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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摘　要：協同治理是政府與社團之間互動的有效合作治理模式，澳門社團作為協同治理的重要參與載

體，有效地整合社會資源，以最大化滿足民眾多樣化的社會需求，在“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中發揮着重要角

色。其中，澳門學聯是以青年學生為主要服務對象，在滿足青年學生成長發展需求、引領青年參與社會等方面

發揮重要作用。本文以“需求回應”及“價值創造”為核心的協同治理为研究框架，回顧政府助推協同治理演

變的階段過程；並以SWOT分析法剖析澳門學聯內部與外部環境因素，提出協同治理發展策略分析論述，為推

進政府與社團關係良性互動提供政策啟示。

關鍵詞：關鍵詞：協同治理 社團 青年學生 需求回應 價值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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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澳門素有“社團社會”之稱，一直以來社團扮演着政府與民間溝通的橋梁角色，作

為愛國愛澳的中堅力量，更是確保“一國兩制”事業在澳門行穩致遠的關鍵。青年是國家的未來、

民族的希望，也是澳門的未來和希望。青年工作關乎他們成長成才，亦關乎國家進步與民族復興。

國家主席習近平曾指出，保證“一國兩制”事業後繼有人，就要加強青少年的教育培養。要高度重

視和關心愛護青年一代，為他們成長、成才、成功創造良好條件。1 厚植家國情懷有利於青年人習慣

於更廣泛地關愛他人，有利於強化對國家和民族的擔當意識，有利於將實現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做

到協調統一。2 青年的價值取向決定了未來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3 澳門“一國兩制”成功實踐，要

做好愛國愛澳力量的發展工作，注重和加強愛國者治澳青年人才培養的關鍵所在。4 特區政府一向重

視青年人才的培育工作，在頒佈及推行《澳門青年政策（2021-2030）》文本中提及，支持青年社團

發展，發揮社團在青年參與社會的引領作用。反映了特區政府肯定社團所開展的工作。青年社團凝

聚與引領青年積極參與社會的活動，同時也發揮了文化價值傳承的功能。5 其中，澳門中華學生聯合

總會（簡稱“澳門學聯”）作為澳門最大規模的青年學生組織，致力為青年學生建立與政府溝通和

對話的平台。通過政府與社團之間的協同治理，可以充分發揮澳門社團在推進自律自治、促進社會

和諧穩定、形成社會認同等方面的作用，從而提高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的效果。青年學生工作面臨

新形勢、新挑戰下。本文試圖闡釋政府和社團之間的互動關係，如何通過協同治理模式，切實服務

青年需求、引領青年思想、凝聚青年力量，以實現協同治理模式提供策略選擇路徑。

“協同治理”這一概念最早被闡釋為“一種特定的公私協同方式”。6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

方發達國家已廣泛應用協同合作，為單一制國家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協同治理倡導多元治理主體，

是當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一環，具有協調各方的重要作用。協同治理提

供了一種多元主體參與共治的路徑與機制，符合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對回應需求與有效供給的功能預

1 習近平：《貫徹一國兩制明天更美好——在澳門回歸十五周年大會暨澳門特別行政區第四屆政府就職禮典禮
上的講話》，2014年12月20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4-12/20/content_2794531.htm，2024年9月10日
訪問。

2 楊耕：《青年人厚植家國情懷的精神要義》，2022年7月26日，https://china.chinadaily.com.cn/a/202207/26/
WS62dfc4a0a3101c3ee7ae0e9f.html ，2024年9月10日訪問。

3 習近平：《青年要自覺踐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北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2014年5月4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4-05/05/content_2671258.htm?ivk_sa=1024320u，2024年9月10日訪問。

4 冷鐵勛：《愛國愛澳與年輕一代的培養使用》，2018年3月21日，http://www.basiclaw.org.mo/index.
php?p=5_1&art_id=2059，2024年9月10日訪問。

5 婁勝華：《澳門青年社團文化傳承功能及其社會影響力的思考》，《廣東青年研究》2021年第4期，第111-
120頁。 

6 Donahue, J. D., & Zeckhauser, R. J., “Public‐Private Collaboration,” Oxford handbook of public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496-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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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7 與政府之間建立起一種互動合作的關係，形成協同治理的社會治理模式。8 政府與社團協同合

作的形式表現有兩個方面：一是政府與社團提供地方性、社會性公共服務；二是政府與社團協同解

決地方性、社會性公共問題。通過政府與社團搭建溝通平台，進而優化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9

