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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第十四卷，總第五十三期， 20 01 No．3 ， 99 1 - 1 002

二零零零年澳門特別行政區
勞工政策的回顧

孫家雄＊

踏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春天，澳門的經濟剛由谷底開始回升，但失

業率仍然高企，過去一段長時間的經濟疲弱，令原來澳葡政府所訂的勞工

政策受到了很大的衝擊。特區政府成立之初，以解決失業問題為施政中的

重點，原有的勞工政策亦作出了一些調整，筆者欲借此文回顧一下過去一

年特區政府在勞工政策方面的舉措及對將來的展望。

為對勞工政策進行全面的瞭解，我們必須先要明瞭澳門的勞動市場狀

況，就以二零零零年第三季度為例，根據統計暨普查局的資料，有以下主

要經濟指標。

在本地生產總值方面，最近幾年本地生產總值及其主要的組成部分之

變動情況，顯示澳門的經濟從一九九五年開始不斷下滑，本地生產總值由

3．3％降至一九九八年的－4．6％。然而，二零零零年的情況有所好轉，統計

顯示，二零零零年度的本地生產總值有4％的增長。但受著過去數年經濟

不景氣的影響，勞動市場的發展仍擺脫不了拖累，勞動力參與率逐步下

降，而失業率則趨上升。

在通脹率方面，二零零零年九月的消費價格指數分別較一九九九年同

期和二零零零年八月下跌1 ．25％和0．1 9％。此外，二零零零年首三季平均

指數亦較一九九九年同期下降1 ．8％。這顯示通縮的情況仍然持續，消費市

場並不活躍，經濟復甦步伐緩慢。

＊勞工暨就業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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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外貿易方面，二零零零年第三季出現1 3億元（澳門元，下同）的

貿易順差，與九九年同期相比上升5．4％。出口總額接近60億元，比九九

年同期增加1 6．3％，主要由於“紡織品及成衣”及“非紡織品”的出口較

九九年同期分別增加了1 3．6％及32．5％所致。本地產品出口總額約為51 億

元（佔出口總額的85．3％），較九九年同期上升1 3．1 ％。再出口總額近

9億元（佔總出口的1 4．7％），亦較九九年同期增加38．8％。美國與歐盟

仍是本澳出口的兩大主要市場，共佔總出口的78．2％。相對九九年第三

季，本澳出口往美國的貨值上升1 8．7％，往歐盟的上升6．6％。二零零零

年第三季度進口總額約為47億元，比九九年同期增加1 9．6％，這是由於整

體上進口經濟貨物大類均有增長，特別是“資本貨物”、“燃料及潤滑油”和

“消費品”的進口分別增加22．3％、27．8％和353％。

在旅遊業方面，根據入境旅客及酒店房間入住率等旅遊業指標，均顯

示澳門的旅遊業得到持續發展。二零零零年第三季經海、陸、空路到澳門

的旅客共2，474，674人次，較九九年同期的1 ，897，1 00人次上升30．4％。除

了入境旅客的情況令人滿意外，留宿旅客人數亦很理想，共有723，998人

次，比九九年同期上升25．8％，但平均留宿時間為1 ．29晚，比九九年同期

輕微減少0．09晚。酒店房間入住率為62％，比九九年同期有5．6個百分點

的 增 幅 。

在建築業方面，綜合建築業的各項指標，均顯示該行業的發展仍不理

想。二零零零年第三季度批准之“新動工樓宇”有1 2棟，與九九年同期的20

棟相比，下跌40％。“新動工樓宇面積”為62，909平方公尺，比九九年同

期大幅減少50．8％，但比二零零零年第二季則微升6％。另一方面，二零

零零年第三季度“建成樓宇”的數目為 1 8棟，較九九年同期的 1 6棟增加

1 2．5％；“建成樓宇”面積為1 26，235平方公尺，與九九年同期及二零零零

年第二季比較，分別增加6．7％及1 42．9％。“水泥消耗量”及“入口建築材

料”仍然下跌，分別較九九年同期減少22．5％和35．2％。

除了上述的主要經濟指標之外，我們必須對勞動力市場作出深入而詳

細的分析，才能真正地掌握實際的情況，以二零零零年第三季度為例，有

以下 幾 種情 況 。

在外地勞工方面，截至二零零零年九月底，在本地區的“外地勞工”

