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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立法會主席閣下  

各位議員：  

  2023 年，各地通關政策全面放寬，本澳旅客人數快速回

升，經濟逐漸復甦，社會治安進入新常態。保安範疇在行政

長官的領導下，堅守治安防線，全面深化區域警務協作，預

防和打擊犯罪的各項工作更加精準高效，治安形勢繼續保持

穩定良好。  

  2024 年，澳門特區將迎來回歸祖國 25 周年及第六任行

政長官選舉，保安範疇將全力做好安保及國安執法工作，確

保相關慶典及重要活動圓滿進行，並以“防風險、除隱患、

保平安”為宗旨，堅持底線思維，強化風險意識，提高對各

領域安全動態和風險威脅的識別、研判、預警及防控能力，

積極防範和遏制任何危害國家安全和本澳社會穩定的活動。

同時，加強聯防聯控，推動科技強警，擴大民防參與，深化

社區警務，提升警隊素質，優化便利通關，力保澳門社會平

穩有序，居民生活安定祥和。  

  為此，確定以下九篇施政方針，並部署各項落實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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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總體國安篇  

  為有效應對國家安全面臨的新威脅和新挑戰，保安範疇

將堅決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全面開展維護國家安全的各項

工作。  

 秉持“事前預防”理念，對各項風險因素採取“主動排

查、及早處置”的策略，提高動態監測、實時預警、風險預

防、危機應變的綜合治理能力；堅持“系統保障”理念，加

強科學統籌、部門協調、區域協作，實現全要素全社會協同

聯動效應，逐漸推進澳門維護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

貫徹“全民參與”理念，充分調動廣大居民維護國家安全的

主動性和積極性，營造“國家安全、人人有責、人人可為”

的社會氛圍。  

  在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統籌下，積極協助行政長官決

策，與相關範疇有序推進國安配套立法，加快構建系統完備、

科學規範、運作有效的維護國家安全法制體系。全力支持國

家安全事務顧問和國家安全技術顧問依法履職，推動維護國

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的有效運作。  

  嚴格執行新《維護國家安全法》，全面落實維護國家安全

的法定職責，運用新法賦予的執法工具，有效預防、調查和

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犯罪，全方位防範、抵禦和化解境外敵對

分子和境內反中亂澳分子對國家和澳門安全環境的破壞，以

及外部勢力的滲透和干預。  

  回應網絡安全風險變化，積極協助網絡安全委員會決

策，持續執行維護網安工作，推動與鄰近地區建立網安威脅

情報交流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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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好第七次“全民國家安全教育展”，提升宣傳教育效

果。積極宣傳新《維護國家安全法》，開展形式多樣、內容

生動的國安教育講座，增強大眾的國安法制意識。  

 

第二篇   前瞻執法篇  

  隨着社會復常，影響本澳治安的各類不穩定因素產生了

一定變化，我們將堅持“情報主導”及“主動警務”的執法

理念，持續評估各類治安風險，前瞻性調整執法部署，全面

預防和嚴厲打擊各類違法犯罪活動，同時不斷深化與周邊地

區警務部門的情報交流與合作，切實維護澳門社會穩定。  

  警察總局繼續策劃及協調各部門，適時開展聯合演練，

提高應對突發公共事件的溝通協調、應急處理、聯合指揮調

度及後勤支援能力；海關繼續透過風險管理系統建立風險管

控模型，實現對出入境車輛、貨物及旅客的自動化風險評估

和精準佈控；治安警察局透過大數據的資源共享及人流預測

預警系統，適時調整人流管制措施；司法警察局持續完善新

型情報分析系統功能，制訂具針對性、前瞻性的打防犯罪策

略，適時開展偵查及打擊行動。  

  司法警察局定期與博彩監察協調局及博彩企業舉行會

議，加強三方溝通與合作，不斷完善聯絡通報機制，持續為

酒店及娛樂場從業員舉辦防罪工作坊；重點防範販毒集團以

郵包偽裝夾帶或透過人體藏毒等方式運毒，加強與鄰近地區

緝毒單位及國際刑警組織的執法合作和情報互通，共同對毒

品及毒資“溯源截流”。  

  將持續優化防騙宣傳方式，繼續與社團、學校合作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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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騙講座，舉辦吸引大眾聚焦的大型防騙宣傳活動，提升公

眾對詐騙犯罪的警覺性，持續完善“反詐騙協調中心”的運

作機制，發揮其反詐騙工作的主導作用；加強與本地銀行業

界、鄰近地區警方和金融機構的合作，完善線上線下可疑匯

款勸退、詐騙帳戶預警及緊急止付等各項挽損措施。  

  消防局持續對危險品存放地點進行巡查，對違法行為採

取執法行動；聯同保安部隊事務局，優化升級危險品資料庫，

及時監察本澳危險品狀況，完善救援策略預案；配合工務部

門完成燃料中途倉建設，共同推進危險品永久儲存倉興建項

目；持續對本澳樓宇進行消防安全排查和執法行動，繼續開

辦“防火安全負責人培訓課程”；多渠道開展“防火法”及

“危險品法”的宣教工作。  

 

