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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當局與市民的關係 ：

現况與前景＊

安娜庇利絲＊ ＊

由於與私營企業所發現的情況相類似，業務發展的成功多基於對本身業務對

象的關注、並對公共及人際關係範圍所作的大量複雜的研究，以及發展嚴格的市

塲技術，故所有政府現時逐漸理解到有需要與市民作進一步接近，設法更好地爲

他們服務。

這種現象在民主的國家中當然係與選舉的因素有關，故此，可以說一個政府

制訂其施政方針時應包括：採取尊重其服務對象的措施及活動，並使其架構明確

、靈活、有效率及效力，這樣，有所收獲是自然的。事實上，市民在其權利上有

同樣的理解是不足爲怪，因爲他們懂得要求當繳付各種稅項而該換取更好及更有

效的公衆服務。

這個簡短的介紹，說明了在澳門，行政當局與市民之間關係的新槪念已是不

爭的事實，並且在接近一九九九年行政當局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期間將不斷擴

展及加深 。

對於此點，我可以肯定，因爲在本地擔任公職已達十六年，目睹多屆政府本

身和居民彼此間的改變，共同尋求了解和往還的方式，便於以兩個社會間的對話

爲基礎，對本地區作民主的管理，在社會、文化和語言雖然有別下，但四百年來

都是和平共處。

＊ 華務司譯本

＊＊ 澳門公職人員福利會主席、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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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七五年，人們完全理解爲了發展及加強對話，有須要進行一塲重要及

艱巨的任務——語言。大部份的居民都是華人，他們之中極少懂得葡語，而管治

本地區是葡國行政當局，所以認爲有須要着手進行一些工作，減少言語的隔閡，

以促進政府和居民之間的關係。人們知道解決的辦法是推行雙語制。

一九七六年，澳門組織章程頒佈後而成立的立法會，從始使用中葡兩種語文

，亦採用即時傳譯的辦法，並一直沿用至今；而華務司受到更大的重視，並多次

進行重組；一些政府機關更逐步採用雙語表格，並在私校推行葡語敎授，該等學

校表示對此感到興趣。一九七七年首次試驗性聘用一名受華語教育的高級技術員

，（正是本人領導的機構所聘用的，由於前無先例，所以備受葡文報界紛紛的爭

議）政府並在各方面設立多個諮詢委員會，使到市民能夠以他的關心、知識、經

驗，對解決本地區的各項問題作出寶貴的貢獻。本地區出生的人士在外地取得學

士學歷而有意返回本地工作，政府的大門經常爲他們敞開。

可以說，政府努力創造條件，促進市民之間的關係，在七十年未至八十年初

，政府面對財政困難亦盡力實施可行的措施。

一件在前途上非預料的事件——中葡聯合聲明的簽署，加速當時擬定及逐步

推行的政策。行政當局原意促進當局與市民之間對話爲目的的雙語政策，而變成

當局必須推行的政策，爲要履行葡萄牙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簽訂的協議。

面對這新情況，且時間已是固定，行政當局必須迅速施行新計劃和新措施。

舉辦多屆赴葡就讀計劃；以法例規定，政府機關必須採用雙語的印件；又以

法例規定，各種法規必須有中文本，政府機關人員編制內職位已向非葡語教育的

專業人士開放；大力投資於敎授和推廣葡語。

從未出現過在這短暫時間內做了如此多項事情，以發展和促進行政當局與市

民間的關係。

今天，市民不再如前需要懂得葡語，方能與行政當局往還，或知悉當局所頒

佈的規定；政府機關再不拒絕接受以中文書寫的函件；市民今天亦不須要透過中

間人以葡文塡寫申請書，因爲有政府機關人員協助塡寫；亦設立公衆服務暨諮詢

中心，作爲當局與市民之間聯繫的一環，爲市民提供政府有關的資料及接受他們

對政府工作方面的投訴和意見。毫無疑問，這已踏出重要及決定性的步伐。

無可否認，所有在這裏提及、在實施階段的措施和施政是有效和奏效的，而

一個對現階段官民關係的分析，奇怪地令我們感到詫異。

把組成行政當局的部門與人員從行政當局的槪念中分析出來本來就是不可能

的，一如正在推行的雙語政策所證實，這政策與行政當局的主要憂慮相配合，就

是要在有效的時間內爲所有政府部門預備一批在過渡期後仍留在本地區的公務員

及工作人員。（估計此政策就是本地化）。而雙語政策會帶來一種出乎意料及肯

定不受歡迎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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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在公職界中葡語的使用正日漸式微，以至處於稍次的層面，而廣州話

於近廿年來，正逐漸廣泛使用，作爲大量擔任公職的雙語人員之間的溝通橋樑。

隨着大部份爲來自非葡語教學、接受非葡語的學術及職業培訓、並對此種語言只

有十分粗略認識的新人員進入，進一步確定廣州話的應用。若藉着這個塡補公務

人員的新政策克服了一向使官民關係難以建立的語言障礙，那麼，今日這個障礙

又似乎在行政當局本身、藉着其運作效率上所呈現的不難理解情況再度出現：諸

如不被理解或理解錯誤的規則和指示；傳達出來又不被全面接受的知識；發出而

又不能被理解的訊息；在工作進行中，基於參照法例或有關檔案的困難而造成的

障礙；以及需要重複改正和更改的不完善工作等等。

按照以上描述的情況，那些只深懂葡語的人士就成爲首批的受害者，而當他

們爲解決某種問題而前往某政府部門時，常會遭遇困難。

可是，開始間接感到此種情況所帶來的後果，就是普遍市民並不認識或理解

此種情況，以致他們對行政部門的慢條斯理及缺乏效率怨聲載道。

奇怪的是還可以聽到：政府部門與其服務對象間的關係目前並未隨語言障礙

的消除而有顯著的改善。藉着大衆傳媒機構所公開的各種埋怨及議員的多次介入

，正好顯示這方面的缺陷，而爲了更加改善官民關係，還需要作某種努力。

爲了行政當局的平穩過渡，肯定不單只面對仍會沿用的法律守則，在公職界

中，葡語的使用將不會在短期內停止，中葡聯合聲明中，也認同葡語將來作爲特

別行政區所使用的一種語言（從最近的資料顯示，甚至會把葡語理解爲一種官方

語言）。上段所提及的情況顯示要採取急切措施，以便及時阻止它的延續。

修訂教授葡語的方法及提高進入公職的葡語評核要求；爲政府部門的新入職

人員制定輔助計劃，以使他們完全明白其職務及工作的進行方式；於部門內爲在

工作上有疑問及需要詳盡資料參考的人員設立條件；以及進行有關接待公衆的培

訓計劃等均需考慮。

一句葡文中的古成語“又快又好，無人做到”正是今日的寫照，是否應借這

個機會，稍停下來回顧過去所走的路，以便對踏出的步伐作出評估，以及在需要

時作調整及更正。

本地區行政當局的將來及官民關係取決於各部門的效率及效能。看來必須提

醒一下，旣然在政府內使用中文將會逐漸取代葡文是個正在來臨的必然現實，希

望不會採用危及今天渴求的效率及效力的措施及行動來加速這個過程，傖猝而不

加全面的分析將帶來未可預見的影响。

作爲結束這段發言，本人支持在這適當時間發起舉辦這個研討會，並祈望透

過本人的參予，有助於對本地區過渡期間的其中一個極重要及困難的問題作出共

同反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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