共有28，1 1 3人，較上季及九九年同期分別下降0．4％及1 3．8％。外地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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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80．8％來自中國，當中女性佔了73％。過半數的外地勞工（57．4％）

從事“製造業”，次之為“住宿、餐廳、酒樓及同類場所”（1 0．8％），及“僱

用傭人的家庭”（7％）等行業。從治安警察局截至二零零一年一月底的資料

中所錄得的“外地勞工”為26，444人，比本季度底減少5．9％。

二零零零年第三季批准的外地勞工申請名額為61 5個，在所有批准的

名額中，“團體、社會及個人的其他服務”佔近三分之一，當中以“娛樂及

其他康樂服務”佔大多數，達91 ％，而“製造業”則佔1 4．2％，其中“製鞋工

業（硬化 橡膠或塑膠鞋及完全用木造的鞋除外）”佔該項的92％。

按行業統計之外地勞工人數

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及治安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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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勞動人口及勞動力參與率方面，二零零零年第三季的勞動人口約為

21 1 ，800人，與九九年同期及上季比較，分別下降2．4％及1 ．0％。勞動人

口中男性佔53．6％，女性佔46．4％。與九九年同期及上季比較，男性勞動

人口分別減少1 ．8％及增加1 ．1 ％，而女性勞動人口則分別下降3．2％及

3．4％。

二零零零年第三季度勞動力參與率為62．4％，較上季及九九年同期分

別減少1 ．1 個及2．3個百分點。男性的勞動力參與率依然高於女性，且比上

季有0．4個百分點的升幅。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則為自一九九八年年初以

來之最低紀錄，與上季及九九年同期相比，分別下降2．2及2．4個百分點。

從年 齡 組 別 分析 ， 在 2 5歲 至 4 4歲年 齡 組 別 之勞 動 力 參 與率 佔 較 高 的 比

率，該年齡組別中，男性的勞動參與率佔97．5％，而女性的佔76．1 ％。根

據統計暨普查局的資料，二零零零年十一月至二零零一年一月的勞動力參

與率為63．3％，較九九年同期下降2．1 個百分點，這是因為男性及女性的

勞動力參與率分別下降了1 ．0個及3．0個百分點。

在就業人口方面，二零零零年第三季的就業人口約為1 97，600人，較

上季及九九年同期分別下降0．6％和2．2％。就業人口中，男性佔52．4％，

女性佔47．6％，而超過六成的就業人口（62．1 ％）為25歲至44歲之人士。

按職業身份劃分，就業人口中88．8％為“僱員”，1 0．2％為“僱主及自資

經營者”及1 ．0％為“無酬家屬幫工”

二零零零年第三季度“僱員”身份的就業人口，與九九年同期相比減

少2．9％，但與上季比較則沒有變化。而與上季及九九年同期比較，該季

度“僱主及自資經營者”分別增加1 ．2％及1 2％。“無酬家屬幫工”則分

別減少40．8％及41 ．6％。就業人口主要以從事“製造業”， “批發及零售

業，機動車、摩托車、個人及家庭物品的維修”， “住宿、餐廳、酒樓及

同類場所”及“團體、社會及個人的其他服務”等行業為主，比率依次為

1 9．4％、1 5．4％、1 0．5％及1 1 ．4％。

職業方面，過半數就業人口從事的職業集中在以下三類：“服務、銷售

及同類工作人員”（20．2％），“文員”（1 9．9％）及“非技術工人”

