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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澳門人材資源本地化
使澳門社會本地化

羅世賢＊

Ⅰ
本地化：對時間和風險的管理

一般性地喚作本地化的整個進程中的中心技術問題是在1999年以前對公共

共行政人材資源的預見性管理。

衆所周知，人材資源的預見性管理旨在促使各機關在特定的時間內擁有一批

有才能（有知識、經驗和能力）的人員，他們必須具有能力和願意担當這些機構

的職務和工作的積極性，並隨時承担這些機構的生存與發展所需要的職責。

在此必須強調“願意”這個詞，它意味着公共行政人材資源的可靠的、負責

任的預見性管理不僅應該立足於才能，而且應該並以一種可能不同的方式立足於

這些人材的積極性。

預見性管理這個概念包括其範圍和其責任水平，不言而喻，它包含兩個概念

：時 間 和風 險 。

預見性管理中的時間 概念 在於人員的招募、培訓和晋升是根據時間上的需要

而不是根據眼前的需要做出決定的。

這就是說，獲取人材資源時，應根據獲得滿足其需要的學歷所必需的時間，

對其需要用時間差作出預測。

時間需要的預測應考慮所有的因素，其中有些因素是難以准確預測的。

＊ 行政曁公職司，招聘暨甄選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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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見性管理中的風 險 概 念 在於存在變幻莫測的情况，存在一些組織所不願意

看到而在有些時候對其有害的情况，只要人材資源：

——在數量或質量上不適應該組織行使職能和工作的實際需要；

——難以把該組織的目標和宗旨視爲己任；

——認爲該組織對其需要所作的反應是不足夠的。

這就是說，人材預見性管理上的風險即是：

——某些組織的需要與人材資源的現狀和發展不相適應，使這些組織難有所

作爲 ；

——個人或集體含義的人員所（期望的）需求與該組織對這些（期望的）需

求所能做出的反應不相適應。

由此看來，對預見性管理的担憂之一將是對風險的預測、預防和控制，並在

可能的情况下，把風險轉化成個人和組織的機會。

澳門公共行政人材資源預見性管理的特徵是：

——在承襲了葡萄牙行政管理、司法和文化遺產的政府和社會中安置人材的

歷史性需要；

——本地勞動力市塲和各種功能職別都缺乏人材，必須爲培訓和招募人材做

出巨大的努力；

——各政府部門在按標準挑選和培訓人員方面必須做出嚴格和協調的規劃，

盡可能要在本地建立一些人員招募中心，預測各功能職別和政府機關中

人材在各時期的流動情况；

——與此同時，還要在不中斷政府工作連續性的情况下，逐步替換那些在本

地留職時間較短的人員。

由此，對澳門公共行政人材資源的預見性管理要求醖釀一項全面的預測性計

劃，控制所要開展的行動，“橫切”所有政府機關的人材資源管理工作。這個計

劃將在三年時間裏制定出來，包括手段（戰略、策略、措施）；文件或工作程序

；各級負責管理此事的人。

行政暨公職司負責對行政改革進行監督，有權對全面計劃中的時 間 管理進行

直接的干預，制訂本地化的時間表（擬達到的絕對値和相對値）；協調政府各部

門的預測；組織安排人材的培訓以滿足需要。

行政暨公職司同樣可以對影響本地化進程的風險問題加以干預，並提出鼓勵

性措施以確立本地人材在澳門和政府裏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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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涉及“時間”管理的兩個例子：

甲）1999年以前本地化百分比的確定：

＊ 由於澳門政府的需要而保留的外籍人員將獲得與公職相對自主的地位。

1 993年似乎是我們最爲精確地確定本地化比例的較爲可取的年期，因爲：

——該年之後才公佈澳門基本法的主要內容；

——該年之後才能了解欲加入葡萄牙共和國公職隊伍的公務員和官員的概况
。

乙、公職培訓百分比的確定

假設1∶1 989年公共機關擁有30名建築師，其中1 7名系從葡萄牙共和國聘請的

，其餘的是在本地招募的葡籍人員。如公共行政人材資源總體保持不

變，將需要招聘17名本地建築師。考慮到其餘13名是葡籍人員以及需
要確定能確保30名建築師的最低下限，將需要爲建築界培訓1 7×2或

34名候選人。這樣，那怕1 999年前的離職率達到50％，也能確保有23
名建築師。

假設2∶出於同樣的考慮，增加一項百分比數値，以預測1 999年以前人材資源

的增長。

Ⅱ

“風險”的問題

本地化即對人材資源進行預見性管理。

預見性管理即對“時間”的管理，但同樣而且主要是對風險的管理。合格的

技術人員及其他人員的安排似乎是所有風險中最令人担憂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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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籍問題爲例，擁有葡萄牙國籍就使移民他處和職業上轉行更加容易，而

