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交通與巴士問題

戰爭沒有贏家

跟據澳門日報報導，2024上半年巴士滿意
度，兩間巴士公得分差不多 ——新福利有26.3分； 
澳巴則有24.4（40為滿分），分數是基本合格，但比
前期都下跌了約一分的分數。文中沒有詳說調查樣
本不滿的地方。但應是涉及巴士服務，於巴士路線，
候車時間，和巴士公司的服務態度。

巴士路線問題和班次分配，應該會最直接影響
乘客對巴士公可的觀感。但這個涉及數據和乘客意

見，這個超出本文探討的能力，唯只能建議巴士公司提供更多讓乘客就班次和路線
提供意見的渠道和機會。至於本文會集中探討巴士擠湧和車內秩序的問題。

巴士出現擠湧，底因當然涉路線問題和班次分配，而當巴士出現擠滿問題
時，巴士公司如何處理也會影響乘客觀感。站在乘客的角度上，一定有未上車的乘
客想盡量擠進在客滿的巴士上，而在車上乘客也不會因人數限制也阻止其他乘客
上車。乘客擠進在客滿的巴士感覺雖然不太好，卻會迫不得已想繼續擠往巴士上，
至少他們不會反對這樣情況的發生，而巴士司機或相關人員面對擠滿的情況，會出
現三個可能：第一個可能是司機要求車上乘客往後行，以便騰出更多上車區域空
間, 讓更多乘客上車。第二個可能是司機拒絕乘客湧上車，關門共開車離站。第三個
可能就是司機不作為，直到未上車乘客知難而退放棄上車。

站在司機的角度上，要求車上乘客往後行讓更多乘客上車，出發點應是想
更多的乘客盡快到達目的地或想減低乘客的怨氣，無疑是小善的行為，但可能司機
要負上相當的責任。巴士車身都貼都有企位人數的上限，雖然沒有人會認真看待這
些數字，澳門也未因人數過多而出現重大意外。但如果巴士因為過多乘客而發生意
外，司機鼓勵過多乘客上車，可能會令他或巴士公司負上法律和道德的責任。拒絕
乘客雖然可能會引起乘客不滿，卻對巴士公司和司機來說，是最能夠保障自己的選
擇，無作為則是處兩者之間。

另一方面，可能因車上人多，或可迫使巴士司機駕駛時要更加小心和慢駛，
減少意外的發生。

解決巴士車內秩序問題 ——如關愛座的讓座，巴士上吃東西，或其他紛爭，
應主要從教育入手來解決。除非巴士公司另聘人駐留巴士，否則若要維持車內秩
序，最大權威就是巴士司機，無疑成功解決糾紛可增加乘客對巴士公司的觀感，但
作為司機是專心駕車，不應處理巴士內的其他事情。當然，如果司機覺得車上的紛
爭擾亂了駕駛心情，可以介入處理盡快終止紛爭，以便專心駕駛。不過處理紛爭很
易令到有人不滿，這些人會把矛頭轉而指向司機，從而令原本打算消除擾亂駕駛心
情的目的，最後卻得出適得其反的結果。

如果想更好解決問題，巴士公司可以為司機增設一個支援按鈕，下個站到
站時若有巴士公司職員執勤，與司機簡單溝通後他們可以進車進行調解或阻止乘
客不當的的行為。

俄羅斯向烏克蘭發起「特別軍事行動」三年多，戰事
並沒有因為美國特朗普就任總統馬上停下來，三方的停
火談判仍在拉拉扯扯。當戰事涉及各方面利益的時候，有
時真的叫人「騎虎難下」。俄羅斯幅員廣闊，戰鬥力強悍，
但三年下來也無法逼使基輔簽訂城下之盟。烏克蘭在自
己的國土內作戰，在澤連斯基沒有臨陣退縮下，以及得到
歐盟的支持，士氣仍能維持，可是受戰火所及，交戰地區
滿目瘡痍，雙方在戰鬥人員和經濟上都蒙受重大損失。

戰爭沒有贏家，昔日的「日俄戰爭」，因戰場在我國
東北，結果連我國人民也蒙受苦難。戰爭不能結束戰爭，
清日之戰繼之而起的日俄戰爭，戰火最後引發日本的全
面侵華。俄烏衝突本來是一場可以避免的悲劇，為什麼會
變成今日這個局面？這個問題值得我們反思，以避免同
樣的事情發生在自己的身上。