（1 6． 5％）。從就業人口的學歷來看，有49％為“中學教育”，38．6％

為“小學教育或學前教育／從未入學”及1 2． 4％為“高等教育”。

二零零零年第三季度的薪金中位數為4，81 0元，與九九年同期的4，81 3

元相近，但較上季的4，683元輕微增加2．7％。各行業中仍以“僱用傭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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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2，930元及“製造業”的3，041 元為最低，與九九年同期比較，前

者減少2．1 ％，後者則增加7．6％。受經濟疲弱的影響，多個行業的收入繼

續下降，特別是“建築業”， “批發及零售業；機動車、摩托車、個人及

家庭物品的維修”及“教育”等行業的收入與九九年同期比較，分別減少

7．2％、8．3％及9．3％。“電力、氣體及水的生產及分配”（1 0，667元）

以及“公共行政、防衛及強制性社會保障”（1 5，577元）是薪金中位數最高

的兩個行業，相對於九九年同期，後者上升9．1 ％，然而前者則下降2．2％。

就職業而言，收入最低的是“非技術工人”（3，203元）及“機台、機

器操作員、司機及裝配員”（3，264元）。收入最高的是“專業人員”

（1 6，604元），但亦較九九年同期下降3．1 ％。按每月工作收入組別劃分，

7．8％的就業人口“少於2，000元”；44．1％為“2，001至5，000”元；28．3％

為“5，001至10，000”元；11．3％為“10，001至20，000”元；以及有5．8％“多於

20，000元”，其餘約2．4％為無酬家屬幫工及不作回覆者。

在就業不足人口方面，二零零零年 第三季度就業不足人口有6，66 6

人，比上季上升1 5．1 ％，較九九年同期亦有1 31 ．5％的增幅。就業不足率

為3．2％，比九九年同期增加1 ．9個百分點。就業不足的主要原因是“訂

單、顧客不足或淡季”（65．8％）及“未能找到其他工作”（31 ．8％）。

在失業人口及失業率方面，二零零零年七月至九月，在勞工暨就業局

屬下之就業暨職業關係促進處的求職登記有6，31 9宗，比上季減少21 ．2％。

同一期間，在該處新登記的職位空缺有4，995個，亦較上季減少40．4％。

就業暨職業關係促進處在本季成功為248人覓得工作，比上季增加8．8％。

然而，該數字僅佔轉介見工之求職者總數的4．1 ％，另有76．3％未獲僱主

安排見工或見工後未被錄用。

勞工暨就業局的就業暨職業關係促進處與社會保障基金是發放失業津

貼的互相協調機關。於二零零零年七月至九月，該處共發出了1 ，832份失

業津貼證明書、1 ，966份失業救助金聲明書以及1 ，474份失業培訓津貼證明

書，與上季比較，除了首項減少41 ．2％外，其餘兩款證明書／聲明書的簽

發 分 別 增 加 6 2 3％ 及 4 3 6％ 。

二零零零年第三季的失業率為6．7％，分別較上季及去年同期減少0．4

個及0．2個百分點。與上季比較，男性失業率下降0．4個百分點；女性失業

率也下降0．5個百分點。而與九九年同期相比，兩者分別上升0．2個及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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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百分點。失業人口為1 4，1 91 人，相比上季及九九年同期減少6．5％及

5．5％。失業者中，1 2，61 8人（88．9％）屬尋找新工作者，比上季的1 4，632

人減少1 3．8％；而尋找首份工作者有1 ，573人（1 1 ．1 ％），較上季（550人）

激增1 86％，這與該段期間部分學生完成學業投身勞動市場有關。近半數

（48．7％）失業人士年齡介乎“二十五歲至四十四歲”之間，而“四十五歲

或以上”的佔25．5％，“十四歲至二十四歲”的佔25．8％。

尋找首份工作之人士中，年齡介乎 1 5歲至1 9歲之間的佔46．7％，其

餘53．3％全屬20歲至24歲。而尋找新工作的人士，1 6．5％年齡介乎1 5歲

至24歲之間，54．9％為25歲至44歲，另28．6％屬45歲或以上。57．7％

的失業人士的學歷為“學前教育／從未入學”及“小學教育”程度；35．9％

具有“中學教育”程度及6．4％具有“高等教育”程度。而“高等教育”程

度的失業率與上季及九九年同期比較，分別減少7．1 ％及1 9．1 ％。在尋找

首份工作的失業人士中，30．5％為“學前教育／從未入學”及“小學教育”

