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基

本

法

歷

史

文

獻

關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第一百四十五條處理澳門原有法律的決定（草案）》的說明

——1999年10月25日在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上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　喬曉陽

我受委員長會議的委託，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四

十五條處理澳門原有法律的決定（草案）》的說明。

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五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時，澳門原有法律除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宣佈為同本法抵觸者外，採用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如以後發現有的法律與本法抵觸，可依照本法規定和法定程序修改或停

止生效。”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五條的規定，對澳門原有法律中抵觸基本法的規定作出處理，是我國對澳門

恢復行使主權準備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對澳門原有法律進行了審查和研究，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

出關於處理澳門原有法律問題的建議。受委員長會議的委託，法制工作委員會根據籌委會的建議草擬了《關於根據〈中華人民

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五條處理澳門原有法律的決定（草案）》。現將草案的內容說明如下：

一、關於澳門原有法律的基本情況和審查範圍

澳門原有法律是指澳門本地制定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規和其他規範性文件。但由於歷史的原因，在澳門適用的法律，既

有澳門本地制定的法律，又有葡萄牙主權機構制定的葡萄牙全國性法律和專門為澳門制定的法律，其表現形式有法律、法令、

訓令、批示、決議等。其中，法律由葡萄牙議會或澳門立法會制定；法令由葡萄牙總統等行政機關或澳門總督制定；訓令和批

示主要是根據法律、法令作出的實施細則或對某一具體事項的規定。這些原有法律不僅數量多，而且情況複雜，加上澳門法律

本地化的工作起步較晚，因此，葡萄牙方面至今未能明確澳門目前究竟有多少件有效的法律，僅在1997年底通過中葡聯合聯絡

小組向中方提交了一份澳門立法會和澳門總督在1976年至1997年間制定的澳門現行有效的877件法律、法令清單。籌委會根

據澳門原有法律的實際情況，確定了審查澳門原有法律的範圍，即：（1）基於主權原因，在澳門適用的葡萄牙法律自1999年

12月20日起不能在特別行政區繼續適用。因此，籌委會只審查澳門本地立法，而不審查葡萄牙法律。（2）由於法律、法令的

法律效力高於訓令、指示等其他規範性文件，只審查法律、法令即足以發現和處理原有法律存在的與基本法相抵觸的問題，因

此籌委會只審查法律、法令，對其他規範性文件，除重要者外，一般不予審查。（3）因澳門從1976年開始具有立法權，自此

出現大量本地立法，所以，確定審查澳門原有法律的時限為從1976年至1999年6月30日制定的澳門本地立法，其中1997年

以前的法律、法令，以葡方提交的清單為審查依據，1998年至1999年上半年的法律、法令以《澳門政府公報》所公佈的為審

查依據。

根據以上原則，籌委會共需審查的法律、法令為975件，其中 1 9 7 6年至 1 9 9 7年 8 7 7件， 1 9 9 8年70件， 1 9 9 9年上半年

28件。目前，除121件因無中文本而未審查外，已審查854件；此外，還審查了1件立法會決議。所以籌委會實際審查的澳門

原有法律為855件。

澳門原有法律中抵觸基本法的情況大致有以下三種：一是極少數整部法律、法令與基本法相抵觸；二是一些法律或法令中

有部分條款抵觸基本法；三是幾乎每一個法律、法令都存在用詞和名稱抵觸基本法的情況。對於上述原有法律抵觸基本法的情

況，應區別加以處理。

二、關於整部法律、法令與基本法相抵觸的處理問題

根據審查結果，澳門原有法律中的整部法律、法令與基本法抵觸的並不多，共有15項（26件）。其中列入附件一的有12

項（22件），列入附件二的有3項（4件）。

在列入附件一的法律、法令中，有的是體現葡萄牙對澳門殖民統治，有的是與基本法規定的政治體制和其他制度直接抵

觸。隨著我國政府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這些原有法律理所當然地應予廢除。這些原有法律被廢除後也不會出現法律空缺。因

此，草案第二條規定，列於附件一的原有法律不採用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

列於附件二的原有法律從整體上看是抵觸基本法的，不應採用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但由於這些法律所規範的內容在實

踐中涉及的範圍較廣，且具有較強的延續性，關係到具體權利和義務的承襲，如果簡單地將之廢除，會對澳門的平穩過渡造成

負面影響。因此，草案第三條規定，對這類原有法律不採用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但澳門特別行政區在制定新的法律前，可

