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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摘　要：澳門是一個社團社會。由於歷史的原因，澳門政府部門給予社團大量的資助。目前，澳門對社

團的資助呈現資助部門多、資助額度大、對澳門社團文化影響深遠等特點，但也存在透明度低、公平性受到

質疑、公共部門之間協調不足等問題。這導致澳門社團的封閉化、空殼化與去會員化，也增加了公帑浪費與腐

敗的潛在風險、弱化了政府對公眾訴求的回應。在此基礎上，本文提出了依法行政以加強政府對資助社團的管

理、檢視現有政策以進一步完善政策法規、加強信息化建設以打造特區社團資助一體化平台等建議。

關鍵詞：關鍵詞：政府　社團　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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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cao is a society of civil associations. For historical reasons, the Macao government has been providing 
a huge funding for civil associations. At 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vision of funding by the Macao government 
to civil associations include fundings from many departments, large amounts, and  a profound infl uence on the civil 
association culture of Macao. This has led to the closed, hollowing out and de-memberization of Macao civil associations, 
increased the potential risk of waste of public funds and corruption, and weakened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public 
demands.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such as law-based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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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improve th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and constructi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latform about funding to civil 
associations in the Macao 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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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是一個社團社會。在澳門，社團不僅歷史悠久──1569年，來自葡萄牙的賈尼勞主教就創

立了仁慈堂這一帶有社團性質的慈善機構，迄今已有400餘年；而且數量龐大──據筆者2019年12月

11日查詢澳門印務局官網（www.io.gov.mo），澳門的社團總量已達到9,535個，若以2019年第四季度

總人口數67.96萬人為基數，則每千人擁有近14個社團。

政府給予社團大量的資助，是澳門社團最大的特點之一。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歐洲大陸社團與

政府的合作傳統。中世紀以來，社團（最典型的是行會，英文稱“guild”）力量在歐洲迅速崛起，

其合法性往往以“特許狀”的形式得到認可，在某種意義上，這種“特許狀”就是當權者或土地所

有者與社團建立同盟的契約1，根據特許狀，社團獲得許可與特權（比如自治與徵稅的權利），同時

要對土地所有者盡相關義務（主要是繳納貨幣與商品）。隨着歐洲步入資本主義社會，所謂的“特

許狀”被取消，但政府與社團的合作文化則一直保留，在今天，這被稱為“法團主義”。葡萄牙人

在獲得澳門居留權之後，也迅速將這一歐洲傳統帶到澳門。根據湯開建教授考證，澳門仁慈堂成立

不久，即獲得當地葡人自治機構（澳門議事會）資助，而且“從澳門議事會海外貿易的稅款中提取

一部分利潤，是澳門仁慈堂資金的一個極為重要和穩定的來源。”2 1871年，澳門首個華人慈善組織

鏡湖醫院3成立，其成立之初就得到了類似資助的政策支援，方式是低於市價，“以每年一元租賃醫

院土地”4。

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興起，則為政府資助社團進一步提供了理論支持。“新

公共管理”學說認為，政府的作用是“掌舵而不是劃槳”，主張政府以購買服務的形式，依靠社團

等非營利組織來提供公共物品。而此時又恰逢澳門回歸前夕，澳葡政府給了一些葡人社團大量的資

助，很多葡人社團短短幾年就獲得幾百萬至幾千萬的收入5，使政府對社團的資助達到回歸前的極

致。

澳門回歸後，特區政府基本上延續了原澳葡政府對社團的資助政策，但對華人社團與葡人社團

的資金分配更加公平。伴隨着回歸以來澳門的經濟飛躍，特區政府無論是在資助面的廣度，還是資

金撥給的額度方面，又實現進一步躍升，形成了獨特的澳門社團資助文化。

澳門向社團提供資助的公共部門眾多。據澳門審計署對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的公共部門及基金

1 ［美］湯普遜：《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徐家玲等譯，北京：商務印書館，2011年，第667頁。
2 湯開建：《天朝異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上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年，第327

