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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雙語化之我見 *

魏美昌＊＊

實現行政、立法、司法三個領域雙語化是過渡時期的目標。三者是相互聯系

相互影響的，其中立法與司法領域雙語化，因本澳缺乏雙語法律人材，難度較大

，在此暫且不說，只集中談行政雙語化，從學術上加以探討 。

中葡聯合聲明和基本法規定，中葡兩種語言均是一九九九年之後的官方語言

，而在此之前要確立中文的官方地位。由於種種原因，中文直到九二年一月才由

澳督以法令形式宣佈爲官方語言，並成立了語文關注委員會，監督和推動中文官

方化的進一步落 實 。

雖然從法律上講，兩種語言的官方地位是平等的，但從實際運用來說，在一

九九九年之前是以葡文爲主，中文爲輔，而一九九九年之後則是以中文爲主，葡

文爲輔 。

中文官方化的實施，澳門比香港整整落後了二十年，各方面的條件均不如香

港。要在剩下的六年時間內眞正落實行政雙語化，使中文在官方機構的運用得到

全面貫徹，尙需付出巨大努力。只有眞正落實了中文的官方運用，才能確保一九

九九年之後葡文的繼續運用。兩者之間是互爲因果的 。

要落實行政雙語化，需要實現“三突破”，即觀念、技術和培訓三方面的突

破 。

＊“中文官語化研討會”上的講話，研討會由澳門公務專業人員協會於九三年四月廿四日舉行 。

＊＊ 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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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觀念上的突破