且，隨着1 999年的到來，將變成一個導致行政管理人員隊伍分崩離析的因素。

因此，必須採取一些措施以鼓勵公務人員留職， 如：

——經濟房屋的政策，允許購置住房的付款期延至1 5年（1 999年＋5年）；

——提高生活水平的政策，它包括解決經濟，職業、家庭、心理、健康和業
餘時間各個方面的問題；

——經濟政策，優先發展澳門服務行業（証券交易所，保險，信息，酒店業

和旅遊業），抑制某些行業的擴展，如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不動產投機、

私人從中直接得益而對預算收入却無補的民用建築業。

還必須向非葡萄牙國籍的居民提供定居澳門的便利條件，澳門有三十五萬這

類居民在此落地生根平均需要七年時間，這是與在本地建立和鞏固家庭所需時間

一致的，因而也就要求這種家庭具備維持生計的起碼的經濟和社會條件。

尤其重要的是，要使這些居民有機會在澳門提高其生活水平和專業培訓。

從外地輸入勞動力，可能並不是推動增強這些居民活力的最好措施。

由此可見，本地化進程必須轉變成意識本地化的政治戰略，把城市還歸（確

定給）市民。

“（……）必須想象和預測 ，澳門社會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運，樹立自己的
形象，因它在政治、法律、民事，一言以蔽之，在文 化上具有與衆不同的特徵”

。

可以預見到澳門特別行政區會加強自己幾百年以作爲轉運站的性質。毫無疑

問，由此將產生了巨大的困難，阻碍着一個具有鮮明土著 公民 意識的形成。然而

，我們或許可以這麼說，此事將不會也不應該妨碍闡述意 識本 地化存在的基本條

件 。

首先，是因爲有一個都 市形 象，其特色應予以加強並在質量上加以提高，以

便市民能爲此都市 形象 感到自豪，而不感到自卑。

其次，是因爲在法律上政治上，澳門公民可以獲得一個無論在中華人民共和

國還是在國際上都得到特別認可的身份。本地出身的人或居民就擁有這種特殊身

份，而獲取這種身份的條件是不能不關注社會和政治利益，並在事實上確立一個

有利地位，當然，僅僅在這裏登陸上岸是不足以獲取這種有利地位的。

最後一個原因是，儘管存在對立因素，甚於現在的表面現象，時間將揭示文

化交滙的永恒性以及它作爲社會標誌的永恒性，而這個社會將承認並提高它的價

值，突出它在構成集體文化的諸因素中的主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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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爲，應該參照新加坡和香港的做法，盡快引導澳門認識自己的社會心

理現實。而且我們不應該說自己毫無辦法，而在此提出一些能有效地推動上述“

意識本地化”形成的因素和措施：

——設立側重於介紹澳門社會和歷史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敎育；

——提高地方傳統的價値，尤其是那些有助於了解澳門歷史的傳統；

——在進行經常性公民敎育的同時，要通過“大衆傳播媒介”重視日常生活

中大小各個傳統；

——對宣揚本地文化的各種方式並將其納入日常生活中，應予以支持；

——爲改善和美化城市環境而鼓勵投資，尤其要建立飾有豐富藝術品的公共

塲所，這些公共傷所的規模，本地化和娛樂性要能使我們這個城市別具

特 色 ；

——發展全體居民積極參加的公益事業，從市政活動開始到建立文化、科學

、公民、政治等性質的機構。

我們認爲，應採納上述這些因素以便推動富於特色的本地化意識的形成。以

前景上來看，應被我們理解成“長期”的，是效果而不是原因。

因此，澳門政府應“確定一項公民文化敎育政策，以便能極大地提高這個大

膽而又具遠見卓識的前景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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