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基金會（下稱：基金會）於 1984 年成
立，並在 2001 年與當時另一職能相近的“澳
門發展與合作基金會”合併，成為現今澳門特
區政府一個以實現社會公益為目的綜合性公
共基金。2024 年，基金會迎來成立四十週年，
在這期間，基金會經歷多次功能變化和角色
轉換，始終堅守服務社會的初心，配合政府施
政方針，與社會各界合力為澳門的可持續發
展貢獻力量。砥礪前行四十載，基金會工作碩
果累累，筆者將從不同領域社會賢達及學者
的視角，探尋基金會與蓮花寶地共成長、伴同
行的故事。

科研人才的搖籃

1999 年起，特區政府積極推動科研發展，
先後出台多個法律法規及成立相關機構，如
制定《科學技術綱要法》、設立科技委員會、成
立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等，逐步規範及凝聚本
澳科研領域力量，科研氛圍漸見活躍。

回顧澳門科創發展的歷程，基金會扮演
了“孵化器”的關鍵角色，促成一批科技機構
的成立，例如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澳
門電腦與系統工程研究所、澳門發展及質量
研究所、澳門科學館股份有限公司等，這些機
構皆成為推動本澳產業多元化的重要動力。

1988 年，聯合國大學從新加坡、香港和澳
門當中，選定澳門作為其軟件技術研究所的
駐地，為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開發所需的資訊
技術和培養相關人才；1991 年，聯合國大學國
際軟件技術研究所（2015 年易名為“聯合國大
學駐澳門研究所”）正式在澳門設立（下稱：研
究所）。基金會不但參與了研究所落戶澳門的
全過程，亦成為代表澳門地區執行有關協定
的機構，並於早期為與澳門有關的研究和應

澳門基金會四十周年系列報導（四）：

開拓進取 推動多元科研發展
◆文：少楓 圖：澳門基金會、受訪者提供

澳門基金會支持澳門高等院校設立
“月球與行星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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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基金會啟動澳門科學館工程籌備工作，
2010年澳門科學館正式對外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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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作為這個城市通往世界的橋樑。以我們今年舉辦的人工智能
會議為例，會議招聚 30 多個國家科研領域的企業、學者以及 20
個國家的政府代表，在同一平台上平等交流，共商合作，正如澳
門這城市在歷史上亦是國際交流、百家思想融合的發源地。

◇記者：每年有來自不同國家的學者到研究所進行短期研

究，亦有澳門高校學生參與實習，研究所如何見證和促進科研人

才的成長？

用項目提供資助或展開合作。
科技發展離不開人才，更多科研領域人才匯

聚於此，能助力本地科研更上一層樓，研究所與本
地及外地高等院校合作，舉辦培訓課程、大學生實
習計劃、合作開展研究項目等，透過發展跨學科項
目，推動在科技、創新和可持續發展領域中的政策
和實踐研究，歷年來作為軟件技術人才的培訓基
地，此外，研究所近年舉辦人工智能、數字技術等
主題的大型學術活動，創設平台促進國內外專家
學者與業界集思廣益，探討澳門可持續發展前景，
成為澳門連繫國際的橋樑。“澳門基金會是澳門科
技發展中重要的伯樂之一，從過去到現在基金會
在科技方面投入的資源和舉措，都是在未來會開
花結果的。”聯合國大學駐澳門研究所所長黃京波
如此說。

對 話

◇記者：研究所在澳門落户，培養資訊技術人

才，對本澳科技產業的長遠發展有何重要價值？

◆黃京波：研究所設立初期以軟件研究為定
位，培養了不少研究人才，我認為基金會促成研究
所的落户很具前瞻性，基金會遠在三十多年前已
預視科技領域軟件研究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勇於
探索，並扶植研究所的發展與成長。聯合國大學駐
澳門研究所是大灣區內現時唯一一所聯合國直屬
機構，我們推動城市發展同時，以可持續發展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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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大學駐澳門研究所所長黃京波

聯合國大學澳門研究所於今年 4月舉行“2024人工智能會議”。



◆黃京波：我分享一個小故事，2018 年我到
深圳大學參與會議，席間認識了當時深圳大學研
究生院執行院長明仲老師，當我介紹自己來自聯
合國大學駐澳門研究所時，他細說了很多研究所
的歷史，原來明仲老師也曾是在研究所受訓的研
究人員，他稱，這研究所培訓的人才很多現已成
為高等院校的院長和校長，因此研究所被形容是
軟件界的“黃埔軍校”。明仲老師還開了一個 30
多人的微信群，群內皆是“校友”，足證研究所真
的是桃李滿天下，我認為基金會是澳門科技發展
的重要伯樂之一，其在科研領域所投放的資源和
舉措，未來都會開花結果。

◇記者：近年，研究所與本澳高校簽訂合作

備忘錄，包括合作開展創新研究項目、交流活動

等，請分享當中的合作成果。

◆黃京波：人工智能發展不只侷限於電腦科
學，近年到研究所實習的學生除了資訊科技學
系，還有社會人文科學、心理、數字建模等。我記
得 2019 年期間，聯合國公共服務獎接受提名，表
揚全球在公共管理上公共服務機構的創新成就
和貢獻，研究所與澳門大學健康科學學院的老師
們合作，以及在澳門社會文化司的支持下，整合
相關資料、完成研究報告，提名澳門在新冠疫情
初期治理方面的優秀舉措，最後，澳門項目的評
選成績排在亞洲第五，這就是研究所多年來致力
的方向，讓澳門這城市在國際上的能見度更高。
此外，研究所亦曾與本澳高校合作推出科技和可

