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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华洋共处分治，是历史上澳门社会演变和政治发展的根本特征。
一个在华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中碌碌无为的外来政权，以及一个以中国传统宗法礼仪为主导进行
自我管理、自主发展的民间社会，主要是通过若干重要本地社团和华人领袖建立起某种纽带性联系，
从而在基本没有大众政治参与的情况下产生了有效的内部沟通和管理机制，大大缓解了外来政权与当
地市民阶层的对立以及政治社会的冲突，长期维持着弹丸之地的稳定和祥和；即便两者偶有抗争，也
是通过此机制得以解决，很快恢复政治、社会的正常运转。
如此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此特征一方面造成了政府权威性和自主性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又促成了社团的超常态发展及其
与政府功能的大面积交叉重叠。
澳门回归祖国后，主权和治权的有机合一，特别是行政主导体制的逐步确立，政府与社团职能重新定
位与分工，迫使它们厘清相互之间的功能边界，否则，政治社会的系统运转就会失去往日的平衡。
这不仅仅成为学界需要认真深入思考的一项重大研究课题，事实上也是近年来各种社会问题集中凸显
、社会矛盾逐渐激化和社会运动方兴未艾的一个主要原因。
可幸的是，这个思路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认同，并且有越来越多既具理论意义又有实践价值的学术
成果面世，潘冠瑾同学在中国人民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澳门社团体制变迁》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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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澳门社团的历史变迁为研究对象，在主权回归、政体变化以及治理机制转型的脉络下，考
察了澳门社团从自治、代表到参政的功能变迁，有理有据地分析了当前澳门社会运作中出现的各种矛
盾和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为该领域的研究填补了一项空白，也为澳门未来的政治社会发
展提供了一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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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再次，除了组织结构方面成员角色的交叠，华人社团之间还存在着价值共识，社团之间在认识上
存在交集。
由于面对的是外来的殖民政府，因此整个社团网络强调“团结”，网络中的社团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
义为聚集意识。
整个社团网络在政治教育和政治宣传方面，以“国家民族大义”为核心，爱国传统是澳门许多重要社
团的主流概念。
一名拥有50多年街坊工作经验的街坊总会监事在回顾过往工作时说：“街坊工作强调的是服务群众，
但实质上，街坊工作的根本就是倡导爱国爱澳的工作，使透过推动社区服务让居民认同街总的工作，
进而进一步团结居民的意义，发扬爱国爱澳的精神。
”　　最后，这一社团网络最重要的特征是社团之间的利益互惠。
例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禁运导致澳门还处于传统社会模式的经济几乎崩溃。
工人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医疗保健和子女的教育等问题十分严重。
工联经常同中华总商会、同善堂、镜湖医院慈善会举行紧急会议，并派代表到现场慰问和展开救济，
致送慰问金和派发救济物品。
此外，工联成立后，会员如有病到镜湖医院求治，在工联总会的证明下可得到特别的优待，又如刘光
普牙医（后成为街坊会联合总会会长）免费为工联会员拔牙医牙。
　　实质上，这种利益互惠是连接系统内部各个社团单位的重要纽带，一方面，整体社团网络的连接
是以社团之间利益的互济互助为基础，另一方面，社团价值上的共识需要社团之间的利益互惠来巩固
。
　　因此，澳门社团以千丝万缕的组织关系、人事关系、价值共识、利益关系作为联系，保持了社团
之间相对协调的关系。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澳门的社团之间实现了高度的团结和融合，但并不意味着社团之间没有竞
争，例如，由于澳葡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对各个不同社团的活动实施部分的资助，因此部分
社团为了争取政府的各种资源互相竞争；另一方面，在一些事关社会福利政策和劳工政策的制定过程
中，来自雇主利益界别的很多社团就会与代表基层的工联和街坊总会竞争。
但总体而言，华人社团整体是以和谐为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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