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法務範疇 
 

 

 

 

 

 

 



行政法務政策 

 

  一支廉潔及高素質的公務人員隊伍，一個高效率及充滿活力的公共

行政體制，是落實政府政策，發展經濟和服務社會的首要條件，亦是落

實“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基本保障。 

 

  然而，不必諱言，目前的公務人員隊伍及公共行政體制，確實存在

有待改進之處。因此，特區政府必須改善公共行政體制，精簡組織架

構，簡化行政手續，以回應市民的呼聲，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為此，我們基於歷史與現實環境，訂定了工作的目標，並根據實際

情況，訂定了相關措施，以積極而穩妥地改善公共行政體制。 

 

  首先，我們將對各個公共部門及實體的架構、職責和權限，以及可

動用的人力資源作出準確、全面的評估，充分掌握第一手資料，使有關

決策建立在堅實可靠的基礎之上，從而循序漸進地實現各項既定目標； 

 

  其次，我們將開展各項在職訓練及職業培訓活動，以提高公務人員

素質與士氣，改善服務態度，更重要的是，希望藉以建立一種嶄新的行

政文化：將公共服務視為對社會的一種責任，而不僅僅是職權的行使。 

 

  同時，我們將透過資訊工具的廣泛運用等手段，以克服官僚作風，

方便市民。 

 

  在法務領域，我們也面臨許多挑戰。我們必須透過落實《基本法》

規定的立法舉措、原有法規的適應化修訂、填補法律漏洞或補足原有法

規，以完善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體系。 

 

  我們還將按照《基本法》的規定，根據行政長官的指示，加強與立

法會的溝通與合作，委派政府官員或其他負責政府公務的人員列席立法

會會議聽取意見或代表政府發言及出席質詢。 

 

1 行政及公職領域 

 

1.1 一般目標 

 



在行政及公職領域內，目標為提高公務人員的工作效率和服務

質素；改進公務人員的錄用、紀律、提昇和晉級制度；強化廉

潔意識和公僕觀念；精簡組織架構，簡化行政手續，善用公共

資源及完善相應法規，以適應社會的發展。 

 

 

1.2 優先介入領域 

 

1.2.1 檢討組織架構：必須系統及詳盡地分析和研究各個公共實

體的架構、職責和權限，以便落實《基本法》和有關法規

關於政府部門組織、職權和運作的規定； 

 

1.2.2 評估人力資源：在實現上述一般目標的過程中，人力資源

的正確管理是重要環節之一。因此，我們將對可動用的人

力資源（其結構、學歷、能力及動力）作全面而精確的研

究和分析，以便在此基礎上制定正確的人力資源政策，並

就公共行政人力資源的計劃、管理和發展採取具體的措

施，同時為改進公務人員的錄用、紀律和晉升制度創造條

件； 

 

1.2.3 加 強 職 業 培 訓 ： 為了普遍提高公務人員的質素和專業水

平，將特別注重在職培訓及職業培訓，更新其專業知識，

以便適應環境的變化，同時，我們將檢討現行的培訓制度

及項目，以善用公共資源，提高培訓效果； 

 

1.2.4 運用科技設備：在當今資訊社會，公共行政部門必須善於

運用科技發展的成果，以提高行政效率，減少官僚作風，

方便市民並拉近與使用者的距離； 

1.2.5 推介旅行證件：我們將重視並致力於向外國或其他地區推

介澳門特別行政區旅行證件（護照及旅行證）。 

 

1.3 主要措施 

 

1.3.1 就公共部門及實體現有人力資源的概況、結構及其他有

關情況製作報告； 

 

1.3.2 制定合理運用人力資源的新機制，尤其是重新評估評核

制度、部門之間的互通性、職程之間的互通性及職業變



更的制度； 

 

1.3.3 大力推行在職培訓，尤其是在公眾接待及法律培訓及管

理培訓方面； 

 

1.3.4 投入資源並創造有利於職業培訓的條件，尤其是透過與

有關高等教育機構訂立合同及合作協議，以及透過未來

法律培訓中心的運作； 

 

