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基金會2001年度活動報告

2001年7月11日，新的澳門基金會依據第7/2001號法律宣告成立。新
基金會以促進、發展或研究文化、社會、經濟、教育、科學、學術及慈
善活動，包括旨在推廣澳門的活動為宗旨。

在2001年7月11日至12月31日，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共召開會議30
次，根據本身權限進行工作。行政委員會現依據《澳門基金會章程》第1
4條第一款（九）項之規定，向信託委員會提交2001年度活動報告，請信
託委員會予以審議。

1. 工作簡述

1.1. 資助申請暨跟進部

• 資助申請以及批給

2001年，行政委員會共審議資助申請282宗，其中131宗獲得批准，總計
批出的資助金額達到澳門幣27,962,900元。在這些資助中，經信託委員
會討論批准的、單項資助金額超過500,000元的資助申請有5宗，分別是
向教業學校、菜農學校、坊眾學校、培道學校和中華媽祖基金會批出的
資助，向這5間機構批出的資助金額總計20,000,000元。

截至2002年1月31日，在總批出澳門幣27,962,900元的資助中，行政委員
會已經支付了澳門幣13,258,543.90元，支付率達到47,4%。

按照基金會的宗旨，所發放的資助在各個領域所占的比重分別是:

文化 社會 經濟 教育 科學 學術 推廣澳門
 18,74%5,29%0,21%65,14%1,40%0,33%8,78%

如果將專項資助（即給予建校、擴校、媽祖文化村工程以及大賽車的資助,共計
澳門幣22,055,000元）獨立統計，則所發放的資助在各個領域所占的比重分別
是:

文化 社會 經濟 教育 科學 學術 推廣澳門 專項資助
  8,01%5,29%0,21%4,35%1,40%0,33%1,43%78,87%



如果將專項資助剔除不計，則所發放的資助在各個領域所占的比重分別
是:

文化 社會 經濟 教育 科學 學術 推廣澳門
37,95%25,05%1,01%20,58%6,59%1,54%6,77%

• 資助的跟進

新基金會成立後，社會各界對基金會資源能否合理、公平使用十分關注
。基於這種考慮，行政委員會特別設立了資助申請暨跟進部。該部門的
主要工作一方面是加強對資助申請資料的審查，包括要求填寫新的資助
申請表格和提供相關的資訊，避免重複資助;另一方面是跟進資助使用情
況，包括要求提交活動報告和財務報告。此外，行政委員會對資助的發
放時間也作出了規定，以既不影響活動的舉行，又要努力防範騙取資源
的發生，更要達到資助的社會效益。

行政委員會對資助制度進行全面檢討的工作正在進行，計劃在2002年按
領域並按照基金會的宗旨制定資助分配的比重，以便可以更加合理地分
配和運用資源，同時還將研究制定資助章程的可行性。

1.2. 研究部

• 籌建澳門青少年科技館

籌建澳門青少年科技館是行政委員會目前的工作重點之一。實際上，在
基金會成立不久，行政委員會就為這個計劃設立了由三位行政委員以及
其他三位工作人員組成的籌備工作小組，並隨後設立了專責工作小組。
在2001年，工作小組已經擬定了<<澳門青少年科技館可行性研究報告(草
案)>>和工作時間表，先後派出代表前往北京、天津、上海、香港等地實
地考察了同類型的科技館，並搜集了大量世界各地知名科技館的資料，
同時對本地的實際需要進行了調查。

科技館的籌建路向將依循信託委員會第2001/03次會議上何厚鏵主席以及
信託委員們作出的指示，其原則是一物二用，各具特色;既為啟發澳門青
少年的創造意識，又要配合澳門旅遊業的發展;多聽取科技界和教育界人
士的意見;要具有長遠眼光，注意時效性和國際性;並力爭該科技館成為
澳門的標誌性建築。

