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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以来澳门高等教育发展的成就与经验
庞 川，林广志，胡雅婷

【摘 要】澳门回归二十年来，高等教育发展经历了规模扩张、稳定发展和质量提升三个阶段，实

现了从量到质的快速发展，初步形成了独具特色、较为规范的高等教育体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就: 租赁澳门大学横琴校区，扩展高等院校办学空间与规模; 获批四所国家重点实验室及多个教育

部人文社科重点伙伴基地，高等教育科研水平达至新的高度; 颁布《高等教育制度》、设立高等教育

局以规范管理高等教育事务; 建立高等教育国际化网络，建设高等教育质量评鉴体系。历经多年发

展，澳门高等教育也积累了宝贵经验，主要有: 借助国家教育发展平台，融入国家发展; 完善高等教

育配套制度，规范高等院校运作管理机制; 注重高等教育质量评鉴，强化高等院校持续自我完善; 发

挥中西融合文化特色，提升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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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前夕，澳门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已具雏形，

形成了以澳门大学为主导，其他三所公立高等院校

和三所私立高等院校共同发展的多元格局，为回归

后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① 回归二十年

来，特区政府重视高等教育为带动社会发展所起的

引擎作用，持续加大投入，鼓励高等教育发展。通

过多年努力，澳门高等教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

就和宝贵的经验。

一、澳门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特征

1999 年，澳门回归祖国，澳门高等教育迈上

了新的历史征程。回归二十年来，为配合经济社

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特区政府积极推进高等教

育改革，致力创建服务本土、世界一流的高等 教

育体系。纵观澳门高等教育二十年的发展，其主

要经历了规模扩张、稳定发展和质量提升三个阶

段，实现了从量到质的快速发展，初步形成了 独

具特色、较为规范的高等教育体系。
( 一) 1999—2004 年 的 规 模 扩 张: 高 等 教 育

快速发展

从 1999 年至 2004 年，随着特区政府行政主导意

识的觉醒、对教育支持力度的增强以及高校招生范围

的扩大，澳门高等教育呈现规模扩张态势，高等教育

机构数量迅速增长、学生数量急剧上升。
1．高等院校数量的增长

回归后，在短短的一至两年间，澳门新增了两

所私立高等院校，包括澳门科技大学和中西创新学

院，同时还将中等专业院校管理学院升格为澳门管

理学院。至 2004 年，高等院校增至十所( 公立学校

4 所，私立学校 6 所) ，还有研究所两间，形成了以公

立为主、私立为辅的高等教育多元格局，推动了高

等教育快速向前发展( 如表 1 所示) 。
2．高等教育学生数量急剧上升

从 1999 至 2000 年，澳门高等教育机构学生规

模增长较为平稳，至 2000 年底，各高校注册学生人

数为 12 749 人。② 随着高等院校的增加，私立高等

教育规模的扩大，多种办学方式共同发展，至 2003
年底，高校注册学生人数急剧上升至 30 257 人，比

2000 年增长近 2．37 倍，个别院校学生规模甚至扩

大了十几倍( 如图 1 所示) 。

5

①

②

三所公立高等院校是澳门理工学院、旅游学院和澳门保安

部队高等学校，三所私立高等院校是亚洲( 澳门) 国际公开

大学、圣若瑟大学和镜湖护理学院。
澳门高等教育局:《高等教育统计数据———各年度教职员及

学生人数》，澳门高等教育局网站，2019－05－12，https: / /
www．dses．gov．mo /about / lib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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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澳门高等院校的性质、结构及数量

学校类型 学校名称 刊宪年代( 年份) 依据、办学主体

公立高校 澳门大学 1991 第 50 /91 /M 号法令

澳门理工学院 1991 第 49 /91 /M 号法令

旅游学院 1995 第 45 /95 /M 号法令

澳门保安部队高等学校 1988 第 57 /88 /M 号法令

私立高校 亚洲( 澳门) 国际公开大学 /澳门城市大学 1992 第 49 /91 /M 号法令，国际出版、遥距培训及教学有限公司、澳门城市大学基金会

圣若瑟大学 1996 第 206 /96 /M 号训令及第 207 /96 /M 号训令，由葡萄牙天主教大学和天主教澳门教

区合办

澳门镜湖护理学院 1999 第 418 /99 /M 号训令，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

