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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公務華員職工會理事長。

澳門特區公務人員應具備的
基本素質

郭淑華*

一

澳門特區公務人員要符合新時代的歷史需要，首先是要明確其所

處的歷史定位。從1999年12月20日開始，澳門跨進了一個新的歷史時

代，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規定，澳門特別

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的方針政策。因此，澳

門特區公務人員必須深入學習和領會中國國家領導人關於“一國兩制、

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的方針政策的相關論述，以及行政長官提出的相

關要求，明確澳門特別行政區所處的歷史方位。澳門特區公務人員所

處的歷史定位是貫徹並執行“一國兩制”方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的管治團隊，在兩方面應有明晰的認知，一是“一國

兩制”的內涵，二是“澳人治澳”的實踐。

江澤民主席在特區成立一周年慶祝大會上指出：“‘一國兩制’是一

個完整的概念。講‘一國’，有兩層意思，一是澳門是祖國的一部分。

澳門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根據憲法和基本法實行高度自

治。二是祖國內地始終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堅強後盾。⋯⋯。講‘兩

制’，就是國家主體堅持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澳門繼續實行原有的資本

主義制度、生活方式不變。”

胡錦濤主席日前在澳門指出：“‘一國兩制’是一項開創性事業。在

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同時，按照‘一國兩制’方針把實行資本

主義的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管理好、建設好、發展好，保持香

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是中央政府治國理政面臨的嶄新課題，同樣

也是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政府面臨的嶄新課題。⋯⋯‘一國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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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為一個嶄新事物，我們在實踐中難免會遇到一些矛盾。要正確分

析和妥善處理出現的矛盾，關鍵是要堅持全面、準確地理解和貫徹‘一

國兩制’方針，堅持按照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辦事，依法治港、依法治

澳，堅持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堅持在愛國愛

港、愛國愛澳的旗幟下實現最廣泛的團結，而且團結的人越多越好。”

行政長官在特區成立慶祝大會上提出：“通過對中華民族幾千年文

明的尋根溯源，我們要穩固地建立起民族認同感和愛國主義情懷。而

在實踐‘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過程中，我們有責任將國家的利益

與澳門的利益相互結合起來。我們追求的目標，是利國利澳，國家和

澳門共同繁榮發展。”

行政長官在特區成立一周年慶祝大會上指出：“我們可以引以自豪

的是，澳門市民一向擁有愛國愛澳的優良傳統。澳門回歸祖國以來，

這一優良傳統繼續成為建設澳門的重要力量。”行政長官在其第二任就

職演說中提到：“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堅持過去五年帶引我們走向成

功的核心價值和經驗，這就是以愛國愛澳的高度自覺精神，堅定執行

基本法，全面貫徹中央政府的方針政策，顧全特區長治久安的政治大

局，珍惜、維護社會的團結、穩定和包容，讓廣大市民在特區的發展

過程中取得實際的得益。”

花大篇幅引述領導人的講話，目的是希望我們進一步加深“一國兩

制、澳人治澳”的方針政策及其重要內涵的認識。

“一國兩制、澳人治澳”對特區公務人員的素質要求，可以以德、

能、勤、績、廉五個方面來構建其應具備的基本素質。

德是指其思想觀念和行為操守的綜合表現，愛國愛澳，以民為本

是德的重要內涵。愛國愛澳是新時代的政治要求，特區公務人員要努

力成為一個愛國者，要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意擁護和支持祖國統

一事業，並以主人翁精神，積極為澳門特區的穩定、繁榮和發展，貢

獻自己應有的力量。以民為本是實踐澳人治澳、依法施政的出發點和

歸宿。特區公務人員要貫徹以民為本的施政理念，首要弘揚公僕精

神，以服務市民為己任。公僕精神應當通過履行職責熱情主動地為民

眾服務來得以體現，急民之所急、想民之所想為其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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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指其業務能力和工作應變能力；勤是指其工作態度和敬業表

