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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興建大學城發展教育產業 引入資金激活多元經濟

  疫情反覆的陰霾始終揮之不去，誠如經濟財政司早前在立法會所言：
「過去嘅地圖未必搵到未來嘅目的地」，故此我們要更加積極，在現有
基礎上開拓更多板塊，為澳門創造更多就業職位，長遠穩住特區政府收
入，以維持各項民生福利開支。
 
  事實上，就推動教育產業化發展促進澳門多元產業方面，我們並非無計
可施，亦不是毫無基礎。相反，我們擁有充足的基礎以及有利條件，而
且發展教育產業，更有助加強澳門的競爭力和軟實力。正如鄰埠多年前
已經將教育服務列為六大新興產業之一，透過推動教育產業化，扭轉經
濟單一的局面，促進產業多元化，增強對經濟問題的應對能力。
 
  參考內地以及全球各地，教育產業化所帶來的經濟助力絕對不容輕視，
例如美國2019 年發表研究指出，每招收 7 名留學生便可創造 3 個就業職
位，且職位亦分布於教育以外的不同範疇。澳洲方面，教育服務位列第
三大出口產業，支撐了超過 13 萬個就業職位以及龐大的消費市場。而中
國的高等教育在巿場化下，亦朝著推動產業、科技、產學研和人才培養
的方向蓬勃發展。
 
  從上述經驗可知，推動高等教育市場化，不單能夠減輕政府財政負擔，
更能帶動內需及房地產市場發展，增加政府收入以及創造大量就業職位。
反觀澳門，現時本澳經已發展至10所高等院校，當中幾所高校在全球大
學排名當中逐步攀升，部分科研成果在國際上亦已取得驕人成就。
 
  而隨著大灣區及琴澳的緊密發展，若特區政府能夠善用自身優勢，把握
內部市場擴大的機遇， 爭取琴澳土地興建「大學城」，招商引資推動教
育產業化，並通過留學生周邊生活配套的消費力，長遠必定能夠豐富多
元產業發展，為本地企業生存發展提供一條新出路，為本地居民創造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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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就業職位。 
 
  為此，本人謹提出以下質詢：
 

請問有關當局會否考慮放寬本地高等院校外地收生比率，以減輕特區1.
政府財政負擔之餘，增加大學財政收入，並規定合理地將部分收入用
於津貼本澳優秀本地學生，以減輕疫下的經濟負擔？例如撥出一定比
例以增加對本地學生的獎學金、貸學金名額，擴大其受惠範圍至碩士、
博士等學位，促進本地青年自我增值，向上流動？
請問特區政府以及有關當局，會否考慮善用閑置土地以及積極利用琴2.
澳土地，參考鄰近國家地區，通過優惠政策吸引世界頂尖學府落戶，
開辦課程、科研發展及開設分校？如參考澳門大學的辦學模式，積極
與內地更多知名高等院校合作，開發深合區土地興建「大學城」？並
完善周邊，吸引活水盤活兩地經濟？
針對琴澳兩地未來融合發展，請問特區政府如何促進學科專業與區域3.
經濟相結合？有關當局如何加強推動「產、學、研一體化」的轉化和
實現，從而提升澳門高校的全球競爭力和聲譽，為本澳發展培育多元
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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