按基本法規定的原則和參照原有做法處理有關事務。

三、關於法律或法令的部分條款與基本法相抵觸的處理問題

原有法律中大多數法律、法令在整體上不抵觸基本法，可以採用為特別行政區法律，但其中存在部分條款與基本法抵觸的

情況，抵觸基本法的條款不能採用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草案第四條對此作了規定，並將有關條款列入附件三。列入附件三

的條款主要為：

1、修改葡萄牙法律的條款。由於葡萄牙法律不屬於澳門原有法律的範圍，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不再適用，因此，以澳門

本地立法形式修改葡萄牙法律便已失去了存在的前提，這類條款不應採用為特別行政區法律。

2、體現葡萄牙對澳門殖民統治關係的條款。這些條款不符合我國政府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的事實，有的甚至已失去了存在

的根本前提。因此，不採用為特別行政區法律。

3、直接與基本法相抵觸的條款。這些條款直接與基本法的有關規定相抵觸，不應採用為特別行政區法律。

澳門原有法律的處理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說明一下。籌委會於8月29日通過的關於處理澳門原有法律問題的建議附件三共有19項，其中第

13項為《行政程序法典》第14條第4款，該條款與澳門基本法抵觸，因此，籌委會建議將其廢止。10月22日，籌委會秘書處

向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來函提出，澳門總督於今年10月11日頒佈了新的《行政程序法典》，廢止了原來的《行政程序法典》

，而且新的法典中也取消了舊法典第14條第4款的內容。因此，提請本次會議審議的決定（草案）附件三中刪去了原籌委會建

議中的第13項《行政程序法典》第14條第4款。

四、關於採用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的澳門原有法律的適用原則以及名稱、詞句的替換原則

澳門原有法律中大量存在的問題是，幾乎每一個法律、法令都有一些名稱、詞句或表述與基本法的規定不符，與我國恢

復對澳門行使主權的現實不符。這是歷史造成的。本著凡能通過適用原則解決的，儘量用適用原則解決，凡能留待特別行政區

自行處理的就留待特別行政區自行處理的精神，草案第五條提出了採用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的澳門原有法律的適用原則，

即：“採用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的澳門原有法律，自1999年12月20日起，在適用時，應作出必要的變更、適應、限制或例

外，以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後澳門的地位和《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在這個總的原則下，還對採用為澳

門特別行政區法律的澳門原有法律的序言和簽署、有關外交事務、給予葡萄牙特權、土地所有權、語文、專業和執業資格、外

聘人員、引用葡萄牙法律等八類問題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具體的處理辦法和適用原則。

此外，附件四還提出了採用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的澳門原有法律中的名稱或詞句在解釋或適用時一般須遵循的替換原則。

五、關於對今後發現與基本法抵觸的澳門原有法律的處理

由於籌委會僅著重對澳門原有法律中的法律和法令進行審查，而不是審查全部澳門原有法律，且尚有部分法律、法令由於

沒有中文譯本未作審查，因此，這些未經審查的原有法律可能存在與基本法抵觸的內容。即使在已審查的澳門原有法律中也可

能有暫未發現與基本法抵觸的問題。根據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五條第一款的規定，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後，如發現被採用

為特別行政區法律的原有法律與基本法相抵觸，可依照基本法規定和法定程序修改或停止生效。所以草案第七條對此作出了相

應規定。

六、關於對在澳門適用的葡萄牙法律的處理

目前在澳門適用的葡萄牙主權機構制定的法律主要有兩類，一是從葡萄牙延伸到澳門適用的葡全國性法律，如葡萄牙憲法

的有關章節、葡萄牙國籍法、國家保密法、引渡法等；二是葡萄牙專門為澳門制定的法律，如《澳門組織章程》、《澳門司法

組織綱要》等。根據基本法和聯合聲明的規定，原有法律不包括葡萄牙法律；我國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後，葡萄牙主權機構制

定的法律也不能繼續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適用。因此，草案規定，“原適用於澳門的葡萄牙法律，包括葡萄牙主權機構專為澳門

制定的法律，自1999年12月20日起，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停止生效”。

根據上述意見，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宣佈抵觸基本法的原有法律數量很少，絕大多數原有法律均可採用為特別行政區法律。

這種處理方式，既能體現主權原則，又能保證原有法律基本不變，有利於平穩過渡。

關於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五條處理澳門原有法律的決定（草案）和以上說明是否妥當，請審議。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第一百四十五條處理澳門原有法律的決定

（1999年10月31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通過）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五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時，

澳門原有法律除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宣佈為同本法抵觸者外，採用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如以後發現有的法律與