第三篇   現代民防篇  

  繼續遵循政府主導、社會多元參與和市民積極配合的現

代民防模式，持續完善《民防總計劃》及各項專項應變計劃，

更有效應對由特定風險引致的突發公共事件，善用高新科

技，充實民防智慧管理，提升本澳民防聯動及決策效能。  

  拓展各項民防宣教演練，牢固公眾的防災避險意識，強

化民防架構與公眾的溝通及協作能力；明年再招募 100 名民

防志願者，將舉行“水晶魚 2024”演習，繼續邀請大型機械

商會、團體、市民及民防志願者參與。  

  與粵港商討建立大灣區應急合作機制，集三地合力，強

化大灣區整體應急行動及聯合救援能力，加強技術及知識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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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推動資源共享。  

  珠澳消防部門適時舉行跨境消防救援聯合演習，提升兩

地對口部門的溝通協調能力，進一步完善雙方應急處置機

制。海關和消防局與珠海市消防部門加強合作，持續派員參

與相關培訓課程，提升海上突發事故的應急處置能力。  

 

第四篇   剛柔管理篇  

  各部隊及部門將不斷檢討完善內部監督機制，加強對人

員的剛性紀律管理，持續通過不同的途徑提醒人員嚴守法

紀，嚴肅處理違法違規人員。加強與紀監會、廉政公署及審

計署的合作，及時落實上述機構的意見及建議，透過保安司

司長辦公室網站“警鐘長鳴”欄目公佈人員違規個案，提高

紀律管理的透明度及公正性，接受社會大眾監督。  

  繼續貫徹“以警為本”的理念，推動柔性管理，倡導上

下級良性友善溝通，關心人員在工作上的意見、需求，以及

人員的心理情緒和工作壓力，增進人員之間的互動互信，營

造團結和諧的工作環境。各部隊及部門積極按照新的人員制

度及實際情況開展晉升程序，籌劃人員梯隊建設，選賢任能，

激勵人員不斷自我提升。  

  保安部隊高等學校將開展與消防安全及災難救援專業

相關的碩士學位課程的籌備工作，計劃於 2025 年開始招生，

通過學術理論與實際工作的有機結合，致力提升消防救災工

作的專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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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科技強警篇  

  配合特區政府的總體發展規劃，持續落實科技強警方

針，根據實際情況和科技發展，適時引入及更新必要的科技

設備，務實推進智慧化警務應用，不斷提升對各類安全態勢

的感知、預警及應對能力。  

  將因應城市發展和治安狀況的變化，審慎規劃“天眼”

下一階段的建設，使“天眼”整體佈局更加完善。  

  警察總局將繼續擴大智慧警務的應用範圍，持續將各部

門數據匯總於警務雲，有效保障數據交換的安全與效率，以

便各部門自行開發更多實用的系統功能；保安部隊事務局將

適時開展“非居民住宿電子通報系統”、“預報乘客資料系

統”，以及“採集入境旅客生物特徵系統”的擴容工作。  

  網絡安全預警及應急中心將持續優化對網絡事故或惡

意網絡攻擊的事前檢測預防、事中應對及事後調查工作，將

於 2024 年第四季舉行以網絡攻防方式進行的網絡安全事故

演練，提升各參與方的溝通協調能力，加強營運者發現研判

和應急處理網安事故的技術能力；持續推動與鄰近地區共同

建設安全的網絡環境。  

  海域智能監控系統二期工程將擴大海關的監控範圍，消

除盲區，提升海上及沿岸的執法能力；引入小型自動化無人

機機場，強化無人機的夜視裝備，擴大無人機的自動巡航範

圍及加強夜巡能力，節省人力及提升執法成效；已開展購置

兩艘可同時兼任海上消防、海上救援、海上執法的綜合型救

援船的採購程序，將於 2025 年交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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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警民合力篇  

  各部隊及部門全面貫徹落實“主動警務”、“社區警

務”和“公關警務”現代警務理念，持續深化警民間的溝通

與聯動，透過線上線下多種方式，充分了解最新治安狀況，

開展市民喜聞樂見的警務宣傳，誠懇接受公眾和媒體的監

督，警民合力共同維護社區安全。  

  繼續與澳廣視聯合製作《警民同心》節目，不斷優化內

容，致力加深社會對保安範疇工作的了解，以獲得公眾更大

程度的支持與配合。  

  各部隊及部門繼續積極貫徹特區政府青年發展的施政

方針，透過多項青少年培訓計劃舉辦各類培訓課程、關愛活

動和參訪計劃，加強青年對國家和社會的認知與認同、提高

其知法守法的意識。  

  確保各部隊及部門 24 小時新聞協調渠道暢通，主動向

傳媒公佈犯罪資訊和突發消息，不斷審視及完善相關機制，

為傳媒的採訪工作提供最大程度的配合和便利，確保各項警

務訊息準確及時傳遞予公眾。  

 

