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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將加強與粵港兩地在法律資訊方面的交換，充分利用粵港澳大

灣區法律資訊網，及時發放有關三地的公共法律服務資訊，為澳門居民在大

灣區生活、學習、就業、經商提供所需的法律資訊，預防和化解可能產生的

法律風險和糾紛。

2. 拓展對外司法互助交流合作

在進一步加強與內地司法機關的司法互助交流和合作的同時，特區政府

將繼續跟進與葡萄牙、巴西、東帝汶、佛得角、安哥拉、越南、菲律賓以及

西班牙之間已開展的司法互助協定的磋商；與中央政府保持密切溝通，按照

特區整體發展策略和對外交往的實際需要，與其他國家開展商定司法協助的

工作。

特區政府將在中央政府的統籌和指導下，草擬澳門特區適用《殘疾人權

利公約》第二次和第三次合併報告，以及適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二次報告的問題清單的回覆，闡述澳門特區為推動落實兩項公約採取的立

法和行政措施，為保障澳門居民基本權利和自由所作出的努力。

三．市政服務領域

（一）防患未然建設健康城市

加強公共衛生、建設健康城市，是市政部門的長期工作。2020年，我們

將部署城市地上地下的衛生環境安全線，優化市政公共衛生設施，整建翻新

與加強管理雙管齊下，為建設健康城市奠定基礎。同時，特區政府將和社會

團體合作，鼓勵全民參與社區清潔，共建整潔家園。此外，地下管道是健康

城市的基礎，將持續推進管道清理和定期巡查工作，確保城市根基安全健康。

從之前的“天鴿”風災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突發的自然災害和公共衛

生事件一再考驗澳門的防疫防災能力。為有效保障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我

們需要防患於未然，以建設健康城市為目標，提升城市的抗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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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成全澳公廁升級改造工程

公廁既反映城市公共衛生狀況，也是衡量城市文明的指標之一。為配合

防疫抗疫工作，市政署將加快推進優質公廁建設計劃，和民間專業團體合作， 

2020年將重整、翻新全澳 83個公廁。公廁優化工程將落實特區政府以工代

賑的政策，扶助澳門中小企業，保障本地工人就業。

市政署將針對設施條件不佳的公廁進行重建，改善公廁內部設計，增加

廁格及調整男女廁格比例；引入環保元素，增加自然通風、採光及室內綠化；

增設自動感應設備，減少手部接觸的機會；裝設消毒淨味機，改善公廁的異

味問題。此外，市政署亦會提升公廁的日常管理維護，為市民和遊客提供優

質的公廁服務。

2. 政社合力全民參與社區清潔

市政署將聯同社會團體共同開展“社區清潔‧齊參與‧同抗疫”活動，

透過“大廈屋苑清潔活動”，查找衛生狀況欠佳的大廈屋苑，尤其是“三無大

廈”，清理簷篷、天井、天台等地方堆積的垃圾，並進行公共地方的消毒；透

過“大廈屋苑防治鼠患活動”，對出現鼠患的大廈進行防治，消除大廈內鼠患

滋長的源頭，減低疫情發生和傳播的風險。

市政署將加強公共道路以及社區內行人天橋、扶手電梯、升降機等公共

設施的清潔和消毒工作，尤其是針對人口密集的社區，持續進行街道的日常

清潔和消毒。

3. 提升排水系統增強抗浸能力

為減低颱風、暴雨、天文潮時部分地區的水浸情況，需持續完善本澳下

水道的清、污分流工作，提升低窪地區的排洪能力。

2020年將加快推進“內港北雨水泵站箱涵渠建造工程＂，將新馬路至沙

梨頭街市一帶的雨水截流，接入大型雨水箱涵渠，並由雨水泵房強排出海，

以改善區內水浸情況。離島方面，將進行氹仔沿岸潮水閥建造工程，完善排

水系統，防止海水倒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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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設“澳門排水系統訊息化管控系統＂，實現暴雨、風暴潮、颱風

