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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本地化中一些問題
一次在公職技術人員中的調查＊

前 言

自一九八七年四月中葡兩國政府簽定了“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後，澳

門正式進入了政權移交的過渡時期。一九九一年底，當該過渡期已行經三分之一

之時，“澳門公務專業人員協會”在澳門公職技術人員中進行了一次問卷調查。

其內容，包括了對被訪對象擔任公職過渡時期執行各項政策的評價，以及面對澳

門前途及有關問題，所反映出的種種心態。

這問卷調查的主要對象，是政府之中那些以中文爲母語的各類技術人員（包

括醫生）。無庸置疑，具備這類身份的技術人員，現時不但擔負着政府行政運作

的重要工作，對於未來政權的平穩及成功過渡，以及一國兩制的實施，他們更會

起着不容忽視的作用。因此，這個問卷調查的結果，就顯得更具意義，更有份量

。因而希望能夠引起社會各界，尤其是關心及負責澳門政權過渡的各方人士充份

注意 。

“澳門公務專業人員協會”進行該項調查，務求貫徹客觀及公正的原則，希

望盡可能地準確反映出這個階層的公職人員的特點和訴求，以便有關當局隨後採

取相應的措施，使過渡時期的各項政策更加合理和完善，達致一個各方面都滿意

的結果。

今天，該協會正式公佈這次問卷調查的結果，並對有關問題做一簡略和必要

的說明。

＊ 本文爲一項對公職技術人員進行的調查的結果報吿，調查由澳門公務專業人員協會進行，於

九一年底展開，九二年十月發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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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澳門政府行政曁公職司1 991 年6月1 1 日公佈的資料，各種專業的技術人

員在政府中共有1 047人。如按出生地劃分，其中在葡國及外國出生者爲490人，

其餘均爲在澳門，中國及香港出生，共557人。在葡國及外國出生者，可以認爲

絕大部份不是以中文爲母語。即使在澳門、中國及香港出生者，也可能有相當一

部份的人同屬於上述情況。因此，澳門公務專業人員協會這次共發出300張以中

文書寫的問卷。調查面涵蓋了中文母語的公職技術人員總數的大半。其後該會收

回已塡問卷共229張，回收率近於八成。這就說明，該次調查的結果，應具有相

當的代表性以及重要性。

擔任公職的狀況

這次問卷調查的內容，總體上分爲兩大方面。第一方面，是對中文母語的技

術人員擔任公職狀況的瞭解，其中又可分爲三個部份。第一部份屬於被訪者的個

人一般性資料。

1 ）個人資料
首先是性別的數據。在收回的229份問卷中，由於兩份未塡此項，故總有效

答卷爲227份。（以下亦有數目不一的被訪者漏塡各項，故用作統計基數的總有

效問卷數目不盡相同，這個數目，以後簡稱“總計”，敬請留意。）其中男性技

術人員有1 45人，佔總計227人的63．88％；女性82人，佔總計36．1 2％。（圖1 ）

1 性別

總計227人

被訪者的年齡結構如下：20至29歲之間有1 31人，佔總計226人之57．96％，

30至39歲之間有76人，佔33．63％；40至49歲有1 0人，佔4．42％；大於49歲者有

9人，佔3．98％。（圖2）

從以上統計數字可以看出，被訪者之中二十至三十九歲年齡組別共有207人

，佔總計的91 ．59％。由此，一方面可以看出，現時澳門政府擁有一支人數可觀

的年輕技術人員隊伍。即使到一九九九年時，他們仍不過是三、四十歲的中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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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正是澳門未來特區年富力強，具有充份經驗的寶貴行政技術力量；另一方面

也可表明，該問卷調查的大部份答案，是這批青年人以敏銳目光看待外部各種事

物的結果。

2 年齡

總計226人

關於國籍，從全體被訪者中可以看出以下的分佈：葡籍爲1 56人，佔總計223

人之69．96％；中國籍49人，佔21．97％；美籍1 0人，佔4．48％；其他國籍8人，

佔3．59％。（圖3）

3 國籍

總計223人

其出生地的資料，與國籍的分佈大致吻合：澳門出生者1 56人，佔總計21 7人

之71．89％；中國出生者33人，佔15．21％；香港出生者11人，佔5．07％；其他地

方出生者1 7人，佔7．83％。被訪者的大半具有葡籍身份，這就意味着，他們在未
來面臨決定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前途時，具有較大靈活性和較多選擇性。（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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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出生地