程度；39．6％具有“中學教育”程度；29．9％具有“高等教育”程度。尋

找新工作的失業人士，過半數為低學歷者，即61 ．1 ％具有“學前教育／從

未入 學” 及 “ 小學教育”程度；其餘則35．5％具有“中學教育”程度及

3．4％具有“高等教育”程度。

根據職 業劃 分， 失業 人數 較多 的主要 為“ 工業 工匠 及手 工藝 工人 ”

（34．7％）；“服務、銷售及同類工作人員”（20．6％），以及“非技術工

人”（1 8．8％），這些職業亦是尋找新工作的失業者（77．9％）最希望從事

的職業。至於尋找首份工作的失業者，最希望從事的職業依次為“文員”

及“服務、銷售及同類工作人員”，比率分別為48．6％及20．3％；由於有

三分之一尋找首份工作的失業者學歷較低，故此，他們希望從事“非技術

工人”的比率也達20．5％。根據行業劃分，失業人數最多的是“建築”

（35．8％），但該行業仍屬最多尋找新工作的失業者（29％）最希望從事的

行業。尋找首 份工作的失業 者，最希望從 事的行業依次 為“批發及零 售

業，機動車、摩托車、個人及家庭物品的維修”（29．2％）、“金融業務”

（1 7．2％）及“團體、社會及個人的其他服務”（1 4．7％）。

失 業 的 原 因 主 要 為 “ 暫 時 工 作 完 結 ” （ 3 3 ． 2 ％ ） ； “ 被 解 僱 ”

（29．7％）；“個人或家庭原因”（1 4．3％）和“公司結業”（1 3．4％）。此

外，還包括“不滿意工作條件”（7．5％）以及“其他原因”（1 ．9％）。尋

找新工作的失業人士中，7 5． 6％的人士尋找工作的時間為“六個月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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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1 0．2％為“七至十二個月”；1 4．2％為“超過十二個月”。尋找首