第七篇   便捷通關篇  

  2024 年是深入實施《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

案》的重要一年，為此，保安範疇與內地相關部門持續研究

通關便利措施，推進口岸通關模式、監管方式及制度創新，

進一步便利人員、車輛、貨物在大灣區及深合區便捷流動，

助力推動澳琴一體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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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一站式”創新通關模式已在橫琴口岸客貨車通

道試運行，實現了澳琴跨境車輛“一次排隊、一次採集、一

次放行”，令車輛往來澳琴更加便捷。將繼續與深合區相關

部門及建設單位研究優化通關智能化配套設施，推動盡快完

成其餘工程，促進“聯合一站式”通關模式運行更加安全、

順暢、高效。  

  澳琴查驗單位聯合簽署《橫琴口岸客貨車通道聯合一站

式查驗協作機制》，持續推動橫琴口岸實施更大範圍、更深層

次的信息互換、執法互助、監管互認，進一步提升車輛通關

效率；雙方將研究對經常往返澳琴兩地的出入境人員，提供

更多“常旅客”通關便利安排。   

  海關將持續檢視港珠澳大橋跨境貨物轉運站的監管工

作，優化服務程序，為往來港澳貨物報關和清關提供更便利

快捷服務；繼續加強與內地執法部門的合作，互通情報，針

對“水客”活動的新情況，強化部署，充分利用旅客通關篩

選系統輔助執法，提升打擊“水客”的成效。  

  進一步優化虹膜自助通關系統，擴大在關閘口岸更多自

助通道及其他合適口岸應用，為市民通關提供更便捷安全的

服務。  

  持續優化口岸應急預案，加強演練，進一步完善與內地

及香港相關部門的協作機制，確保通關安全有序順暢。  

 

第八篇   懲教更生篇  

  懲教管理局將與公共建設局密切配合，完成新監獄的所

有建設工程，年內實現新監獄的首階段搬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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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序落實新監獄各場所設施設備的安排和測試工作，參

考鄰近地區監獄部門的相關搬遷經驗，持續優化搬遷方案，

與相關部門緊密協調溝通，務求新監獄搬遷安全及順利完

成。  

  持續為各級獄警人員開辦恆常訓練和專項培訓，派員參

與由香港懲教署開辦的多個證書課程，加強人員專業知識，

促進獄警教官團隊的人才培養。  

  不斷完善應對各類監獄突發事件的應急預案，持續透過

模擬實況演練，強化部門之間的協調聯動及應急處置能力。  

  懲教管理局持續與教育部門及民間機構合作，為在囚人

及院生提供各類課程、職業技能培訓和專業證照課程，以提

升其日後謀生的競爭力；持續與相關部門、社會服務機構合

辦“沿途有你”、“窗外有家”等社會重返計劃，並透過

“釋前就業計劃”，提升在囚人釋後融入社會的信心。  

 

第九篇   金融執法篇  

  積極應對國際金融犯罪趨勢，持續完善反洗黑錢風險評

估工作，做好預防及監管角色，繼續落實和深化各項預防及

打擊清洗黑錢的策略和行動計劃。  

  更好規範反清洗黑錢、反恐怖融資及反擴散融資的各項

策略性工作，保持高效的跨部門協作。協助特定非金融行業

和職業監管部門有序推進業界自我風險評估及優化企業的

內控措施，同時開展國際反洗錢組織建議的法人及法律安排

透明度的專項調研及風險評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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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關注跨境現金提存、非法兌換、網絡或電子支付渠

道的可疑個案，進一步擴展金融情報的國際合作及情報交流

網絡；與內地對口單位拓展跨境資金流動的監管合作，探討

建立粵澳反清洗黑錢情報交流及通報機制。  

  盡快完成警察總局與金融情報辦公室的合併工作，使警

方更有效預防及打擊清洗黑錢、資助恐怖主義及大規模毀滅

性武器擴散融資的犯罪活動，同時確保金融情報辦公室具有

技術及運作上的獨立性。 

 

主席閣下，各位議員：  

  2024 年，保安範疇全體人員將在行政長官的領導下，嚴

格按照特區政府的施政理念和總體部署，堅定不移貫徹總體

國家安全觀，勇於擔當，堅持底線思維，強化風險意識，高

度關注和警惕可能影響國家安全和本澳社會治安的各類不

確定因素，通過有序落實執行上述措施，全力維護國家的總

體安全，以及澳門的繁榮穩定。  

  多謝大家的耐心聆聽！現在請各位多提寶貴意見。  

  多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