總計21 7人

2 ）學術資歷
第一方面的第二部份，是對被訪者學術資歷的瞭解。229人之中，有1 人未塡

。其餘有碩士或以上學歷的，爲1 4人，佔總計228人之6．1 4％；具大學學歷的，

爲1 67人，佔73．25％；具大專學歷的，29人，佔1 2．72％；大專以下學歷的1 8人

，佔7．89％。根據統計數字可以看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被訪者都具有大專或以

上的學歷。這就反映出，政府目前擁有一支具有較高專業水準的（中文母語的）

技術人員隊伍。（圖5）

5 學歷

總計228人

他們的就讀地點可見以下統計：在中國大陸的81人次；在澳門的67人次；在

台灣的35人次；在香港的1 5人次；在加拿大1 1 人次；在美國8人次；英國3人次；

葡國1 人次。（另有31 人未塡此項，總計人數爲1 98人。）（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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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就讀地點

這裏必須做一說明：因有被訪者在兩個或以上地區就讀，因此，這裏使用的

統計單位不是“人”而是“人次”。從以上數字亦可看出，多半的被訪者都是在

中國大陸以外的國家或地區接受的高等敎育。

在所有被訪者中，1 81 人的學歷已在澳門或葡國得到認可，佔總計223人之

81 ．1 7％。這就說明了政府頒行學歷認可的規定，得到了技術人員的充份重視，

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另外，在第二部份中，還對被訪者的語言能力進行了瞭解。

首先在書寫方面：能書寫流暢中文的，有224人次，佔總計229之97．82％；

英文的1 69人次，佔73．80％；葡文的61人次，佔26．64％，其他文字的4人次，佔
1 ．75％。（圖7）

7 書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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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操講流利之語言方面：操流利廣東話者226人次，佔總計228之99．1 2

％；操普通話者1 53人次，佔67．1 1％；操英文1 62人次，佔71．05％；葡文67人次

，佔29．39％；其他語言5人次，佔2．1 9％。（以上兩項調查，被訪者可塡寫多欄

，故使用人次。）（圖8）

8 操講語言

由以上數據，可以得出以下結論：1 ）精通葡語（書寫及操講）的比例，接

近總計的三成，大大超出澳門政府中精通雙語的在全體公職人員中僅佔百分之五

的比例數目；2）多數被訪者（67．1 1 ％）可講流利普通話，這就有利於澳門未

來加強與中國內地的聯繫；3）超過三分之二的被訪者精通英文，也有利於澳門

今後與外部世界的溝通。

在總計228人的答卷中，有81 人曾在葡國學習葡語或行政課程。其比例超過

總計的三分之一，佔35．53％。由此可以判斷，這批數目可觀的中文母語的技術

人員，以其對葡國文化的深刻認識，如加以妥善使用，可以與其他專業人士一起

，成爲過渡時期政府推行各項政策的得力助手。

3 ）任職狀況
本調查問卷第一方面的第三部份，則由被訪者擔任公職的具體情況組成。

首先，被訪者進入公職的年份：不夠一年者，有29人，佔總計21 7人之1 3．36

％；一至三年者1 1 3人，佔52．07％；四至六年者，63人，佔29．03％；七至九年9

人，佔4．1 5％；十年以上3人，佔1 ．38％。（圖9）

如果把具三年以內工齡的被訪者做爲一個組別，其人數共達1 42人，佔總計

的65．44％。這就說明，近兩三年來，政府在技術人員（不是行政人員）本地化

方面，邁出了較大的步伐，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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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進入公職的年份

