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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化：
需要討論的課題

金邁豪＊

（一）前 言

行政曁公職司的公共行政培訓中心，已成爲一個專業培訓機構，同時也是以

行政管理爲主題、特別是有關澳門行政管理的各種意見的討論塲所。

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在這個中心宣佈啓用的月份內，是時候在此中心召開一
系列會議來反映和交換各種意見。在十月十三日，召開了一個有關利用電腦進行

敎學的會議。預計在十月三十一日，擧辦“專業培訓”研討會。此刻我們正在擧

辦一個有關“本地化”的研討會。

作爲硏討會的統籌人，我有責任介紹主題，描劃有關範圍，目的在於進行分

析，不以任何方式防碍與會者作出創造性的貢獻，又不防碍具有豐富內容的討論
。

但，重要的是我們要抓住討論的主題，在分析中不要離題，爲此我向諸位提
出應遵循的意見。

＊ 行政曁公職司司長

797



（二）“本地化”——命題的範圍

我向諸位提議的第一個論點是，“本地化”不是理所當然的目的，不是爲“
本地化”而“本地化”，“本地化”係要達到一定的目的。據我理解，目的就是

要準備澳門在行政管理上、經濟上、社會和文化達到“自立”。我所說的“自立

”就是要使澳門的資源能滿足居民絕大部份的基本需求。但是我認爲不應把“本

地化”和“獨立”混淆起來，更不能與“孤立”混爲一談。今天各地人民深深地

互相依存着，需要不斷地交流才能得益。

由此，似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本地化”嚴格地說，超出了公共行政部門

人事問題的範圍。

在這個研討會上，我們要進行分析的，自然是有關澳門公共行政的人力資源

問題。但我還堅持認爲“本地化”問題不應局限於此，同時又不能把有關人力資
源在各方面，尤其是在就業市塲供求關係方面，從上面所講的“本地化”全局中

脫離開來。

我向大家提出另一個意見，建議研討會期間分析討論應限定範圍。中葡聯合

聲明裏所劃定的範圍，就是我們要參考的範圍。所以，請允許我借此機會，摘引

一下對我們研討會主題直接有關的那些規定。聯合聲明中第三條規定：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均由當地人組成。（……

）”。“原在澳門任職的中國籍和葡籍及其他外籍公務（包括警務）人員可以留用

。澳門特別行政區可以任用或聘請葡籍和其他外籍人士擔任某些公職。”

聯合聲明第五條規定：

“澳門特別行政區自行制定有關文化，敎育和科技政策，並依法保護在澳門

的文物。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機關，立法機關和法院，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葡文

。”

還有第七條和第九條規定：

“澳門特別行政區可以“中國澳門”的名義單獨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

組織保持和發展經濟，文化關係，並簽訂有關協定。”和“澳門特別行政區保持

財政獨立。”

以上轉錄，一方面爲我們將來得出的各種論斷劃出界綫；另一方面，爲了加

強前面所說的思想：在談到“本地化”的時候，提出“本地化”問題所要包括的

前景是有益的，（我會說是“需要”的），特別是在這個時刻，在現在這種研討

會上，對於由本地人參加公共行政機構的問題要開拓一些前景，並提出多種可供

選擇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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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議的展開

首先，我們要看看隣近地區香港在這方面早已開始了的做法。有關這方面的
論述將由高思雅（ Ro ge r Ga r c i a）先生負責。在此我感謝他撥冗光
臨和與我們一起討論。

接着，我們就“本地化”的議題展開一些觀點討論，而這些觀點來源於不同
的單位，如：公務員團體和屬於私人的專業人仕組織。發言的有澳門公職人員協
會的薛柏（ J o s é S e r p a）博士，公務華員職工工會的歐少雄先生和澳
門建築師協會的代表馬斯華則師（ J o s é M a n e i r a s ）我們還邀請了
澳門基金會主席來一起探討這個主題，特別着眼於爲推進公務員本地化，東亞大
學所能做出的貢獻。在此我們向黎祖智（ J o r g e Ran g e l ）博士致謝
。

然後，我們來分析一下“本地化”問題的一個特殊項目：在葡就讀計劃。

對那些同等性質的其他計劃也可以進行分析，例如：衞生方面（非葡制醫生
深造計劃），敎育方面的（獎助學金），和培養翻譯方面。雖然這些都不能忽略
，但由於此次研討會時間所限，我們只能夠探討其中的一個項目（在葡就讀計劃
）。有關它的論述將由該計劃的直接協調人，安麗婷（Ana And r a d e
）博士負責。

關於“落實本地化”的主題，將由羅世賢（ Ru i Roc ha ）博士闡述
。因爲他長期在探討這個問題。

最後，由行政曁司法政務司孟敬賢（ M a g a l h ã e s e S i l v a
）博士主持閉幕。他將對所討論的一系列問題和由討論引出的問題在理論上和政
策上給我們做一個見解。

在結束之際，僅對諸位參加這次研討會表示感謝。

諸位的出席，對我們來說，意味着對正在討論的問題的重要性的認識是具有
生命力的，並正在得到普及。

我坦白地鼓勵諸位用“參加”這個詞來描述諸位身體力行的客觀事實。

沒有什麼先入爲主的設想。

也沒有條條框框。

爲辯明眞理而努力使大家受到的鼓舞。

也就是說，爲在探索中得到好的結果而受到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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