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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行政法務範疇施政方針引介 

 

尊敬的立法會主席，各位議員： 

現在，本人向立法會介紹行政法務範疇 2022 年施政方

針的執行情況及 2023年的主要工作計劃。 

2022年，我們繼續深化電子政務，於 4月推出升級版“一

戶通＂，全面提升穩定性和實用性，並增加更多功能，包括

繳納行車稅及交通違例罰款、公共部門活動報名和場地設施

預約、申請旅行證件、提交法院訴訟文書，以及繳交水電費

用等。 

截至 10月 31日，“一戶通＂有逾 41.8萬人登記，較《電

子政務》法律生效前增加 6.2 倍，共整合 165項電子服務及

功能，涵蓋居民生活、就業等領域。在“一戶通”綁定的車輛，

已超過全澳登記車輛總數的一半。 

同時，我們持續推進開放政府數據，截至 10 月 31 日，

政府數據開放平台提供的數據集增至 602個，涉及法律、交

通、醫療、教育等領域。 

我們嚴格控制公務人員總額，今年 10 月公務人員數量

為 34,510人。部門架構方面，對 8個公共部門和 10個自治

基金進行重整，包括成立藥物監督管理局，設立北京協和醫

院澳門醫學中心/澳門醫院籌備辦公室，重組土地工務局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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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設局，優化旅遊基金，將學生福利基金、教育發展基金

及高等教育基金合併為教育基金，重整澳門基金會的組織架

構。 

為有效運用政府人力資源，我們完善公務人員調動機制，

對相關法例進行了修訂，基本構建起適用於所有公共部門的

人員流動機制。此外，為配合深合區建設，擴展“臨時定期委

任”的適用範圍，以便建立更完善的派遣公務人員往深合區工

作的機制。 

在落實招聘開考、推進政府部門內部管理電子化、升級

雲計算中心系統、研發新一代居民身份證、加強公務人員培

訓等方面，我們也有序推進工作。 

今年我們全面落實年度立法規劃，在 17個立法項目中，

已完成草擬並向立法會提交 12 項法案，剩餘 5 項也將於年

底前提交。除年度立法規劃外，截至 11月 14日，特區政府

完成草擬並向立法會提交 9項法案，並頒佈 50項行政法規。

特區政府與立法會加強溝通，截至 11月 14日，配合立法會

完成制定 15項法律。 

在深化登記公證電子服務方面，推出網上發出商業和物

業登記副本及網上支付服務，並拓展公證查證平台的功能，

將查證範圍由公共公證員擴大至私人公證員，方便文件接收

者即時核實文件，保障交易安全。去年開通的商業登記訊息

平台運作順暢，截至 10月 31日，平台累積查詢逾 153萬次。 

針對法律資訊平台分散的問題，我們於 4月整合印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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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搜尋系統、行政公職局的“澳門法例資料查詢系統”及

法務局的“澳門法律網”，推出新的“搜法易”平台，已有逾 42

萬人次瀏覽。 

深合區的法制建設方面，我們與廣東省一起，用好珠海

的經濟特區立法權，逐步構建深合區民商事規則銜接澳門的

制度體系。為便利澳門居民在深合區學習、就業、創業及生

活，法務局與深合區法律事務局聯合開展普法工作，透過多

元化方式，講解深合區的政策措施和法律制度。 

為更好應對新冠疫情，我們就鮮活食品保供、封控區維

生支援、公共地方及封控區清潔消毒等制訂一系列預案，並

在“6‧18”疫情期間有序啟動。市政署聯同兩南公司、業界全力

確保鮮活食品供應充足，每天公佈供應量，以穩定市場價格。 

在疫情期間，由市政署牽頭的“維生與支援小組”在來自

法院系統、檢察院、廉政公署、審計署等 14個公共部門近千

名公務人員的支援下，向 97棟紅碼大廈，約 2.5萬名封控區

居民提供維生支援，派發大量應急食物包、蔬菜凍肉食物包

及飯盒，並協助代轉物資。同時，持續加強公共地方和設施

的清潔消毒工作，為紅碼大廈收集生活垃圾。 

為緩解水浸，我們重點針對各區易積水地點、大型建築

地盤周邊的公共渠道等，加大通渠清淤的力度，並加強執法

打擊非法排污，從源頭進行治理。 

為回應社會訴求，我們持續優化和拓展兒童遊樂空間，

今年已優化水塘公園、林茂塘臨時休憩區、二龍喉公園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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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兒童遊樂場，受到市民歡迎。 