總計21 7人

其次，被訪者的受聘方式爲：實位共有26人，佔總計227人之1 1 ．45％；團體

外合約有94人，佔41．41％；散位91人，佔40．09％；另外，定期委任位（即指導

職位）1 6人，佔7．05％。若將合約與散位兩者的數目相加，人數共有1 85人，即

佔總計之81 ．50％。這個比例遠遠高出政府公職人員中合約位散位與整體人數比

例的51 ．43％。當然，這個結果與大部份被訪者是新近兩三年入職有關。其中的

一方面原因是：政府近年來開設的實位數目不多，造成機會較少；同時，另一方

面也存在着種種情況，影響了尤其年輕的公職人員加入實位的興趣和積極性。

（圖 1 0）

1 0 受聘方式

總計22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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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被訪者的學歷是否符合所擔任的職位，認爲符合者有1 62人，佔總計228

人之71 ．05％；認爲低於學歷者有41 人，佔1 7．98％；認爲高於學歷者5人，佔

2．1 9％；回答不清楚者20人，佔8．77％。

對於被訪者的專業是否符合所擔任的職位，認爲符合者共1 68人，佔總計228

人之73．68％；回答部份符合者49人，佔21．49％；而認爲完全不符合者1 1人，佔

4．82％。

由以上兩項調查可見，認爲所具學歷和所學專業符合職位的被訪者僅達到總

計的三分之二，換句話說，仍有三分之一左右的被訪者認爲他們是大材小用或學

非所用。他們本身所具有的潛在人力資源還未被充份發掘出來，這是一種浪費。

希望政府有關部門充份重視這種情況，並加以改善。

第三部份的最後內容，是對被訪者擔任領導或指導職位情況的瞭解。在類計

225張有效答卷中，僅有1 7人表明擔任政府各部門的指導（或助理）職位，佔總

計的7．56％。（圖1 1 ）

1 1 擔任領導或指導職位

總計225人

十分明顯，無論用哪一類數據進行比較，這都是一個偏低的比例，一個令人

難以接受的比例。

過渡時期的心態

本次問卷調查的第二方面對母語中文的技術人員過渡時期心態的瞭解，是分

爲三大部份進行。

1 ）政府政策評價
第一部份收集了被訪者對政府過渡時期所推行各項政策的評價。首先對於澳

門政府在推動中文官語化方面的工作，認爲做得“很好”的被訪者有1 0人，佔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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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228人的4．39％；認爲做得“好”的有1 1 人，佔4．82％；認爲“一般”者53人

，佔23．25％；認爲做得“差”者有81人，佔35．53％；認爲做得“很差”者73人

，佔32．02％。（圖1 2）

12 中文官語化

總計228人

由以上數據可見，認爲政府該項工作做得較好的總人數，僅佔總計的9．21 ％

。相反，認爲做得較差的人數比例，則有67．55％之多，是總計被訪者的三分之

二。根據中葡兩國政府的協定，由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份起，中文在澳門正式成爲

官方語言。誠然，本問卷調查恰在這一歷史時刻發生的前夕進行，但通過以上數

字也反映出，政府在貫徹執行中文官語化的任務上，面臨着何等嚴峻的局面及巨

大的壓力。

該份調查問卷同時提供了實現中文官語化的幾種措施，請被訪者加以選擇。

首選“讓多些認識雙語的人進入領導階層”的，有1 36人，佔總計223人的60．99

％；認爲應着重“積極培訓翻譯員”的，有57人，佔25．56％；主張讓“多些土

生或葡人學中文”的有9人，佔4．04％；有其他各種主張的共21 人，佔9．42％。

實現中文官語化的最佳方法，在眾多，的被訪者（136人，佔60．99％）看來，

是“讓多些認識雙語的人進入領導階層”。因爲這是一條直接快捷和實際可行的

道 路 。

在有關公務員（特別是高級行政人員）本地化方面，該問卷也徵求了被訪者

的意見。

認爲澳門政府在此方面工作“非常滿意”的，有3人，佔總計227人之1 ．32％

；認爲“滿意”的有1 3人，佔5．73％；無明確意見者54人，佔23．79％；而表示

“不滿意”者1 1 7人，佔51 ．54％；“非常不滿”者40人，佔1 7．62％。（圖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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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公務員（特別是高級行政人員）本地化

