訓內容，設計不同的上課節數；

2. 兩種課程模式均為 3 學年，日間制課程課時為 3,600 小時，而工餘

制課程 6 課時則為 3,000 小時，每年平均有 40 週，每週一般為 30 節，

每一節為 30 至 45 分鐘；3. 日間或工餘制技術及職業教育的課程模式：

（1）「社會文化」培訓內容：占總課時之 40-50%，可自行決定中文、

葡文或英文作為授課語言或第二語言。（2）「專業科技及實踐」以

及「專業實習」占 50-60%，按課程性質，英文可作為技術科目，並

 
6 「工餘制課程」類似臺灣的夜間進修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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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實踐性質之科目」為在校內的實作練習課程。

納入「專業科技及實踐」之課程內容；4. 在職業技術高中課程中，「社

會文化」、「專業科技及在校內進行之實踐」之培訓內容皆分為 2 年，

相當於高中一、二年級，總課時為 2,100 至 2,400 小時；5.「實踐工

作環境中進行專業實習」為期 900 至 1,200 小時，相當於高中三年級，

專為欲投入勞動力市場之學生而設，必要時，亦得包括實踐性質之科

目。7

表 2

職業技術初中課程表

培訓內容 培訓內容之科目
節（小時）

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

社會文化

授課語言

40-50
第二語言

個人及社會發展以及第 12 條 b 項所指

領域內之其他科目（★）

專業科技

及實踐　
按課程性質而安排之科目

50-60

專業實習
實習一般在實際工作環境中進行第 14
條規定，實習在三年級實施。

600-720

總數

3,000 至 3,600 課時，

工餘制 3,000 課時，

日間制 3,600 課時。

100

專業能力考試

註★：12 條 b 項：獲取一般知識，包括歷史地理方面之知識，以及與環境、衛生、工

作預防及安全，以及職業組織有關之知識。

資料來源：澳門法律網（2012j）。法令 54/96/M 號：技術及職業教育之指導性制度。

取自 http://www.macaolaw.gov.mo/cn/search/load_content.asp?lang=chin&tpLe
g=7&noLeg=54/9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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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職業技術高中課程表

培訓內容 培訓內容之科目
節（小時）

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

社會文化

授課語言

40-50
第二語言

個人及社會發展以及第 12 條 b 項所指

領域內之其他科目（★）

專業科技

及實踐　
按課程性質而安排之科目

50-60

專業實習
實習一般在實際工作環境中進行第 14
條之規定，實習在課程之三年級進行。

900-
1,200

總數

3,000 至 3,600 節工餘制

3,000 節， 日 間 制 3,600
節。

100

專業能力考試

註★：12 條 b 項：獲取一般知識，包括歷史地理方面之知識與環境、衛生、工作預防

及安全，以及職業組織有關之知識。

資料來源：澳門法律網（2012j）。法令 54/96/M 號：技術及職業教育之指導性制度。

取自 http://www.macaolaw.gov.mo/cn/search/load_content.asp?lang=chin&tpLe
g=7&noLeg=54/96/M

二、回歸後的技職教育發展

在回歸後，澳門立法會根據《澳門特別行政區基本法》第 71 條

第 1 項（澳門印務局，2012b），行使下列職權：依照本法規定和

法定程序制定、修改、暫停實施和廢除法律；直到 2006 年才大刀闊

斧改革教育制度，訂定第 9/2006 號法律《非高等教育制度綱要法》

( 澳門教育暨青年局，2012b），廢止在回歸前（1991 年）實施的第

11/91/M 號法律《澳門教育制度》。1991 年的《澳門教育制度》曾將

「技術及職業教育」分為職業培訓和職業技術教育，並沒有進一步規

範其他教育類型（澳門法律網，2012c）。回歸後（2006 年）的《非

高等教育制度綱要法》，定義「非高等教育」係指大學教育和高等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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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育以外的各種類型的教育後，將其他教育類型重新分類為「正規