澳门科技大学 2000 第 19 /2000 号行政命令，澳门科技大学基金会

澳门管理学院 2000 第 45 /2000 号行政命令，澳门管理专业协会

中西创新学院 2001 第 34 /2001 号行政命令，创新教育社股份有限公司

资源来源: 根据澳门高等教育机构官方网站资料整理而成。①

图 1 澳门高等院校学生数量的增长( 1999—2004)

3．高校招生范围不断扩大

从招生 范 围 来 看，自 2001 年 起，在 高 等 教

育辅助 办 公 室 协 调 下，澳 门 大 学、澳 门 科 技 大

学、澳门理工 学 院 及 旅 游 学 院 四 所 高 等 院 校 获

特区政府和 国 家 教 育 部 批 准，参 考 中 国 内 地 学

生普通 高 等 学 校 招 生 全 国 统 一 考 试 ( 高 考 ) 成

绩，在中国内地 14 个省、市、自治区招收大学新生

和资助招收全日制研究生。同时，高等院校的招生

结构也逐渐走向多元化，积极开展海外招生和学术

交流，海外学生数量每年都有所增加，为高等教育

的可持续发展解决了生源不足的问题。与此同时，

各高校 也 引 进 了 大 量 师 资，保 证 院 校 的 良 好 运

作。从相关数据来看，这一时期澳门高校教职人

员的数量从 1999 年的 834 人 增 加 至 2004 年 的

1 229人( 如图 1 所示) 。
( 二) 2004—2010 年 的 稳 定 发 展: 高 等 教 育

的转型发展

经过第一阶段的尝试，澳门特区政府进一步

明确了 高 等 教 育 发 展 方 向。2004 年 末，第 二 届

特区政府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施政方针，注重高

等教育政策的调整，为高校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自

主性和灵活性，同时也加强了对高等教育制度的

改革咨询，旨 在 修 订 和 完 善 高 等 教 育 法 律。此

外，各高等院校也抓住发展机遇，提高办学质量，

推进高等教育的转型发展。
1．高等院校学生数量平稳增长，逐步实现高

等教育普及化

( 1) 从招生数量来看，高等院校在校注册学

生数量呈 现 平 稳 增 长 趋 势。虽 然 从 2003 /2004
学年至 2004 /2005 学年高 等 院 校 注 册 学 生 数 出

现了 收 缩 回 落 的 跳 跃 趋 势，但 总 体 来 说，从

2 004 /2005学年的26 324人至2008 /2009学年的

① 按: 表中年份为政府法令刊登于宪 /公报的时间。实际

上，澳门大学前身为创办于 1981 年的东 亚 大 学，1988

年澳葡政府收 购 东 亚 大 学，1991 年 更 名 为 澳 门 大 学;

澳门理工学院前身为东亚大学理工学院，1991 年从东

亚大学独立出来正式成立; 澳门 城 市 大 学 前 身 为 东 亚

大学公开学院，1992 年，该 学 院 与 葡 萄 牙 国 立 公 开 大

学联合组成亚洲( 澳门) 国际公开大学，2011 年更名为

澳门城市大学; 旅游学院前身为创办于 1995 年的旅游

培训学院，1997 年 更 名 为 旅 游 学 院; 圣 若 瑟 大 学 前 身

为创办于 1996 年 的 澳 门 高 等 校 际 学 院，2009 年 更 名

为圣若瑟大学; 澳门镜湖护理学院前身为创办于 1923

年的镜湖护士助产学校，1999 年更名为澳门镜湖护理

学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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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49 人，①澳门高等院校在校注册学生数量呈

现缓慢而平稳的增长，仅增加了不足5 000人( 如

图 2 所示) 。

图 2 澳门高等院校学生数量的增长( 2004—2009)