協同治理為政府與社團合作提供了理論基礎，以滿足社會的需求為中心，在解決公共物品和公

共服務均等化和有效供給方面發揮着重要的作用。10 內地學者吳春梅和莊永琪認為“協同理論與治

理理論的耦合以及協同治理理論的演進有其獨特的價值”。11 協同治理的關鍵是要形成共同的價值

取向並相互認同。共同的價值取向是各主體統一目標、協同配合的核心要義，是超越合作、更富自

覺性的行動指導思想。對共同價值的認可必須基於主體平等性和權威性，進而尊重不同主體的利益

訴求，尋求建立一致的利益目標，實現合作共贏。12

    由於供給主體和需求主體多元的特點，其利益需求難以達成一致，需要協調各主體利益關係，

形成共同的價值認同，保障各自利益共同參與治理過程，進而達成促成雙方發展目的。協同治理模

式推動了社團的成長發展，也對社團參與協同治理產生了現實需求；社團的成長發展促使社會治理

主體日趨多元化，為協同治理提供了現實可行性；通過政府與社團的協同治理，可以充分發揮社團

在推進自律自治、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形成社會認同等方面的作用，從而提高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

的效果。本研究試圖以澳門學聯的田野觀察分析，描述政府和社團通過相互作用而獲得共同價值的

演變過程。13

    政府與社團合作的協同治理模式是現代公共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政府工作的起點

是關注公眾需求的合理性並滿足公眾需求，根本目的是確保公共利益的增進和公平分配。14 另一方

面，社團作為政府和社會之間的重要利益中介，既要發揮代表性作用把公眾需求向上反饋給政府，

也要保持和政府的合作主義導向關係，協助推進公共政策的實施15，以及公共利益的增進，起到“上

傳下達”的作用。因此，本文將從“回應需求”和“創造價值”兩個方面分析澳門學聯和政府的協

同治理模式。

7 馬雪松：《回應需求與有效供給：基本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制度分析》，《湖北社會科學》2013年第10
期，第35-38頁。 

8 鄭巧、肖文濤：《協同治理：服務型政府的治道邏輯》，《中國行政管理》2008年第7期，第48-53頁。 
9 賴先進：《論政府跨部門協同治理》，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15年。
10 羅興鵬、張向前：《基於協同治理的我國政府與社會組織的策略演化與路徑》，《科技與經濟》2016年第2

期，第106-110頁。
11 吳春梅、莊永琪：《協同治理：關鍵變數、影響因素及實現途徑》，《理論探索》2013年第3期，第73-77

頁。 
12 張崇龍、王忠波、王忠瑞、蔣雪濤：《新發展階段我國青少年體育健康教育協同治理研究》，《瀋陽體育學

院學報》2023年第4期，第31-37頁。 
13 蘇曦凌：《政府與社會組織的協同進化：一種不同於公民社會和法團主義的中國敘事》，《湘潭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年第2期，第15-21頁。 
14 潘冠瑾、林媛、婁勝華：《新秩序: 澳門社會治理研究》，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年，第24頁。
15 婁勝華：《社會合作主義與澳門治理模式的選擇》，《國家治理現代化研究》2017年，第283-298+363頁。

劉嘉翀 楊忻睿 林啟鏘 澳門社團助推協同治理的模式及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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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應需求模式下，澳門學聯與政府的協同治理工作更多是基於學生自身的需要，例如學生個