教育」與「持續教育」（澳門教育暨青年局，2012b）：（一）「正

規教育」分為幼兒教育、小學教育、中學教育（包括初中教育和高中

教育）、職業技術教育、特殊教育等；（二）「持續教育」則為正規

教育以外的各種教育活動，包括家庭教育、回歸教育、社區教育、職

業培訓以及其他教育活動（澳門教育暨青年局，2012b）。

澳門技職教育的名稱，隨著法律而改變，從 1991 年《澳門教育

制度》的「技術及職業教育」（澳門法律網，2012c），演變到 2006
年《非高等教育制度綱要法》更名為「職業技術教育」，隸屬於正規

教育；並且視「職業培訓」為「持續教育」的一環（澳門教育暨青年局，

2012b）。「非高等教育」（排除大學教育和高等專科教育以外）的

職業技術教育，屬於正規教育內中學教育階段一環，由《非高等教育

制度綱要法》第 11條「職業技術教育」第 1款規定之，其要旨如下（澳

門教育暨青年局，2012b）： 
（一）在不妨礙第 4 條（總目標）及第 10 條「高中教育」規定

的前提下，職業技術教育旨在培養中等程度的技術人員，既促進個人

的全面發展，又兼具職業導向，使學生擁有從事某一職業所需的基本

知識、能力及專業精神。

（二）職業技術教育須兼顧學生升學的需要。

（三）職業技術教育課程可在實施正規教育或回歸教育的學校中

開辦。

（四）根據學校按適用法例制定的標準，合格完成職業技術教育

者，可獲得高中學歷證書及專業技術資格證書。

2006 年制定的第 9/2006 號法律《非高等教育制度綱要法》（澳

門教育暨青年局，2012b）仍按先前 1996 年制定的法令第 54/96/M 號

《技術及職業教育之指導性制度》（澳門法律網，2012j），規定職

業技術教育需兼顧就業與升學導向。就讀職業技術教育的學生，前 2
年主要修讀「社會文化」和「專業科技及實踐」領域之學科，第 3 年

則主要進行「專業實習」或「實踐性學習」。完成上述課程者可取得

高中學歷證書和專業技術資格證書，專業實習學生可體驗就業市場；

有意升學者則取得高中證書，接受高等教育（澳門教育暨青年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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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c）。

澳門教育暨青年局於 2005/2006 學年推出「職業技術教育課程資

助計畫」（澳門教育暨青年局，2012d），對於開辦職業技術教育課

程的私立學校，資助每課程不超過 260,000 澳門元（折合新臺幣約 97
萬 5,000 元）開辦費、經常性資助每年每班 100,000 澳門元（折合新

臺幣約 37 萬 5,000 元），以及每 3 年每課程更新設備資助 150,000 澳

門元（折合新臺幣約 56 萬 2,500 元），只要就讀職業技術教育的高中

學生，學費津貼 2,000 澳門元（折合新臺幣約 7,500 元）（澳門教育

暨青年局，2012d）。

澳門特區政府從 2007/2008 學年實行 15 年免費教育（澳門教育

暨青年局，2012e），由於職業技術課程需配合技能實作，一般職業

技術班級應相對調降學生人數，因此就讀公立學校或是私立學校加入

免費教育學校系統，開設職業技術教育課程，以 25 名學生為下限，

就可向政府申請每班 700,000 澳門元（折合新臺幣約 262 萬 5,000 元）

之免費教育津貼，學生則免繳學費；若屬於非免費教育學校系統的私

立學校所開的職業技術教育課程，學生則需付學費（澳門教育暨青年

局，2012d）。澳門居民除領有高中教育學費津貼，每名就讀職技課

程的學生每學年可獲 12,600 澳門元（折合新臺幣約 47,250 元）的學

費津貼，取代未實施 15 年免費教育期間的 2,000 澳門元（折合新臺幣

約 7,500 元）學費津貼（澳門教育暨青年局，2012d）；2011/2012 學

年則提高到每位職技學生每學年可獲得 14,000 澳門元（折合新臺幣約

7,500 元）（澳門教育暨青年局，2012e）。因此，政策上是鼓勵與資

助辦理職業技術學校。

若以統計數字來看，2011/2012 學年接受非高等教育的學生總數

為 73,425 人，其中接受正規教育的學生為 70,719 人，包括幼兒教育

11,787 人（16%）；小學教育 22,646 人（30.8%）；中學教育 35,726
人（48.7%），其中職業技術教育 1,601 人（2.2%）及特殊教育 560
人（0.8%）。而回歸教育學生人數為 2,706 人，包括小學教育 216 人