持續發展主題的培訓，以及在高等院校舉辦研討會等。

籌設澳門科學館

特區成立後，澳門積極完善科技創新體系，優化創新發展環
境，引入科技創新人才，致力將科創事業推向新高度。基金會多年
來透過資源投入、基礎建設、孵化科研機構、推廣科學普及等方
式，回應澳門社會不同時代對科學技術的要求，結合產業發展需
要，助力科研單位開展應用研究，加強科技成果轉化，為打造澳門
創新科技平台奠定堅實基礎。

基金會收購東亞大學後，成立科技學院並開設電機工程和土
木工程兩個學系，為日後澳門開展的各項大型基礎建設培養必要

2011年澳門基金會與中國航天基金會簽署合作意向書，共同開展航天科普交流活動。

澳門科學館館長邵漢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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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平台，2023 年啟動“青年科技村”科創人才培養計劃，
為在科技領域有特長的學生提供專門培訓，及早發掘和培
養科技領域的人才，讓更多優秀的青年人才在科技領域為
澳門發展貢獻力量。

對 話

◇記者：90年代從科技學院的設立到科研機構落户，

基金會建立了澳門科研體系發展的組織基礎，在你看來，

基金會在科創人才的培育上發揮什麼重要功能？

◆邵漢彬：基金會以推動科技發展為使命之一，90 年
代本澳尚欠科技人才的培育機制，基金會推動院校設立科

的人才；2001 年，基金會受特區政府委託，籌建澳門
科學館作為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邀得知名建築設計
大師貝聿銘負責概念設計，2003 年啟動籌備工作，由
選址、施工及至成立澳門科學館股份有限公司，克服
各項挑戰，澳門科學館於 2009 年 12 月特區成立 10
周年之際揭幕。

“澳門基金會充當播種者，為本地科研提供了土
壤，在成長的幼苗裡不斷施肥，今天我們成長得更茂
盛，獲得社會各界及人才的支持，不可忘卻當初是從
幼苗慢慢成長。”澳門科學館館長邵漢彬如此說。

2022 年起，特區政府聯動教育部門及各高等院
校，將澳門科學館定位為支撐高質量科普服務體系的

團員在火星一號基地穿起航天服體驗

澳門基金會與中國航天基金會合辦的“2024年澳門大學生酒泉航天
科技交流團”令團員瞭解中國航天事業發展背後的偉大航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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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學院，開設工程學系及完善實驗室等
設備，培養了首批科創人才，這批人才
在科創產業中繼續培育莘莘學子，基金
會亦支持本地科普活動及競賽，為青年
提供更大動力將來從事科技行業或修
讀理工學科。我們常說，推動科普分為
三個層次，先是全民普及，例如展覽和
講座等，每年基金會組織學生到內地航
天基地考察，開拓視野，啟發青年對航
天涉及的理論知識產生興趣，強化他們
對科研認知的深度，加上基金會資助的
科普競賽，帶領青年躋身全國性及國際
性的科學平台，多維度、多面向地讓青
年接觸科創產業。我認為，基金會在人
才培育上發揮了從“科研”聯動“科創”、
帶動“科普”的重要作用，不斷引領青年
在科學探索上更上一層樓。

◇記者：你曾參與澳門科學館的籌

建工作，請分享當時基金會與工程團隊

如何妥善協調各方挑戰完成此重大項

目？

◆邵漢彬：籌備興建澳門科學館
前，基金會行政委員到了多個國家的科
學館考察取經，把國際上領先的科學館
優勢和特點撰寫成相對全面的報告予
特區政府，這個考察成果成為我們團隊
非常重要的參考和啟示。籌建科學館可
說是漫長而艱巨的工作，當時單是選址
克服了不少困難，因考慮到科學館的獨
特性，貝聿銘先生從眾多方案中選定了
現在這個位置，當時此處是一片海，基
金會與建設部門緊密協調下，爭取在合
適工期內完成填海，好讓科學館工程能
儘早啟動。為了專責跟進相關工作，基
金會設立了科學館籌設處，行政委員經
常到工地現場視察及參與各項會議，務
求令整個項目能暢順推進。我記得當時
科學館原設計的海堤不是現在的模樣，
貝聿銘先生認為澳門南灣石堤非常具
有澳門特色，於是更改了設計方案，當
中涉及的施工期、物料採購時間十分緊
張，基金會付出了不少努力，才促成了
現在科學館旁如此美麗的堤岸景致。

◇記者：科學館去年啟動了“青年

科技村”科創人才培養計劃，配合特區

“1+4”適度多元發展策略，培養科技領域人才，請分享“青年科技

村”如何強化青年生涯規劃的支援？

◆邵漢彬：我們要將科技產業人才所需的藍圖向非高等教育
階段的學生呈現，讓學生從小就有機會接觸產業，啟發對科技工作
的興趣。“青年科技村”與科技企業聯動，例如中國電子、華為、蔚來
汽車等，組織學員到大灣區企業深度研學，了解科研成果如何從

“實驗室”走向“生產線”，提升他們對科技產業發展的認知，以及透
過企業的科研人員為學員打造科研課程和“企業研訓”，讓學員到
科研單位學習，累積行業知識及專業技能，啟發他們思考未來職業
發展路向。澳門科學館 2022 年獲列入“全國科普教育基地”及“科
學家精神教育基地”，成為港澳台地區唯一同時獲得上述兩項國家
級教育基地榮譽的科技場館，未來將繼續積極開展科普教育項目，
為推動青少年科普教育、推動高新科技及科學傳播作出貢獻。

基金會每年資助不同科普競賽及交流活動

青年科技村為學員提供網絡綜合佈線(網線及光纖)技能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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