總計227人

超過三分之二的被訪者（69．1 6％）對澳府的上述工作表示不滿，表示滿意

的，僅佔7．05％。以上數字可以表明：政府近年來，雖然向中文母語的公職人員

開放了不少高級技術職位，但行政職位卻開放得很少，比例很低（僅佔7．56％）

，這正是上述眾多被訪者對政府在高級行政人員本地化政策上執行不力表示不滿

的基本根源。如果當局不迅速採取必要措施加以改善，勢必對澳門政權的平穩健

康過渡，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害。

再者，如何實現高級公務員本地化，被訪者的意見如下：

首選“不應以種族劃分，而應根據雙語的認識及工作能力一併考慮，選拔人

材。”的有1 23人，佔總計226人之54．42％；認爲“應根據居民人口比例，大量

提拔華人進入領導層”的有51 人，佔22．57％；強調“政府定出時間表，逐年減

少葡國派來行政人員數量，以給予本地公務員提升機會”的，有46人，佔20．35

％ 。

十分明顯，一半之上的被訪者（54．42％）並非主張根據種族的劃分，而是

要求當局要根據個人的能力來挑選和任用領導人員。他們的要求，是公正的和合

理的 。

第一部份的最後內容，是收集被訪者對政府推行“赴葡就讀計劃”的看法：

認爲“因爲有利於本地化”而應在改善的基礎上“繼續推行”的有1 55人，佔總

計221 人的70．1 4％；認爲“因作用不大”而“不必推行”的也有62人，佔28．05

％。政府有關部門也應充份重視近三成的反對意見，找出原因，以便令這個課程

收到更大成效，使受訓者更好地爲澳門過渡時期的各項工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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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澳門前途看法

該問卷第二方面的第二部份，是就澳門政府中眾多的中文母語的技術人員對

未來前途以及基本法等問題，徵求他們的看法和意見。

首先對於“中國是否將會履行中葡聯合聲明所做的承諾”這項問題，表示同

意的有40人，佔總計228人之1 7．54％，不表意見的有1 1 9人，佔52．1 9％；另一方

面，不同意者有69人，佔30．26％。（圖1 4）

14 中國是否將會履行中葡聯合聲明所做的承諾

總計228人

這就是說，一半的被訪者仍在“聽其言，觀其行”而不表意見，同意者不滿

二成，持相反意見者佔三成。

其次，同意“一國兩制可行”的被訪者有63人，佔總計226人之27．88％；有

97人不表意見，佔42．92％；不同意者則有66人，佔29．20％。（圖1 5）

將前後三組數字加以比較，可以發現，持否定意見的比例未變，都維持在三

成；持觀望態度的仍佔相對的多數；而持贊同意見的，都不超過三成。因此，中

國政府希望落實一國兩制的方針，保證和維持澳門未來的安定繁榮，從現在開始

，（而不是等到將來），就必須考慮，採取何種措施，提高澳門民眾，尤其是公

職人員對她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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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一國兩制可行

總計226人

通過問卷調查，也反映出被訪的技術人員對基本法具體內容的不同關注程度：

其中有1 09名被訪者最關心“人權的保障”，佔總計1 97人之55．33％；36名

最關心“公務員的待遇和福利”，佔1 8．27％；24名最關心“國籍和護照”，佔

1 2．1 8％；1 6名最關心“行政長官和立法議員的產生方式”，佔8．1 2％；1 2名則

爲其他，佔6．09％。（圖1 6）

1 6 對基本法具體內容的不同關注程度

總計1 9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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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一半以上的被訪者最關心的，是未來特區所具有的人權狀況，遠