（0.3%）；中學教育 2,490 人（3.4%），當中職業技術教育 224 人

（0.3%）（澳門教育暨青年局，2012f）。從上述資料中發現，中學

教育階段願意接受職業技術教育的學生比例不到 10%，例如正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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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占 4.89%、回歸教育僅占 9.00%，超過九成中學生不願意投入職業

技術教育的現象。

澳門教育暨青年局 2009/2010 學年的統計，技職教育的畢業生

選擇繼續升學之比例為 64%，選擇就業的比例則占 36%（澳門教育

暨青年局，2012g），那麼值得探究的是：為什麼超過 60% 技職教育

畢業生銜接高等教育，而延後就業的原因為何？澳門政府 2011 年編

製的《澳門青年指標》在第四章勞動力與就業指出：在澳門完成高

等教育的收入遠超過非高等教育的就業人口（澳門教育暨青年局，

2012h），如表 4、表 5 所顯示。

澳門的 30 歲以下就業人口每月工作收入中位數（表 4、表 5 兩

者統計資料的差別在於根據 2009 年 1 月 1 日生效的《勞動關係法》，

16 歲或以上為合法工作年齡），根據表 4、表 5 資料得知，澳門青年

受高等教育就業人口每月工資的中位數（即使統計的年齡改變）不但

超過總體中位數，也超過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和未受教育者的中位數

（澳門教育暨青年局，2012h）。

表 4

2009—2010 年澳門 16-29 歲就業人口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

單位：澳門元

教育程度 / 年度 2009 2010

16-29 歲總體中位數  9,000 9,000

從未入學 / 學前教育 5,000 4,500

小學教育  8,000 7,500

初中教育 8,000 8,000

高中教育 8,000 8,000

高等教育 10,000 10,000

資料來源：澳門教育暨青年局（2012h）。澳門青年指標：第四章勞動力與就業。取自 
http://www.dsej.gov.mo/ijm/stat/pdf/yim_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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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03—2008 年澳門 14-29 歲就業人口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

單位：澳門元

教育程度 / 年度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14-29 歲總體中位數 4,400 4,800 5,700 6,900 8,600 8,500

從未入學 / 學前教育 3,300 3,400 3,700 4,400 6,200 6,000

小學教育  3,500 3,800 4,300 5,100 6,300 7,700

初中教育 3,300 3,800 4,000 5,100 7,800 7,000

高中教育 4,300 4,600 6,000 7,000 7,600 7,500

高等教育 7,700 7,700 8,600 9,100 9,800 10,800

資料來源：澳門教育暨青年局（2012h）。澳門青年指標：第四章勞動力與就業。取自 
http://www.dsej.gov.mo/ijm/stat/pdf/yim_04.pdf 

2011/2012 學年選修技職教育課程的學生人數只有 1,825 人，包

含正規教育與回歸教育，僅佔澳門全體學生 2.49%（澳門教育暨青年

局，2012d），雖然為數不多，澳門教育暨青年局仍願資助 10 所公、

私立中學，開設平面設計、行政暨商業、旅遊、電子、武術、中葡翻

譯、創意時裝設計及製作、電腦多媒體及網頁設計等 40 個職業技術

教育課程總計 95 個班級、28 個學科的短期課程供澳門居民修讀（澳

門教育暨青年局，2012i），詳如表 6。雖然職業技術教育課程大部分

可以銜接澳門或外地的大學相關科系，然而總是社會觀感不佳，學生

被貼上「雙差生」標籤（澳門日報，2011）；澳門學生即使選擇技職

教育，最終仍有超過 60% 想要升學。在 15 年免費教育政策，搭配未

來高學歷享有高所得的雙重誘因，只會維持目前大多數學生，優先選

擇一般中學，其次才選擇職業技術教育，為進入高等教育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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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澳門非高等職業技術教育學校開設課程表