1.3.5 透過行政暨公職局製作有關職業和語言培訓、進修的刊

物及其他視聽教材； 

 

1.3.6 就行政當局在電子數據交換系統方面遇到的問題，以及

將之納入資訊社會的程度製作報告，這可作為其後發展

電子公共行政的基礎。電子公共行政以使用聯網上的資

訊為主，且可讓企業或其他使用者透過電子途徑查詢有

關公共行政當局的事宜，以及取得公開的登記資料； 

 

1.3.7 作為資訊管理的根本工具，須擴大並完善行政當局的數

據通訊網（ INFORMAC），以優化其使用； 
 

1.3.8 繼續非官僚化的程序，以增加居民，尤其是經濟參與人

的認受性，並深入考慮在非官僚化、公共服務質素及對

使用者的資訊方面設立推動行政現代化措施的觀察站； 

 

1.3.9 對透過優質證明及優質檢定系統等機制，對逐步在各公

共部門引入優質服務系統進行研究及加強推廣； 

 

1 . 3 . 1 0 在全面分析現存情況的基礎上，就公共部門架構的重整

及規範其設立和撤銷的法律的修正，以及制定更靈活的

機制，使公共部門的組織更切合其職責與權限及配合

《基本法》及有關法律的規定等方面製作報告； 

 

1 . 3 . 1 1 研究最切合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況的可行的評估制度，以

評估公共部門的組織、其服務的成效及質量等； 

 

1 . 3 . 1 2 推動和加強與本地、內地及國際的機構和組織在公共行

政方面的專業技術培訓等技術合作； 



 

1 . 3 . 1 3 促進及加強部門之間的合作，向市民推介各個公共部門

及實體的權限和職責，使市民能對該等部門及實體的職

責有清晰的認識。 

 

1.4 臨時市政領域 

 

1.4.1 將根據《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

員會的有關決定，全面研究臨時市政架構的改組。 

 

1.4.2 各臨時市政機構繼續在下列領域為居民服務： 

 

1.4.2.1 致力於改善環境及提高居民的生活質素，考慮

到居民的健康和安逸，改善綠化區、休憩區及

運動和娛樂場地，並使居民認識公共衛生問題

及促進文化表演活動； 

 

1.4.2.2 提高服務質素及加強與居民的關係，提供各種

快捷而有效的溝通途徑，並採取有利於解決居

民的問題及滿足其需要的措施。 

 

2 法務領域 

 

2.1 一般目標 

 

考慮到澳門特別行政區在該領域的情況，在二零零零年有如下

四大目標：完善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內部法律體系；製作現行澳

門特別行政區法律體系中僅具葡文本的法規的中文本；依據《基

本法》的規定處理國際法律事務及充分有效地運用現有資源。 

 

2.2 完善內部法律體系的措施──研究及訂定某些具緊迫性的法規 

 

2.2.1 檢討、修訂《刑法典》，尤其是有關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 

 

2.2.2 補足登記及公證方面的規範性文件；尤其是核准雙語印

件及簿冊的式樣； 

 



2.2.3 有關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及居民身份證發

出的法規； 

 

2.2.4 根據澳門的實際情況檢討《道路法典》； 

 

2.2.5 《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法》及《選民登記法》； 

 

2.2.6 《稅務法典》及有關的訴訟費用制度； 

 

2.2.7 與外界就民事、商事及刑事事宜的司法合作方面的法規； 

 

2.2.8 補足司法組織及運作法規及其他規範性文件，尤其是核

准雙語印件及簿冊的式樣。； 

 

2.2.9 檢討及修訂有關入境、逗留及定居制度方面的法規。 

 

2.3 完善內部法律體系的措施──訂定重組有關實體的法規。 

 

2.3.1 重組司法事務局的組織架構； 

 

2.3.2 重組司法、登記暨公證公庫； 

 

2.3.3 重組社會重返基金； 

 

2.3.4 重組司法官培訓中心； 

 

 

2.4 完善內部法律體系的措施──跟進法規的執行 

 

