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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團體與政府施政

陳滿祥*

澳門現有眾多公務員團體，它們無論是在澳門回歸祖國的過渡

期，還是在實施“一國兩制”的新時代，都為配合形勢的發展發揮了自

身應有的作用。在今後的建設特區美好家園的進程中，仍迫切需要公

務員團體不斷凝聚力量和智慧，在支持配合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等方面

繼續作出更大的貢獻。

一、澳門公務員團體現狀

眾所周知，澳門地方雖小，但社團卻不少。據大致統計，目前有

各種各樣的社團二千多個，它們代表著社會不同的階層和行業，可分

為政治、經濟、公益、勞工、文化、教育、公務員、文藝、衛生、體

育、宗教、街坊、遊樂、社交、同鄉會、氏族等界別。因此，人們稱

澳門社會是一個社團文化的社會，這種說法不無道理。不同的社團，

秉承自身所在社團的宗旨，在澳門現實生活中參與社會事務、爭取相

關權益等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對進一步推動社會事業蓬勃發展起

著積極和不可或缺的作用。

公務員團體是澳門眾多社團中的一個界別，會員主要由在政府任

職或曾任職的公務員1 組成。澳門現有公務員團體30多個，幾乎包括了

所有的公共服務領域，具有多樣性的色彩。計有：澳門公務華員職工

會、澳門公務專業人員協會、澳門公職人員協會、澳門女公務員協

會、澳門法律公共行政翻譯學會、澳門公共行政管理學會、中山大學

行政學系澳門同學會、澳門法學協進會、澳門衛生高級技術員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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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裡所指的公務員是一個廣泛概念，是在政府任職或曾任職的工作人員的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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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人員協會、澳門市政稽查人員協會、澳門警務人員協會、澳門翻

譯協會、澳門公職教育協會、澳門公立醫院醫生協會、澳門公共行政

學會、澳門公共行政學友會、澳門護理人員協進會、澳門公職診斷及

治療技術員協會、澳門公共衛生學會、澳門社會工作人員協進會、澳

門中葡護士會、澳門醫務助理人員協進會、澳門專科護士會、澳門藥

劑專業人員協會、民政總署員工協進會。此外，還有澳門退休公務員

聯誼會，澳門退休警務人員公會，澳門退休、退役及領取撫恤金人士

協會等。

公務員團體伴隨著澳門回歸祖國的步伐而不斷增加。據資料顯

示，成立較早的公務員團體，應屬1975年成立的澳門公務華員職工

會，它是由當時的七個政府部門的華員工會聯合組成2。上世紀80年代

中葉，以中葡聯合聲明的簽署為標誌，澳門進入主權回歸的過渡期，

特別是澳門與香港一樣，同樣實行“一國兩制”，澳門的前途明朗，廣

大公務員關心社會和爭取權益的意識不斷提高，大家積極參與社會活

動，公務員團體的成立也隨之增多。例如澳門公職人員協會（1987年成

立）、澳門公務專業人員協會（1989年成立）等眾多公務員團體就是在這

種大背景下相繼成立的。

澳門具有適宜公務員團體成長的政治生態環境。除了澳門的法律

規定結社自由之外，政府鼓勵社團活動。以公務員團體為例，符合資

格的團體既有會員會費的支持，又有政府有關當局給予實質性的財政

資助，還有社會機構和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甚至部份團體還獲政府

在會址上的給予，以幫助社團推動會務發展。

二、公務員團體的特點和作用

愛國愛澳的優良傳統。和社會上絕大多數社團一樣，公務員團體

心向祖國，關心內地，支持和擁護中央政府的大政方針，對祖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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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考《澳門公務華員職工會慶祝聯合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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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強烈的凝聚力。公務員團體同時熱愛澳門，重視參與社會活動，積