的線上監測以及排水管網運行狀態的即時監控，將排水防澇工作智能化。工

作將分階段進行，首階段為林茂塘、新橋及高士德區域，預計三年內完成整

項計劃。　　

4. 改善大型街道垃圾收集設施

社區環境衛生關係到市民的健康，也是抗疫防疫的重要環節。在督促專

營公司做好垃圾清掃和收集工作的同時，市政署將持續開展宣傳教育工作，

呼籲市民積極配合，共建、共享清潔健康的社區環境。

街道垃圾桶和封閉式垃圾房是社區公共衛生重要防線。市政署將在現有

街道垃圾桶和封閉式垃圾房的基礎上推進改善措施，甄選約 8至 10個合適地

點興建壓縮式垃圾桶或封閉式垃圾房，減少大型街道垃圾桶數量，更好地進

行垃圾收集管理。同時，優化垃圾收集設施，尤其是大型街道垃圾桶，監測

垃圾量，完善垃圾收集安排，改善社區環境衛生。

（二）建設海濱綠廊美化社區

為回應社會對增加休閒空間、改善社區環境的訴求，2020年將重點建設

澳門南岸的海濱綠廊，在為市民提供大型綠化休閒空間的同時，提升澳門海

濱旅遊城市形象。計劃對舊區的部分街道及社區環境進行細化整治，改善舊

區公共設施殘舊的面貌，為市民提供更多休閒、康樂、運動的空間。

1. 建設海濱綠廊提升休憩環境

市政署將從 2020年起分階段建設串連科學館、觀音像，伸延至媽閣的澳

門半島南岸海濱綠廊，為全澳市民提供老少咸宜的大型海濱休憩空間。首期

建造工程於 2020年 4月啟動，預計年底前完成並開放予市民使用。年內亦會

開展第二期規劃設計招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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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工程觀音像海濱休憩區，是由科學館至觀音像的一段海濱沿岸，

總面積約 15,000平方米，建造工程長約 370米，設施包括長約 400米的海濱

步行徑、兒童遊樂區、休閒茶座區、多功能球場、多用途活動廣場、健身康

樂區、門球場、滾軸溜冰場等，並加強沿岸綠化，形成海濱林蔭大道。

2. 優化舊區環境建設宜居社區

澳門舊區人口密度高，缺乏社區休閒空間，而且街道及公共設施比較殘

舊。為改善舊區環境，市政署將和民間專業團體、大專院校合作，對黑沙環

及祐漢區、司打口及內港區作規劃整治。

黑沙環及祐漢區的整治工作，將透過建設特色節點廣場、善用閒置土地

優化社區公園、改善步行環境和社區型休憩區，整治社區環境，優化區內休

憩空間，計劃在 2020年完成首階段節點廣場規劃設計，有序推進各項整治

工作。

司打口一帶內港區是歷史悠久的舊區，將藉著內港客運碼頭口岸復航的

契機，重點改善口岸周邊街區環境和司打口廣場，重鋪由新馬路經司打口至

媽閣的行人道，優化小型開放空間，增加綠化、照明及公共藝術等，優化社

區內步行和休憩環境。

3. 改善步行環境鼓勵綠色出行

2020年將展開澳門及離島行人道優化工程，鼓勵市民綠色出行。除城市

日大馬路、畢士達大馬路等地區的優化工程外，還將包括祐漢及馬場、望德

堂、筷子基等區域的行人道。同時，將在火船頭街及白雲花園的行人天橋加

設升降機，持續推進無障礙設施建設。

此外，開展在市政牧場舊址（俗稱“牛房”）及菜園巷增設升降機等無障

礙設施的可行性研究，打通行人道形成捷徑，方便附近的市民進入望廈山及

跨區步行，並研究整體優化望廈山市政公園，將“牛房”規劃為社區文化據

點，引文化入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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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建戶外活動休閒空間

為善用寶貴的土地資源，為市民開闢更多的休閒空間，尤其是青少年的

戶外活動空間，2020年，特區政府將合理利用多幅閒置土地，在路環黑沙海

灘附近建設青少年歷奇營，在澳門半島及離島建設臨時波地和休閒區，同時

開展氹仔單車徑的延長工程，為市民提供更便捷優質的戶外運動空間。

1. 分階段建大型綜合休憩場所

2020年，市政署利用路環黑沙村旁閒置土地建大型綜合休憩場所，同

時，整合現有黑沙海濱休憩區及黑沙公園等康體資源，規劃包含親子玩樂、

田園農耕、青少年歷奇等元素，滿足不同年齡層市民需求的大型戶外綜合活

動空間。

2. 善用閒置土地增加休憩空間

為善用閒置土地，改善缺乏社區休憩空間的問題，市政署計劃將具備條

件的閒置土地作為臨時休憩區和社區設施，主要包括林茂海邊大馬路 4幅面

積合共約 3,700平方米的閒置土地，設自由波地、成人健身休憩區及兒童遊

樂區等。

此外，將利用何賢紳士大馬路青茂口岸對面原作為市政署苗圃及工場的

約 2萬平方米的土地，建設休憩區及口岸人流疏散配套設施，回應社會對改

善北區休憩設施不足的強烈訴求，並配合青茂口岸開通，做好周邊人流疏散

及交通規劃。

3. 延長離島單車徑優化步行徑

2020年，市政署將蓮花單車徑向百老滙酒店方向延伸，並研究連接氹仔

海濱休憩區單車徑的可行性方案。計劃將氹仔海濱休憩區單車徑由嘉樂庇總

督大橋向友誼大橋方向伸延 1,500米，屆時氹仔海濱休憩區單車徑總長度將

達到 4,800米，為氹仔區市民提供更廣闊的戶外運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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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署將持續推進龍環葡韻環湖步行徑第二期建造工程，逐步塑造兼具

