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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 95%，全体就业居民中有近四成完成高等教育。

除了在澳门本地进行高等教育，如今澳门高中毕业生的选

择愈发多元。从 2017/2018 学年至 2021/2022 学年，澳门中学保

送推荐内地高校的人数占高三年级总人数的比例呈逐年上升趋

势，目前已接近三成，保送考试成为澳门学生赴内地知名高校

升学的主要途径。

据统计，2022 年内地 98 所高等院校及 2 所职业技术学院

共录取澳门保送生 1138 人，自 2004 年至 2021 年，内地高校通

过“保送考试”及“全国联招”共计录取澳门学生逾 13000 人。

教育部学服中心 2022 年 1 月数据显示，目前在内地高校在读本

科课程的学生近 6300 人。内地成为澳门学生赴外升学的最重要

升学地点。

王嘉祺教授告诉记者，对比 2019 年的 38.7%，2021 年有近

五成的澳门受访学生表示会选择到内地升学。他们意愿增强，

是因为内地高等教育水平日益提升，大湾区发展融合不断加深，

高校亦提供更多保送名额予本澳应届毕业生，相信能吸引更多

学生到内地升学。

“教育部及内地高校为澳门特区培养了大量人才，澳门各

个行业的精英不少都是内地高校培养的人才。”曾经就读中山

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拥有博士学位，现任澳门

学生们的书院生活点滴，充满了内地生与本地生之间的互助与

友谊，同学们有多种机会分享学习和成长。

除了书院的多元学习生活环境，熊韵杰还在一些更细节之

处体验到澳门大学的多元。“我从大一进校后加入了辩论队，

在加入前我发现澳门大学一共有四个语种的辩论队，中文普通

话、粤语、英语和葡语。这意味着，只要对辩论有兴趣，在一

个多语言环境中语言也不会影响你加入辩论队。”

另外，虽然中文教育的课程大体上让熊韵杰觉得偏向应用，

因为一部分同学未来会走向澳门本地的中文教师岗位，但某些

课程的设置仍然令她感到学习内容的丰富。“譬如说，相较于

现代汉语，我们会有更多古代汉语的课，多是一些讲粤语的资

深教授来讲课；同时我们又有一些课程需要广泛阅读英文文献，

涉及最前沿的一些教育话题。”

从教师的角度来看，王嘉祺教授认为本地生与内地生之间

的互动，可以这样形容：“以人之长 补己之短。内地同学们的

积极学习和主动发问，为课堂增添力量，提升课堂整体的投入

度。”

学校为学生提供诸多选择的背后，离不开澳门大学乃至澳

门高等教育整体在教研上的发展。据统计，2021/2022 学年澳门

高校注册学生人数 43964 人，与 10 年前相比，增长了 58%；与

之相对应的是，教职员人数 6027 人，提升了 53%；高等教育课

程数由 260 个增加到 342 个。

澳门回归之后，内地前往澳门大学深造的学生持续增长，

并且在学成之后，有的带着新鲜的知识和技能回到内地发展，

有的选择在澳门本地就业，源源不断地为澳门经济的发展注入

新的血液。

内地升学拓宽，多元互补发展

澳门的发展，离不开对教育的重视。澳门回归后，实施 15

年 ( 从 3 岁至 18 岁 ) 免费教育政策。高中学生升读大学率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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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式书院举办学生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