( 2) 从招生范围来看，高等院校可向内地招

生的范围逐步扩大。从 2005 年到 2009 年，六所

高校获准在内地招生范围从 17 个省、市、自治区

扩展至 25 个省、市、自治区，招生专业达 170 多

个。② 同时，在 澳 门 特 区 政 府 支 持 下，部 分 高 等

院校也前往香港特区及马来西亚等境外 地 区 参

加教育 展 览，以 吸 引 更 多 国 外 优 秀 学 生 到 澳 门

就读。③

( 3) 从毛入学率来看，根据马丁·特罗就高

等教育扩展提出的精英、大众、普及化三阶段 理

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 15%及以下为精英教育

阶段，达到 16%而未达到 50%为大众化阶段，达

到 50%及以上为普及化阶段。④ 回归十年间，澳

门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 1999 年的 20．9%上升

至 2009 年的 50%，⑤表 明 澳 门 高 等 教 育 已 从 大

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
2．开展澳门《高等教育法》修订工作，逐步完

善高等教育法规建设

自 2004 年起，澳 门 特 区 政 府 提 出 修 订 沿 用

于 1991 年颁布的澳门《高等教育法》，并同时修

订三所公立院校的章程 ( 如《澳门 大 学 章 程》) ，

以期提高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和改善高校 的 办 学

条件。经 过 公 开 咨 询、修 订，2005 年，特 区 政 府

教育行政部门组织修订的《高等教育法》进入立

法程序，同时特区政府也着手草拟和修订其他配

套制度和法规以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
3．加大对高等院校的财政投入，提升高校教

学科研质量

这一时期，特区政府加大了对高等院校的财

政投入，提升高等院校的教学与科研质量。数据

显示，至 2008 年，特区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拨款已

由 2002 年 的 6． 766 亿 元 ( 澳 门 元，下 同 ) 升 至

13．57亿元。⑥ 在教学科研方面，特区政府以“重

点发展科研项目，贡献力量服务社会”为目标，向

高等院校 增 加 经 费，2015 年 高 校 总 科 研 经 费 为

5．94亿元，2017 年增加到 6．34 亿元。⑦

( 三) 2010 年 至 今 的 质 量 提 升: 推 进 高 等 教

育的规范发展

2010 年至今是澳门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重

要阶段。特区政府在施政报告中明确表示，要进

一步加强院校教学素质管理，推动高等院校不断

自我完善。为进一步规范高校的办学程序、监管

高等教育发展质量，特区政府在 2017 年 8 月 颁

布重新 修 订 的《高 等 教 育 制 度》( 第 10 /2017 号

法律) ，该 法 律 于 2018 年 8 月 8 日 正 式 生 效。⑧

该法律的颁布为澳门高等院校的自主发 展 提 供

了重要 的 制 度 保 障，是 澳 门 高 等 教 育 发 展 的 里

程碑。
1．通过设立奖金激励机制，吸引海内外优质

硕博士学生

在《高等教育制度》框架下，澳门各高等院校

越来越注重办学质量，推行优质教育，通过增 加

奖学金等激励机制吸引海内外优秀硕博士学生。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不仅高等院校招收学生数

量在增长，修读硕士、博士学位课程的人数也 有

显著提升。截至 2018 /2019 学年，澳门高校注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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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有 34 279 人。① 其中，修读博士学位课程的

有 2 562 人，占 全 体 学 生 的 7． 47% ; 修 读 硕 士 学

位课程的有 6 189 人，占全体学生的 18．05%。②

2．从世界各地招聘优秀教师，加强优质师资

队伍建设

《高等教育制度》要求高等院校优化师资结

构，不断提高师资水平。近年来，澳 门 高 校 积 极

开展全球招聘，延揽卓越学者，加强师资队伍 建

设，提升教育国际化水平。同时，不 断 提 高 拥 有

博士学 位 教 师 的 比 例，鼓 励 并 协 助 教 学 人 员 进

修，推动科研和教学发展。数据显示，2018 /2019
学年，高等 院 校 全 职 教 学 人 员 共 有 1 531 人，其

中拥 有 博 士 学 位 的 教 学 人 员 达 1 160 人，占

75．83%。③

3．积极开展高等教育质量评鉴，持续发展优

质教育

为进一步规范和提升高等院校教育质量，近

年来，特区政府和高等院校积极与国际素质保证

组织保持联系，并先后加入了多个国际高等教育

素质保证组织网络，包括高等教育素质保证国际

网络( INQAAHE ) 、亚 太 素 质 保 证 网 络 ( APQN )