頁。
3 該組織雖然名稱為醫院，但在澳門是公認的社團，該會於1942年辦理社團立案手續時，註冊名為“鏡湖醫院

慈善會＂。參見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
社，2004年，第245頁。

4 黃雁鴻：《澳葡政府對華人慈善社團的管理政策》，《行政》2010年第2期，第363-374頁。
5 郭小東：《澳門財政研究》，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2002年，第2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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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62001年的資助活動進行審計後，發佈《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公共部門向社團發放財政資助的

研究》指出：2001年，澳門共有39個公共部門發放過財政資助（發放對象包括個人、社團及其他實

體）7，佔當年公共部門總數（73個）的53.4%。

這一數據近年來有一定增長。據澳門特區政府《2019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的政府預算，列入

預算的公共部門有101個，有53個部門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公佈過資助名單（全部或部分）。

這些公開的資料表明，其中至少有40個部門涉及對社團的資助。

據前述澳門審計署的報告，2001年度整個特區政府發放財政資助總額為11.4億餘（澳門元，下

同），為特區政府當年總開支（151.9億餘元）的7.6%8。政府資助的這些資金，有近27.2%（即3.1億

元）由社團獲得（參見表1）。另據統計，2001年底，澳門共有社團1,983個9，也就是說，平均每個

社團可獲得資助15.6萬元。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澳門經濟剛從回歸前連續數年的負增長中復甦。隨着

回歸後澳門經濟的持續繁榮，這一數字已經有了成倍的增長。

表1　2001年澳門公共部門資助實體分佈表

序號 資助對象 比例

1 個人 25.8%
2 教育機構 44.6%
3 公共行政部門 1.4%
4 商業機構 1.0%
5 慈善社會服務團體 19.8%
6 其他社團 7.4%

資料來源：澳門特別行政區審計署《衡工量值式審計報告：公共部門向社團發放財政資助的研究》

目前，澳門最大的資助部門為澳門基金會，該基金會最大的一項資金來源是“澳門特區娛樂場

幸運博彩專營承批公司及轉批給公司毛收入1.6%的撥款”，2014年該部門的年度資助已超過10億，

達到1,229,097,075.39元（參見圖1），考慮到這其中絕大部分資助對象是社團10，可以認為，從2014
年起，澳門各類社團從澳門基金會獲得的資助就已達10億以上，2019年澳門基金會批給的資助超過

24億。大概可以估計，澳門基金會2019年批給社團的資助可能超過20億。

其他公共部門擁有的資源也很豐富。據媒體報導，澳門社會文化司司長辦公室2016年的預算為

1.8億元，其中有1.1億用作社團資助11，為該辦公室總預算的六成。

6 具體包括協助行政長官及主要官員履行職責的實體（如司長辦公室等）、所有行政部門（如署、局、基金
等）和兩所大學（根據全文，指的是澳門大學和旅遊學院）。參見《衡工量值式審計報告：公共部門向社團
發放財政資助的研究》，澳門：澳門特別行政區審計署，2003年，第6頁。

7 《衡工量值式審計報告：公共部門向社團發放財政資助的研究》，第7、3頁。
8 《衡工量值式審計報告：公共部門向社團發放財政資助的研究》，第12頁。
9 婁勝華：《民間社團、制度資源與澳門政治發展》，《行政》2005年第3期，第861-870頁。
10 澳門審計署還對2010年1月至7月澳門基金會的資助進行了審計，據該署發佈的《衡工量值式審計報告：澳門

基金會對社團資助發放》，這7個月發放的資金中，有98.93%撥給了社團。參見《衡工量值式審計報告：澳
門基金會對社團的資助發放》，第1頁。

11 《譚司：社團資助資料將公開》，載於《澳門日報》，2015年12月5日，第B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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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澳門基金會歷年批給資助統計（單位：億澳門元）