遠超出他們對福利、國籍及政制的關心程度。

以下項目的調查，可以說與上述的幾項問題也有着一定的關聯。

問“1 999年澳門主權歸還中國時，你將會選擇留在哪裏？”答留在澳門的有

72人，佔總計226人之31．86％；選擇移民其他國家的有20人，佔8．85％；移民葡

國的2人，佔0．88；仍未決定的有1 32人，佔58．41％。（圖1 7）

17 1 999年澳門主權歸還中國時，你將會選擇留在哪裡？

總計226人

再與前兩項的數字比較，可以看到一個現象，即對“一國兩制”有信心的被

訪者數目比例（27．88％）與將來選擇留在澳門的比例（31．86％）接近。而觀望

和持相反意見的被訪者數字又與打算將來移民及未決定者的總數相若，約佔總計

被訪者的三分之二。

固然，這三分之二的技術人員（中文母語的）並不會像某些報紙所斷言，“

在九九年時全部離開澳門。”但這畢竟是一個未知數，也是向所有人們的一個挑

戰：如何共同努力，令到盡可能多的專業人材在今天能夠關心澳門，熱愛澳門；

在未來能夠札根澳門，服務澳門？

而在已選擇去留的94人中，72人（76．70％）選擇留在澳門，亦反映了有相

當多的人對澳門的前途充滿信心。

對於“是否希望澳門公務員納入葡國編制？”52個被訪者表示“不”，佔總

計21 9人之23．74％，1 50人表示不同程度上的贊同，佔68．49％；1 7人表示其他意

見，佔7．76％。

當然，大多數被訪者至今仍不具備納入葡國編制的資格（如前所述，他們之

中的實位者很少）。但是爲何如此眾多的技術人員都贊同政府的這一措施呢？這

也是個引人深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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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濟利益訴求
本問卷除了對中文母語的技術人員所關心的政治權益做了調查外，亦瞭解對

他們在經濟利益上的訴求。

對於“在基本法中，有關公務員部份，應有一條定明1 999年後，澳門公務員

之薪酬及福利，最低限度應按當時之通脹率作調整”一項，有1 95名被訪者表示

支持，佔總計226人之86．28％；不同意者8人，佔3．54％。這個由絕大多數被訪

者表達出的願望，希望有關方面認眞考慮。

另外，對於公職人員退休問題，所得調查結果如下：（1 ）僅有36名被訪者

加入了退休計劃，佔總計227人之1 5．86％；1 91名並未加入，佔84．1 4％。因爲只

有實位與定期委任人員才有必須加入退休計劃，故爲前項數字低下的原因。（2）

1 97名被訪者認爲，“政府應該給予所有公職人員退休的安排。”佔總計227人之

86．78％。（3）1 52名被訪者贊同退休公職人員可一次性領取全部退休金，佔總

計221名之68．78％。69人不表贊同，佔31．22％。

由此可見，爲全體公職人員建立退休計劃，是廣大被訪者的要求，希望政府

能夠接納。

結 論

通過是次問卷調查，可以看出：現時澳門政府擁有一支人數可觀，具有較高

專業水準的年輕技術人員隊伍。他們是過渡時期，也是未來特別行政區年富力強

，並具充份技術和行政經驗的寶貴人材。

然而，由於其中大部份在本澳出生，擁有葡籍身份，同時多在中國大陸以外

地區接受高等敎育，因此，他們會更靈活又更愼重地選擇未來的路向。

在這些母語爲中文的技術人員中，曾經赴葡深造因而熟悉葡國語言文化的，

佔三成之多，再加上他們一半以上可以操用熟練的普通話和英語，因此，他們可

以成爲高級公務員本地化和中文官語化的重要依靠力量。

大部份的被訪技術人員是近兩三年進入公職（其中多數是合約及散位）的，

說明政府在技術人員本地化方面開始重視以及發揮他們的作用。

三分之二的被訪者認爲，本身的學歷和專業符合所擔任的職務，但仍有三分

之一認爲不符，政府需要及時糾正及改善這種浪費人材的現象。

另一方面，在這些具有高等學歷的技術人員之中，僅有7．5％擔任指導（或

助理）的職位。這是一個不合比例的低下數字。反映出政府在執行高級公務員本

地化政策上的遲緩和落後。在過渡時期的心態方面，須要重視的是：

首先，多數的被訪者認爲政府對中文官語化的工作做得較差。而達到這個目

標的最佳途徑是“讓更多認識雙語的人進入領導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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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級公務員本地化方面，同樣多數的被訪者對政府執行該政策的遲緩落後