及美国 高 等 教 育 认 证 委 员 会 ( CHEA ) 辖 下 的 高

等教育素质保证国际组织( CIQG) 。经过多年发

展，2018 年 8 月 6 日，根据《高等教育制度》第四

十条的规定，制定补充性行政法规《高等教育素

质评鉴制度》。该制度的颁布有利于澳门高校委

托具有品质认证经验的外评机构进行院 校 素 质

核 证，了 解 学 校 运 营 的 长 处 与 不 足，以 便 不 断

改进。

二、澳门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成就

教育是社会发展的百年大计，澳门厚重的历

史文化积淀，为高等院校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养

分。自 1999 年回归至今，特区 政 府 高 度 重 视 高

等教育的发展，不断加大投入，高等院校在扎 实

的基础上有序地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争 创

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一) 以租赁方式设立澳门大学横琴校区，扩

展高等院校办学空间与规模

2009 年 6 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表决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

对设在横琴岛的澳门大学新校区实施管辖》，澳

门高等教育的办学空间开始向珠海延伸，突破了

澳门土地资源紧缺、办学受限的困境，开辟了 澳

门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纪元。
澳门大学租借珠海土地办 学，是 在《珠 江 三

角洲地区改革规划发展纲要》指导下促成的粤港

澳合作项目之一，对深化“一国两制”实践，加强

粤港 澳 教 育 合 作 发 展 产 生 了 深 远 影 响。2014
年，澳门大学横琴新校区正式运行，以一流设施、
一流师资、一流人才、一流成果引领澳门高等 教

育的发展。澳门大学迁址横琴，进一步扩展了澳

门高等院校的办学空间，原澳门大学氹仔校区被

分配给多所高等院校，包括澳门理工学院、澳 门

城市大学、旅游学院，帮助其他高等院校进入“有

校有园”的发展阶段。
( 二) 获批四所国家重点实验室，高等教育科

研水平达至新的高度

2010 年 11 月，在 中 央 政 府、澳 门 特 区 政 府

的支持下，国家科技部批准在澳门高校设立两所

国家重点实验室，分别是“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

点实验室”( 澳 门 大 学 与 澳 门 科 技 大 学 联 合 设

立) 和“仿真与混合信号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国家

重点实验室”( 澳门大学设立) 。④ 2018 年，国家

又分别在澳门大学设立“智慧城市物联网国家重

点实验室”、在 澳 门 科 技 大 学 设 立“月 球 与 行 星

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此外，国家教育部先后

批准澳门高校与内地高校建立多个人文 社 科 重

点研究基地及联合实验室。
四所国家 重 点 实 验 室 及 多 个 教 育 部 人 文 社

科重点伙伴基地的建立，为澳门尖端科技创新发

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和机会，一批海外优秀科研

人员纷纷加盟澳门高校，有效促进了澳门高等教

育科研的发展( 如表 2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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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④

② 澳门高等教育局: 《高等教育统计数据———各年度教

职员及学 生 人 数》，澳 门 高 等 教 育 局 网 站，2019 － 06 －
12，https: / /www．dses． gov．mo /about / lib /p1。
澳门中联办: 《澳门高等教育界积极参与大湾区合作》，

澳门中联办网站，2019－04－ 26，http: / /www． zlb． gov． cn /
2019－04 /26 /c_1210119797．htm。
澳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 《重点实验室》，澳门科学技术

发展基金官网，2019－ 05－ 09，http: / /www． fdct． gov． mo /
zh_tw /state_key_la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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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澳门四所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部分科研成果( 2010—2018)

名称

科研成果

科研

课题( 项目)

学术

著作

学术

论文

发明

专利
其他

中药质 量 研 究 国 家 重 点

实验室

973 计划、国家自然科 学

基金和 澳 门 科 技 发 展 基

金等 238 项

15 部 1 070 篇 96 项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澳门特区自然科

学奖一等奖一项，一人获澳门特区教育功绩

勋章

仿真与 混 合 信 号 超 大 规

模集成 电 路 国 家 重 点 实

验室

/ 5 部 328 篇 25 项 该实验室的 多 项 成 果 被 应 用 在 多 种 电 子 设

备中，建立 高 质 量 芯 片 技 术 研 发 平 台，实 现

了产业化

智慧城 市 物 联 网 国 家 重

点实验室

多项科技部 973 和 863 计

划项目、基金委重点项目

/ 1 000 余篇 数十项 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获最佳论文奖 20 余篇

月球与 行 星 科 学 国 家 重

点实验室

澳门科 技 基 金 科 研 课 题

14 项

/ SCI 119 篇 / 2016 年在“太阳系探测”领域发表论文数量

及被引频次排在国内第一位; 曾获澳门自然

科学一等奖，同时设立了“超算中心”

