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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質詢 

 

“自2000年以來，社會一直關注中年和年青公民的政治教育和政治參與＂ 

 

2013 年 10 月 24 日，亦即，十多年前，本人曾就“年青人的公民教育

和政治教育的素質，包括他們在社會中的公民參與和政治參與提出書面質

詢，當時曾強調指出，過去十三年 (2000-2013)，亦即，自澳門特別行政區

成立以來，政府一直提不起勁向大眾市民和年青人推廣、宣傳公民教育和政

治教育，甚至置身事外＂。 

2014 年 1 月 23 日，前教育暨青年局代局長在回覆本人的書面質詢時指

出，“特區政府高度重視青少年及學生的品德與公民教育，相關部門與學校

和社會各界一起，努力從政策、課程、師資培訓和社區教育等多方面，加強

學生的公民意識，增進市民對《基本法》的了解，並強化年青一代的社會參

與＂。該名領導續指出，“在師資培訓方面，教育暨青年局從 2010/2011 學

年起先後舉辦多期“品德與公民科骨幹教師《基本法》＂研習計劃，同時正

規劃“品德與公民教師證書課程＂培訓計劃，以便為該領域的教師提供更

系統的專業培訓。另外，還重視學校德育工作隊伍的整體建設，鼓勵學校設

立“德育工作小組＂，截至 2012/2013 學年已有 61 所學校設立該小組，佔

正規教育學校總數的 78.2%＂。 

2022 年 8 月 8 日，關於立法會選舉棄權票比率高的情況，本人再度書

面質詢政府，問及：針對中學的教育，將有何具體行動，讓年輕人瞭解立法

會選舉的事宜，如組織辯論和交換意見的程序、議員候選名單的組成、議員

的選舉和競選的活動，以及透過培訓和舉行模擬的立法會全體會議、常設委

員會和各跟進委員會的會議，使他們認識到公民參與的益處和提高他們對

政治的參與度和興趣？ 

2022 年 9 月 7 日，教育及青年發展局局長在回覆本人的書面質詢時指

出，“特區政府一直與學校和社會各界一起努力，多方面強化年青一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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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意識和社會參與能力＂，還指出，“為創設條件讓青年學生參與社會事

務，提升參政議政能力，近年教青局舉辦｀青年建言平台活動＇，並安排參

與活動的青年學生列席特區政府的諮詢或相關會議，了解諮詢委員會的運

作以及議事規則＂。但實際上，年青人目前登記成為選民的比率仍然很低，

窒礙了他們的公民參與和政治參與，包括在隨後的立法會選舉活動。 

本人在上述的書面質詢提到，“如果我們把年輕人的參與視為推動政

治和社會變革的力量，那麼，他們對政治的冷感值得大家憂慮，這會對未來

從政人才的培養和更新換代、對整體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帶來災難性的後果。

缺乏年輕人的參與將進一步加劇社會對政治議題的疏離，因而缺乏新思維

應對特區將來的挑戰＂。 

在一篇由梁官漢先生撰寫的、於 1988 年刋登於《行政》雜誌第 1 冊第

二期第 351-355 頁的文章中，這名前立法會議員當時指出，“現時澳門社

會一大弊病就是，大部份市民對政治前途及社會問題，反應冷淡，他們只爲

生活操勞，希望賺多些金錢，其他事務不想知道。或許是有些人的教育水平

比較低沒法知道；又或是有些人存有殘餘的封建思想漏弊及公民意識薄弱

的關係。以致對社會事務的好與壞及社會轉變都很少發表意見＂。 

澳門特別行政區成立近二十五年，許多市民認為上述意見正符合澳門

特別行政區目前的情況，儘管政府在公共和私人機構投入了大量人力和財

力以提高中年人和年青人的公民意識、政治意識和參與意識。 

事實上，澳門特別行政區自成立以來，已利用公帑資助舉辦了數千個短

期、中期和長期公民教育培訓課程，有些為期一週，有些則長達數月甚至數

年。許多公營和私營部門的工作人員都有機會參加大量研討會、講座和其他

類似性質的活動，以提高他們的公民教育和政治教育的水平。 

此外，亦投入大量財政資源，印製了關於公民和政治議題的定期刋物和

雜誌，免費派發給為數眾多的團體、公共和私人實體，並通過電台廣播、電

視節目以及通過報章推廣公民教育和政治教育，且舉辦數以萬計的海報比

賽、辯論、研討會、戲劇表演和問答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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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還組織公、私立中學以及大學的學生參觀公共機構、公共部門、

立法會、法院和市政廳，目的是加強他們的公民和政治知識，從而提高他們

的公民參與和政治參與意願，尤其是在選舉立法會議員等選舉活動。 

 

因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並要求政府適時給予清楚、準確、連貫及完

整的答覆： 

 

一、 澳門特別行政區成立近二十五年來，投入大量財政和人力資源，

印製關於公民和政治議題的定期刋物和雜誌，免費派發給為數眾多的團體、

公共和私人實體，並通過電台廣播、電視節目以及報章推廣公民教育和政治

教育，且舉辦數以萬計的海報比賽、辯論、研討會、戲劇表演和問答比賽，

以提高人們的公民和政治教育水平，但澳門的中年人和年青人，登記為選民

的比率仍然很低。儘管當局，包括教育當局和市政當局，致力促進和推動包

括中產階級在內的年青人辦理選民登記和參與立法會選舉活動，年青人仍

然對公民和政治問題漠不關心，主要原因是什麼？當局將採取哪些具體有

效的措施來改變目前年青人對參與立法會選舉此類政治活動的冷漠？(見

附件中政府就本人的書面質詢的回覆） 

二、 年青人對政治缺乏興趣，以致在選民登記、公民參與和立法會

選舉活動的參與度低，導致他們絕大多數人認為立法會和政府設立的各種

諮詢機構缺乏代表性。為此，政府將採取哪些具體有效的措施來扭轉當前年

青人漠視公民和政治問題的局面呢？將採取哪些具體措施，使青年學生能

夠實際參加諮詢會議或政府級別的會議，包括諮詢委員會、立法會全體會議、

委員會會議，以及各級法院的審判之聽證，以增加他們對政治和社會的認識？ 

三、 很多市民認為由梁官漢先生撰寫的、於 1988 年刋登於《行政》

雜誌第 1 冊第二期第 351-355 頁的文章中所描繪的情況貼地，某程度上與

澳門當前的情況相符。這名前立法會議員當時指出，“現時澳門社會一大弊

病就是，大部份市民對政治前途及社會問題，反應冷淡，他們只爲生活操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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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賺多些金錢，其他事務不想知道。或許是有些人的教育水平比較低沒法

知道；又或是有些人存有殘餘的封建思想漏弊及公民意識薄弱的關係。以致

對社會事務的好與壞及社會轉變都很少發表意見＂。對此，澳門特別行政區

成立近二十五年，政府將採取哪些務實的措施來提高年青人和中年人對公

共事務的興趣，尤其是辦理選民登記和參與立法會選舉活動? 他們當中絕

大多數都是大學畢業生，卻依然對公共事務不感興趣。 

 

 

澳門特別行政區立法會議員 

高天賜 

2024 年 03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