資源來源：據澳門特別行政區公報的資料整理，數據以四捨五入保留到百萬位

美國社會學家奧爾特曼與切默斯（Altman & Chemers）指出：“文化出現在物和物質環境中。”12

如果說澳門存在獨特的社團文化，政府的資助政策毫無疑問是影響澳門社團文化的重要因素。

以社團的會費收繳為例。會費是社團經費最常見、最重要的經費來源之一，美國學者薩拉蒙

（L. M. Salamon）對全球範圍內22個國家進行了非營利組織的資料進行統計分析，發現其中59%國家

（的非營利組織）以會費為主要經費來源。13 而從整體來看，澳門的社團普遍會費收入較少，在收

入結構中無足輕重。

影響會費收入最基本的因素是會員數量與會費標準（如果會員數較多的話，還包括會費收繳

率）。會員數方面，有研究認為，澳門的社團普遍規模小，會員數一般“從三五人到幾十人”14。會

費標準方面，澳門的社團會費標準整體偏低，據筆者統計，2018年，獲得澳門基金會資助金額在百

萬元以上的社團有81個，其中有17個在官網公佈了會費標準，以一般會員（或“普通會員”）計，

年會費在100元及以下的社團有9個，佔總數的52.9%，年會費在1,000元以上的社團僅3個，佔17.6%
（見表2）。這些社團的資料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由此可以估計，澳門社團的會費收入應該普遍較

低。而據筆者對澳門社團的接觸、瞭解，澳門不收會費的社團亦為數不少。

所以，澳門社團的收入中，會費是比例極小的部分──這與國際慣例有較大差異，可能是澳門

社團文化獨有的特色。

12 ［美］奧爾特曼、切默斯：《文化與環境》，北京：東方出版社，1991年，第6頁。
13 Salamon, L. M. & Sokolowski, S. W., Global Civil Society: Dimensions of the Nonprofi t Sector (Volume 2). Bloomfi eld: 

Kumarian Press, 2004.
14 郭小東：《澳門財政研究》，第2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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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澳門政府對社團的資助已經是澳門社團生態至關重要的一環。以大量的資助為依託，澳

門政府成功地動員社團力量，實現其政策目標。比如，澳門2016年啟動的“千人計劃”（即每年組

織1,000名澳門青年學生赴內地各省市開展學習交流活動），其中半數活動就是以澳門基金會制定的

活動框架為基礎，由社團策劃、申請及執行的。15

表2　澳門部分社團一般會員年會費統計

年會費標準（元） 相應社團個數 比例

100元（含）以下 9 52.9%
100-1,000元（含） 5 29.4%

1,000-6,000元（含） 3 17.6%
總計 17 100%

註：本表統計的是2018年獲得澳門基金會資助在百萬元以上且在官網能找到會費標準的社團，共17個

政府大量資助社團，為澳門社團提供了良好的資源環境，也進一步帶動了澳門社團的蓬勃發

展。回歸20年來，澳門社團數量翻了兩番有餘，這顯然與政府的社團資助政策密切相關。但是，隨

着澳門對社團資助的繁榮，存在的問題也進一步凸顯。

透明是社會對公共資金使用的普遍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財政透明度界定為：公共財政報

告的清晰度、可靠性、頻度、及時性和相關性以及政府的財政決策過程對公眾的開放性。16 也就是

說，透明度的核心是信息公開，同時還要求相關信息有助於公眾準確判斷公共資金使用的合理性。

目前，社會對澳門公共部門資助透明度的關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資助本身的透明

度。包括資助的原則與程序，資助給誰，為甚麼資助，這些最基本的信息公開都做得非常不夠。比

如：（1）本文前面提到，目前有53個部門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公佈過資助名單，至少有40個

部門涉及對社團的資助，但這些部門大多數僅公佈了部分信息而非完全信息。（2）據筆者統計，截

至2019年8月，僅11個公共部門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公報》上公佈了公共財政資助的“批給（或

發放）規章”。（3）至於資助原因，則更加不清晰，立法會議員區錦新在立法會直接批評某些公共

部門的資助“竟然毫無發放資助標準”17。二是資助資金使用的透明度。民眾主要關心這些資金是如

何使用的，是否存在浪費，是否合理。目前，這類信息幾乎沒有任何的公佈。

公平很多時候是作為一個心理學概念存在，它具有主觀性。如果從這個角度考察，可以發現，

澳門社會關於“公共部門的資助缺乏公平”的認識廣泛存在。

雖然澳門公共部門對社團的資助已經到了派錢的程度，而且部分大社團動輒獲得數千萬元的資

15 該計劃分為“中學組＂和“公開組＂，中學組的活動一般由學校組織，公開組的活動一般由社團組織。
16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Fiscal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Integr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Issue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9. 
17 區錦新議員在立法會的發言，參見《澳門特別行政區立法會會刊（第一組）》，第Ⅳ-79期，第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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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但依然有些弱勢社團難以獲得政府的資源支持。據澳門立法會的資料，某社團於2007年為舉辦