• 經濟研究

“經濟”是基金會被賦予的新宗旨。2001年行政委員會批准了兩個經濟
研究課題的立項，即《澳門機場可否成為貨運空運轉運中心》以及《澳



門作為航空貨運物流中心的可行性研究》。此外，2001年行政委員會還
接待了中國國家環保總局代表團和中國科技部代表團，就未來展開經濟
項目的合作研究進行了探討。

針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及目前世界經濟動蕩的新形勢，行政委員
會在2001年派代表參加了2001中華資訊科技論壇大會以及中華經濟協作
系統第七屆國際研討會，同時，計劃在2002年4月與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和
學術交流基金會聯合在澳門主辦的東亞經濟合作論壇會的籌備工作也在1
1月正式啟動，目前已接近完成。（按: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和學術交流基
金會是由中國前政府高級官員、資深退休外交官、學者、企業家組成的
基金會,首任會長為前副總理吳學謙，現任會長為前副外長、現人大外事
委員會副主任朱啟禎）。

• 文化研討和出版

2001年12月，行政委員會組織澳門的7位學者參加了在廣州舉行的“第六
屆粵台港澳文化交流研討會”，對“城市文化資源”主題進行了研討。

在出版方面，2001年基金會共出版3本新書，其中與勞工子弟學校共同出
版了<<動態數學實驗>>一書，以配合本澳教育的資訊化，並於12月舉行
了發行儀式和贈書儀式。此外，基金會還參加了廣東有關機構舉辦的徵
集廣東20世紀文化著作的活動。基金會參與的、由廣東、廣西、海南、
香港和澳門5個省區共同編寫的<<嶺南文化百科全書>>的編寫工作也在正
常進行之中，預計2003年出版。

1.3. 教科文中心

• 發放獎學金及與內地高等院校招生合作

行政委員會在2001年第三季度完成了2001年澳門居民研究生獎學金的評
選工作並發放了35個新的獎學金。截至12月31日，此類獎學金學生人數
總計73人。

行政委員會繼續履行既有的承諾，向前來澳門就讀高等課程的中國內地
學生和外國留學生發放獎學金。截至12月31日，共有20名中國內地碩士
課程學生、24名中國內地學士課程學生、23名北京外國語大學葡語專業
的學生以及16名外國留學生分別依據基金會與內地或外國相關部門簽訂
的協定，領取基金會獎學金就讀澳門的高等課程。對於這些學生，尤其
是外國留學生，行政委員會在2001年作出多項規定，對他們的學習情況
加強了監督，3名外國留學生以及兩名就讀學士課程的中國內地學生因為
成績不佳或其他原因被取消了獎學金。

另外，受中國教育部的委託，行政委員會在12月還受理了中國內地高等
院校2002年研究生入學考試澳門地區的報名工作，共收到報名表格387份
，報名人數比上一年增加了15%。



• 拓展對外交流

在基金會全方位、多層面的對外交流方面，行政委員會十分重視教科文
中心的作用以及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合作。在2001年10月，基金會承
辦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東亞地區全國委員會秘書長會議”和“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第一次東亞地區聯繫學校網路會議”。11月又承辦了該組織
的“新科技師資培訓專家會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承擔了上述會議的
絕大部分經費。

• 舉辦文化活動

行政委員會一直利用自己管理的教科文中心以及千禧畫廊，支持社會團
體舉辦各類文化活動。與教科文中心保持經常性聯繫的本澳機構、學校
、社團和社會人士已經超過230個。2001年，在教科文中心以及千禧畫廊
舉辦各類展覽、講座等各類活動共計57次。行政委員會在此期間並合辦
了2001年澳門優異生旅行團活動和UNESCO東亞兒童藝術節活動，並完成
了第四屆澳門文學獎的評選和頒獎工作。

1.4. 其他活動

• 宣傳澳門

在宣傳推廣澳門以及介紹澳門回歸後的發展情況方面，特別是在介紹澳
門“一國兩制”、“澳人治澳”的落實情況方面，行政委員會和<<人民
日報>>海外版合作，在2001年12月推出了“今日澳門”專欄，以一年的
時間介紹澳門回歸以來各個方面的情況，目前這個專欄已經開始刊登相
關的文章。同時，亦準備與<<人民日報>>屬下的<<人民論壇>>月刊進行
相同的合作。

• 加入博鰲亞洲論壇

為了更好地發揮基金會在加強區域經濟合作中的作用，同時支持博鰲亞
洲論壇這項中國的國際性計劃，經信託委員會批准，行政委員會在2001
年12月完成了加入博鰲亞洲論壇的申請手續（按:目前已經成為該論壇的
正式基礎會員）並計劃派代表出席2002年4月在海南舉行的論壇年會以及
首次理事會會議。基金會成為博鰲亞洲論壇的會員後，無疑將促進澳門
和外部的聯繫，為經濟方面的區域合作創造良好的條件。