休閒氣氛及生態教育功能的生態濕地公園。將重整大潭山郊野公園兒童遊樂

區，更換設施，優化現場配套，為市民提供更好的休憩活動空間。

（四）提升綠化改善街市環境

2020年，市政署將加大城市綠化的力度，整體提升本澳的綠化效果，優

化居民生活環境質素。將繼續促進蔬菜肉類等農副產品市場供應及價格透明

化，鼓勵業界積極開拓新的貨源。將加強街市的管理，加強清潔、消毒的力

度，為市民提供舒適、整潔、衛生的街市服務。

1. 加大城市綠化密度提升品質

市政署 2020年將重點加強城市主幹道、節點圓地以及輕軌沿線的綠化，

把水塘公園的圍牆建成花帶，對偉龍馬路一帶進行重整綠化，同時開展行人

天橋、垃圾房等立體綠化。持續做好山林復育工作，計劃完成 5公頃的山林

修復工作，種植不少於 7,000株樹苗。

2020年將開展“澳門城市園林綠化系統總體規劃”專題研究，規劃年度

為 2021年至 2030年，制定相關規劃指引和綠化指標。將開展全澳綠化生態

總體規劃及建設指引的專題研究，訂定短、中、長期的綠化目標和工作計劃。

2. 增加市場透明優化街市管理

蔬菜肉類等農副產品市場涉及千家萬戶，在穩供應、保質量的同時，市

政署透過網頁、手機應用程式、資訊服務亭、街市內的液晶顯示屏等多種渠

道，及時公佈各個街市主要鮮活食品平均價格，提高市場透明度，同時鼓勵

業界積極開拓貨源，促進鮮活食品價格的穩定。

市政署將加快對紅街市、雀仔園街市、氹仔街市等多個街市及周邊配套

設施的改善工程，為市民提供更舒適、更便利的購買環境。此外，市政署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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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人員加強對街市攤位的衛生巡查，對街市採取更嚴格的清潔、消毒工作，

為市民提供更整潔、更健康的街市服務。

（五）加強檢疫維護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是市民健康生活的基本保障，2020年，市政署將進一步完善本

澳的食安標準及指引，落實執行檢驗檢疫，強化食品安全防控體系。同時，

市政署將積極參與區際和國際交流合作，與澳門的食品供應地保持食安信息

的密切溝通，共同構建食品安全網絡。

1. 完善法規加強巡查抽驗執法

為健全澳門食品安全法規體系，市政署將制定規範食品中農藥最高殘留

限量的行政法規，同時研究《食品安全法》所規範的其他配套法規，訂定並

完善食品安全指引，發放予業界參照執行。此外，將透過區域合作、資訊通

報、技術交流及科研調查，進一步完善本澳的食安標準及指引，強化食品安

全防控體系。

市政署將加強巡查各類食品生產經營場所，特別是根據過去巡查及投訴

的紀錄，作重點的巡查及整頓。2020年將持續恆常食品抽驗，以及按計劃推

出“嬰幼兒食品中重金屬及真菌毒素含量調查”、“燒味、鹵味及中式冷盤之

致病性微生物調查”、“燒烤食品專項調查”，密切監測食品安全及衛生情況，

減低食安風險。

2. 促進國際及區域間食安合作

市政署將與食品供應商及內地檢驗檢疫部門保持密切溝通，加強資訊互

通及檢驗檢疫力度。在《粵澳食品安全工作交流與合作框架協定》基礎上，

2020年粵澳雙方將重新簽訂協議，健全食品安全合作機制，強化食品安全資

訊通報，推進食品安全合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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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市政署對本澳生產加工食品行業的監管受到內地出入口衛生檢驗檢

疫部門的認同，市政署及內地海關將對澳門生產加工擬輸入內地的食品，推

動“關於輸內地澳門製造食品安全監管合作安排”，在風險分析的基礎上制定

食品清單，按照特定規範對參與的澳門食品生產企業進行監管。在有關安排

落實後，市政署將對符合條件的食品簽發證書，內地海關予以通關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