活動，向多個部門申請資助，但均未獲批准18，這甚至成為2008年澳門立法會的質詢議題，多名議員

指責公共部門的資助是“大社團就大資助，弱勢社團就少資助，甚至不資助”19。

澳門特區政府是從原澳葡政府過渡而來，深受其影響，而“在澳葡統治時代，政府的社團政策

有嚴重的偏向性”20。澳門的回歸雖然打破了華人社團與葡人社團待遇的不平等，但親疏有別的資助

方式似乎一直延續。

澳門向社團提供資助的公共部門非常多，法律也允許社團同時向多個部門尋求資助，並獲得資

助。這本是一項合理的政策設計，但執行中也導致很多問題，主要原因是公共部門之間協調不足。

根據澳門社團籌資的現狀，重複資助在一定程度上是合適的。因為澳門社團的資金來源以政府

資助為主，而無論從法律規定還是批給現狀來看，單個部門的資助都不是按預算總額撥給，而是會

打一個折扣21，因此，要獲得舉辦活動的足夠資金，社團勢必會向多個部門尋求資助。

澳門法律沒有禁止重複資助，只是規定了申請者對相關信息進行說明的責任。據澳門總督第

54/GM/97號批示（後經第293/2018號行政長官批示修改），“倘活動的政府主管部門多於一個，主

辦者可選擇其認為較適合者，向該部門請求財政資助，請求中須指出為同一目的而接觸過的其他實

體。”

但多個部門同時資助一個社團或一項社團活動時，卻似乎協調不足，以至於導致新的無序。根

據澳門審計署對澳門基金會2011年資助的審計，某社團向澳門基金會申請資助24,005,800元，聲稱

向其他機構同時申請30,000元。結果，澳門基金會批給其資金18,000,000元，其他機構資助6,806,435
元，社團活動本身的收入4,032,322.55元，減去開支，節餘4,977,152.94元。22 一個社團舉辦活動，在

政府的資助下，可以實現數百萬的“利潤”，這顯然偏離了資助政策的初衷。

1. 

澳門是自由港，但社會相對封閉，並且在社團領域有着較為明顯的體現。只要置身於澳門社團

環境，就能真切的感受到這種封閉特徵。澳門理工學院婁勝華教授長期關注、研究社團，他多次提

到過澳門社團的封閉性。23

18 陳明金議員在立法會的發言，參見《澳門特別行政區立法會會刊（第一組）》，第Ⅲ-88期，第15頁。
19 吳在權議員在立法會的發言，參見《澳門特別行政區立法會會刊（第一組）》，第Ⅲ-90期，第6頁。
20 《澳門社團現狀與前瞻》，澳門：澳門發展策略研究中心，2000年，第22頁。
21 《衡工量值式審計報告：澳門基金會對社團的資助發放》，第9頁。
22 《衡工量值式審計報告：澳門基金會對社團的資助發放》，第9頁。
23 婁勝華：《挑戰與變革：澳門社團可持續發展分析》，《行政》2013年第2期，第245-263頁。何苗、歐段、

蘇翊君等：《婁勝華作客歷文院，暢談澳門社團的發展現狀及未來趨勢》，2019年4月24日，https://leader.
hunnu.edu.cn/info/10503/111642.htm，2019年11月8日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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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會員的吸納為例，澳門的社團就顯得比其他地區的社團封閉很多。會員是社團合法性的基