随着科研成果的累积，四所实验室也在探索

将科技成果产业化，致力于把澳门建设成为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珠江西岸科技创新基地，以及为澳

门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重要贡献。
( 三) 颁 布《高 等 教 育 制 度》，加 强 对 高 等 教

育的管理

2017 年 8 月，特 区 政 府 颁 布《高 等 教 育 制

度》( 第 10 /2017 号 法 律 ) 。该 制 度 共 11 章 65
条，是对 1991 年 颁 布 的 第 11 /91 /M 号 澳 门《高

等教育法》的全面修订，其中多项条款体现了政

府强化高等教育管理的意志。为此，特区政府调

整了原于 1992 年成立的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的

职能和管理架构。2019 年 1 月 23 日，特区政府

公布《高 等 教 育 局 的 组 织 及 运 作》行 政 法 规 草

案，2 月 11 日，正式将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升格

为“高等教育局”，①以落实高等教育制度的各项

规定及履行相关职责，加强高等教育对外交流以

及对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划和部署。
( 四) 建立高等教育国际化网络，打造世界一

流的高等教育质量发展体系

澳门高校 积 极 提 升 高 等 教 育 国 际 化 发 展 水

平，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发展体 系。
首先，积极建立对外交流与合作网络。澳门高等

院校已与葡语系国家、中文地区( 即两岸四地) 、
英语国家 ( 即 英、美 和 澳 洲 等) 的 诸 多 知 名 大 学

建立了合作网络，积极开展学科知识引入、理 念

方法借 鉴、师 生 交 流 合 作。② 目 前，澳 门 大 学 已

与全球 222 所院校建立合作关系; ③旅游学院与

全球超过 100 所院校及旅游组织合作，与旅游及

款待行业的 600 多家顶尖企业建立密 切 的 合 作

关系，并与 20 个国际认证机构合作，提供多元化

的证书及 文 凭 课 程; ④圣 若 瑟 大 学 与 27 个 国 家

或地区 签 订 了 86 份 合 作 协 议。⑤ 其 次，科 研 成

果的国际发表不断增加。二十年来，澳门高等院

校在 Web of Science 发 表 论 文 15 965 篇，其 中

2010 年 至 2018 年 的 发 文 数 量 达 13 612 篇。⑥

此外，多所高等院校已取得较高的国际声誉和影

响力，院校的世界排名持续靠前。2019 年，澳门

大学位 列 泰 晤 士 高 等 教 育 ( Times Higher Educa-
tion，THE) 全 球 最 佳 年 轻 大 学 排 名 第 60 位; 澳

门科技大学连续八年位列上海软科发布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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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澳门高等教 育 局: 《高 教 局 简 介》，澳 门 高 等 教 育 局 官

网，2019 － 05 － 09，https: / /www． dses． gov． mo /about /de-
part / intro。
谢安邦、张红峰: 《澳门回归 10 年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

研 究》，见《澳 门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文 选 ( 2008—
2011 ) 》，第 964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
澳门大学全 球 事 务 部: 《交 流 合 作 院 校》，澳 门 大 学 网

站，2019－ 05 － 13，https: / / gao． um． edu． mo /zh － hant /ex-
change /outgoing－exchange /xchangeum。
旅游学院: 《2016 /2017 学院年报》，旅游学院( 澳门) 网

站，2019 － 05 － 09，http: / /www2． ift． edu． mo /AnnualＲe-
port2016－2017 /zh /。
圣若瑟大学: 《Agreement of Cooperation》，圣若瑟大学网

站，2019 － 05 － 10，https: / /www． usj． edu． mo /en / interna-
tional /agreement－cooperation /。
Macau． Web of Science，2019－05－12． https: / /wcs．webo-
fknowledge． com /ＲA /analyze． do? product = UA＆SID =
7BVrd5hryuxmLw6ZjZw＆field = PY_PublicationYear_Pub-
licationYear_en＆yearSort =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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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四 地 大 学 排 名”百 强 大 学，在 2020 年 THE
世界大学 排 名 中 位 列 第 251—300 位 之 间，跻 身

