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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質詢

蘇嘉豪議員

跨部門統籌和落實少數族裔居民支援政策

　　早前，一些印度裔澳門居民向本人反映，雖然他們已是第二甚
至第三代澳門人，在澳門土生土長並將繼續為澳門貢獻，本身操流
利英文，也會基本的粵語溝通，但多年來，在教育、就業以至社會
共融等方面都面對很大挑戰，難免因種族和膚色等差異而曾或多或
少受到歧視。

　　澳門一向是東西方文化共融的社會，根據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
，華裔人口仍佔絕對多數，但較2011年下跌3.7%，除了華裔（88.
7%）和葡裔（1.8%），其他包括菲律賓、越南、緬甸、印尼、泰
國、印度、尼泊爾等少數族裔及其後代人口持續增加，佔總人口的
9.5%。基於明顯的文化和語言隔閡，往往較難融入本地社區、平
等地共同作出社會貢獻。

　　儘管澳門特區適用《消除一切形式種族岐視國際公約》，而現
行《基本法》、《民法典》、《勞動關係法》、《非高等教育制度
綱要法》等均明文體現種族平等的精神，《刑法典》也禁止和制裁
種族歧視等相關罪行，但政府卻從無一套完整且明確由跨部門協作
落實的少數族裔支援政策。

　　為此，本人現行使《基本法》和《議事規則》之監察的權力，
提出書面質詢如下，要求特區政府逐點作出清晰、客觀、貼切的書
面答覆。

一、本澳正式語文是中文和葡文，少數族裔居民往往基於語言障礙
，難以接收同樣與之息息相關的社會資訊，連衛生防疫資訊也可能
因翻譯問題而令內容出現偏差。請問政府：會否統籌較常接觸公眾
的市政、身份證明、勞工、經濟、警察、衛生、教育、社會工作、
房屋、交通部門，在制定、發布和推廣各項法律、政策及公共服務
時，除了中、葡文，最起碼同時提供國際通用的英文，促進少數族
裔居民具有平等的社會參與權利與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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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隨著少數族裔人口增加，日常在學校、職場、社區，都有他們
既陌生又熟悉的身影，而教育和文化政策是促進社會多元共融的關
鍵手段。請問政府：有何具體措施關顧少數族裔學童的學習差異和
需要，如支援他們學習粵語的溝通能力和文化習俗、加強本地學童
更理解和尊重不同族裔的文化背景？此外，政府如何加強不同族裔
文化活動與本地社區的連結與交流？

三、許多少數族裔人士雖然同屬澳門居民的一份子，但礙於文化和
語言差異，當遭遇各類生活困難如校園欺凌、勞資糾紛、家庭暴力
、身心障礙等，而成為社會弱勢中的弱勢，往往較不容易尋求社會
服務網絡的及時支援。請問政府：會否加強與民間社團和機構合作
，為少數族裔居民提供就業培訓及配對、社會福利救濟、特殊教育
與治療、罪案防治、心理輔導等服務？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第 2 頁  共 2 頁

http://www.tcpdf.org

		2021-01-26T14:31:32+0800
	Ka Hou S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