《公共街市管理制度》於今年 1月 1日開始實施，市政

署積極向攤販講解新制度，與 873個攤販簽訂租賃合同，並

規範街市的價格標示方式，推出“街市通”手機應用程式，每

日公佈街市鮮活食品價格，提升價格透明度。此外，紅街市

整建工程已於 5月啟動，雀仔園街市重整工程已完成設計工

作，今年底還將啟動氹仔街市第二期整治工程。 

尊敬的立法會主席，各位議員： 

2023年是澳門走向經濟復甦的重要一年，我們期望和全

澳市民攜手同心，驅散新冠疫情陰霾，推動各項工作踏上新

台階。 

近三年電子政務取得了一些進展，但不能止步。我們將

修訂電子政務法律，重點解決現時各單行法規對電子化操作

有所限制的問題。將在“一戶通”2.0版本的基礎上，深化便民

服務模式，梳理及簡化部門業務流程，結合跨部門數據互聯

互通，實現“減少申請步驟、減少提交資料和文件、減少走訪

部門次數”的目標。鑑於商企和社團所需的電子政務服務有別

於一般民生類服務，特區政府計劃提供專門電子服務入口，

以便更好地滿足商企和社團的需求。 

我們將進一步研究完善專門適用於公共部門領導主管

的紀律制度方案，從實體及程序層面引入機制，處理領導主

管在擔任職務時發生的違紀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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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對公共部門及自治基金的一系列重整，政府組織架

構及職能已有所完善。在此基礎上，我們將着手對政府架構

中的項目組進行檢視，並作出必要重組。 

目前使用的第二代澳門居民身份證已推出約 10 年，為

進一步加強電子化應用及提升防偽性能，將於 2023 年正式

發出新一代身份證。 

為加強公務人員的培養，我們將完善培訓體系，並強化

公務人員對《憲法》、《基本法》及《維護國家安全法》等內

容的學習，築牢“愛國愛澳”基礎。新冠疫情以來，公務人員

奮戰在抗疫第一線，無私奉獻，我們將繼續採取關懷、支援

公務人員的措施，激勵公務人員士氣，以更好地服務全澳市

民。 

我們將不斷加強立法統籌，科學合理地安排立法項目。

在此基礎上，嚴格執行年度立法規劃，積極落實 16個立法項

目，包括居民身份證、電子政務、打擊不法賭博、民事登記、

汽車登記、登記及公證的電子化、公共採購、保險中介業務、

道路交通、民航，以及廉政公署職能等領域。 

第七屆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已按法定程序向行政長

官提交選舉活動總結報告。特區政府將參考總結報告，就完

善選舉制度開展修法工作。 

澳門的登記公證制度歷史悠久，但在信息化和現代化方

面也面臨挑戰。我們將深入研究登記公證範疇的相關法例，

作出整體性的修訂。透過完善法例、重構登記公證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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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與相關公共部門及實體實施數據互聯互通措施，使更多登

記公證服務實現全程電子化。 

我們將按照《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要求，

積極探索兩地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重點與廣東省研究以省

級立法形式制定促進深合區發展的綜合性條例，完善深合區

的治理機制。 

2023年是澳門《基本法》頒佈三十周年，我們將聯合本

澳社團舉辦系列紀念活動，加深社會各界對《基本法》的認

識，並繼續以《憲法》、《維護國家安全法》，以及與民生息息

相關的法律法規作為普法的重點內容。 

我們將持續推進緩解水浸的工作，啟動筷子基北灣雨水

泵站工程，提升筷子基區、林茂區及高士德區在暴雨期間的

排水能力。同時，完成氹仔舊城區排水系統改造的研究，編

製工程計劃，爭取於 2024年分階段開展工程。 

我們將積極落實特區“二五”規劃中增加、優化市政休閒

設施的發展策略，為市民提供多元的休閒空間。黑沙青少年

活動體驗營將於 2023 年分階段啟動工程，透過分佈在不同

營區的各類設施，為青年少提供鍛煉身體和意志的地方。 

2023 年將完成澳門半島南岸海濱綠廊二期建設工程計

劃的編製，爭取同年啟動工程。項目將結合海濱自然岸線，

設置活動廣場、自由波地、健身設施和遊樂區等，為市民提

供多元戶外活動空間。 

澳門半島北區人口密度大，我們將加大力度在區內增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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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休憩設施。市政署將與相關部門密切合作，把狗場及蓮

峰體育中心改建為市民運動公園，預計 2023 年完成編製建

築方案。此外，將鴨涌河苗圃地段併入孫中山紀念公園，調

整公園空間佈局，增加遊樂設施。同時開展台山休憩區優化

工程，更好地滿足區內市民需要。 

因應新冠疫情的發展，我們將按衛生部門防疫指引，持

續優化進口食品的防疫措施，特別是嚴守環境、從業人員、

冷鏈食品三層防疫線。 

公共街市和廣大市民息息相關，我們在繼續落實新街市

法律制度的同時，有序推進紅街市、雀仔園街市、氹仔街市

的整治工程，塑造街市新形象。 

最後，感謝主席、各位議員及社會各界對我們工作的支

持，敬請大家提出寶貴意見和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