由於現行法律體系中，部份的法典未經實踐檢驗，為了找出倘

有的漏洞、解釋上的缺陷以及是否符合本地實況，須在本年內

進行有關工作。為此，政府將視乎情況成立跟進五大法典（民

法、商法、民事訴訟法、刑法及刑事訴訟法）及其補足法規的

各個委員會，以便適時作出有關調整。 

 

2.5 完善內部法律體系的措施──推廣及培訓活動 

 

澳門居民及公務人員瞭解並自覺遵守法律，是充份發揮法律功



效的前提之一，因此，我們將盡力推廣法律，並加強專門培訓，

尤其是有關新近制定或修改的法律規定。為此，政府建議採取

下列措施： 

 

2.5.1 集合法律培訓中心、行政暨公職局、澳門大學法學院的

力量，組織有關澳門法律的專門培訓活動，尤其是有關

《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行政程序法典》、《行政訴

訟法典》、以及其他重要法規的培訓活動。 

 

2.5.2 進一步加強《基本法》的推廣活動以及其他法規，尤其

是新的法規的推廣活動； 

 

2.5.3 促進出版專題法規單行本的官方版。 

 

2.6 製作現行規範性文件的中文本 

 

2.6.1 視需要公佈僅具葡文本的現行訓令及對外規範性批示

的中文本； 

 

2.6.2 於中文官方化之前公佈的規範性文件的中文本，如有需

要，在作出有關修正及完善之後，重新公佈有關文本。 

 

2.7 依據《基本法》處理國際法律事務 

 

2.7.1 採取內部措施配合中央政府締結的並決定適用於澳門

特別行政區的國際協議； 

 

2.7.2 在中央政府協助和授權下，就國際司法互助關係，尤其

是有關移交逃犯及被判刑者事宜，做出適當安排； 

 

2.7.3 經中央政府協助或授權，談判和簽定互免簽證協議； 

 

2.7.4 依據《基本法》的規定處理其他國際法律事宜。 

 

 

2.8 管理現有資源 

 

2.8.1 就錄取報讀法院及檢察院辦事處法院書記長培訓課程



進行開考； 

 

2.8.2 在核准少年感化院教育人員通則後，開展有關招聘工

作。 

 

2.8.3 落實電腦應用系統使用中文介面的研究成果； 

 

2.8.4 安裝及技術支援電話自動查詢系統的加強設備，以便市

民能透過該系統查詢所申請的證件是否已可領取； 

 

2.8.5 繼續進行居民身份證電腦應用系統的修改工作，以配合

明年（二零零一）將進行的發出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身

份證的工作； 

 

2.8.6 豐富身份證明局網頁上的資訊內容，例如：加上英文

等； 

 

2.8.7 全面實行檔案管理電腦化； 

 

2.8.8 進行身份證明局電腦室的重建工程； 

2.8.9 與其他部門合作購買及分享使用新的指模自動認別系

統（AFIS）； 
 

2.9 設施領域及程序領域 

 

2.9.1 考慮到完全執行未成年人司法管轄教育制度，改善少年

感化院的環境和工作條件； 

 

2.9.2 在印務局大樓進行改善工程；修葺印務局印刷工場，並

使之現代化。 

 

2.9.3 支持刊登及出版有關澳門法律的立法、司法見解或學說

著作； 

 

2.9.4 出版《法律詞彙》修訂版及中文版《澳門法律辭典》第

一冊； 

 

2.9.5 加強與外地學術機構的合作，使外地對澳門法律有更深



入的認識和研究； 

 

2.9.6 推廣作出登記及公證行為的主要手續及程序； 

 

2.9.7 加強中文在登記和公證部門的使用，使所有登記行為以

中葡雙語作出，而公證行為可應當事人要求，以中葡任

一語言作出； 

 

2.9.8 開始研究有利於按照《民事登記法典》的規定將在本澳

以外作出的登記行為轉錄的程序； 

 

2.9.9 推廣有關申請居留及澳門特別行政區旅行證件的主要

手續及程序； 

 

制定已核准或將核准的表格及簿冊式樣（例如有關民事及刑事方面的傳

喚及通知書、有關登記及公證以及訴訟費用等），並促進其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