本法抵觸，可依照本法規定和法定程序修改或停止生效。”第八條規定：“澳門原有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規和其他規範性文

件，除同本法相抵觸或經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或其他有關機關依照法定程序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第九屆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根據上述規定，審議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關於處理澳門原有法

律問題的建議，決定如下：

一、澳門原有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規和其他規範性文件，除同《基本法》抵觸者外，採用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

二、列於本決定附件一的澳門原有法律抵觸《基本法》，不採用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

三、列於本決定附件二的澳門原有法律抵觸《基本法》，不採用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但澳門特別行政區在制定新的法

律前，可按《基本法》規定的原則和參照原有做法處理有關事務。

四、列於本決定附件三的澳門原有法律中抵觸《基本法》的部份條款，不採用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

五、採用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的澳門原有法律，自1999年12月20日起，在適用時，應作出必要的變更、適應、限制或

例外，以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後澳門的地位和《基本法》的有關規定。

除符合上述原則外，澳門原有法律中：

（一）序言和簽署部份不予保留，不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的組成部份。

（二）規定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外交事務的原有法律，如與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不一致，應以全國性

澳門原有法律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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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為準，並符合中央人民政府享有的國際權利和承擔的國際義務。

（三）任何給予葡萄牙特權待遇的規定不予保留，但有關澳門與葡萄牙之間互惠性規定不在此限。

（四）有關土地所有權的規定，依照《基本法》第七條的規定解釋。

（五）有關葡文的法律效力高於中文的規定，應解釋為中文和葡文都是正式語文；有關要求必須使用葡文或同時使用葡文

和中文的規定，依照《基本法》第九條的規定辦理。

（六）凡體現因葡萄牙對澳門管治而引致不公平的原有有關專業、執業資格的規定，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對其作出修改前，

可作為過渡安排，依照《基本法》第一百二十九條的規定參照適用。

（七）有關從澳門以外聘請的葡籍和其他外籍公務人員的身份和職務的規定，均依照《基本法》第九十九條的規定解釋。

（八）在條款中引用葡萄牙法律的規定，如不損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和不抵觸《基本法》的規定，在澳門特別行政區

對其作出修改前，可作為過渡安排，繼續參照適用。

六、在符合第五條規定的條件下，採用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的澳門原有法律，除非文意另有所指，對其中的名稱或詞句

的解釋或適用，須遵循本決定附件四所規定的替換原則。

七、採用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的澳門原有法律，如以後發現與《基本法》相抵觸者，可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和法定程

序修改或停止生效。

原適用於澳門的葡萄牙法律，包括葡萄牙主權機構專為澳門制定的法律，自1999年12月20日起，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停止

生效。

附件一

澳門原有法律中的下列法律、法令及其他規範性文件抵觸《基本法》，不採用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

1、關於訂定進入公職及晉升的語文知識水平的第5/90/M號法律；

2、《澳門立法會選舉制度》──第4/91/M號法律；

3、《議員章程》及其修訂（第7/93/M號法律、第10/93/M號法律、第1/95/M號法律）；

4、關於設立多種勳章以嘉獎為本地區作出重要行為的第42/82/M號法令和第36/89/M號法令；

5、關於確定與外國公共實體談判涉及本地區公共行政之合同或協議之主管實體的第58/84/M號法令；

6、關於葡萄牙遠東傳教士退休制度的第81/88/M號法令和第10/92/M號法令；

7、《諮詢委員會之通則及選舉制度》──第51/91/M號法令；

8、關於核准在澳門批給及發出護照之規章的第11/92/M號法令；

9、關於規範澳門司法體制的第1 7 / 9 2 / M號法令、第1 8 / 9 2 / M號法令、第5 5 / 9 2 / M號法令、第4 5 / 9 6 / M號法令、第

28/97/M號法令、第8/98/M號法令和第10/99/M號法令；

10、關於澄清《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13條第1款規定之適用範圍的第5/93/M號法令；

11、關於對葡萄牙總統授予澳門法院終審權及專屬審判權之聲明之相關問題作出解釋的第20/99/M號法令；

12、《立法會章程》──第1/93/M號立法會決議。

附件二

澳門原有法律中的下列法律、法令抵觸《基本法》，不採用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但澳門特別行政區在制定新的法律