同樣，貿易戰也沒有贏家，最終的結果是誰輸得比
較多。美國宣佈採取「對等關稅」措施後，引來各國的反
彈，美國股市也應聲下跌。事情的發展會否觸及世界經濟

進入第二次的大蕭條，目前尚言之過早，只要各國的領導
人能理智地面對，相信機會不大。然而，置身於中美貿易
衝突或中美博弈的漩渦，澳門這條「池魚」也無法幸免。經
濟財政司司長早已預告，本年度財政收入或不似預期。如
何在財政收入、旅客消費下滑的情況下，令本澳居民的生
活保持幸福感？這個問題，希望能在行政長官岑浩輝的
首份財政報告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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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下的學校特別計劃 

遠來的傳教士

澳門榮登2024年全球出生率最低地區只有0.64，換
句話說，一個家庭只生半個多一點的孩子。面對出生率持
續下降的狀況，特區政府似是無計可施。而長期控制普及
教育的私立學校，就出現兩極化的狀況，一是名校學生超
收，像中區一所女子中學的幼兒教育，平均一級有250人
以上，而另一個極端是超小型的學校幼兒教育每班只有幾
名學生，甚至有些班級零收生。

港澳兩地雖然政情相近，但是，面對少子化的情況，
香港一向採取英治時代的功利政策，就是殺校。而沿襲葡
治浪漫主義的澳門教育，相對而言，就有人情味及人性化
多了。政府一直用不同的教育資助方式讓小校免於殺校的
危機。

小班教育不單純着重每班學生人數的減少，也着重
教學方法的改變，以及平衡學生群育發展的需要。現時特
區政府已通過免費教育附加金額、教育基金“學校發展資
助計劃”的優化班師比資助，鼓勵學校聘請教師優化班師
比，增加師生互動及教師對學生的關顧。本澳幼兒教育的
班師比由2011/2012學年1:1.6上升至2024/2025學年1

：2.3，而師生比由1:16.7 下降至1：11.7，有利學校根據幼
兒不同的教育和教學活動需要，配置合適的教學人員，更
好地關顧幼兒的保育及教學。目前，大部分學校幼兒教育

階段為有需要
的家長及學生
提供不同形式
的服務，包括督
課班、安親班（
課後照顧）、校
車服務、午膳服
務等。

甚且，教青局還提出許許多多的學校特殊發展計劃，
說穿了就是巧立一個比較像樣的名目，就繼續「磅水」給學
校，即是說，小城澳門政府非常顧及體面，容不下有殺校的
負面情況發生。

我們非常贊成每一所學校都發展特色教育，惟是，目
前澳門的狀況是填鴨式仍然是中小幼學校的主流，就算有
特殊稱呼的學校，如國際部、英才部，看真都是一樣的。所
以，如果澳門學校真的要走出特色路，必先考慮以人為本，
快樂為本，學習為本，一切捨本逐末，新瓶舊酒的教育措施
只會讓澳門教育江河日下。

4月4日清明節，本澳的兩個墳場：聖味基墳場、望廈
聖母墳場（相連新基督教墳場），由於已開放給公眾安葬，
所以都有不少人前往拜祭或掃墓，而位於白鴿巢側的舊基
督教墳場，則相對清靜。

據有報章資料顯示：「舊基督教墳場，原名東印度公
司墳場。自1857年，市政廳禁止市區內埋入任何死者後，墳

場因此關閉，內裡的墓葬保存至今。儘管基督教墳場規模
不大，但入葬者中有許多歷史名人。諸如第一位來華新教
傳教士馬禮遜，中文金屬活字研製者撒母耳‧戴爾牧師、
英國首任駐華商務監督律勞卑勳爵、英國皇家海軍艦長亨
利‧約翰‧斯賓塞‧邱吉爾（英國首相邱吉爾的先祖）、第
一部關於澳門歷史的英文著作作者——瑞典人龍思泰、英
國畫家錢納利、美國海軍上尉約瑟夫‧哈樂德‧亞當斯（
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之孫、第六任總統約翰‧昆
西‧亞當斯之侄）等，而第一位來華傳教的新教傳教士馬
禮遜（1782-1834），他死後及其家族亦葬於教堂旁邊的墓
地，教堂也以其命名。墓園分兩部分，前為馬禮遜小教堂，
現稱聖公會馬禮遜堂，是澳門第一座基督教傳道所。」

無論是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傳教士，在過往的日子
裡，他們飄洋過海來到澳門這個小地方，目的都是為了傳
播基督的福音，把喜訊帶給中國人，從而在世間建設一個
慈悲和正義的新天新地，引領大家一起進入天國擁有永
生。他們的無私奉獻，永遠絕對值得緬懷和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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