狀況深表不滿。他們的要求是公正的、合理的，即“不應以種族，而是應以雙語

、學歷及工作能力”來挑選和任用領導人員。

許多技術人員認爲，“赴葡就讀計劃”應在不斷改進的基礎上，繼續進行。

其次，關於澳門前途的看法，對“中國政府會履行中葡聯合聲明的承諾”及

“一國兩制”表示同意或持相反意見的被訪技術人員均佔總數的三成左右，持觀

望態度的仍佔相對多數。採取何種有效措施，提高公職人員對中國政府的信心，

是有關方面（特別是中方）須要特別注意和做出特別努力的重要事項。

而超過一半以上的被訪者對基本法最關心的內容，是未來特區人權的保障。

有三分之一的被訪者表示將來會留在澳門，持觀望態度和準備移民的佔三分之二

。如何令到更多的公職技術人員留下來爲澳門的未來服務，取決於許多因素。光

靠某一方面的努力是不足夠的，還須要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公職人員本身）共同

奮鬥，才可達到一個理想的明天。

調查的其中一個結果也表明，許多技術人員贊成政府推行的“公務員納入葡

國編制”的舉措。這個事實，也發人深思。

另外，眾多的被訪者也表達了其薪酬福利要隨未來特區社會發展情況做隨時

調升的願望，以及希望享有退休待遇，安定人心，以收穩定、長遠服務之效。

在澳門政府技術人員中進行該類型的問卷調查，相信是第一次。因此所得的

資料不可避免地是孤立的、靜止的。澳門公務專業人員協會今後將繼續定期進行

同類型的問卷調查，通過更多不同階段資料的比較分析，以期探求過渡時期各項

事務發展的趨向以及規律。這些結果不但會向社會各界公佈，而且還會向有關方

面反映，希望成爲他們制定政策的參攷和依據，最終有利於中葡聯合聲明的實施

和澳門政權的順利過渡。這是澳門公務專業人員協會唯一的目的和最終的願望。

855



附 錄

調 查 問 卷 樣 本

請閣下塡妥個人資料：

1 ．性 別 ：a．［ ］女 b．［ ］男

2．年 齡 ：a．［ ］〈20b．［ ］20－29c．［ ］30－39d．［ ］40－49e．［ ］〈49

3．國 籍 ：a．［ ］葡籍b．［ ］中國籍c．［ ］英 籍d．［ ］其 他

4．出 生 地 ：a．［ ］澳門b．［ ］中國 c．［ ］香 港d．［ ］其 他

5． 已入公職年份：a．［ ］〈 1 b．［ ］ 1 －3 c．［ ］4－ 6 d．［ ］7－9 e．［ ］10－19

f．［ ］20－29g．［ ］30

6．受聘方式：

a．［ ］ NOMEACAO P R O V I S OR I A 暫時委任

b．［ ］ NOME ACAO DE F I NI T I V A 確實委任

c．［ ］ NOME ACAO I NT E R I NA 署任委任

d．［ ］ NOMEACAO EM COMISSAO DE SE R V IC O 定期委任

e．［ ］ C ONT R A TO A LEM DO QUAD R O 團體外合約

f．［ ］AS S AL AR I AME NT O， E V E NT UAL 散位合約

7．閣下擔任領導層（Chef i a）職務？

a．［ ］是 b．［ ］否

8．學 歷：a．［ ］硏究院 b．［ ］大學 c．［ ］大專 d．［ ］大專以下

9．畢 業 於 ： a．［ ］中國大陸 b． 台 灣 c．［ ］香港 d．［ ］澳門

e．［ ］加拿大 f．［ ］美國 g．［ ］英國 h．［ ］葡國 i．［ ］其它：

請指出

10．學歷認可：a．［ ］無 b．［ ］有，在澳門 c．［ ］有，在葡國
1 1．能書寫流暢之語言：

a．［ ］中文

b．［ ］英文

c．［ ］葡文

d．［ ］其它 ：請指出

1 2．能操流利之語言：

a．［ ］廣東話

b．［ ］普通話

c．［ ］英文

d．［ ］葡文

e．［ ］其它：請指出

1 3．曾在葡國學習葡語或行政課程？

a．［ ］是 b．［ ］否

14．上述問題若是，逗留在葡國之時間

a．［ ］少於三個月

b．［ ］三個月至一年

c．［ ］一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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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閣下回答以下問題：