• 機構合作

作為澳門歐洲研究學會的股東和擔任股東大會主席的機構，基金會在200
1年12月主持了該學會的股東大會，和其他股東一起聽取了澳門歐洲研究
學會就該學會工作現狀所作的報告。



行政委員會還依據中國政府、葡萄牙政府、澳門政府以及聯合國大學的
協議，對聯合國大學國際軟件研究所的運作進行支持。2001年，基金會
與該機構以及中國科技部共同進行的合作項目INCOM完成了第四期。

• 履行既有承諾

在新基金會成立時，由原澳門基金會以及原澳門發合基金會作出的資助
承諾或活動承諾共計37項。截至2001年12月31日，新基金會已經履行了
其中的21項承諾。尚有16項因有關活動尚未舉行或者有問題尚待解決而
暫時沒有付款。

1.5. 內部行政及財務管理

在行政方面，2001年行政委員會建立起了會議制度、文件處理制度、採
購制度等，使基金會的工作可以更順利、有序、依法地進行。

行政委員會在2001年設立了基金會的內部組織架構、完成了內部章程草
案、任命了部門主管、調整了人員配置、與員工簽訂了新的工作合同並
將薪酬適當調整。這一系列工作的完成，既穩定了員工隊伍、提高了員
工士氣和歸屬感，亦減低了因新基金會成立而凸現出來的員工間的薪酬
差距。截至2002年1月1日，基金會除行政委員會成員外共有員工41人。

在財務管理上，鑒於基金會目前管理著龐大的公共資源，在基金會設立
之初行政委員會就意識到必須建立起一套嚴格的、先進的、經得起國際
標准檢驗的財務制度。依據法規的規定，行政委員會在2001年及時完成
了合併帳目的編制、聘請了核數師、完成了和國際會計制度接軌的基金
會會計制度和會計格式，設計並啟動了一系列全新的會計作業系統，同
時實現了電腦作業和資訊化處理，滿足了本會現行的責權發生制和政府
要求的現金發生制會計制度並軌的需要。其中預算開支執行程式順利通
過了審計署的現場審計，並得到好評。此外，財政部門申請
ISO9001:2000 優質管理系統認証的工作也已經完成。

另外，為了準確瞭解新基金會的資產，行政委員會在2001年年底還對基
金會的資產(銀行存款和澳門大學物業除外)進行了一次仔細的實物盤點
，並重新編號登記。

1.6. 資金管理和資金現狀

由於對累積資金如何投資尚等候信託委員會的投資指引，行政委員會200
1年在聽取了金融管理局的意見基礎上，主要力求保証定期存款的最高收
益，以便盡量增加基金會的收益。

截至2001年12月31日，基金會的累積資金為澳門幣1,523,014,035.26元
，營運資金餘額為澳門幣113,924,959.12元，專項存款金額為澳門幣12,
398,715.20元。



2. 總結
總結行政委員會2001年的工作成果，主要體現為:

首先，在屬於延續性質的工作領域，行政委員會在履行既有承諾並保留
原來兩個基金會主要工作領域（包括社團資助、發放獎學金、國際交流
、文化出版等）的同時，加強了對制度的完善工作和監管工作，尤其是
在資助的審批發放方面。

其次，利用新基金會的人力資源和財政資源，逐漸開始強化研究部門的
作用，尤其是在經濟、科技和學術研究方面的作用，以便更加務實地配
合澳門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由於經濟研究項目的完成需要一個比較長的
過程，因此目前基金會在經濟研究方面的實際支出並不多，相信隨著經
濟研究項目的完成以及更多經濟研究項目的展開，基金會在這個方面的
投入將逐漸增加。

第三，在行政財政方面，新的內部架構和各個職能部門的設置使基金會
的內部運作更加高效、暢順，而且責任更加清晰。由於設立了多個規章
制度，基金會目前的各項行政財政工作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據可查。

當然，由於新基金會成立時間不長，需要改進的地方還很多。在將來的
工作中，行政委員會更將隨時認真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取長補短，將自
己的工作做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