校名 開設課程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平面設計、行政暨商業、旅遊、電子、武術、中葡翻譯、

創意時裝設計及製作、電腦多媒體及網頁設計

澳門工聯職業技術中學

（日間）電腦、會計、翻譯、電氣與網絡（回歸）會

計與辦公室實務、會計與電子商務、電工與電梯、電

力工程

澳門三育中學 （中文部）觀光旅遊、商務（英文部）旅遊

澳門庇道中學 體育、服裝形象及舞台設計、社會服務

培華中學
體育運動 ‧ 體適能、資訊商務、資訊科技、多媒體文

化創意

澳門海星中學 美術與設計、社會服務、學校服務、保民菁英

澳門葡文學校 
Escola Portuguesa de Macau

（回歸）旅業與傳譯

創新中學
（回歸） 商業行政實務、現代演藝實務、創意美術設

計、創意影視製作

澳門演藝學院—舞蹈學校 舞蹈（中國舞及芭蕾舞）

澳門演藝學院—音樂學校 音樂（中樂、西樂及聲樂）

澳門浸信中學 音樂

資料來源：澳門教育暨青年局（2012i）。職業技術教育資料—開辦職業技術教育課程

的學校。取自 http://www.dsej.gov.mo/etp/data_sch.html

此外，澳門教育青年局於 2011 年委託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

（2011）進行《澳門青年指標 2010 社會調查》，以問卷和電話調查

3,992 位澳門青年，結果發現：有 66.1% 及 81.1% 受訪的青年對「學

校的教育對個人成長有幫助」及「人應該活到老，學到老」，表示

「同意」和「極同意」，此表示澳門青年對於學校教育表示肯定，並

且表明願意終身學習。而反向題目「學歷不會影響一個人的前途」，

有 52.8% 受訪青年表示「不同意」和「極不同意」，顯示出受訪青年

大多認同學歷的重要性。這也印證前文提及之高等教育學歷就業人力

的收入領先其他學歷的現況。

《澳門青年指標 2010 社會調查》報告也指出，有 25.2% 受訪青

年表示「同意」和「極同意」「整體澳門人的知識水平很低」，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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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46.5% 受訪青年認為「澳門教育制度並不全面」，顯然澳門青年

並不滿意回歸後近 10 年的教育改革現況。但是年齡越長的受訪青年

則對各項教育價值觀的認同比度越高，例如在「學校的教育對個人成

長有幫助」項目，累計「同意」和「極同意」的百分比，25-29 歲為

73.8%、21-24 歲為 69.0%、17-20 歲為 57.9%、13-16 歲為 63.6%。又

例如在「人應該活到老，學到老」項目，累計「同意」和「極同意」

的百分比，25-29 歲為 88.7%、21-24 歲為 84.7%、17-20 歲為 78.4%、

13-16 歲為 72.5%（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2011）。調查結果對於

未來推展澳門「回歸教育」、終身學習有實質的幫助。

另外，根據 2009 與 2010 年調查澳門青年就業人口的分布，特別

將從事博彩工作單獨統計，發現高達 22.3%（2009）-20.1%（2010）

的青年從事此行業；而近 70% 的青年就業人口集中在澳門職業分類

的「文員」和「服務、銷售及同類工作人員」，以屬於服務業、旅遊

業與博彩業的工作性質居多（澳門教育暨青年局，2012h），如表 7
和表 8 所示。

表 7

2009-2010 年澳門 16-29 歲就業人口分布表—以職業分

單位：%

職業 2009 2010

專業人員 3.2 3.4

技術員及輔助專業人員 10.4 11.4

文員 43.4 42.4

其中：直接與博彩投注服務有關的人員

（如賭場荷官、巡場、籌碼兌換員等）
22.3 20.1

服務、銷售及同類工作人員 26.0 27.4

工業工匠及手工藝工人 3.1 3.5

機台、機器操作員、司機及裝配員 2.5 1.9

非技術工人 9.8 8.9

其他 1.6 1.1

總數 100.0 100.0

資料來源：澳門教育暨青年局（2012h）。澳門青年指標：第四章勞動力與就業。取自 
http://www.dsej.gov.mo/ijm/stat/pdf/yim_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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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2003-2008 年 14-29 歲就業人口分布表—以職業分