15．按閣下的學歷，現擔任之職位

a．［ ］符合閣下學歷

b．［ ］低於閣下學歷

c．［ ］高於閣下學歷

d．［ ］不清楚

16．按閣下所學的專業與現擔任之職位

a．［ ］完全符合

b．［ ］基本符合

c．［ ］僅部份符合

d．［ ］完全不符合

1 7．對於“一國兩制是可行的。”說法，閣下：

a．［ ］完全同意

b．［ ］同意

c．［ ］沒有意見／中立

d．［ ］不同意

e．［ ］完全不同意

1 8．對於“中國將會履行中葡聯合聲明所定的承諾”，閣下：

a．［ ］完全同意

b．［ ］同意

c．［ ］沒有意見／中立

d．［ ］不同意

e．［ ］完全不同意

19．閣下對澳門基本法中，最關心的條款是

a．［ ］公務員的待遇和福利

b．［ ］國籍和護照

c．［ ］行政長官和立法議員的產生方式

d．［ ］人權的保障

e．［ ］其它

20．基本法中，有關公務員部份應有一條定明1 999年後，澳門公務員之薪酬及福利，最低限

度應按當時之通脹率作調整

a．［ ］完全同意

b．［ ］同意

c．［ ］沒有意見

d．［ ］不同意

e．［ ］完全不同意

21 ． 1 999年，澳門主權將歸還中國，閣下將會選 擇

a．［ ］留在澳門

b．［ ］移民葡國

c．［ ］移民其他國家

d．［ ］未定

22．閣下是否已參加公務員退休金計劃

a．［ ］是 b．［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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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閣下認爲政府應該給予所有公務員都有退休的安排

a．［ ］是 b．［ ］否

24．退休公務員可在99年之前一次過拿取全部退休金，閣下認爲是否適合？

a．［ ］是 b．［ ］否

25．閣下是否希望澳門公務員納入葡國編制？

a．［ ］否。

b．［ ］是。但99年之前須分批計劃去葡國

c．［ ］是。而且可選擇99年之前或之後任何時候離開

d．［ ］其它意見

26．目前澳門政府在推動中文官語化方面的工作，閣下認爲

a．［ ］很好

b．［ ］好

c．［ ］一般

d．［ ］差

e．［ ］很差

27．中文官語化的主要方法是（可選擇多個，並塡寫1，2，3，4以表明其重要性，1爲最重要。）

a．［ ］積極培訓翻譯員

b．［ ］讓多些認識雙語的人進入領導階層

c．［ ］讓多些土生，葡人學中文

d．［ ］其它

28．目前澳門政府在推動公務員本地化方面的工作，您認爲：

a．［ ］非常滿意

b．［ ］滿意

c．［ ］沒有意見

d．［ ］不滿意

e．［ ］非常不滿意

29．公務員本地化的主要方法是（可選擇多個）

a．［ ］應根據居民人口比例，大量提拔華人進入領導層

b．［ ］不應以種族劃分，而應根據雙語的認識及工作能力一併考慮，選拔人材

c．［ ］政府定出時間表，逐年減少從葡國派來行政人員數量，以給予本地公務員提升機會

d．［ ］政府不必定出上述時間表，僅在她認爲適合的時機才減少從葡國派來行政人員數量

e．［ ］其它

30．赴 葡就讀 葡語計 劃（PEP） 應

a．［ ］繼續推行，因爲有利於本地化

b．［ ］存有不足，須以改善

c．［ ］不必推行，因作用不大

d．［ ］其它

澳門公務專業人員協會理事會

東亞大學 法律系

一九九一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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