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治澳門 

 

1999 年 12 月 20 日是澳門回歸祖國的日子，亦即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的

日子，更是澳門邁進新歷程的日子。那一刻，無數人歡呼雀躍，激動萬分，

澳門回歸是中央政府，是內地同胞和澳門人的願望。在 1987 年簽署《中葡聯合

聲明》後，澳門順利經歷過渡期，回歸祖國，踏上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時代。 

六年後，我剛接觸這個世界，便生活在安定繁榮的社會中，從來都不知道

澳門回歸的重要性，畢竟人事物依舊，回歸前後的澳門哪能有什麼變動，哪能

有什麼差異？要我說澳門回歸帶來的最大影響和改變，無非就是以《憲法》和

《基本法》管治澳門，使澳門進入全新的法治時代。然而，我卻沒有注意到，

《憲法》和《基本法》所帶來的法治社會看似平凡，卻賦予了澳門居民應得的

保障，讓澳門事業能夠蓬勃發展，方興未艾，其中最佳的例子不得不提及博彩

業發展。澳門博彩業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同時也被法律限制著，在這種條件下，

澳門和其他地區的博彩業不同，成為了澳門的經濟支柱，卻同時能夠維護社會

安定、人民安全，犯罪率也不增反降。 

「法律它是一座雄偉的大廈，庇護着我們大家，它的每一塊磚石都壘在另

一塊磚石上。」英國作家高爾斯華綏的話說明了法律為人所帶來的保障，也道出

《憲法》和《基本法》之間的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 1982 年 12 月

4 日通過，是國家的根本法，《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則在 1993 年 3 月 31 日

通過，是澳門的基本方針政策，兩者對澳門的基礎和指標有著重要的意義。

我本人，我的同學、家人，乃至所有澳門人，都為這套完善的法律感到自豪，

因為它為澳門帶來穩定、美好的生活，在為澳門人提供更多保障的同時，又不為

澳門人增添麻煩的規定，保有原本的生活。 



 

 

 

《國家安全法》裡提到，「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內的所有中國公民，都有責任

維護我們國家的安全」。在沒有《國家安全法》時，也就是回歸前，澳門可謂是

犯罪頻發地，殺人、傷人、綁架案件成千上百；回歸後呢，卻轉變成為「世界

安全城市」，近年來，殺人、傷人、綁架案件數目不斷減少，主要原因不外乎就

是澳門人珍惜法治、知法守法，為自己、鄰舍，以至全澳門居民帶來安居樂業

的生活。 

「由於有法律才能保障良好的舉止，所以也要有良好的舉止才能維護

法律。」——馬基雅弗利；可見，絶不能說《憲法》和《基本法》所帶來的益處

是必然的結果，《憲法》和《基本法》之所以能夠成功發揮所具有的效果，是依

靠着澳門人自己的品行和舉止，更是基於澳門人的愛國愛澳意識和奉公守法的

好品行。正因澳門人願意與法同行，才有著今天美麗的澳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