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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逐步完善深合區教育配套

　　橫琴“澳門新街坊”（下稱“新街坊”）項目認購工作正持續進行，現
時已有首批業主完成交樓手續，因此項目及周邊的社會民生配套情況亦
受到關注。當中學校教育不僅是作為人才培養的重要基地，由於過往在
深合區內工作、居住的本澳家庭，其子女仍有不少是在澳門求學，成為
每天往返的“雙城人”，在日常生活中確是有所不便。如能加快構建趨同
於澳門教育的環境，將能為新街坊及整個深合區的澳人提供便利，成為
吸引居民入住的重要因素，以及加速兩地深度融合的重要引擎。

　　去年11月教青局與澳門濠江中學教育協進會已正式簽署《“澳門新街
坊”澳人子弟學校辦學協議》，將舉辦以優先錄取澳門居民、尤其居住
於“澳門新街坊”的澳門居民就讀為主，具有澳門課程特色、學歷與澳門
等同的澳人子弟學校，據悉首學年計劃開辦幼稚園至小學二年級合共五
個年級，同時亦納入到正進行的2024/2025學年幼兒首次入學中央登記措
施當中。不過，深合區舉辦澳人子弟學校的教育模式，對社會及居民來
說的確都是新鮮事物，家長對兩地教育銜接方面，例如在未來升學、課
程與教育資助等問題上都十分關注，當局亦有需要作更全面的資訊發佈。

　　與此同時，由於本澳出生率正逐年下降，近年本地教師已面臨供過
於求的困境。據悉横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經濟發展局去年中表示，深合區
共有十二所教育機構，其中八所公辦學校，四所民辦學校及培訓機構，
未來將建設 5到 7間中小學和幼稚園，因此，深合區的發展亦能本澳教育
界及教師帶來新的機遇。不過，現時本澳教師到內地包括深合區在內任
教，仍需先參與資格考試；而且在其他資助福利與職業制度上，與現時
本澳教師的職業制度有何差別，至今並未有清晰的銜接與說明，對於真
的有意到內地任教的本澳居民而言，無疑會存在一些憂慮。

對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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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社會更好瞭解“新街坊”澳人子弟學校的教育模式，例如在如何各1.
取兩地所長，銜接澳門教育資助，課程教學與升學等方面，兩地政府
與學校方面現階段有哪些規劃與工作部署？
去年4月行政長官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表示“正研究本澳醫療各類人2.
員、藥學技術人員及教師以便利方式到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執業”，
及後8月份醫療和藥學技術人員的兩項規定已經出台，但對於便利教
師到深合區執業的規定仍未有相關消息。請問現時的討論進展為何？
其他關於本澳教師在深合區的職業制度，例如專業發展津貼及其他薪
酬福利資助等方面，能否銜接相同標準？
過去深合區有關部門已表示未來深合區將打造國際化、多元化教育環3.
境，開創具琴澳特色的深合區教育模式。在粵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
體制下，請問兩地政府對有關深合區與澳門教育體制融合發展有何構
思與部署？未來澳人子弟學校除招收澳門學生外，會否研究進一步拓
寬包括內地學生等其他生源，以促進國際化、多元化教育環境，作為
兩地在教育方面深度融合的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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