前，可按《基本法》規定的原則和參照原有做法處理有關事務：

1、關於規範澳門水域公產制度的第6/86/M號法律；

2、關於確定向葡萄牙共和國招聘前來澳門執行職務人員章程的第60/92/M號法令和第37/95/M號法令；

3、關於核准發出澳門居民身份證之新制度的第19/99/M號法令。

附件三

澳門原有法律中下列法律、法令的部份條款抵觸《基本法》，不採用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

1、核准《土地法》（第6/80/M號法律）中有關出售土地以及對不動產所有權享有權利能力的葡萄牙公法人有權取得對土

地佔有或使用的特別准照的條款；

2、《選民登記》（第10/88/M號法律）第18條第5款；

3、《市政區法律制度》（第24/88/M號法律）中體現市政機構具有政權性質的條款；

4、關於視聽廣播法律制度的第8/89/M號法律第59條第1款和第60條第1款；

5、《反貪污暨反行政違法性高級專員公署》（第11/90/M號法律）第2條、第17條和第41條；

6、第1/96/M號法律對《澳門立法會選舉制度》的修改；

7、關於訂定本地區總預算及公共會計表的編制與執行、管理及業務帳目的編制以及澳門公共行政領域財務活動的稽查規則

的第41/83/M號法令第10條第1款、第21條第2款；

8、關於為兒童、青年、老人、殘疾人士或一般居民開展社會援助活動的社會設施應遵守的一般條件的第90/88/M號法令

第30條；

9、關於將販賣及使用麻醉品視為刑事行為以及提倡反吸毒措施的第5/91/M號法令第38條、第42條適用葡萄牙引渡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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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定；

10、關於修改建立保安部隊方面規定的第19/92/M號法令第1條；

11、《道路法典》（第16/93/M號法令）第50條第1款d項；

12、關於重組行政暨公職司組織架構的第23/94/M號法令第14條 a項為葡萄牙共和國選舉和選民登記提供技術輔助的規

定；

13、關於重組水警稽查隊組織架構的第2/95/M號法令第44條“紀念日”的規定；

14、關於重組治安警察廳組織架構的第3/95/M號法令第69條“紀念日”的規定；

15、關於重組消防隊組織架構的第4/95/M號法令第41條“紀念日”的規定；

16、關於核准澳門港務局組織法規的第15/95/M號法令第19條第5款；

17、關於調整《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附表的第17/95/M號法令附表五、六關於“軍職人員”的規定；

18、關於修改入境、逗留及在澳門定居的一般制度的第55/95/M號法令第5條第2款b項。

附件四

採用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的澳門原有法律中的名稱或詞句在解釋或適用時一般須遵循以下替換原則：

1、任何提及“葡萄牙”、“葡國”、“葡國政府”、“共和國”、“共和國總統”、“共和國政府”、“政府部長”等相

類似名稱或詞句的條款，如該條款內容涉及《基本法》所規定的中央管理的事務和中央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則該等名稱

或詞句應相應地解釋為中國、中央或國家其它主管機關，其它情況下應解釋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2、任何“澳門”、“澳門地區”、“本地區”、“澳門法區”等名稱應解釋為“澳門特別行政區”。任何有關澳門特別行

政區區域的表述應依照國務院頒佈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區域圖作出相應解釋後適用。

3、任何“澳門法區法院”、“普通管轄法院”、“平政院”、“高等法院”及“檢察官公署”等名稱或詞句應相應地解釋

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初級法院、行政法院、中級法院及檢察院。

4、任何“總督”、“澳督”名稱應解釋為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5、任何有關立法會、司法機關或行政機關及其人員的名稱或詞句應相應地依照基本法的有關規定進行解釋和適用。

6、任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國家”等相類似的名稱或詞句，應解釋為包括臺灣、香港和澳門在內的中華

人民共和國；任何單獨或同時提及大陸、臺灣、香港和澳門的名稱或詞句，應相應地將其解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組成部

份。

7、任何“外國”、“其他國家”等相類似的名稱或詞句，應解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的任何國家或地區，或者根據該項

法律或條款的內容解釋為“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的任何地方”；任何“外籍人士”等相類似的名稱或詞句，應解釋為中華人民

共和國公民以外的任何人士。

8、任何“審計法院”和“反貪污暨反行政違法性高級專員公署”等類似的名稱或詞句，應解釋為“審計署”和“廉政公

署”。

李鵬委員長在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上的講話（摘錄）

（1999年10月31日）

……

今年12月20日，我國將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審議了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關於處理澳門原有法律問題的建議，並通過了《關於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五條處理澳門原有法律的決定》。這種處理方式，既體現了主權原則，又能保持澳門原有法律的延續性，

有利於平穩過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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