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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一篇文章中，已談及《澳門基本法》對居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的保障首先體現

在《澳門基本法》四個方面的制度安排上，而第五個制度安排如下： 

  （五）對限制居民權利和自由的規範作了嚴格的限制規定 

在法治社會裡，一個人的權利和自由不是絕對的。個人不能因為行使權利和自由

而妨礙他人的權利和自由，也不能損害公共利益等。因此，任何人行使自己的權利和

自由，總要遵守一定的界限。有關國家或地區可對個人權利和自由的行使作出相應的

限制。但是，這種限制本身又要受到嚴格的限制。對此，《澳門基本法》第四十條第

二款規定：“澳門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除依法規定外不得限制，此種限制不得與

本條第一款規定抵觸。”這表明，在澳門特區，對居民權利和自由要作出限制，只能

由法律來規定。這裡的“法律”只能是立法會制定的法律。而且立法會制定有關限制

居民權利和自由的法律時，在內容上不能違反適用於澳門的兩個國際人權公約和國際

勞工公約的相關規定。 

二、澳門特區本地法律對居民權利和自由的保障 

  《澳門基本法》對居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的保障規定，歸根到底，還需要通過澳門

特區本地法律設立的具體制度予以落實。《澳門基本法》第四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

區依法保護澳門居民和其他人的權利和自由。在這裡，“依法”顯然是從廣義上來理

解，既包括依《澳門基本法》，也包括依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本地法律。事實上，澳門



居民的權利和自由，正是依靠澳門特區層次分明的整個法律體系的完整保護來實現

的。例如，為了實施《澳門基本法》第二十六條，保障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特區立法

會制訂了第 3/2004 號法律《行政長官選舉法》、第 3/2001 號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立

法會選舉制度》、第 12/2000號法律《選民登記法》；為了保障人身自由，體現了《澳

門基本法》第二十八、二十九條的規定，特區立法會制訂了第 9/1999 號法律《司法組

織綱要法》，對人身保護令作了規範等；為保護人格尊嚴和隱私權，體現《澳門基本

法》第三十條的規定，特區立法會制訂了第 8/2005 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為了

實施《澳門基本法》第三十九條，保障社會福利，行政長官制訂了第 6/2007 號行政法

規《向處於經濟貧乏狀況的個人及家團發放援助金的制度》、第 12/2005 號行政法規

《敬老金制度》及第 17/2006 號行政法規修改《敬老金制度》、第 12/2008 號行政法規

《現金分享計劃》等。 

  保障澳門居民權利的法律制度不僅有著多層次規範的鮮明特徵，而且在內容上因

應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而呈現出日益完善的良好態勢。例如，為了保障居民的選舉權

和被選舉權，適應澳門政制有序發展的需要，2012 年，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

辦法修正案》，澳門特區立法會修訂了第 3/2004 號法律《行政長官選舉法》，並於

2012 年 9 月 11 日正式生效，主要是擴大了選舉委員會的名額，由 300 人增加至 400

人。同年，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

二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修正案》的備案，澳門特區立法會修改了第

3/2001 號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制度》，2013 年第五屆立法會直接選舉產

生的議員由 12 名增加至 14 名；間接選舉產生的議員由 10 名加至 12 名；委任議員維

持 7名。這樣一來，從第五屆立法會開始，議員人數共 33名。 

三、居民權利和自由救濟的司法保護可靠有力 

  根據《澳門基本法》第二條的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

權，這為澳門居民權利救濟的司法保護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依據。澳門回歸後，根據

基本法的規定組建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審法院（包括初級法院、行政法院和刑事起

訴法庭）、中級法院和終審法院依照法律就案件管轄的規定，受理並審處了大量涉及



私有財產權、人身權保護的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各級法院通過獨立行使法律賦予

的管轄權和審判權，不僅解決了相關的法律糾紛和爭議，而且依法保護了居民的合法

權益，為澳門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發展從司法方面提供了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 

  例如，對於《澳門基本法》規定的集會、遊行、示威、結社等政治方面的基本權

利和自由，澳門特區法院同樣給予有力的司法保護。居民在行使集會、遊行、示威、

結社等基本權利和自由時，如因涉及場地使用、就遊行線路等問題而對特區市政署或

治安警察部門作出的相關決定不服時，可依法向澳門特區終審法院提出上訴，尋求解

決與保護。從終審法院近年來審理的居民行使集會、遊行、示威等基本權利和自由而

引發的案件來看，法院都能嚴格依照基本法的規定，結合特區相關的具體法律，在該

等基本權利和自由的保障與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的維持之間尋求一個平衡。可以說，

澳門居民享有的基本權利和自由不僅是規定在基本法條文上，而且基本權利和自由的

具體行使完全有法院提供的司法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