人的身體、心理健康成長、生涯發展需要等。澳門學聯在日常服務群體的過程中深入了解學生想

法，了解他們的服務需要，再撰寫貼合學生需求的服務或活動計劃書向政府申請開展活動所需要的

資源，或者通過提交意見書、發佈新聞稿的方式向政府傳遞學生群體的想法和需求，由政府出台相

應的政策和措施。

而在創造價值模式下，澳門學聯與政府的協同治理工作更多是考慮到公共利益或者社會發展的

需要，例如學生的愛國愛澳教育工作，人文關懷意識、社會責任感的培養等，這些工作對於學生群

體同樣重要，但通常而言學生較少有主動性地對這些服務產生需求，而對政府來說是培養未來建設

社會人才的必備素質。澳門學聯會依據相關政策文件如《澳門青年政策（2021-2030）》設計符合公

共價值的項目，由政府提供資源，澳門學聯進行服務的供給，或者協助政府開展的項目，利用自身

平台資源調動青年學生群體參與，在他們獲取到公共服務的同時也促進了項目公共價值的最大化。

為了更好地衡量不同項目中澳門學聯與政府協同治理的進程，本文參考學者楊寶等的觀點將協

同過程劃分為“目標聚合”、“過程貫通”、“協同共贏”三個環節16，並依據澳門學聯與政府的實

際協同過程對三個環節的定義做出一定修正：在目標聚合階段，澳門學聯與政府圍繞回應青年學生

實際需求或者公共利益的達成進行協商，爭取或已經初步達成共識，暫時沒有開展實質性的服務供

給；在過程貫通階段，澳門學聯與政府已經就某一個項目達成共識，並開始向青年學生群體提供服

務，以滿足服務群體需求或實現公共利益；在協同共贏階段，澳門學聯與政府就某一個項目已經取

得成效，達成最初協商時共識的目標，形成社團、政府、市民“三贏”的局面，並成為恆常性項目

持續向學生群體提供服務。綜上所述，本文將從“兩模式，三階段”兩個維度闡述澳門學聯與政府

的協同治理模式。

本文選取澳門學聯作為田野觀察的對象。一方面，澳門學聯成立於1950年，無論是在殖民時期

還是在回歸後，都在愛國主義事業以及服務澳門青年學生上持續建設，尤其是在回歸後，隨着特區

政府更加重視澳門青年人才的培養，澳門學聯與政府的互動更為頻繁，協同治理模式存在“時間跨

度長，治理內容廣”的特點。另一方面，澳門學聯作為本澳最大規模的青年學生組織，會員已超過

17,000人，與澳門、內地的學校及學生會保持緊密聯繫與合作，在服務青年學生範疇上具有充分的代

表性。

近年來，澳門學聯與政府的協同治理內容主要圍繞《澳門青年政策（2021-2030）》（下稱《青

年政策》）展開，這是由於特區政府在制定《青年政策》的過程中，展開了為期一個月的公眾諮

詢，聽取了百多個相關機構及團體對新一輪青年政策的意見及期望17，澳門學聯在其中也收集整理

青年學生意見向政府遞交建議書，政策內容充分涵蓋了青年學生群體的需求，同時，文本中也結合

16 楊寶、劉俊鈺：《社會組織“助推＂協同治理的模式及策略——基於案例比較的擴展性分析》，《學習與實
踐》2023年第4期，第111-120頁。

17 澳門教育及青年發展局：《澳門青年政策（2021-2030）》，2020年11月11日，https://www.dsedj.gov.mo/
youthpolicy/policy2130.html，2024年9月10日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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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未來發展戰略對培養青年人才路徑提出新的要求和規劃，體現出上文協同治理中“回應需求”

和“創造價值”兩大模式。因此，本章節將以“兩模式，三階段”來圍繞《青年政策》的五大政策

目標，闡述澳門學聯與政府的協同治理模式。

1. 

“愛國愛澳”一直是澳門學聯的核心價值觀，每年澳門學聯都有融合歷史時間節點，組織各類

徵文、直播觀看會等多場愛國愛澳主題活動，如2021年因應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舉辦“百年

黨慶”徵文比賽。2023年是《基本法》頒布30周年，澳門學聯牽頭組織10個青年團體舉辦“紀念澳

門基本法頒佈30周年座談會”。此外，學聯持續推出各類文史相關活動，如2022年首創“醒着的歷

史”——三行詩比賽，讓青年學生用文筆發揮創意精神，弘揚中華文化。此外，澳門學聯透過舉辦主

題多元、形式豐富的赴外交流學習活動，鼓勵學生走出澳門，感受祖國高速發展。2023年澳門學聯

共組織20個交流團，帶領本澳學子走進橫琴、上海、北京、哈爾濱等內地省市區。其中澳門中學生

航天科普夏令營、我的祖國——京港澳學生交流營等交流團已與多地單位合作舉辦數屆，在學生群體

中享有盛名，為多地青少年學生提供一個恆常穩定的交流平台，讓學生對祖國的國情國策、歷史文

化、航天科技等有更深入的了解，增強學生的國家認同感和歸屬感。

2. 

澳門學聯高度關注學生身心健康，以線上與線下相結合的方式提供豐富多彩的活動，持續培養

學生運動健康的生活習慣，增強學生對心理健康的認識。線上活動方面，在疫情期間，為充分掌握

疫下學生心理健康狀況，澳門學聯以線上形式向近2,000名學生開展問卷調查，為政府部門、家長提

供數據和建議。同時，在《形TV》線上平台增設每月“心事頻道”互動活動，收集學生面臨的各種

煩惱和情緒困擾，並將有關問題及時反饋給有關部門。《形 TV》作為學聯官方影攝播放平台，亦於

2021年獲特區政府青年活動獎。線下活動方面，疫後各類線下活動亦馬上復常，一方面，作為學聯

品牌活動之一，全澳學生環山跑比賽在2023年創下近十年參與人數新高，共842人參與。鼓勵學生強

健體魄。另一方面，入校講座作為澳門學聯服務團隊重點工作之一，三年來共舉行約550場講座，共

超過46,000人次參與。其中設有情緒調節、校園欺凌等心理健康主題，深受學生歡迎。

3. 