單位：%

職業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專業人員 4.5 4.3 3.3 4.4 3.6 3.2

技術員及輔助專業人員 12.9 13.1 11.4 10.5 11.4 9.1

文員 30.4 34.1 37.4 42.5 47.4 42.1

其中：直接與博彩投注服務有關

的人員（如賭場荷官、巡場、籌

碼兌換員等）

- - - - 25.1 22.6

服務、銷售及同類工作人員 23.1 23.1 23.3 22.3 22.3 25.1

工業工匠及手工藝工人 5.4 4.7 4.7 4.4 4.4 4.5

機台、機器操作員、司機及裝配員 12.9 11.4 10.7 7.6 3.1 3.4

非技術工人 8.5 7.3 7.5 6.6 6.7 10.9

其他 2.3 2.0 1.7 1.7 1.1 1.7

總數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澳門教育暨青年局（2012f）。澳門青年指標：第四章勞動力與就業。取自 
http://www.dsej.gov.mo/ijm/stat/pdf/yim_04.pdf

1997 年正式生效的澳門法令第 45/97/M 號《澳門職業分類》（澳

門統計暨普查局，2012）共分9大類，其中「文員」為從事記錄、組織、

存檔、計算及提供有關資料的工作，執行帳目收支的管理，安排旅遊

事宜，以及就被諮詢事項提供資料及安排會面、探訪等。文員還分為：

文書工作文員和出納員、櫃員、接待員、票務員及同類工作人員，後

者包含直接與博彩投注服務有關的人員（如賭場荷官、巡場、籌碼兌

換員等）（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12）。另一項大類「服務、銷售及

同類工作人員」，則為從事與旅遊、家務、酒店、個人護理、防火及

防止非法活動等有關之個人服務和保護工作；例如在商業機構或市場

銷售或展示商品；擔任時裝模特兒或藝術模特兒等。因此分為：個人、

家庭及保護服務工作人員和模特兒、銷售員及示範員，而督導其他人

工作亦可包括在其工作範圍內（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12）。

由於澳門產業特性造成青年就業人口過於集中於「文員」和「服

務、銷售及同類工作人員」這兩大類，也不利於各類型職業技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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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發展，因為產業過度集中的就業出路，反過來降低學生就讀職

業技術教育的意願，因為就業市場並沒有職缺（澳門教育暨青年局，

2012h）。澳門特區政府在 2012 年財政年度施政報告則提出，「非

高等教育發展十年規劃（2011-2020 年）」（澳門教育暨青年局，

2012a），從基本政策方向論及職業技術教育的重要性，例如：從制

度和投入等方面確保各級、各類教育的協調發展，尤其要保證義務教

育和免費教育有效實施，提升學生入學率，並按照產業多元化需求，

積極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和職業培訓，以構建靈活開放的終身教育體

系。據此，職業技術教育發展的三大目標為（澳門教育暨青年局，

2012a）：（一）發展與產業適度多元化需要相適應的職業技術教育；

（二）優化職業技術教育課程，增加就讀的學生人數；（三）調動相

關企業參與職業技術教育的積極性。

綜上可知，澳門技職教育法律的發展於回歸前（1991 年）制定

《澳門教育制度》，完成職業技術教育的管理制度大綱與架構，包

含職業技術初中課程與高中課程的培訓內容與時數（澳門法律網，

2012c）。而回歸後檢討法律內容，於 2006 年更制定《非高等教育制

度綱要法》，將職業技術教育納入正規教育、職業培訓納入持續教育

（澳門教育暨青年局，2012b）。但分析官方統計正規教育的數字後

發現，就讀職業技術教育的學生比例仍然很低，僅有 1,601 人，僅占

中學教育人數 35,726 人的 4.89%，技職畢業生繼續升學高等教育也高

達 60% 以上（澳門教育暨青年局，2012f）。

職業技術教育普遍不受重視的原因，來自於過於集中服務業、旅

遊業和博彩業的產業特性，以及受過高等教育者每月工作收入明顯較

其他教育程度者來得高等因素影響（澳門教育暨青年局，2012h）；

澳門特區政府理解當地情勢後，預定於 2015 年完成職業技術教育法

規的修訂（澳門教育暨青年局，2012a），對於職業技術教育的改革，

澳門政府預計將投入更多資源，支持學校與企業和其他社會組織合

作，發展多元化、符合經濟及社會發展需要的教育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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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論