礎，亦是社團重要的資源源泉。一般來說，大部分社團都有積極吸納新會員的傾向。但澳門的社團

大都缺乏吸納新會員的積極性，表現在：（1）很多社團缺乏對自身的宣傳（比如沒有建立官方網

站），而宣傳顯然是吸納會員的基礎；（2）部分社團對於入會申請的回應也不積極，筆者曾嘗試申

請加入多個社團，但僅被少數幾個社團接納。

另外，從最簡單的邏輯來看，如果社團的會費較低，往往更能動員人們入會，但正如很多學者

所觀察到的，一方面澳門社團的會費標準較低，另一方面澳門社團的會員數往往很少。這在某種程

度也反映了澳門社團的封閉性。

澳門社團的這種封閉性，顯然受到政府資助政策的影響。由於政府提供了社團最基礎的資源，

社團沒有發展會員的壓力，不用收會費也能發展得很好，久而久之，容易形成封閉的小圈子。

2. 

在澳門，成立社團幾乎不受限制，而且成本很低，加上社團可以成為申請、使用公帑的重要平

台，這顯然會激勵民眾成立社團以尋求公共部門的資助，已有很多資料可以反映這一問題。據澳門

審計署對澳門基金會資助的審計，發現在具有相同會址及相同會長或理事長的情況下，使用不同社

團名義而獲得資助批給的現象24多次出現。而據媒體報導，澳門有一位澳門居民創立大大小小的社團

近三十個，用同一辦公地址，他也由此被稱為“社團先生”。

可以這樣理解，現有資助政策極有可能激勵了某些專為獲得資助而成立的社團。這些社團，無

論是會址還是主要構成人員均相同，本質是“空殼”。這也可能導致澳門社團的虛假繁榮。

3. 

社團本質上是會員實現共同目標的工具，會員是社團合法性、代表性的來源，因此社團必須以

服務會員為第一要務。從傳統來看，這樣的結構依託於財產權，並非常穩定。因為會員以相對平等

的方式向社團繳納會費，在社團內享受基本平等的權利，因此社團必須代表會員的共同意願。

但澳門現有的社團資助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相對穩定的結構，由於社團只需要處理好

與少數公共部門的關係，就足以獲得運作資源，因此社團有明顯的去會員化傾向，表現在：（1）往

往缺少發展會員的積極性，甚至對會員加入設定很多限制條件；（2）由於使用的是政府資金，很多

澳門社團的服務對象往往以“是否澳門居民”為標準，而不是以“是否會員”為標準。因此有學者

注意到，澳門的社團“成員流失，代表性急劇下降”25。這也成為澳門社團繁榮景象下的巨大問題。

1. 

公共資金浪費風險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由於社團活動形式與流程管理不到位形成的浪費，包括：（1）舉辦一些缺乏實質內容的活

24 《衡工量值式審計報告：澳門基金會對社團的資助發放》，第17頁。
25 婁勝華：《挑戰與變革：澳門社團可持續發展分析》，第245-2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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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因為“拿的是公家錢，爭相訂酒席”，“製造極大的浪費”26；（2）使用過程中的大手大腳，

使原本可以用較少成本舉辦的活動預算大幅增長，比如，有議員質疑部分社團舉辦各類會議選用的

場地過於豪華，承擔與會者的一切費用27；（3）舉辦的活動不符合會員需求與社會需求。

二是由於資助過剩，可能造成浪費。包括：（1）無跟進措施或無法收回，使多餘的資助成為社

團財產，這從公共資金使用角度來審視，顯然屬於浪費；（2）要求社團將資助公帑中未使用的餘款

退回公共部門，同時給予過多資助。由於理性人的自利傾向，這一定程度上會激勵社團在公帑使用

中的浪費甚至腐敗。

2. 

澳門的社團，尤其是華人社團，原本是回應民從需求而出現的。在澳葡政府管治時期，政府對

華人事務關注較少，因此早期的澳門社團具有很強的群眾基礎（雖然在治理機制上可能並不民主），

很大程度上能回應民眾的需求。

但政府大額而廣泛的資助，正在改變這種狀況。澳門第四屆立法會議員馮志強認為：“有時候

社團的意見，社團領導意見不見得就是主流的民意，事實上很多是狹隘的社團意見。”28 這一說

法說明，澳門精英階層也注意到，目前澳門的社團越來越難以代表會員，更不用說作為紐帶代表民

意。另外，2007年澳門曾有社團組織勞動節遊行，後又有60多個社團登報反對這個遊行。但人們注

意到，關於此次事件，有會員在網絡表示，這些社團沒有權利代表會員登報作相關聲明。29

3. 