世界大学 300 强; ①旅游学院在国际知名的 Quac-
quarelli Symonds( QS) 世界大学排名榜亚洲区“提供

款待及休闲管理学科”的顶尖大学中排名第 5 位，

在全球排名第33 位。

三、澳门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经验

澳门属于微小型社会，高等教育的发展受地域

狭小、生源不足和资源有限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回

归以来，特区政府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

利，积极发展高等教育。应该说，澳门现代教育体

系的建立和发展真正起步于回归之后。目前，澳门

已建立世界上密度最高、较为规范化的高等教育体

系，②部分院校、专业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回归以

来，澳门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经验可初步概括为以

下四点。
( 一) 借助国家教育发展平台，与内地高等院校

合作共赢

回归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大力支持澳门高等教

育的发展。国家科技部批准在澳门高校建立四所

国家重点实验室，帮助澳门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迅

速发展为亚洲乃至国际知名大学，大大推动了澳门

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 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澳门

大学在横琴办学，拓展了澳门高等教育的发展空

间，为澳门高校参与内地合作办学积累了经验; 此

外，澳门高校秉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积极

开展与内地高校的合作。目前，澳门与内地高校合

作主要包括澳门与内地高校合办本、硕、博学位课

程，共育优质人才; 组织高等教育代表团互访，合办

研讨会、学术讲座，拓展交流与合作空间等。上述

合作对促进澳门融入国家发展、提升澳门高等教育

的发展水平具有长远的价值和意义。
( 二) 完善高等教育法律，规范高等院校运作

回归以来，特区政府把“教育兴澳”和“人才培

育”作为施政重点，通过修订、颁布《高等教育制度》
《高等教育基金》和《高等教育素质评鉴制度》，持续

规范高等教育的发展。2018 年 5 月，特区政府颁布

《高等教育基金》，规范高校资助及财政援助机制。
该法规的颁布，有利于通过正确管理财产分配发挥

资源最大效益，有利于高等院校的长远发展，也有

利于高校开展有序、良性的竞争。特区政府颁布的

一系列高等教育法律，进一步规范了高等院校运作

管理机制，有效监督高校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
术发展和学风建设方面的程序与质量，保障了高校

的良性竞争和可持续发展，明确了高等教育注重质

量发展的价值导向。
( 三) 注重高等教育质量评鉴，加强高等院校持

续自我完善

经过多年的尝试、探索及反思，澳门高等教育

评鉴工作日趋完善，并在此基础上颁布了《高等教

育评鉴制度》，已形成“内外结合”的较为完整的高

等教育素质评价体系。
澳门高等教育评鉴的内部评鉴包括院校评鉴

和课程评鉴，外部评鉴主要指高校建立的外部信息

回馈机制。院校评鉴不仅是审查学校达成国际委

员会所列标准的程度，更重要的是审查学校通过正

在进行的计划和自我评估在自我改进方面取得的

进展，③及时对学校的发展进行检讨和确定改善空

间，是高校实现自我完善的重要途径。课程评鉴是

高校人才培养、优质教育的关键环节，主要通过课

程认证和课程审视来提高课程的质量和学习结果，

通过优质的课程教学来吸引更多海内外的人才，提

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建立外部雇主信息回馈机制

可促进企业与高校学生的良性互动，旅游学院、澳

门理工学院等高校定期进行雇主调查，了解毕业生

的就业动向和岗位贡献，以不断调整和完善学校的

发展。澳门高等院校这种“内外结合”的素质保障

体系不仅有利于高校自身发展，也有助于培育高素

质的人才，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做出贡献。
( 四) 发挥中西融合文化特色，提升高等教育国

际竞争力

中西文化荟萃赋予澳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文

化优势和开放条件。回归二十年来，澳门高等教育

扬长避短，以特色促发展，不断加强对外交流，提升

国际影响力。一方面，澳门高校发挥中西文化融合

优势，建设国际化的高等教育体系，尤其是在葡语

教学和研究方面，加强与葡语国家高等教育领域的

合作，创办葡语文化教学与研究机构，致力于把澳

门建设成为葡语教学和研究中心。2018 年，在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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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澳门科技大学:《科大新闻》，澳门科技大学网站，2019－09－
13，https: / /www． must． edu． mo /news /29735 － article0912-
1638。
周红莉、冯增俊: 《回归十年来澳门教育发展的回顾与前

瞻》，载《比较教育研究》2009 年第 11 期。
CIHE． Evaluation Manual 2016． NECHE，2019 － 05 － 13． ht-
tps: / / cihe．neasc．org /cihe－publications /evaluation－manua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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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支持下，澳门大学等六所高校签署了中葡双语人