近年，澳門學聯持續在校園內普及生涯規劃的概念，各項服務均以關注學生需要為核心，致力

為學生打造生涯規劃鏈。生涯發展方面，入校講座除了上述心理健康主題外，還設有認識職業、升

大選科等生涯規劃主題。另外，升大學科專業諮詢會作為澳門學聯生涯規劃的品牌活動已舉辦超過

10年，為學生提供與相關領域專家交流的機會，有助其在未來的學習和職業生涯中做出更好的決

策。實踐平台方面，學生對提高自身競爭力有更大需求的時代，澳門學聯貫徹“學生服務學生”的

理念，讓學生組成籌委會參與籌劃澳門學生中文硬筆書法比賽、中銀Smart Kids之“暢想無限”攝影

故事比賽等大型活動，為全澳學生提供學習、交流、比賽的平台的同時，亦在實踐的過程中充分鍛

煉自身能力，為學生未來發展奠定更堅實的基礎。

劉嘉翀 楊忻睿 林啟鏘 澳門社團助推協同治理的模式及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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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澳門學聯鼓勵學生走進社區，關懷基層弱勢，在參與社區服務過程中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促

進和平包容的社會氛圍。針對性活動方面，為配合政府防疫工作，澳門學聯組織逾100名青年，承

擔信和醫療中心核酸站搭建及運作，以身體力行貫徹習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講話精神。恆常性活

動方面，澳門學聯之友活動委員會作為聯繫本澳各校學生的平台，2021年開始組織成員以“有感而

發，探索之旅”之名接觸不同社群，藉此對澳門的弱勢社群有一定的認識。另一方面，委員會年度

項目“Yes Program”亦於2021年提出以志願服務工作為核心目標、以為社會提供正能量為活動宗

旨，開展手工坊、義工體驗等活動。

5. 

澳門學聯關懷學生需要，透過持續收集及整理學生意見維護學生權益。同時，亦帶領學生參與

時事討論、組織學生與政府部門對話，發揮自身橋樑作用，為社會培育領袖人才。調查研究方面，

澳門學聯就多個學生相關議題傳遞青年學生聲音。其中，2021年，澳門學聯開展“澳門中學生性知

識掌握程度問卷調查”，共1,030人填寫問卷。又舉辦2場焦點訪談，了解學生議題想法，最終提出多

項具體建議。發聲渠道方面，澳門學聯時事關注委員會作為鼓勵學生參與社會，培養青年學生議政

人才的平台，透過以小組為單位開展日常活動，如拍攝短視頻、組織辯論賽、社區調研、赴外考察

等。過去三年，時委會合共舉辦82場活動，服務256人次。

澳門社團在現代社會治理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而青年社團作為社團的主要組成部分。青年社

團是以青少年為主體或主要服務對象，在滿足青年成長發展需求、聯系服務引導青年、促進引領青

年參與社會治理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的社會組織。18 綜上可見，澳門學聯在圍繞《青年政策》五

大政策目標上助推特區政府協同治理，並在近年取得不俗成效。根據本文上文對於“兩模式，三階

段”的定義，結合田野觀察的結果，進一步將澳門學聯與政府的協同治理內容劃分為多個階段。

在目標聚合階段的治理工作上，由於澳門回歸以來社會經濟不斷發展，環境的變化使人才培養

的方向和重心不斷調整，因此，儘管長久以來政府與澳門學聯保持着緊密的聯繫，但在青年學生工

作的一些新領域上仍在協商能滿足學生需求或創造相應價值的行動方案。例如。在回應需求方面，

儘管有一定數量的澳門大專學生對發展或進修自身專業存在需求，但澳門學聯本身擁有的高等教育

資源非常有限，難以提供相對應的專業服務，此部分工作由本澳高等院校進行推動更具可行性；而

在拓寬青年學生國際視野上，澳門學聯在今年的架構中成立社會事務部部門，旨在拓寬青年學生視

野，提升其競爭力，相關工作正在進行協商籌備，因此亦處於摸索階段。在創造價值方面，儘管澳

門學聯持續維護學生權益，與《青年政策》中保障不同階層群體青年有平等發展機會的政策方向一

致，但目前暫未發現在教育機制上有存在明顯不平等現象，因此仍屬於目標聚合階段。而在整合青

年義工資源上，雖然在疫情等特殊時間點澳門學聯能快速組織青年義工資源為社會提供服務，但在

日常工作中仍待建立一個平台有效整合和維護義工資源。

18 李頌、韓驫：《新時代青年社會參與感涵育：邏輯起點及實踐路徑》，《中國青年社會科學》2020年第5
期，第97-1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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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澳門學聯助推協同治理的模式