本文從歷史、政治、經濟與文化層次梳理澳門教育的風貌，探討

澳門技職教育的發展。由於澳門受到明清管轄、葡萄牙殖民統治、與

回歸中國前後的影響，加上華人、葡人政治權力更迭，形成回歸前文

化中西薈萃、經濟體系價值多元，且教育體系仰賴外來資源的現象；

回歸後則本土意識提升，並擴大補助私校教育，以及實施 15 年免費

教育，以繼續銜接中、港、臺與葡等地的高等教育。

澳門教育的殖民地經驗，影響回歸前的技職教育發展。從 1982
年葡人視為補充性教育訓練，到回歸前 8 年開始以澳人在地考量，逐

步修法，1991 年確定《澳門教育制度》，1996 年實施技職教育指導

性制度：將「職業技術教育」分為職業技術初中、高中課程編製，以

及「職業培訓」兩大類。回歸後的技職教育發展則以 2006 年《非高

等教育制度綱要法》取代澳門教育制度，重新將技職教育更名為「職

業技術教育」，並納入正規教育，職業培訓則改納為持續教育。

回歸後中學教育階段願意接受職業技術教育的學生比例不到

10%，例如正規教育僅占 4.89%、回歸教育僅占 9.00%，超過 90% 中

學生不願意投入職業技術教育的現象。職業技術教育學生繼續升學的

比例也超過 60%，其原因在於澳門青年接受高等教育的每月工作收入

較高。此外，澳門青年就業人口分布，有將近 70% 青年就業人口集

中於服務業、旅遊業與博彩業，不利於推展各種領域的職業技術教育

人力發展。2012 年當澳門政府發布「非高等教育發展十年規劃」時就

點出當前職業技術教育的發展需要配合澳門產業多元化，優化課程，

增加學生就讀人數，並為積極提高企業的產學合作意願，因此也規劃

2015 年職業技術教育法規的修訂時程，期能改善學生、家長與社會輕

忽職業技術教育的現象。

綜觀中港臺的教育改革經驗常是澳門教育取經的對象，特別是臺

灣的技職教育亦經過殖民的發展。臺灣從早期成績不好的學生才就讀

高職，轉變為優秀學生提早選擇優質高職，為將來進入國立大學預作

準備，故多元化的技職教育政策推動值得澳門政府借鏡，例如：五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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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學院升格成科技大學，辦學成效不僅強調務實致用，在產學合作

效能上也顯卓著，而學制類科多元，學生既可習得職業技術，也可作

為升學的第二條高速公路；此外，設立綜合高中，使學生可以自由在

高中與高職學程轉換；高職學生除了科技大學，也可以報考一般大學；

偏遠地區高職更可推薦優異學生參加繁星計畫，直接甄試進入理想的

大學，因此完整的體系與健全的制度有利學生加以適性發展。

相對的，澳門職業技術教育課程具備葡文、中葡、中文、英文

等多語言系統，雖受中港臺葡等學制所影響，但展現多元性與兼容並

蓄，則啟人深省。臺灣與日本、中國、荷蘭等國素有歷史淵源，其居

民有原住民、平埔族、客族、閩族等，如何於此文化脈絡下，發展兼

顧本土與多元意識的教育，創造臺灣的教育特色，值得深思，故後續

研究或許可以針對澳門與臺灣的中等技職教育發展進行比較，分析兩

地在歷經外來殖民統治後的改革，延長十二年義務教育，和澳門實施

15 年免費教育後，對學生選擇中等技職教育形成的影響等進行更深入

的探討，有助於提出對雙方中等技術職業教育發展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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