才联盟协议，联合提供葡语专业课程，配合澳门打

造“中葡双语人才培养基地”。另一方面，加强对外

开放与交流合作，采用多种方式吸引海内外学生与

教师。特区政府积极协助本地区高等教育机构从

中国内地及其他邻近国家和地区招收高素质的学

生，创造良好的学术和研究环境，鼓励学术的创新、
发展和应用，以提升本地高等院校的国际地位，提

高澳门高等院校的国际知名度。

四、结 语

回归二十年来，得益于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

以及特区政府和相关高等院校的共同努力，澳门

高等教育现代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也应

该看到，目前澳门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也

是明显的。第一，除澳门大学外，澳门高校普遍空

间狭窄，招生规模较小，平 均 在 校 生 仅 有 三 千 多

人，有的学校只有几百 人，教 育 资 源 浪 费 比 较 严

重。第二，除了招生规模，各高校的教学科研发展

极不平衡，教学型高校占据较大比例，与此相关的

高校办学自主性有待提升。第三，澳门高校招生

规模小，除了空间不足，也与政府规定的本地生、
外地生招生比例规限有关。未来十年，澳门高中

毕业生人数在3 707—4 442 人之间，扣除去往外

地升学人数，在澳门高校升学的学生已所剩无几，

有些院校可能陷入“无米下锅”的窘况。第四，高

等教育如何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与 目 标 协 调 一

致，特别是在如何契合国家赋予澳门的“建设世界

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

台”的战略定位，促进澳门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还有

较大的进步空间。
2018 年 6 月 15 日，习近平主席在给澳门大学

校长宋永华、澳门科技大学校长刘良的回信中充分

肯定了澳门高等教育所取得的成绩，为澳门高等教

育发展指明了方向，“希望澳门高校百尺竿头更进

一步，培养更多爱国爱澳人才，创造更多科技成果，

助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助力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①众所周知，博彩业“一业独大”引发的

经济结构不平衡，已经成为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的困

境与瓶颈。近年来，虽然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初见成

效，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新兴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

规模偏小，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任务仍然十分艰

巨。在新的时代，澳门特区政府及高等院校必须认

真贯彻落实习主席的重要指示精神，在过去二十年

所积累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区域合作，优化结

构，提升质量，扩大规模，为“一国两制”新实践，为

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做出新的贡献。具体而言，特

区政府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应提高对高等教育与经

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制定《澳门高等教育中长

期发展规划》，长远谋划以高等教育推动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方略，尤其是针对新兴产业所需

人才的数量与特点，加强高等教育与经济适度多元

发展的联动效应，发挥高等教育在人力资源开发与

配置中的作用，制定“新兴产业人才培养计划”，为

高等院校培养新兴产业人才提供必要指引，以此构

建与经济适度多元发展配套的、科学的、完整的人

才培养体系; 加大投入，改善条件，扩大影响，逐步

扩大高等院校的办学规模; 以科技创新促进优质教

育，持续提高高等教育的科研水平和质量，为高等

教育规模化、跨越式发展创造条件; 改革现行法律

法规，扩大高校招收外地生的规模。在确保本地生

充分接受高等教育的前提下，通过修订相关法规，

使具备条件的高校逐步扩大外地生招生比例，条件

成熟时可完全放开，不受相关比例的限制; 作为参

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融入国家发展的主要抓手，

特区政府应加快统筹规划，鼓励和支持澳门高校在

大湾区城市合作或独立办学，持续扩大澳门高校的

办学空间和办学规模; 优化外地生在澳门就读、实

习及工作环境，不断提升澳门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

力，提高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的贡献度，促进澳门

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作者简介: 庞川，江苏盐城人，澳门特别行政

区立法会议员，澳门高等教育发展促进会理事长，

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林广志，

广东韶关人，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所

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胡雅婷，江西南昌人，华南师

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王建平; 助理编辑: 杨孟葳; 责任校对: 杨孟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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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澳门中联办:《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与澳门特区政