極參政、議政，踴躍向政府提出各種意見和建議，努力推動各項社會

事務的發展。

為促進澳門的平穩過渡不遺餘力。從社團開展活動的情況看，特

區成立前的澳門處於政權交接的過渡時期，公務員團體的會務除日常

的聯誼工作外，大部份時間一是用於積極投身於解決過渡時期的“三

化”問題、爭取公務員的合理權益（尤其是加薪方面），以及公職法例的

修訂等範疇上，發表意見和建議，參與社會事務；二是積極支持和參

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宣傳和推廣，如派員參與基本法研習班

等力圖使基本法家喻戶曉，深入人心；三是積極參與澳門特別行政區

政府的組建，如部份公務員團體的核心成員當選首屆行政長官推選委

員等；四是針對過渡期事務進行問卷調查、舉辦專題講座或研討會、

多個公務員團體合辦“服務市民日”等。這些都反映了澳門公務員團體

在此階段所擔當的重要角色，以及所起著的推動澳門平穩過渡的重要

作用。

積極支持配合特區政府施政。公務員團體根據澳門回歸祖國以及

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形勢的變化，在自身定位和角色上作了較大的

調整，轉為支持和配合特區政府的施政。現以回歸五年來的情況看，

主要公務員團體在開展各自會務的同時，積極參與特區的各項社會事

務。如澳門公務華員職工會、澳門公務專業人員協會、澳門公職人員

協會、澳門女公務員協會的負責人，被特區政府以個人名義邀請加入

公共行政觀察站。他們在這個觀察站中，可表達對公共行政改革的意

見，發揮作為對公職法例的修訂被諮詢團體意見的作用，支持特區政

府政策，表達對公務員納稅的贊成意見；十多個團體負責人一起赴內

地參加由中央駐澳聯絡辦主辦的“澳門公務員團體負責人研討班”；爭

取在多年“凍薪”的前提下要求加薪；多個團體負責人從不同界別被選

成為第二任行政長官推選委員會委員；更如由十多個公務員團體組成

“澳門公務員團體慶祝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五周年活動委員會”，舉辦

研討會、歡慶會、嘉年華、植樹等系列慶祝活動等，也無不反映了公

務員團體的團結和在相關事務上的共同取向，既理性爭取合理合法的

權益，同時支持和配合特區政府的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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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社會穩定和諧貢獻力量。公務員團體從分散各自開展會務，到

因應社會的演變而加強交流和協作，特別是各自努力、相互包容和協

作，對公務員隊伍的穩定和團結起到了紐帶作用。公務員隊伍的團結

和穩定，是社會的穩定和諧結構中的重要元素。這裡還要指出的是，

如果說澳門公務員隊伍的穩定團結，與公務員團體所起到的作用是分

不開的；那麼，公務員團體間的團結協作和備受社會認同，與特區政

府和社會各界的支持幫助，以及與原新華社澳門分社和中央政府駐澳

聯絡辦的指導、協調是分不開的。

三、公務員團體今後的工作重點

今天的澳門，處處呈現勃勃生機，為公務員團體開闢了一個大有

作為的新天地。澳門特區呈現的新形勢和第二屆特區政府提出的新任

務，給公務員團體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認為，公務員團體在今

後的活動中，應圍繞胡錦濤主席最近提出的“要以人為本，不斷提高政

府的管治水平”的殷切希望，以及圍繞特區政府提出的“同建優質社

會，共創美好明天”施政目標，腳踏實地做好下列工作：

1 、愛國愛澳，團結奮進，進一步支持配合特區政府施政

當前的澳門，社會治安良好、市民安居樂業，澳門的經濟和社會

建設踏進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時期。作為澳門“一國兩制”建設生力軍

的公務員團體，有必要一如既往地堅持愛國愛澳的優良傳統，一方面

支持及配合特區政府施政；另一方面充分發揮澳人當家作主的精神，

使廣大居民感受到公務員“以民為本、服務澳人”的“公僕”理念和精

神。同時，進一步加強公務員團體的交流和協作，對社會活動起到更

大的影響和推動作用。

2 、學習和推廣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基本法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根本大法，有必要在公務員隊伍中

加強宣傳和推廣。公務員團體可通過舉辦和合辦活動，學習和推廣基

本法，讓更多的公務員加深對基本法的認識和了解，從而使大家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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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覺地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的方針政策，確

保特區的各項建設沿著基本法鋪設的軌道順利前進。

3 、推動公共行政改革

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五年來，全體公務員在以何厚鏵先生為特首

的特區政府的正確領導下，在維護和促進社會穩定團結為大前提之

下，充分表現了公務員既能顧全大局，與民共渡時艱；又能與時並

進，理性爭取權益的良好精神風貌。然而，公共行政的改革更是本屆

特區政府的其中一個工作重點，公務員團體應做好公務員與政府之間

的協調角色，積極配合特區政府推行行政改革，配合特區政府建立一

支有效率、問責、廉潔的公務員隊伍，同時，也要適時諮詢和反映會

員的意見和建議，以利更好及更合理地配合有關法律的修改、制定和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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