現。能與勤都體現在精通政務事宜上。所謂精通政務，具體來說有以

下幾個方面的要求：（1）熟識與本職工作相關的方針、政策、法律和行

政命令；（2）掌握本職工作所需的知識；（3）熟識本崗位業務工作，如

業務性質、範圍、職責要求、辦事原則、辦事程序和工作方法；（4）掌

握本職工作所需要的專業技能；（5）具有處理本職工作所面臨的種種複

雜問題的能力，其中包括決策能力、協調溝通能力和應變能力等等；

（6）掌握並能靈活運用各種現代管理手段，如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輿

論手段等等；（7）明暸本職工作的基本規律；（8）熟識或了解自己的工

作對象；（9）不斷學習新知識和新技能，自覺追求卓越與自我完善。

績是指其工作數量與質量，以及效益和貢獻。績體現在高效行

政。所謂高效行政，主要要求是（1）急民之所急，及時處理公務，按時

完成工作任務；（2）保持高效運轉的精神狀態和工作狀態，盡力實現工

作時效的最大化；（3）不斷改進工作方法，把握提高工作效率的手段，

從而創造行政工作的高效率；（4）注意工作質量，力求準確無誤地達到

行政工作的目標。

廉要求不謀私利、廉潔奉公。不謀私利是要求公務人員不利用職

權謀取法定生活待遇以外的私人利益；廉潔奉公是要求公務人員不貪

不佔、不以權謀私、不接受合法收入以外的任何餽贈和賄賂。

二

澳門特區成立至今已逾五年。五年來，澳門特區的各項建設迅猛

發展。“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從偉大構想轉變為成功實

踐，基本法得到不折不扣的貫徹實施、以行政為主導的政治體制、以

愛國者為主體的澳人治澳得到全面落實。五年來，澳門特別行政區在

中央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行政長官的正確領導下，在包括我們

全體公務人員在內的全體澳門市民的辛勤努力下，經濟生機勃勃，社

會祥和穩定，居民安居樂業，大家對未來都充滿信心。

回顧過去五年，澳門特區公務人員在工作的實踐中得到很好的歷

練，愛國愛澳意識、公僕觀念均有所增進，整體士氣穩定，工作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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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取。“澳門回歸以後，在公務人員的服務文化中，一些良好的趨勢出

現新的發展。首先是公務人員同社會的聯繫進一步加強，使公務人員

更加了解社會的情況和市民的需要，提高了工作責任感。當某些服務

過程出現障礙時，公務人員和社會人士透過密切磋商，互相支援，共

同跟進，使問題盡快得到合理的解決。在政府決策方面，更多不同層

次的公務人員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決策的過程，加強了他們的參與感

和積極性，使政府領導層對有關工作範疇增加了解，減少施政的盲目

性。”“政府工作的改善，反映出各級公務人員經過將近三年的磨練無

論從工作的進取精神、工作的能力和效益等方面，都有所增強。”“澳

門公務員整體上比較年青，思想開放，可塑性強，素質正在持續提

升。”引述的都是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內容，目的是印證特區成立以

來，公務人員的進步和成績。

無容諱言，特區公務人員還存在不少急需改進之處。諸如：有的

公務人員仍舊承襲以前遺留下來的官僚辦事作風和安於現狀、不思進

取的陳舊觀念，民本觀念較為淡薄，個別人員瞞上欺下，彼此推脫責

任。究其原因，在大的方面，面對澳門特區成立後歷史方位的變化，

一些公務人員由於缺乏對中華民族的歷史、內地的社會制度和發展的

認知和了解，對“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對作為澳門特

區憲政基礎的國家憲法和澳門基本法認識不足。在如何貫徹落實好“一

國兩制”方針，處理好“一國”與“兩制”的關係，如何當好“一國兩制”

之下的公務員，存在㟚認識不足，適應不夠的問題，因而未能緊跟時

代步伐前進，對新時代賦予新的使命缺乏認知。在制度方面：現行的

公職法律制度，大多數都是在十幾年前形成，隨㟚時間的推移，雖然

經過多次小範圍的調整修訂，但仍有不少內容未能符合現實需要。這

些制度在十多年的實踐中，就浮現了不少弊病和亟待解決的問題。

如：不同的任用制度所沉澱下來的不公平待遇，人所共知；職程制度

紊亂，未能體現分類管理公平性，誘發攀比之風盛行；激勵制度錯

位；紀律制度繁瑣；督導機制缺位⋯⋯等等。雖然澳門特區成立已有

五年，許多涉及公務員管理和辦理公務的法律法規，仍相對滯後，有

些更未能符合現實的需要。近年雖略有改動，但仍屬微調手段，尚未

觸及根本。在特區成立初期，要求穩步前進，逐步深化改革，這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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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預期未來，特區政府將會進一步完善公務員管理和辦理公務的法