社會協同治理
的階段

需求回應模式 價值創造模式

目標聚合階段

全面發展
• 促進專業成長，培養不同領域
人才

• 拓寬青年國際視野與發展路徑

和睦社會
• 保障不同階層群體青年有平等
發展機會

社會參與
• 整合青年義工資源

過程貫通階段

身心素質
• 樹立守法意識，預防減少違法
行為

全面發展
• 提供對外交流、實習、就學、
就業和創業等支援

愛國愛澳
• 了解、尊重及維護憲法和基本
法

• 正確理解澳門和國家發展定位
和睦社會
• 培養同理心，加強扶助弱勢意
識

協同共贏階段

身心素質
• 培養運動習慣，增強體質健康
• 拓展多元興趣，豐富課餘生活
• 培養心理健康和品德素養
全面發展
• 深化生涯規劃，拓發展空間 

愛國愛澳
• 加強對國家發展、歷史文化了
解

和睦社會
• 建立不同青年群體的交流與溝
通平台

社會參與
• 加強雙向溝通，了解青年想法
• 豐富社會參與渠道，提升議政
論政能力

在過程貫通階段的治理工作上，主要呈現出“政府為主，社團為輔”的現象，即該類工作或服

務主要由政府進行或提供，澳門學聯全力配合政府工作充當輔助角色。在回應需求方面，特區政府

會針對增強青年學生守法意識推出“滅罪小先鋒”等活動，澳門學聯則利用自身平台優勢進行宣傳

調動青年學生參與，此外也會利用社交平台普及各類防罪知識，配合政府相關工作；而在提供對外

交流、實習、就學、就業和創業等支援上，主體工作為政府推出的各類實習計劃、就業招聘會、創

業政策等。而澳門學聯的工作同樣側重於宣傳和招募，確保盡可能多的青年學生群體能得到政府提

供的服務。在創造價值方面，澳門學聯在特殊時間節點不定期地圍繞“一國兩制”、《中華人民共

和國憲法》和《澳門基本法》舉辦座談會、講座等活動，在澳門愛國主義教育方面具有相當影響

力。澳門學聯的理監事也積極活躍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青聯和特區政府諮詢組織當中，站在青

年學生角度積極為政府工作進言獻策。如澳門學聯的會員大會主席現為廣東省青聯委員、澳門特區

政府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委員，理事長為澳門特區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委員（候補），秘書長現為

遼寧省青聯委員、澳門特區政府禁毒委員會委員，監事長現為教育委員會委員等。通過諮詢組織的

定期會議，能即時了解特區政府各項工作的開展情況，以及需要各社團共同討論、提供意見和協助

開展的地方，通過充分互動更好協助政府進行施政。澳門學聯也積極發揮在澳門擁有廣泛學生基礎

的優勢，就特區政府較為重視的政策與澳門大學合作開展學術調查研究，如“澳門中學生性與心理

健康問卷調查”、“澳門青少年煙草流行問卷調查”等，了解政策實施情況的同時，也為政府完善

政策提供更切實的意見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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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協同共贏階段的治理工作上，澳門學聯成為服務的實際提供者，而政府會提供開展服務所需