份工作的失業者中，73．2％的人士尋找工作的時間為“六個月或以下”，

1 3．5％為“七至十二個月”，1 3．3％為“超過十二個月” 。

從上所述，長時間失業者在該季有所上升，因此必須繼續推行職業培

訓活動，使失業者能重投本地勞動市場。有關失業者的求職途徑，約半數

（49．7％）是透過“應徵招聘廣告或登報待聘”，22．7％於“職業介紹所或

就業暨職業關係促進處登記”，1 8．3％經“尋求家人、朋友、工會等的協

助”，9．3％直接向僱主或工作地點尋找工作。

經上述的詳細分析後，特區政府的勞工政策在二零零零年有以下幾方

面的措施及調整。

在解決勞資糾紛方面，一直以來，澳葡政府所沿用的都是單純按法律

程序起訴的方法。按法律辦事當然是絕對正確，然而有些時候卻脫離實際

情況，甚至有些時候欠缺為勞資雙方安排一條坦誠協商的渠道，導致出現

漫長而又浪費人力物力的法律訴訟程序。特區政府考慮到近年來的經濟不

景，強硬按法律上的字面表述執行勞工法，這種做法表面上看似對勞工有

所保障，但實際上亦同時出現很多負面的效果。例如：不是在工人的主動

要求下勞工部門強硬要求企業要補回一些超時工作的津貼，雖然工人們可

能因此而多增加一點收入，但卻因此而令企業虧損甚至倒閉，到頭來失業

的仍是工人本身，這亦不是工人所期望的。因此，在特區政府成立之初，

我們在解決勞資糾紛方面作出了一些調整，歸納有如下數點：

一、按 法律 的宗 旨及原 則辦 事， 絕對不 能作 出任 何違反 法律 原意 的

規 定 ；

二、在法律容許的情況下，儘量達至勞資雙方協商解決；

三、在協商解決的過程中，必須服從勞資雙方的意願，並以公平、公

正的 態度 處理 ；

四、能在規定時間於勞工局範疇內解決的儘可能在勞工局解決，不能

解決的才送往法院處理。

通過這些調整，加快了處理勞資糾紛的個案。每年完成的個案由一九

九八年的一千三百多宗提升至二零零零年的接近二千宗。使無論勞、資雙

方都獲得了莫大的裨益，不致陷入於曠日持久的法律訴訟中。對違法者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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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款的金額亦由一九九八年的二百三十多萬澳門元降至去年的不足一百

萬澳門元。然而，自願糾正違例情況者的數字則大大增加，工人在作出投訴

不久後便得到與僱主安排面對面的協商，從而解決問題或取回應得的權利。

勞工局在處理勞、資糾紛方面，除了運用上述的四種方式及由法律所

賦予的權力之外，還有一個非常有效的途徑是不可不提的，就是對於一些

經常違反勞工法例，屢勸不改而又有聘用外地勞工的企業主，最有效迫使

其糾正違例情況的方法，就是大幅度削減其外勞額。這種方法比起曠日持

久的法律訴訟還來得有效。雖然，屬於這種情況的僱主不多，但間中我們

亦需要運用這種途徑解決問題。

在保障工人的工作衛生及安全方面，由於近數年的經濟不景，工業意

外發生率已逐年下降。同時經濟結構已開始由過去的倚重製造業逐步轉向

為倚重服務業。加上地產市道不景，建築業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建築業

及製造業的意外率已不像過去的嚴重。為此，我們亦對保障工人的工作衛

生及安全方面作出了以下的調整：

一、在行業方面，除保持一向對建造業及製造業工作衛生宣傳外，還

對服務性行 業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以期加強服務性行 業的工作衛生及安

全 意 識 ；

二、從過往大量的表面性宣傳工作轉向從事適量細緻的調查、研究及

教育工作。藉著意外發生率較低的時期做好基礎工作，有助將來經濟復甦

後降低意外的發生；

三、從 硬性 的處 罰方式 轉向 採用 柔性的 思想 教育 ，處分 行為 只是 治

標，思想教育才是治本。

經過了 上述 的調 整，預 防工 作意 外的覆 蓋面 大幅 度地包 括了 更多 行

業，同時亦能更有針對性地瞭解意外的根源，從而得以有效的防治。另一

方面，調整後的行政費用亦能大大地節省下來。

由於近年失業情況嚴重，就業及職業培訓政策的調整較澳葡政府時代

為多。二零零零年在職業培訓方面作了重大的調整，最主要是在對象上作

出了改變。過去培訓的對象主要為學徒及在職人士，但由二零零零年初開

始，培訓的基本對象為失業工人。同時為了更有效地大量開展失業者培訓

活動，特區政府發動了眾多的民間力量，由博彩專營合約撥出的五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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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援助金作為資金來源，與民間團體合辦失業者職業培訓課程。各式各