高額的公帑加上封閉的環境，無疑是滋生腐敗的溫床。回歸以來，關於社團腐敗的問題一直受

到廣泛關注，不論是澳門立法會的會議，還是澳門廉政公署的年度報告，都多次提到這一問題。

腐敗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公共部門的腐敗，目前缺乏相關案例，但已有多名議員在澳門立法會

指公共部門的資助為“黑箱”30，這說明資助過程具有較大的腐敗風險。二是社團在使用資金中的腐

敗。這方面的案例較多，比如《2012澳門廉政公署工作報告》“反貪工作”部分列舉了25個案例，

其中3個涉及社團及社團管理的機構，《2014澳門廉政公署工作報告》“反貪工作”部分列舉10個案

例，其中2個涉及社團。而2018年澳門廉署的報告則明確指出澳門“涉及詐騙政府公帑資助的案件有

快速滋長的苗頭”31。

從行政法學的角度來看，依法行政是政府執法的基本原則；從政策學的角度來看，“政策執行

26 區錦新議員在立法會的發言，參見《澳門特別行政區立法會會刊（第一組）》，第Ⅱ-107期，第7頁。
27 陳明金議員在立法會的發言，參見《澳門特別行政區立法會會刊（第一組）》，第Ⅳ-52期，第3頁。
28 參見《澳門特別行政區立法會會刊（第一組）》，第IV-15期，第26頁。
29 何苗、歐段、蘇翊君等：《婁勝華作客歷文院，暢談澳門社團的發展現狀及未來趨勢》。
30 區錦新議員在立法會的發言，參見《澳門特別行政區立法會會刊（第一組）》，第Ⅳ-77期，第10頁。
31 《2018澳門廉政公署工作報告》，澳門：澳門特別行政區廉政公署，2019年，第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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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策生命過程中的關鍵環節”32。澳門政府部門對社團資助受到多項質疑，首要原因不是無法可

依，而是有法不依。比如，根據澳門第2/99/M號法律《結社權規範》第19條規定，“社團收取公共

實體的津貼或財政性質的任何其他資助，金額高於總督所訂者，須每年將賬目於其通過後翌月公

佈”。但20年過去，無論是回歸前的總督，還是回歸後的行政長官，均沒有公佈相應金額，以至於

社團經費使用的信息公開沒有關於數額標準的依據。因此，澳門要優化公共部門對社團的資助，首

要的工作就是嚴格執行已制訂的法律法規。

除了政策法規執行不到位，也應注意到，澳門現有社團資助政策法規的核心條文均制訂於回歸

前。而回歸後，社團面臨的環境有了巨大的變化（比如，政府財政收入與社團數量的快速增長），

這為政府的社團資助工作提出了新挑戰，也在客觀上要求澳門立法、行政部門與時俱進地完善現有

政策和法律，使其更具適用性。筆者認為應以下幾方面為重點：

1. 

“在公共政策的全部活動中，所有階段和環節都是圍繞着政策價值取向展開的。”33 澳門的社

團資助政策在價值取向上並不明確，比如政府的資助到底是面向社團還是社團活動，在政策文本與

政策執行中就存在一定的衝突。從政策文本來看，政府部門的資助應該是面向社團活動的，澳門總

督第54/GM/97號批示（後經第293/2018號行政長官批示修改）第1.2款規定：“財政資助應給予具體

的、訂明時間的活動，但在例外情況下可用於確保私人機構的運作。”但目前財政資助和使用的範

圍遠比這要廣，相關資助不僅可用於社團活動，也可用於社團的辦公設施、員工薪酬支出。34 這直

接影響到公共資金的分配：如果公共財政只面向社團活動，而且得到嚴格的執行與監督，那麼相同

數量的資金可以讓資助更加分散，讓更多社團獲益。因此，檢討相關的政策、法律，應從政策價值

取向着手，這是政策、法規調查的基本方向。

2. 

