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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學術上對於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的定義，係指一個社會成員

或社會群體從一個社會階級或階層轉到另一個社會階級或階層，從一種社會地位

向另一種社會地位，從一種職業向另一種職業的轉變的過程，當中又涉及不同的

流動類型，而垂直性的社會階層流動正可作為社會公民素質的一個指標，它影響

社會的階級、階層和產業結構。如果一個時期內向上流動的頻率超過向下流動，

說明社會在進步，反之，說明社會在倒退。每個人都希望向上流動而不希望向下

流動。我們要了解的是，並不是每個社會階段都有均等的向上流動機會，唯有具

備了一定的知識、才能及機遇三要素才有可能令某個社會階段上升。 

    要提昇個人的知識力量，接受教育是最主要的渠道，「萬般皆下品，唯有讀

書高」的傳統觀念，令學位證書仍然是現今社會獲得肯定的重要依據。唯現時本

澳的高等教育機構繁多且入學率普遍偏高，要取得一紙文憑並不再是太困難的事，

導致除了一流學府除外的學位文憑已不在是個人知識的唯一指標。基於現時的正

規教育較著重學術科目，未能發掘學生的不同潛力，容易令未能適應學術科目的

學生失去學習的動力，同時社會普遍視正規教育以外的課程為次等教育，加上清

貧家庭難以負擔課後和課外的學習活動，限制了青年人學習的機會及空間，這些

原因製造了一批又一批僅在學術領域上走在前頭而未能培養出可把能力應用在

工作上的學生。 

    本會發現，近年來社會上對於各畢業生的「應用知識能力」反而愈來愈看重，

甚至有比起學科能力更為重要的看法出現。為了提高青少年的「應用知識能力」，

本會建議由在非高等教育的高中階段引入一些職業導向的應用學習科目，學生透

過選修這些科目，可以掌握一些專業或行業領域的知識、實務工作情況和發展趨



勢，認識到現在在各種職業上的要求和相關的升學或就業出路，從中更瞭解自己

在這些行業發展的志向，預早計畫未來，拓闊自己的出路。 

    要將個人的才能得到認同及提升、強化個人的競爭力、在工作上得到晉升的

機會，除了進行持續學習外，考取不同專業且獲得國際認可的的專業認證就正是

一種具體的表現。專業認證本來就是為不同行業釐定要求和標準，有助企業編製

職程框架，提供晉升機會，亦有助明確定立持續學習的目標。可惜的是，現時本

澳的服務型經濟所需的技能則較少有業界認可的標準，大部份的專業認證仍然侷

限於知識型專業領域層面(如資訊科技，會計等)。本會認為，各類技術本無高低

之分、僅有專業與否之別，故建議澳門特區政府與業界為主要勞動人口的不同行

業的各程技術訂立標準和認證，並協助企業制定職程框架，提倡全階層職務專業

化；前期的工作可先有系統地引入外地專才，再由外地專才積極培養本地的人才

考取相關專業認證，作為一個過渡性方案。 

    以一個開放的社會而言，機遇就是允許個人藉後天的努力來改變所處階層的

公平及開放的機會，但是機遇會隨著社會結構、工業發展、經濟結構改變、人口

變動等因素而受到影響，故此我們要接受所謂的機遇並不是可以完全控制的因素，

以目前本澳失業率不足 3%的情況下，理論上是可以提供足夠的機會與不同專業

的人發揮所長，但現實是 物價通漲、經濟失衡、經營成本高皆已令社會缺乏向

上流動及改善生活的機會；加上產業單一化的同時，令很多弱勢產業式微，不利

於社會階段流動。俗語說「寧為雞首，不願牛後」，不同專業的人都希望成為一

名帶領者，唯考慮到本澳配合到『十二五』規劃的發展重點，很難理想地做到能

滿足所有人的多元發展，故融合多區經濟、跨區發展是大勢所趨，本會建議，政

府、學界及民間團體應致力擴闊大眾的視野，讓其向上流動的機會不被地區性侷

限，特別是澳門特區政府亦應加大力度協助以澳門為本的企業或創業人仕開拓境

外市場，除擴大企業的發展空間外，亦能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令不同的個人能獲

得更多的機遇。 



    要促進澳門社會階段的向上流動的方法，關鍵是要有效地提供個人的知識、

才能及機遇三大要素，故此本會僅希望藉由上述建議，可從提升個人素質作為開

始，由個人影響家庭，從家庭影響地區，再由地區性改變昇華至整個社會階段的

向上流動。而要達到理想效果，當中需要澳門特區政府在金錢及政策上提供的支

持、業界對課程內的認同及回饋、學界的配合和推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