樣的課程可謂百花齊放，有與街坊會合辦的物業管理員課程；與工聯合辦

的辦公室實務課程；與廠商會合辦的製造業在職培訓課程；與酒店業協會

合辦的酒店業在職培訓課程；與馬會員工福利會合辦的馬伕培訓課程，與

鏡湖護理學院合辦的按 摩培訓課程；與婦聯會 合辦的家務助理員課程 等

等。各類課程林林總總可謂不勝枚舉。而勞工局本身則利用政府撥款繼續

開辦學徒培訓課程及各類不同的在職培訓課程。在過去一年，因應社會環

境的變遷，職業培訓政策的改變是較為矚目及成功的。

二零零 零年社 會輿 論最關 注的 莫如就 業政 策。這 方面 包括了 兩大 範

疇，一是本地勞工的就業，二是外 地勞工的輸入。尤其是在外勞輸入 方

面，時常引起極大的爭拗，甚至有示威、遊行及暴力事件出現等。

首先在本地勞工的就業方面，如前述統計資料所示，由於結構性失業

嚴重，加上失業者年紀比較大，學歷較低，除了接受培訓之外，暫時較難

安置就業。然而我們仍不斷地努力，除了按以往的模式介紹工作之外，還

舉辦了數個大型職業配對活動及集體見工日。同時亦開設了24小時的電話

就業中心，建立了監察職位空缺走向的就業觀察站，以便更快捷地進行介

紹工作，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摩擦性失業率。

在外勞輸入方面，是勞工政策中最棘手的問題。從表面上看令市民大

眾不能接受的是，澳門 存在二萬八千外勞，但 卻有一萬四千本地失業 工

人。直覺上只要終止其中一萬四千外勞之工作合約，則澳門便能達至全民

就業。透過本文一開始所作的統計分析便會立刻發現，上述這個理論是完

全站不住腳的。首先是在結構性方面，失業來源主要來自建築業。過往建

築業好景的時候，建築工人平均月收入過萬，其家庭成員基本上不用外出

工作。因此，由於建築工人失業，而導致一名失業建築工人產生兩名失業

者。原本的建築業失業工人基本上希望尋找一份建築業的工作，但由於地

產市道的不景，加上澳門面積狹小，大型工程不多，根本沒有足夠的職位

空缺可容納他們。由其家庭而產生的另一名失業者多數是已經下崗了十多

年的家庭主婦，由於要照顧家庭及時間上的限制，亦很難找到適當的職位

空缺來安置她們。這一批接近九千名的失業者非要待地產及建築業復甦後

才可真正解決問題。就算是將現存的二萬八千外勞完全遣走，對他們來說

都是沒有明顯幫助的，這就是結構性失業所帶來的最大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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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有上述的結構性失業問題存在，但對輸入外勞措施作出的一些調

整，仍然對解決本地工人的就業困難起到一定的作用。假如澳門現在沒有

外勞，將對以製造業為首的數個行業包括娛樂服務業、酒店業及餐飲業等

造成嚴重的打擊，直接影響澳門的經濟。所以輸入外勞絕不能採取一刀切

的政策，既要輸入亦不能過濫。因 此輸入外勞措施應加強監管，嚴格 審

批，並且抽去多餘的水分，以達至保障本地勞工權益為主的同時亦可達到

發展經濟的目的。

澳門回歸後輸入外勞的政策方面作出了以下幾點的調整：

一、每一份輸入外勞的申請必須事先作出職位空缺的登記，以便儘可

能聘用本地工人 ；

二、在回歸前沒有使用之外勞額將自動被削去，不能再使用；

三、按各行業的失業情況及企業內本地工人所佔之比例在輸入外勞申

請時，僱主須承諾增聘一定數額的本地工人（雙贏政策）；

四、對不能實際反映本地勞動市場工資的外地廉價勞工予以大幅削減；

五、對違反勞工法的僱主予以大幅削減其外地勞工額；

六、對一些企業內的非必要性、非技術外勞將不予續期。

除了上述六點措施之外，黑市及過界勞工充斥勞動市場亦是一個嚴重

問題。因此勞工局透過成立舉報黑市勞工電話熱線，與治安警及水警緊密

合作，過去一年在打擊黑市及過界勞工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同時，在

查獲黑市或過界勞工之後，亦採取了如下措施：

一、聘用沒有合法證件，或證件已過期，或只持有旅遊簽證勞工的僱

主，一律按刑事罪行處理。由檢察院對僱主作出檢控，而有關勞工則被遣

回原 居地 ；

二、聘 用持 有合 法勞工 身份 證為 他人工 作的 勞工 （過界 勞工 ）的 僱

主，將被治安警察局予以行政罰款；

三、上述兩點所指違法僱主，如其本身持有一定數額的合法勞工，其

勞工額將被削減，而削減數量將是所聘非法或過界勞工數量之雙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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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述第一、二兩點所指之非法或過界勞工，將被取消工作許可及

