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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質詢
李振宇議員

就構建現代學徒制事宜提出質詢

早前結束的第111屆國際勞工大會通過了《2023年高質量學徒制建
議書》（《建議書》），《建議書》指勞動世界的迅速變革加劇了技
能錯配和技能短缺，發展高質量學徒制，可為各年齡段人群提供不斷
獲得技能、重獲技能和提升技能的機會。《建議書》表示推行和發展
高質量學徒制能夠創造體面勞動機會，高效應對勞動世界挑戰，滿足
學徒、僱主及勞動力市場當前和未來的需求。《建議書》的通過反映
創建高質量學徒制已成為國際共識。
現代學徒制是企業與職業教育學校緊密合作的“雙主體”職業教育人才
培養模式。相較於全日制職業教育學校的學生，學徒可以獲得更好的
職業前景。現代學徒制開展比較好的國家，如德國、奧地利、瑞士等
國，青年失業率更低。
正是基於現代學徒制的眾多優點，許多國家將職業教育發展重心轉向
建立或者進一步完善現代學徒制。國家教育部於2014年開始進行現
代學徒制的試點工作，並於2019年發佈《關於全面推進現代學徒制
工作的通知》，指要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育人機制，在國家重
大戰略和區域支柱產業等相關專業，全面推廣政府引導、行業參與、
社會支持、企業和職業學校雙主體育人的現代學徒制度。《中共中央
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
的建議》亦提出“增強職業技術教育適應性，探索中國特色學徒制”。
本澳規範學徒培訓的法律制度為第52/96/M號法令，有關法令自公佈
至今已近27年，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有關法令在提升居民職業技
能，促進青年就業方面的成效日益不彰，更無法有效配合經濟適度多
元發展及產業結構升級轉型。
因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第一，第52/96/M號法令實施至今成效如何？政府會否檢討及修訂
第52/96/M號法令，借鑒其他國家或地區成功經驗，開展現代學徒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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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研究，探索構建適合本澳的現代學徒制度，推動職業教育不斷發
展？
第二，政府會否在具條件的行業、職業及企業探索試行現代學徒制？
另外，《人才引進法律制度》於今年7月1日起正式生效，法律宗旨
之一在於發揮人才的引領帶動作用，提升本澳整體人口素質、技術能
力及競爭力。請問，政府會否藉人才引進，透過現代學徒制，發揮引
進人才對本澳人口素質及技術能力的提升作用？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第 2 頁  共 2 頁

http://www.tcpdf.org

		2023-08-17T15:20:29+0800
	Chan U LE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