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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培訓

澳門法學協進會

澳門回歸祖國已五年，在行政長官何厚鏵為首的第一屆特區政府

的領導下，將回歸前的經濟不景，失業率高企，治安惡化等問題，透

過固本培元，紓解民困措施，加強保安秩序，適度開放博彩業，引進

外資，促進經濟的發展等施政措施而使問題得到明顯的改善。另外，

公共部門的行政改革也逐步得到落實，從提高行政效率，提出服務承

諾、品質管理、一站式服務等便民措施以及提倡公僕精神，扭轉過去公

務員文化的官本位思想逐漸轉化為民本位思想，並進行大規模的公務人

員基本培訓和中高級公務人員赴北京和新加坡培訓，取得良好的成果。

現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二屆政府已成立，行政長官何厚鏵連

任，主要官員全獲留任，新一屆政府將貫徹以民為本，提升澳人的綜

合素質為施政理念。要提升澳人的綜合素質，人才的培訓最為關鍵，

其中公務人員的培訓尤為重要，只有公務人員不斷加強培訓，提高服

務質量，以民為本，與時俱進，發揚公僕精神，才能有效地貫徹行政

長官的施政理念以及配合社會的整體發展需要。

《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100條概括地訂定公務人員制度的一般

原則，如對公務人員的分類、考核、錄用、任用、紀律、晉升、獎懲

以及培訓等制度予以保留，但可在保持原有制度基本原則不變的情

況，按照社會發展的需要予以改進和完善。因此，現行有效規範公務

人員制度的法律，除了部份公務人員因屬特別職程受相關的專有法律

規範外，大多數公務人員都受如《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87/

89/M號法令）、《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職程》（第86/89/M號法令）以及

《澳門領導及主管人員通則》（第85/89/M號法令）等規範。然而，關於公

務人員培訓制度的規定卻零碎地分散在上述通則的若干條文內，未能

形成具體和完善的法律體系。所以，為了能夠完善公務人員的培訓法

律制度以及更有效地實行公務人員培訓，我們建議可從以下幾方面加

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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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務人員培訓的意義

公務人員培訓有助於提高公務人員的本身素質和工作能力，係公

共部門開發人力資源的主要途徑和方法，具有重要的意義。

1 、提高公務人員的知識和能力

通過考核程序被任用的人員，一般都具有一定的知識和能力，但

是，由於受到考試方法的限制，如文件審查方式考試，又或知識考試

等，大多數人員沒有擔任公職的實際經驗，工作才能有待進一步的提

高。所以，在進入公共部門後，需要通過各種方式的培訓，掌握從事

相關具體工作的知識和技能，將知識和工作技能實際地相結合，盡快

適應新工作要求。同時，培訓也可以更新公務人員的老化知識，配合

和適應當今政府職能不斷擴張和變化要求，否則無法適應時代和社會

發展的要求。

2 、端正公務人員的工作態度

我們知道，回歸前的公務人員工作態度多存有官本位的色彩，回

歸五年後，公務人員的態度已逐步轉化為民本。公務人員的工作態度

如何，將會直接影響工作效果和部門的有效運作。工作態度端正，有

積極的工作熱忱和意願，就會取得良好和理想的工作效果。

3 、發掘公務人員的工作潛能

通過對公務人員進行各種成效的培訓，可以從中發掘公務人員的

工作潛能。我們知道，公務人員在最初擔任公職時一般具有很強的工

作能力，但時間長久之後，由於社會發展迅速和知識更新快，工作能

力會逐漸減退而導致能力不足。所以，為了彌補公務人員能力的不

足，就要透過培訓方式發掘公務人員的工作潛能，從而不斷地補充和

提高他們的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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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務人員培訓的原則

過去五年，特區政府所舉辦的公務人員基本培訓和中高級公務人

員赴北京及新加坡培訓，都取得一定良好的效果。今後，培訓除了要

考慮配合基本法和相關法律規定外，還可重點考慮下列原則。

1） 理論和實際相結合原則。要求公務人員學會運用學到的理論觀

點和方法，在日常的管理中解決實際問題。

2） 學用一致原則。要求公共部門對公務人員進行培訓時，所開設

的培訓內容和方法等都以公務人員有所用為主，如針對不同部門或職

責範疇的培訓，使之掌握新的知識、技能和能力配合社會和經濟發展

的需要。

3） 講求效果和質量原則。要求重視培訓的效果和質量，防止培訓

工作的形式主義。可考慮以下因素：制定明確的培訓計劃；按照培訓

對象的實際需要，確定內容；確保培訓導師的質量；探索培訓的方

法，運用現代技術使教學方法更加適當和有效；建立和完善培訓質量

評估機制；按照基本法和公職法律的規定修訂及完善公務人員培訓的

法律規章制度等。

三、公務人員培訓的方式

公務人員培訓方式法律制度化，除了個別的特別職程，如司法機

關的司法輔助人員、各公證及登記局輔助人員、警務人員、消防人員

和保安部隊軍事人員等有專門的特別法訂定相關培訓方式外，大多數

部門人員的培訓都遵循現行的公職法律制度的規定，未能有系統地聯繫

起來，回應將來更深層次的培訓的需要。因此，建議在按照《基本法》和

現行公職法律關於培訓制度的一般原則規定下，修訂及完善培訓制度，

明確訂定公務人員培訓方式的法律制度，可訂定以下幾種培訓方式：

1 、職前培訓

職前培訓就是對新錄用的公務人員進行的培訓，目的就是讓將要

入職的公務人員理解有關部門的目標、性質、職能、工作程序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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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工作內容，職責範圍和所需的技能，

以便正式入職時有所準備。職前培訓可以有以下內容：

——按照新錄用公務人員將要從事的工作部門的要求，對其原有

知識結構進行補充和提高，以達到部門的工作需要。

——此外，行政部門可考慮將新錄用的公務人員集中進行培訓，

聘請具有公共行政管理經驗的教師任教，重新梳理原有的知識和工作

經驗轉化為將要從事的工作上。

——最後，在具有行政管理和專業實踐經驗豐富的公務人員的現

場指導下，由新錄用公務人員從事一些實際的工作。

2 、在職培訓

在職培訓主要針對將要晉升領導或主管職務的公務人員，按照要

求進行的培訓。這種培訓的目的在於將要晉升領導或主管職務的公務

人員進行所需行政管理水平、組織領導能力和專業知識能力的培訓，

為其勝任新的領導主管職務做好準備。

擔任領導或主管的在職培訓可以屬於短期（一至兩星期）或長期（半

年至一年）的“脫產”培訓方式，在培訓的過程中一定要通過標準評審，

回任後需要對其工作或部門的管理運作有良好的改善作用。

3 、專項職務培訓

是指各公共部門按其部門的職能所需對本身公務人員從事相關專

項工作而進行的培訓。目的是向公務人員提供所需知識和技能。

專項培訓的內容，可以因應各部門的具體職務的要求而定。通過

專項培訓，使公務人員無論從知識層面，還是技能和能力層面都能夠

勝任本職的工作。

4 、知識培訓

是為了提升在職公務人員知識水平為目的而進行的培訓。可以是

法律、行政管理、電腦、會計、公關等知識的培訓等，此培訓有助快

速提升其知識，從而滿足社會和履行公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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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希望透過以上的幾點看法，能夠對澳門特別行政區關於公

務人員的培訓制度的建立，以及有助於推動政府在公共行政領域的深

層次改革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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