要的資源支持學聯完成工作，具體表現為，澳門學聯評估學生需求、活動效益等要素後於活動開展

的前一年向政府部門遞交活動計劃書及財政預算，申請資助於來年開展工作；或者政府就部分施政

工作邀請澳門學聯及其他社團參與招標，中標後提供服務所需資源由澳門學聯向社會提供服務。一

方面，開展該類工作需要與青年學生群體深入溝通交流，了解其真實想法和需求。而澳門學聯會員

基礎扎實，學生參與力度強，適合由澳門學聯進行開展；另一方面，澳門學聯發展歷程長，部分服

務和活動已持續進行數十年之久，擁有豐富的經驗以及良好的口碑，由澳門學聯繼續開展更具效率

與效益。因此，通過高效的協同治理滿足政府、社團、社會三方所需：政府實現公共服務有效供

給，實現其回應性；學聯充分發揮政府與社會之間的中介作用、青年學生群體的個人需求得到滿足

的同時，自我價值得到實現。具體而言，在回應需求方面，第一，在活動籌辦上，澳門學聯的環山

跑比賽、毛筆書法比賽、硬筆書法比賽等一系列增強身心素質的品牌活動已有數十年歷史，在政府

及社會各界的支持下持續順利舉辦，而升大學科諮詢會等生涯規劃活動也因為多年來持續積累的升

學資訊資源在學界擁有較高的認可度；第二，在需求傳達上，澳門學聯建立了較為完善的發聲平台

供學生表達意見和需求，如協助學生撰寫時事新聞稿投稿至澳門各大報刊，組織學生出席參與社區

座談會、各類政策公眾諮詢會，拜訪政府部門遞交施政建言書等，通過多途徑讓政府聆聽、吸收青

年學生群體的意見和需求，充分發揮作為利益中介“上傳下達”的作用。在創造價值方面，前文提

到的各類品牌交流團已成為澳門青年學生了解祖國的重要窗口。同時，澳門學聯轄下的學界常設活

動委員會、學聯之友委員會、時事關注委員會等為青年學生搭建了恆常性的交流溝通平台與社會參

與平台，每年均有過百名學生報名加入，取得良好成效。

上一章節中主要以“兩模式，三階段”分析澳門學聯與政府的協作治理模式，而該模式的發展

是動態的，部分協同治理的工作可能隨時間推移發展或調整到不同階段，既有可能受到政府工作重

心改變、澳門學聯人力資源配置等內部環境因素的影響，也有可能受到國家政策調整、社團之間競

爭等外部環境因素的影響。因此，要釐清澳門學聯與政府協同治理模式的未來發展策略，需要同時

結合內部環境和外部環境因素進行分析。本章節將運用SWOT分析方法，根據澳門學聯內部的優勢

和劣勢，以及外在環境的機遇與挑戰，進行相應的發展策略分析。

SWOT

1. Strengths

在澳門學聯的優勢（Strengths）方面，首先，澳門學聯作為澳門最大規模的青年學生社團，會

員基礎扎實，與青年學生群體的聯繫緊密，無論開展何種類型工作皆能有效動員目標群體參與。其

次，可以看到在上一章節的分析中，澳門學聯和政府在協同共贏階段的工作上均有覆蓋到《青年政

策》的五大政策目標，即傳承愛國愛澳、提升身心素質、促進全面發展、共建和睦氛圍以及提升社

會參與，具有“範圍全面，成效良好”的特點，既能回應青年學生的實際需求，也能創造社會發

展所需要的公共價值，在協同共贏階段的項目和服務亦持續開展多年，與政府的合作趨於穩定。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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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澳門學聯與內地多個省、市的青少年服務單位和機構長期保持緊密聯繫，為順利開展內地不同

城市的交流活動奠定優勢基礎。

表2 澳門學聯SWOT分析

內部環境

優勢（Strengths） 劣勢（Weaknesses）

社團文化濃厚，加上澳門學聯歷史
悠久，與政府關係緊密

側重聚焦於本土工作;
服務對象不均衡

外部環境

機遇（Opportunities） 挑戰（Threats）

政府支持青年結社，在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上有廣闊的發揮空間

社團之間存在競爭，政府資助方面
有削減迹象，且運用規定更為嚴謹

2. Weaknesses

在澳門學聯的劣勢（Weaknesses）方面，主要在於澳門學聯目前開展的大部分工作主要聚焦於本

土工作，在內地開展的工作無論在活動形式（主要以參觀交流為主），還是活動數量，都需要進一

步豐富和加強，如前文所述，拓展青年學生的國際視野在澳門學聯與政府的協同治理模式中僅處於

目標聚合階段，仍待開展相關工作。而在服務對象上，澳門學聯的服務對象存在不均衡現象，以服

務中學生為主，對小學生和大學生提供的服務和支援相對不足。觀察發現，澳門學聯約6成的服務項

目是面向中學生，在培養小學生興趣愛好，為大學生提供就業創業機會和專業發展上仍然有加強的

空間。

3. Opportunities

在外部環境的機遇（Opportunities）方面，《青年政策》明確指出，將支持青年結社，發揮社團

力量，引導青年社團充分發揮其引領青年發展及參與社會的作用，組織多元活動，調動不同特質青

年的積極性。19 可以看出政府對於未來青年學生社團的發展持開放和支持的態度，澳門學聯在《青

年政策》的五大政策方向上有着廣闊的發展空間。去年8月，全國政協圍繞“促進港澳青年更好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舉行座談會，體現出國家對於港澳青年投身祖國發展，促進“一國兩制”的高度