要減少社會對社團使用公共資金的質疑，最好的辦法就是讓資金的使用在陽光下運行。提升相

關信息的透明度，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公共部門資助批給的透明度，除了向社會公開資助的額度，

還要公開資助的原因、程序、效果等方面的信息；二是社團使用財政資助的透明度，可以制定統一

的社團會計準則，以及“社團組織運用公共政策透明度良好行為準則”等規範，使社團積極主動公

開資料的同時，做到規範、全面、清晰、易懂。

3. 

澳門關於資助社團的現有政策、法規，內容比較籠統，缺少細則，也會導致各方對於法律的理

解不一致。比如，澳門立法會、公共部門以及公眾都認為，在資助方（合議機關）的審批中，應遵

32 嚴強主編：《公共政策學》，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年，第205頁。
33 嚴強主編：《公共政策學》，第71頁。
34 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對議員質詢的回應，參見《澳門特別行政區立法會會刊（第一組）》，第V-123期，

第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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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利益迴避規定。但在具體的個案中，到底哪些個體應在迴避之列，各方的認識卻有不同35，以致於

很多爭議最終不了了之。因此，檢討、完善相關政策法規，還要將一些有爭議的政策法規條文進一

步細化，給出明確的衡量標準。

4. 

行政問責，是指對行政人員不履行、違法履行、不當履行行政職責，導致國家利益、公共利益

或者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或者造成不良影響的行為追究責任。36 在政府資

助社團的工作中，建立行政問責機制，可以公務人員尤其是公共部門負責人行使其權力時有一種壓

力感，促使其嚴肅、正確運用自己的權力，保證公帑用得其所。

我們處在信息化社會，信息技術作為“第四次工業革命”，可以為政府部門提高行政能力，甚

至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提供有效的支援。澳門資助社團的公共部門多、接受資助的社團多、數額

大，有效管理的難度大，有必要採用信息化手段來提升資助的管理水準。運用信息化，可以將澳門

提供資助的部門與接受資助的社團整合到同一平台，不同部門可以對資助信息即時共用，從而提高

資助的合理性、有效性。

目前，在澳門高等教育領域，已有一個公共平台──“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各公共部門獎助貸

學金及資助服務平台”（網址www.bolsas.gov.mo），該平台整合澳門公共部門發放的各類獎、助、

貸學金及資助的信息。這既有利於市民瞭解全面資助來源，又提高了公共部門的管理效率。可以充

分總結其經驗，運用於特區整體資助平台的建設。

資金是組織運作最重要的資源之一。許多社團的發展往往為資金所累。由政府給予社團大量資

助，支持其運作與發展，可以幫助社團把注意力集中於宗旨與目的的實現，同時也能把社團宗旨與

政府政策目標結合起來。如果把公共支出作為一項政策工具，澳門的社團對特別行政區政策的回應

是積極的。

但政府本質上是公民的政府，公民創立了政府，政府就需要為公眾服務，對公眾負責。37 這就

要求政府“行為必須完全以法律為依據”38、“高效、經濟及公平地組織和管理所有具有公共性質的

機構”39，同時增加信息透明度以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目前，澳門用於社團資助的

資金額度太高，加強這些方面的工作是當前的迫切任務。

另外，人們總是關心資金的籌集，勝過關心資金的支出，正如學者普雷姆詹德（A. Premchand）

35 參見《澳門特別行政區立法會會刊（第一組）》，第V-87期。
36 參見《北京市行政問責辦法》（2011年10月1日起施行）。
37 Hughes, O. E., Public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38 Hughes, O. E., Public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39 Frederickson, H. G., The Spiri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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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說：“公共支出管理一直是個有爭議的問題。與相對穩定和繁榮的時期相比，這一問題在危急時

期可能更加突出。”40 目前，澳門政府對社團的資助，以回歸後澳門財政收入及財政儲備的大幅增

長為基礎，一旦碰上較大的經濟波動，政府是否還能繼續給予社團同樣強度的資助，以及社團是否

能有效籌資，也非常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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