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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雜誌十週年
——回顧與展望

魏美昌＊

《行政》是澳門歷史上首創由澳門政府出版的學術性和理論性較強的中葡雙語

季刊。本人從創刊開始就參與編輯部工作，直至去年下半年因退休而離任，對該刊

物的優點和缺點有一定的了解。

該刊物是在中葡聯合聲明發表後不久，澳門進入過渡期時創刊的，主要反映澳

門在過渡期中在政治、法律、行政、經濟、社會、文化、教育各個領域中的情況，

而不僅限於公共行政，所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而且有中、葡作者，有本地和外地

的作者撰稿，從不同的角度進行分析，起了上下溝通和內外溝通的作用，不失為現

實性與理論性兼備，有相當水準的刊物。其讀者不是一般市民，而是有一定文化水

平的人，尤其是中、上層公務員，研究人員，專業人士等，因此範圍較窄，發行面

有限。有些文章對政府決策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因此十年來，這個刊物在反映澳

門、認識澳門、研究澳門以及澳門同周圍地區的關係方面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隨着過渡期的推移，研究的課題越來越多，無論從專業化的要求，還是從研究

的深度來說，這份刊物已不敷應付。許多專業性的刊物，從經濟、法律到文化已紛

紛面世，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

雖然有了不同類型、不同專業的刊物出現，便於對社會各個領域作微觀分

析，但一個社會的進步離不開宏觀的、跨學科的分析和研究，特別是從制訂長遠

規劃來說，沒有一批研究人員做系統的研究是不行的，而澳門恰恰在這方面顯得

十分薄弱。

＊澳門中華拉丁基金會執委主席、本雜誌前社長助理

《行政》雜誌編輯部本來是由政府的各個不同部門的人員組成的，其職責是

搜集所在部門的情況，並組織和審核有關的稿件。但十年來這方面的運作總是不

能令人滿意的，各個領域送來的稿件很不平衡，而且對這些稿件缺乏進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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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提高，一些專題性較強、帶關鍵性的課題，沒有能夠組織大家進行深入分

析和討論。一些帶敏感性的問題，有的被擱置或盡量迴避，使雜誌缺乏客觀性，

缺乏吸引力。

雙語雜誌在翻譯技術上也遇到種種困難，一些文章專業性較強，翻譯起來非常

吃力。我們有些翻譯人員，專業知識有限，吃不透原文的意思，表達出來既不信、

也不達，更談不上雅。翻譯不是簡單的直譯，而是一個再創作的過程，不下功夫是

不行的。因此要辦好雙語雜誌，必須有水平高的、相對固定的翻譯班子。

在雜誌的出版發行方面也存在一些技術性的困難，使雜誌不能按期及時與讀者

見面。國內外收件人的地址沒有及時補充和更新，缺乏推廣，使外地許多研究機構

和學者未知有這本雜誌存在。

面對九九年澳門回歸，能否繼續辦這份成本昂貴的雜誌，就要看將來特區政府

的決定。如果要辦，應做適當改革。要明確辦這份雜誌的主要目的是為特區政府提

供智囊性的參考意見，而不是一般的學術性、理論性刊物（這種刊物應由大學來

辦）。主編這份雜誌的應屬政府的跨部門研究機構或顧問團，由一批相對固定的研

究人員來主持。徵稿範圍可以廣泛些，而不限於內部的研究人員。研究的課題可根

據澳門社會發展的需要而定，集中於帶戰略性、長期性、關鍵性的課題。例如如何

落實“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如何繼承、保留、改革和發展澳門原有的政治、法

律、經濟和社會制度；如何建立精幹、高效、廉潔、透明的公務員制度；如何切實

保証和改善澳門的治安環境；如何健全澳門的財政管理制度；如何解決司法部門雙

語人才嚴重不足的問題；如何使澳門的經濟繼續繁榮；如何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

如何改善澳門同周圍地區的關係；如何發揮澳門在兩岸關係中的橋樑作用；如何加

強澳門同歐洲及拉丁世界的關係；如何保留、利用和發揚澳門的文化特色；如何發

揮澳門土生葡人的作用；如何改革澳門的教育制度；如何做好澳門的城市規劃；等

等，等等。

對這些課題的研究都需要有熟悉該行的專門人才，包括澳門以外的專家參與討

論，而且應鼓勵“百家爭鳴”，而非“一家獨鳴”，這樣才能出有份量的意見，有

實質內容的研究成果，而不是漫無邊際、言之無物。

既然主要目的是提供智囊性、供決策參考的意見，當然必須以中文為主，不需

要辦成雙語合刊。為了便於不懂中文的人了解其內容，也為了便於海外學者了解澳

門，可以將某些文章的內容摘譯成葡文和英文，通過國際信息網絡傳播出去，或單

獨印成小冊子散發。

澳門既然是個人文科學的寶庫，有待大家進一步挖掘，只要大家重視，從人

力、物力方面做足夠投資，沒有理由不相信這種類型的雜誌不可以辦好，為在下世

紀把澳門建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欣欣向榮的特別行政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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