重視，未來內地與港澳的青年學生服務機構的合作聯繫更趨緊密。此外，內地高等院校對澳門學生

的保送招生政策主要以面試的方式進行甄選，相較於內地的高考，對學生的綜合素質有着更高的要

求，因此，現今學生對於參加各種類型的課外活動、提高自身綜合競爭力有更高的需求。一份研究

報告顯示，在公共參與方面，青年參與各類型社團或組織活動的比率從2010年的28.1%，穩步上升至

2014年的44.2%，反映出青年對社團或組織活動的參與越加積極。20 因此在未來，學生對於澳門學聯的

服務需求會有增加趨勢，若能充分回應其需求，將進一步增加澳門學聯的服務成效以及社會影響力。

4. Threats

在外部環境的挑戰（Threats）方面，澳門社會社團文化濃厚不可避免地會帶來社團之間的競爭

19 澳門教育及青年發展局：《澳門青年政策（2021-2030）》。
20  華僑報：《調查顯示參與社團活動比率近年穩步上升 澳青年時政知識水平偏低》，2016年1月4日，https://

www.cyberctm.com/zh_TW/news/detail/1133327，2024年9月10日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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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近年澳門青年學生社團數量有明顯上升現象，不少傳統社團甚至博彩企業也開設服務青年學

生的分支或部門，澳門學聯開展的不少服務和活動在社會上亦有不同社團在提供同質性的服務，澳

門學聯面對的競爭環境愈加激烈。在資助方面，近年政府通過多種措施提高使用公帑的合理性，

對社團的資助金額從整體上看有削減趨勢，資助規範也越來越嚴格，例如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於2023 
年“學生及青年年度活動資助計劃”推行受資助活動的自我電子監察措施，對於資助金額達到一定

數量的項目，受資助者需要在項目開始前提供具體舉行日期、時間、地點及流程，並在執行過程中

進行實地巡查和拍照，監察項目實際執行情況，這對於社團如何計劃項目，以及如何克服外界因素

按原計劃執行項目提出一定考驗。

1. SO

結合澳門學聯的優勢以及外部環境的機會來看，建議澳門學聯未來可積極響應國家鼓勵澳門融

入發展大局的方向，發揮現時與內地青少年服務機構的緊密聯繫優勢，加深交流合作，嘗試將學聯

的部分品牌活動與內地的學生活動進行聯動，例如全澳毛筆書法比賽、中文硬筆書法比賽等在大灣

區多個城市均有同類型的活動，若能以各地政府牽頭，各地的青少年服務機構跟進配合，將現有的

活動合並為一個在大灣區內具規模的年度項目，既能為三地青少年提供一個相互認識、凝聚、交

流、學習的機遇和平台，也能將澳門學聯的品牌活動影響力輻射至大灣區，進一步提升澳門學聯的

知名度和服務優勢，同時也能與政府在“拓展多元興趣，豐富課餘生活”，以及“建立不同青年群

體的交流與溝通平台”取得更好的服務成效，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共同打造以中華文化為主

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豐富澳門學聯與政府協同治理的內容。

2. WO

如前文所述，澳門學聯自身的劣勢主要在於側重聚焦本土服務以及服務對象有不均衡現象，由

於澳門學聯自身在促進大學生專業發展的資源有限，未來建議可強化政府與大學生群體之間的中介

作用，加強與政府和高校的合作，於澳門和橫琴深合區積極開展企業考察、行業交流會等專業發展

活動。另外，可充分依託內地產業發展成熟多元、高等教育實力雄厚的優勢，積極拓展以澳門大學

生為對象的內地研學、考察、調研等活動，如組織學生深度參訪內地知名企業了解產業發展最新前

沿，與內地高校學生合作交流共同外出考察撰寫產業發展報告等，既能豐富現有的赴內地活動形

式，調和服務對象的不均衡現象，也能在目標聚合階段的治理工作上（促進專業成長）嘗試摸索出

一條有效的治理路徑，有效配合政府提出的澳門“1+4”產業發展戰略。

表3 澳門學聯未來發展的策略選擇分析

策略選擇

SO策略——利用機會，發揮優勢 WO策略——利用機會，克服弱點

加強與內地青少年服務機構合作，
擴展學聯現有品牌活動影響力

發揮中介作用，
拓展澳門大學生專業發展活動

ST策略——利用優勢，規避威脅 WT策略——減少弱點，規避威脅

充實會員基礎提升競爭力，
拓展政府外的資助渠道

強化調研機制，
鞏固自身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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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T