府共同举办“习近平主席关于澳门高校工作重要指示精神

传达学习会”》，搜 狐 网，2018 － 06 － 16，http: / /www． sohu．
com /a /236049765_822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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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Macau ( by PANG Chuan，LIN Guang-zhi，HU Ya-ting)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Macau＇s higher education has experienced three major stages since its return to China for 20 years，which are charac-

terized by scale expansion，stable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respectively． It has rapidly developed from quantity to quality and formed a stand-
ardized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Through years of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Macau＇s higher education has made a series of remarkable achieve-
ments，including the University of Macau＇s lease of Hengqin Campus to expand Macau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chool space，the establishment of
four national key laboratories to lead the cutting-edge scientific research in Macau＇s higher education，the enactment of the new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that upgrades the Higher Education Bureau to handle higher education affairs，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network to create
a world-class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system． Macau＇s higher education has also provided valuable development experience，such as catching a na-
tional platform to integrate into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improving the supporting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standardizing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
tions＇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emphasizing the evalu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to strengthen the continuous self-improvement of high-
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as well as giving play to the integrate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and the West to enhance Macau higher education＇s inter-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Key words: Macau; 20 years since the return of Macau to the motherland; higher education; achievement; experienc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Macau under the Vision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Opportunities，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 by MA Zao-ming，YU Ling-yun，YANG Li)
Abstract: The initi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bring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Macau＇s

higher education． At present，Macau＇s higher education is facing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the consolidation of orientation，the limitations of endogenous
nature，the lag of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the imbalance between quality and quantity． In the context of constructing the Greater Bay Area，
Macau＇s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grasp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make rational use of high-quality resources within the area and actively carry out
complementary cooperation and benign competition with the universities in the area，so as to switch the challenges into new opportunities． In the process，
Macau＇s higher education needs to get rid of passiveness and take the initiative，take advantage of its strengths to develop with the universities in the Grea-
ter Bay Area in complementary ways on the basis of establishing its long-term development plans，and build the brand by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rele-
vant institutions or systems and the quality．

Key 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Macau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 Study on Citizenship Literacy of Macau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 by CHEN Zhi-feng，CEN Yao-chang，LI Shou-qiu)

Abstract: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2 536 samples of Macau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in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literacy，that is to say，girls＇ civic literacy is better than boys＇ civic literacy; and parents have a great impact on
children＇s civic literacy，but children generally lack guidance on public issues from parents; besides，teachers are good at listening to the students，yet
rarely discuss public issues with the students． The improvement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itizenship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ir parents＇ educa-
tional background，their experiences of class cadres and their acquisition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Therefore，strengthening parents＇ concern for public is-
sues，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differences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building a two-way mechanism of school-community integration will help to
improve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itizenship．

Key words: Macau high school students; citizenship; social participation

Ｒesearch on Macao＇s Economic Construction Though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 by YANG Ying)
Abstract: In the 20 years since Macao＇s return，the orientation of Macao＇s development has become clearer and clearer，and the economy has de-

veloped well; however，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gambling industry accounts for a large proportion’has not been fundamentally changed，and the busi-
ness cooperation service platform between China and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has not yet been substantially established． In the days to come，Macao
＇s economic construction should follow the logical path of urban development，building‘One Center’with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d building‘One Platform’relying o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countermeasures are as follows: establishing the o-
verall view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s economic development，simultaneousl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One Center’and
‘One Platform’，improving and connecting the infrastructure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and so forth．

Key words: Macao;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One Center; One Platform; construction thoughts

Ｒesearch on the Dynamic Ｒelationship between Gaming Industry，Tourism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Economy in the 20
Years since the Ｒeturn of Macao ( by ZHOU Chun-shan，LUO Li-jia )
Abstract: Macao＇s national economy has developed rapidly since its return，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Macao＇s development to clarify devel-

opment ideas and rationally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is article，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Macao，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gam-
ing industry，tourism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economy in the 20 years since Macao＇s return are empirically analyzed by constructing a vector auto regres-
sive model and employing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and variance decomposi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 1)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tourists is the
Granger cause of the gambling industry development，but gambling industry has no Granger relation with economy or tourism; ( 2) gaming industry can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and tourism increase in the short term，but not in the long term; ( 3) national economy mainly influences the gaming industry
through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policy guidance，and its benign growth in the later part of the 20 years i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diversified
industries; ( 4)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ourist number and national economy shows the same frequency of impact，and the two factors can promote each
other in the long term． Macao cannot realize benign economic increas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ambling industry alone; instead，it needs to build a di-
versified industrial system following the positioning of the world tourism center and relying on the advantageous industries．

Key words: gaming industry; tourism development; national economy; vector auto regressive model; Macao 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