律法規。

三

提升公務人員的基本素質，是一項系統工程，同時又是一個持續、

漸進的動態過程，特區政府、社會各方尤其是公務員團體和公務人員自

身都應㟚眼當前，立足長遠，共同努力。個人有如下的一些建議。

（一）在特區政府方面

1、應進一步強化公共行政觀察站的角色和功能，加強公共行政改

革的規劃性，使其成為一個專責工作委員會兼具政策諮詢和政策研究

的機構，要求在指定時限內提出公共行政專題改革報告，為完善公共

行政出謀獻策，從而加快公共行政的改革步伐。

2、穩步推進公職法律改革。在基本法第一百條中規定，在保持澳

門原有關於公務人員的錄用、紀律、提升和正常晉升制度基本不變的

同時，明確提出要根據澳門的發展加以改進。因此，應遵循公開競

爭、權責明確、紀律嚴明、法制管理等原則和精神，從入職錄用、職

程職級、評核激勵、晉升機制、培訓交流、監督管理、獎懲紀律、薪

酬福利等方面進行制度改革，推動公務員制度的完善。

3、創新公務人員管理機制。應盡快建立起統籌公務人員招聘、選

任、調動、培訓的職能部門，強化人事管理工作的系統性、前瞻性和

規劃性，優化公務人員成長環境，不斷增強公務人員隊伍的活力。

4、強化培訓工作。培訓是公務人員隊伍建設的基礎性工作，是提

高公務人員能力和素質重要途徑。培訓工作應根據澳門特區所處的新

的歷史方位和公務人員所承擔的新的歷史使命的要求，㟚力提高公務

人員的愛國愛澳意識、學習創新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公共服務能

力，不斷增強公務人員的思想素質、道德素質、知識素質、能力素質

和心理素質，以適應新時代新任務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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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進一步完善對公務人員的素質要求。現行的《澳門公共行政工

作人員通則》第279條規定了澳門公務人員應遵守的義務有：無私、熱

心、服從、忠誠、保密、有禮、勤謹、守時、不從事不得兼任之活動

等。這些守則成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為澳門公務人員基本素質的

重要體現。然而，隨著澳門已回歸祖國、特區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

澳”高度自治的方針政策，澳門特區公務人員應具備的基本素質必須與

時俱進，增添新的內容和新的要求，才能符合新時代的歷史需要。

（二）在公務員團體方面

1、公務員團體應該高舉愛國愛澳的旗幟，成為“一國兩制”、“澳

人治澳”方針的積極實踐者和推動者。回歸後，澳門與祖國的聯繫更加

密切。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和增強國家民族觀念、增進認識和了解祖國

的發展形勢的活動，是公務員團體大有可為的會務。

2、支持特區依法施政，支持特區政府改革與維護公務員應有權

益，兩者並不矛盾。問題是如何正確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係。

3、公務員團體不僅要在公務員與政府之間起橋樑作用，充分反映

公務員的合理建議和訴求，依法維護會員的合理權益；同時，更應該

為公務員與社會其他階層架起溝通橋樑，推動會員參與社會、服務社

群，發揮好社團聯繫社會的作用。

4、必須倡導一種從大局出發、用發展的眼光去對待改革的思維方

式，認識到凡是改革必然是要付出代價的。

5、推動會員加強學習，不斷更新觀念、與時俱進，致力推動廣大

公務員團結奮進，更好地服務澳門特區。

（三）在公務人員自身方面

1、持之以㝱，勤奮學習。我們身處在一個改革和發展的時代，學

習應成為每一位公務人員的自覺行動。我們應從自身特點和實際需要

出發，區分主次，突出重點，做到基本理論篤學，本職業務深學，修

身知識勤學，急需知識先學，增強學習的針對性和實效性。我們要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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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終生學習的觀念，根據自己的知識結構和工作需要，從理論和實踐

兩個方面不斷積累知識和經驗，向書本學，向實踐學，向他人學。我

們要養成終生學習的習慣，只有不斷學習，長期積累，才能打好深厚

的功底，積累良好的素質，才能在工作中擔當重任。

2、加強個人修養，不斷超越自我，加強個人修養是提高素質和能

力的一條重要途徑。我們要堅持自省，經常在繁忙的工作之餘冷靜地

思考，辯證地看待自己的長與短、得與失、成與敗，就能多一點謙

虛，少一點盛氣；多一點自勵，少一點自負；多一點成功，少一點失

敗。我們要注意加強個人修養，養成良好的職業道德和行為規範。

3、勤於實踐，樂於奉獻。實踐出真知，在實踐中刻苦鍛練是提升

自身素質和增長才幹的根本途徑和必由之路。實踐鍛練，貴在自覺，

貴在高標準、嚴要求，貴在主觀上不斷努力、不斷總結經驗和教訓、

不斷自我提高。

“一國兩制”是一項全新的偉大事業，需要特區政府和廣大澳門市

民共同實踐和探索。我們必須明確肩負的歷史重任，積極投身到“一國

兩制”的偉大實踐，在不同的崗位上服務市民、服務社會，服務澳門的

工作大局，為成功實踐“一國兩制”，為創造澳門更加美好的明天和中

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奉獻出自己的聰明才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