思考以學聯自身的優勢規避外部環境的威脅，在未來的發展上需要進一步鞏固學聯的會員基

礎，拓展會員數量，增強與學校間的聯繫交流，通過學校宣傳或推薦的方式多途徑吸納青年學生群

體接觸到澳門學聯的服務，增強澳門學聯服務項目的可及性和覆蓋面，從規模及影響力上在競爭環

境中脫穎而出。而面對資助規範愈加嚴格的挑戰，澳門學聯需充分運用多年來籌辦多類活動的經

驗，順應政府對社團資金運用的改革號召，更多以自負盈虧的方式開展部分項目，同時也可以聯繫

長久以來積累的社會資源，嘗試與本地企業合作，拓展政府以外的聯繫渠道，克服資金上的威脅保

障協同治理模式行穩致遠。

4. WT

從WT策略視角上看，考慮到澳門學聯在服務對象上存在一定不均衡現象，以及外部日趨激烈的

競爭環境，未來澳門學聯應進一步強化調研機制，通過問卷調查、焦點小組訪談、一對一對話等多

種方法深入了解青年學生群體，尤其是小學生和大學生群體的真實需求，加深與青年學生群體之間

的聯繫，並通過研究報告、意見書等形式將調研結果向政府反饋，針對青年學生群體的新需求探討

拓展青年學生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加強與政府和青年學生群體的關係紐帶，鞏固自身影響力

應對外部威脅。

澳門社會在歷史發展下受經濟、政治等因素影響形成了濃厚的社團文化。早在澳葡殖民時期澳

門社團在教育、慈善等社會福利領域扮演重要角色，彌補了殖民政府在這些領域管治的缺失。21“一

二‧三”事件後，社團進一步控制了澳門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項公共事務，社團的政治功能

開始顯現。自澳門回歸以來，澳門社團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重要功能不但沒有減弱，反而得到了

進一步加強，經過長久以來的發展，形成了如今的“社團社會”。在社團社會的背景下，社團已經

成為澳門社會治理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做好青少年工作、增強青少年家國情懷、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的重要平台，是發展壯大愛國愛澳力量、推進“一國兩制”事業薪火相傳的重要載體。22

本文選取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為田野觀察對象，從微觀角度研究在提供以青年學生為對象的

公共服務上社團與政府的協同治理模式，將協同治理模式劃分為“目標聚合”、“過程貫通”、“協

同共贏”三個環節，從回應需求和創造價值兩個方面觀察澳門學聯與政府在《澳門青年政策（2021-
2030）》五個政策目標上的工作。研究發現，澳門學聯在五個政策目標上都存在與政府“協同共

贏”的服務項目，與政府保持長期、穩定、高效的公共服務供給關係，以愛國愛澳為基礎，提供多

元活動回應學生在身心健康、生涯規劃、全面發展等實際需求，在服務學生群體、構建和諧社會、

融入國家發展上鼓勵學生積極創造價值，培養精英人才更好地投身到愛國愛澳事業中，多年來，澳

21 余振：《澳門的社團文化與社團政治——兼論從社團政治過渡民主政治》，澳門：澳門發展策略研究中
心，2000年，第40-43頁。

22 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行政區聯絡辦公室：《港澳青年新機遇 揚帆奮進正當時——全國政協委員建言
促進港澳青年更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2023年9月12日，http://big5.zlb.gov.cn/2023-09/12/c_1212267359.
htm，2024年9月10日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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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學聯已成為澳門培養政治人才的重要搖籃，多位現任行政會委員、立法會議員等重要政治人物過

往均有在澳門學聯架構內擔任要職，如今在更高的平台致力於社會發展和建設，為澳門青年發展提

供更有利的環境條件，構成培養青年人才的良好閉環。

另外，社團與政府的協同治理關係可能隨着社團的發展、政府政策、社會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動

態改變，本文也從澳門學聯的角度出發，以SWOT分析方法分析其自身的優勢、劣勢，以及外部環

境的機會與威脅，並以加強協同治理模式為目標提出未來澳門學聯四個方向的發展戰略。從宏觀視

角上看，澳門學聯與政府的協同治理只是澳門社團與政府整體關係中的其中一環，在如今新公共

管理理論廣泛應用的時代，政府與社會組織的協同治理在多個國家和地區都是一個有價值的研究課

題，本文期望在澳門社團與政府的協同治理上有更多視角的研究與補充，為如何更好地實現公共服

務供給、共同推進“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提供更有效的治理路徑。

［編輯：何曼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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