被遣回原居地。對於內地來澳者，特區政府將知會中央政府以便在將來簽

發通行證時作為參考；

五、差遣獲許可的外地勞工從事與獲許可工種不符工作的僱主，亦將

被削減其外地勞工配額。

上述五點措施除第一點外，基本上全屬臨時性的行政措施。在處分方

面，一般認為未能達到有效遏止黑市勞工充斥勞動市場的效果。因此行政

當局現正推出的輸入外地勞工行政法規草案正好為這方面作出補救，以期

勞、資雙方經過充分討論後儘快公佈，以利政府嚴格執行監管工作。

勞工政策中除了前文提及的處理勞、資糾紛、工作衛生及安全、職業

培訓及就業政策之外，不可不提的是協調勞、資關係，勞、資關係處理得

當，將可大大地減低社會上的紛爭，營造社會的祥和氣氛。無論本地居民

或外來投資者均可安心作出投資，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從而提高就業率，

最終受惠的仍是所有市民大眾。

在協調勞、資關係上有正式及非正式兩種渠道。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

是協調勞、資關係的正式渠道，在基本法內已規定了有這一種協調機制的

存在。一切有關勞工事務的政策、方針、法律、法規等必須經過委員會的

討論。雖然委員會只是一個諮詢性質的機構，但假如所討論的事項得到了

委員會內勞、資及政府三方的共識，則將來有關事項在執行方面必定較為

順利。

過去澳葡政府由於語言上的溝通及中、西方思想觀點差異的問題，所

有勞工事務只能依賴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進行協調工作。雖然會議頻密，

但冗長而耗時的會議， 有大部分時間花費在語 言翻譯上，會議的成果 不

多。澳門回歸後，由於沒有了語言上的溝通困難，加上同屬本地人，思想

差異較少，協調效益大大提高。非正式的協調渠道因而產生，在有關事項

送上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作正式討論協調之前，已非正式地初步作了一些

探討及溝通。這種機制 更大地發揮了協調的功 用，達到了事半功倍的 效

益。二零零零年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開會的次數不多，但達成的共識及議

決的事項則為數不少，這便是一個最好的例證。

二零零零年可以說是工會運動的另一個里程碑。由於失業率嚴重，工

人自發上街遊行示威。隨後組織工會，這一點可謂打破了過去五十年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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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的傳統格局，也可以說是由於澳門回歸之後而出現的一些新形勢。特

區政府不能再像以往澳葡政府的那樣只對獨一工會的負責人作溝通協調工

作。特區政府與勞方的溝通協調將是全面性的，這不局限於某一工會，亦

不局限於某一層面，協調工作上有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不單只勞方是如此，資方也是如此。近年出現了多個資方團體。新興

的團體一般較為年輕，活力較為充沛，然而經驗方面當然不比傳統社團的

豐富，社會脈絡方面亦不比傳統社團的深廣，但卻勝在勇於創新。這些資

方團體若協調得當，同樣可以像傳統社團一樣發揮很大的動力，更可令社

會氣象一新。

澳門回歸的政治轉變而帶來勞工政策的轉變，將隨時間而漸漸顯露出

來。二零零零年是勞工施政中遇到極大困難的一年，預計未來數年，勞工

施政仍將困難重重，但無論如何，特區政府解決失業問題，提升經濟能力

的決心是不容置疑的。透過勞、資與政府的攜手合作，全澳市民的積極支

持，相信澳門必定能順利地繼續跨過一個又一個的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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