主要是指處於領導地位的一些行政官員要改變觀念，徹底拋開葡萄牙管理殖

民地的一套舊觀念和習慣，因爲這種觀念並未能保證葡國退出殖民地後原有行政

制度的延續性，何況澳門根本不是非洲，其中一個重要區別是語言文化背景不同

，葡文始終未能在本地華人社會中佔據主導地位，葡文只能靠特權在行政等部門

維持其統治地位，而一旦此特權喪失，九九年後葡文在行政部門的延續性就成問

題。因此必須確立和發展澳門的行政文化，使雙語化能長期維持不變 。

關鍵在於當前在各級行政領導人頭腦中要樹立一種觀念，即要十分重視中文

在行政部門的普遍使用，否則，九九年之前中文在行政部門得不到應有的推廣，

雙語制度得不到眞正的確立，那麼葡語在九九年之後在行政部門中的使用就會有

迅速減弱以至消失的危險 。

雙語行政文化並非短期內用機械湊合辦法可以形成的，而是長期的、互相尊

重、互相借鑑、互相交融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若不趕緊動手培植，恐怕永遠培

植不成，那麼九九年之後要保持行政制度的延續性亦成爲一句空話 。

由於至今某些部門行政領導人頭腦中並未確立此新觀念，因此在該部門推廣

中文的過程中就遇到種種阻力，甚至出現倒退現象。這同來自葡萄牙的官員的任

期過短，不熟悉澳門情況亦有關。一些抱臨時觀點的人，不但認爲自己無需學中

文，而且認爲不推廣中文，日子照樣可以過，行政部門照舊可以運作，因此缺乏

一種內在壓力。實踐證明，光靠外在壓力，已不足以解決中文推廣的迫切問題，

行政官員的觀念更新來自對長遠目標的認識以及實現此目標的自覺性 。

葡人行政官員中觀念的突破固然是關鍵，而華人中亦存在觀念更新問題。華

語目前在行政部門中仍處於劣勢，而由劣勢轉爲優勢的過程中，容易產生一種片

面性，只強調漢語的生存權和使用權，而排斥或忽略另一方。華人在繼承和改造

現存行政制度的過程中，必須從學葡語入手，力求行政部門中擔任中、上層職務

、尤其是領導職務的華人能夠熟練地運用葡語，熟悉澳門的行政制度及其賴以建

立的基礎——葡國法律制度 。

無疑這是長期學習和熟悉的過程，不能一蹴而就，在自己頭腦中要牢牢樹立

起雙語化觀念，兩語並行而非互相排斥。需要排斥的是以我爲中心的大國沙文主

義觀念，才能保証九九年之後雙語制的延 續 。

二、技術上的突破

這主要是排除在推廣中文及確立雙語制方面存在的種種技術障礙，這裏有內

部溝通和對外溝通兩方面的問題 。

214



內部溝通有口語和書面之分。口語方面主要障礙在上層，因爲這一層能通中

葡雙語者較少，有時不得不用英語勉強應付。硬要九九年前離職的葡國官員現在

才來惡補中文，恐怕不現實。比較現實的做法是鼓勵華人公務員多用葡語同其上

司或 同 事 溝 通 。

另一種辦法是在決心九九年後留職的公務員中普遍推廣雙語，每人根據需要

來 補 自 己 之 不 足 。

難度較大的書面溝通問題，包括各種會議記錄、請示報吿、吿示與批示等等

，至今仍以葡文書寫，有的需嚴格循固定格式，或引用法律文件書寫。只有資料

性、參 考性 的文件 有時 可以用 英文 書寫 。

問題是在何種情況下才可以用中文書寫？在行政主管不通雙語的情況下，是

難以辦到的。因爲依靠翻譯來溝通不僅拖慢辦事速度，而且在翻譯質量差的情況

下會造成預料不到的行政貽誤和損失，除非行政主管通雙語，在下達行政命令之

前能及 時糾 正翻譯 上的 差錯 。

即使在本地化方面搞得比較好的香港和新加坡，內部文件仍用傳統行政語言

——英 語來 書寫 ，維 持其較 高的 行政 效率 。

因此在九九年之前，內部溝通文件大多數以葡文書寫的局面將難於改變，也

不需要急於改變。只要求在涉及更大範圍的中、下層公職人員需知的文件，則需

盡量譯 成中文 ，而且 力求譯 文準確 。

爲了保持行政效率和質素，就要求受華語敎育的公職專業人員，特別是那些

準備晋升領導職務者，下苦功夫精通葡語並熟悉葡國法律及行政運作，以做到直

接用葡文起草內部文件。九九年之後則要求受葡語敎育的、擔任領導工作的公職

人員 能用 中文 起 草內 部文 件 。

隨着高層公務員本地化的深入開展，行政內部運作將逐漸由以葡文爲主，中

文爲輔轉變爲九九年之後以中文爲主、葡文爲輔。這應是個漸變過程，盡量避免

突變 ，以 免 行政 效 率受 損 。

九九年之前，翻譯 工作應集中於對外 溝通方面，使政府 的各種運作、指令 、

政策等能盡早爲只懂華語而不懂葡語的廣大居民所瞭解，增加政府的透明度，密

切 官 民 關 係 。

如果能直接用中文起草和公佈這些文件，當然更好。但九九年之前，大部分

對外文件仍需依靠翻譯來完成。由於每個政府部門所管的範圍不同，專業性較強

，因此對翻譯的專業化要求則越來越高，這就需要每個司一級的部門具有自己的

翻 譯 班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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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溝通實際上亦包括口語和書面兩個部份。每個單位的公關部門應配備足

夠的雙語人員，對外使用的表格應做到徹底雙語化而不留尾巴。應允許市民以中

文書寫自己對政府部門的意見和要求，並有權得到迅速答覆。中文旣然已成爲官

方語言，就不應在這方面有任何保留或折扣 。

要做到這點，關鍵在於提高公職人員的雙語程度，特別是中文程度，使各種

問題能夠及時 和直接用中 文得到處理 ，提高政府 的辦事效率 。

翻譯這個“拐杖”畢竟數量有限，不能事事時時都依賴它。翻譯力量應集中

於解決重要環節，使工作效率不斷提高 。

翻譯人員除了增大其數量外，應重視其質量的不斷提高，除了給予優厚待遇

，保証翻譯隊伍的穩定性之外，還應訂立一系列的制度和措施，檢查譯文的準確

性，保証其質量 。

三、培訓的突破

這不僅在於培訓合格的翻譯人員，而是爲確立雙語制度而進行全面和有重點

的培訓 。

衆所周知，雙語培訓是個長期任務，應針對不同的對象，設計不同的課程，

又有脫產和在職培訓之 分 。

翻譯人員的培訓目前由理工學院和澳門大學承擔，重點需解決師資、敎材等

問題，力求不斷提高敎學質量，以滿足社會對翻譯的不斷增長的需求。對學員，

除了重點掌握中葡兩種文字外，還應學好英語和普通話，以適應澳門多語社會環

境及日益發展的對外交往。在可能條件下，還應學法、西等拉丁語種，使澳門將

來成爲中國與拉丁語系國家的特殊橋樑 。

學員在大學裏所受到的是一般訓練，在走到工作崗位上後，還要創造條件，

按其工作專業需要進行專業訓練，以不斷提高其專業翻譯水平。一般來說，沒有

五年以上的磨練是不易成材的 。

在職公務人員的雙語培訓，也應根據工作需要及學員的不同水平，安排不同

的課程。行政曁公職司培訓廳及其他有關部門在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再贅述

。在雙語培訓中，對成績優秀者應予獎勵，並在工作中對掌握雙語的能力應定期

評核，形成制度，並以雙語掌握程度作爲晋升的重要條件之一 。

需要突出和強調的是對中、上層公務人員的培訓，並與公務員本地化相結合

，把這種培訓作爲公務員本地化的重要步驟。由於這些人是治澳人材和棟樑，故

應花更多精力和時間來研究和落實培訓計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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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們的培訓應有別於對一般公務人員的培訓，應設計特別課程，讓他們有
更充分的時間和條件來掌握雙語，並熟悉法律及國內外行政制度和經驗。現有的

赴葡、赴京就讀計劃，以及澳門大學的公共行政課程，看來還不能完全滿足這一

需要。還應設計一套更切合實際、針對性更強、效率更高的培訓計劃 。

如果這個計劃能設計和落實得好，將會大大促進公務員本地化和行政雙語化

的進程，並使雙語制和雙語文化的延續性得到更牢靠的保證。屆時，澳門的華人

將不再爲與政府打交道仍不能使用中文而操心，而葡國人也無需爲九九年後葡語

會自然消亡而擔心，使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關於雙語化的規定得到眞正落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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