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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期內的澳門公共行政＊

范禮保＊ ＊

當此過渡期決定性的時刻在本澳舉行一個有關公共行政前途的研討會，不單

祗突出該項工作所面對的挑戰，而且還表現出所必需的勇氣及態度，因爲本地區

的公共行政並非是容易處理的事情，尤其要回應過渡期結束前數年所面對的無數

問 題 。

首先，對各位參加者在這兩天內，公開討論猶如一副機器般的公共行政架構

和組織方面的效力與功能的敏感問題，以及有關編制本地化問題所作出的努力致

以鼓勵及敬意。

基於澳門的社會政治狀況，可肯定公共行政在過渡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如衆所週知，但適宜重申，其運作該是無誤及不間斷地推行。

如果說本地區公共行政的特色是沉重而緩慢的話已不算新鮮了，有時是思慮

過久或機關方面對外以至對內缺乏對話，這是可能因機關規模過大與運作所需的

人力資源不平衡所致。

故此，急需要進行重組，以便確保有一個現代化及有效率的行政架構，並將

過渡期之舟安穩駛至二○○○年。

這項重組分爲三個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 ——經已完成關於公務人員的法律制度的重組，並於一九八九年的

立法籃子中實現，其目的爲作出一些適時的調整，以便爲技術編制吸納高質素的

人員，尤以本地區人員爲然，以其榜樣及培訓的能力，成爲變更中可信任的及有

歸屬感的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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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爲組織方面的重組，將現有的金字塔式及集中的官僚架構，藉責任

的均衡轉爲一個由一組運作責任所形成的富有彈性的架構模式，俾能更適應此歷

史性時刻及不同階段發展所提出的需求。

這個功能上的重組是必須要透過機構的合併以減低甚至廢除分散且相同或類

似的職務及透過決策權的分放以提高各職級的職權而拉近決策者與市民的距離。

最後，第三階段的功能重組是要針對三個基本的因素；首先廢除繁複的官僚

政策，即廢除一些非必要的運作程序，從而增加行政當局運作的透明度；第二是

公務員思想的革新。

爲此，對公務員提供職業的培訓，不單是技術上的，亦應包括社會事務，令

到公務員成爲能滿足社會上需要的人員，並作爲那些使用公共服務的人的引路者

，而不是一個繁複程序的創造者。

最後，是要令到行政當局自我評估及檢討對社會所作出的貢獻；爲此，有需

要創立一個行政指示的系統，透過這系統可獲知現職人員的數目，開支，他們附

屬的工作範圍，對提供予市民的服務的效率及質素，對財政、人力及物力與得到

的成果作比較。

除了上述所說的再加上一個適當及有實際需要的公務員本地化計劃，我們應

該明白到面對的這個挑戰是必須要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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