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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一字的解釋眾多，可作信、敬、純、

無偽、真實、的確……等意思。釋“誠”字本

意，終究不離真實無誤、確實無偽之解，說文解

字注：“誠，信也。”，“信，誠也。”誠信是

個人應具備的基本而重要的人格品質，言己所思

為“誠”，踐己所諾為“信”。故此，“誠”為

做人應有的道德思維，但還需“信”來落實，以

致言必行、行必果。“誠”為待人接物之根；

“信”為互助互愛之本，只要凡事秉持誠實守

信，尊重他人，互助互愛，給人帶來正能量，必

能培養出高尚的品格和情操，為社會帶來和諧、

平等、幸福與美滿。

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說

的就是人若不守信，甚麼也做不成。因此，社會

和諧安定建基於警民互信，警方以專業忠誠的態

度服務市民，尊重市民，執法時不偏不倚，力保

市民合法權益免受損害，令市民生命財產得到保

障。同時，市民亦應瞭解警方執法工作時之難

處，予以體恤及支持，主動向警方提供犯罪消息

並舉報罪案，助警方防罪滅罪以維護社區安全，

雙方秉持誠實守信，沒有矛盾及對立，必能使

“警力有限，民力無窮”的理念發揮到極致。

剛過去的“山竹”風暴潮撤離工作充分地體

現出警民同心的合作精神，警方於“山竹”吹襲

前，已開始針對防災減災而作出籌備及演練，並

派員前往低窪地區教導市民防災意識及介紹相關

撤離計劃，因為警員認真而詳盡的講解，令市民

釋除了疑慮，同時瞭解及相信撤離計劃可保障他

們的生命及財產免受風災侵害；及至“山竹”襲

澳期間，市民皆聽從警員勸導，迅速及有序地撤

離到緊急避險中心，令風災期間沒有發生重大傷

亡，而市民的財物損失亦減至最低。這有賴警員

進行撤離時流露出真情實意，令市民感受到那份

真切，毫無疑問地相信警方並配合撤離到安全地

點。倘若警員勸導市民撤離時毫無誠意，虛情假

意地敷衍了事，市民或會對撤離計劃產生疑慮，

更甚者不願撤離，則會使性命陷於險境。

西周“烽火戲諸侯”述及周幽王為博取寵

妃褒姒一笑，下令在都城附近20多座烽火台上

點燃烽火。烽火是邊關警報信號，只有外敵入

侵，需召諸侯救援才能點燃。諸侯們見到烽火，

率領士兵趕至，卻發現都城安然無恙。褒姒看到

諸侯們手足無措，即開懷大笑，可諸侯們無不

氣上心頭。五年後，犬戎大舉入侵，幽王烽火

再燃，諸侯們擔心再次受騙，沒有出兵協助。

結果，都城被破，幽王被殺，褒姒被俘，西周被

滅。由此可見，一個不講求誠信的人，輕則失去

別人信任，使個人聲譽受損；重則失去國民信

心，使國家隨之滅亡。《論語》：“民無信不

立。”意謂一個國家如得不到人民的信任就會滅

亡，實不無道理。

上述兩事例可見“誠信”乃互助互愛之本，

且得來不易，應持之以恆予以珍惜及落實，使警

民常懷誠實守信之心待人。因此，建構一個和

諧安定的社會，須取決於警民互信，杜絕猜疑，

方能戮力一心，互助互愛，從而令社區 環境安

全得到保障。隨着澳門社會不斷開放及多元，

治安形勢、坊間輿論、傳媒環境、多媒體發展、

警民關係等都發生了複雜的改變，使警方承受

的壓力越來越大，面對所有挑戰，警方應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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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積極面對，適當地運用警察公共關係理念

處理與市民進行互動、傳媒溝通、公共危機管

理、建立警察形象等。高效的公關警務工作不

單可建設警隊正面形象，同時還為警方與市民

及傳媒之間的溝通帶來協調，產生互相推動作

用。要建立這種牢不可破的警民互助關係，必

須以“誠信”為前提，只要雙方堅持以“誠信”

作溝通橋樑，取得互信，市民自然信任警方，並

主動向警方提供犯罪信息，使警方迅速破案，

激勵警隊士氣，從而提高市民對警方執法的滿

意度，進一步拉近彼此關係，形成一個互信互

助的良性循環。正如著名的公共關係理論家格

魯尼格（James G r u n ig）指出：“一個組織除了

透過新聞宣傳及公共信息單向模式傳播給公眾

外，還須以雙向模式使組織與公眾產生互動，

而雙向對稱型模式強調對話，注重坦誠、完整、

準確的雙向交流，目的是促 進相互理解，其傳

播性質是雙向的，且在組織和公眾之間的傳播

效果是均衡的。”意謂警方與市民在溝通的過

程中都同樣具有推動對方作出改變的能力，警

方除了向市民公佈執法成果及防罪資訊之外，

也要接受市民監督和聽取市民意見。警察公共

關係中，警察與市民處於平等的立場，警察肩

負執法、保護市民、服務市民的責任，並敢於負

責與承擔，切勿遇事敷衍，心高氣傲；而市民除

了知法守法外，還應具公民義務協助及配合警

方工作。

近年來，澳門警方在保安司司長提出的“主

動警務”、“社區警務”及“公關警務”三個警

務理念下不斷落實及深化，警方主動深入社區，

與市民相互溝通，針對性地設立相關部門及設

施，令警務理念延伸到各堂區，提高市民防罪意

識，獲得廣大市民認同。另一方面，警方不斷透

過與社區各坊會社團等代表進行會議交流，向各

坊會社團展示最新型的犯罪案例及防罪資訊，且

實時實地透過坊會社團瞭解市民之意見，從而優

化社區治安建設，共同維護社區良好治安秩序，

彰顯出“警民同心，互助互愛”的精神。

以司法警察局為例，為方便市民舉報開設了

“993”報案熱線，亦先後設立了關注少年組、

警民關係研究組、大廈罪案預防小組等部門，關

注少年組同時於學校以學生代表組織滅罪小先鋒

隊伍，小先鋒使同學知法守法，提高警惕，免於

被不法份子利用，共同維護學校環境安全。大廈

罪案預防小組主要工作與社區各大廈管理會及坊

會保持緊密接觸，不定期進行會議交流，向大廈

戶主展示最新型的犯罪模式，使市民防罪意識提

高，守望相助，共建安全的鄰里社區。同時，透

過不同渠道宣傳防罪滅罪，如舉辦防罪講座及論

壇、設立流動防罪資訊站、於新媒體開通“司警

教室”和其他司警局專頁、參與攝製“警民同

心”電視節目等，亦定期透過短片、徵文、攝影

等形式舉辦關於防罪滅罪的比賽，以增加市民參

與度；並利用新聞稿及新聞發佈記者會機制透過

傳媒第一時間向市民傳遞罪案訊息，使市民瞭解

犯罪案件過程及犯罪模式，免於成為受害者。司

法警察局定期製作系列宣傳刊物，包括《司警通

訊》、《刑偵與法制》等期刊，以及防罪小冊子

等，同時透過報章、電視、巴士廣告、街道廣告

宣揚防罪意識；又通過安排學生到局內的刑事技

術廳及司法警察學校內的模擬法庭進行參觀，以

加深學生對司警工作之認識，令學生知法守法，

培養出一份正義的使命感。凡此種種，取決於警

民互信互動，不但可宣揚警察的正面形象，還可

增加市民對警察工作的認知度，令市民提高防罪

意識，相信警方並真誠地協助警方，從而令犯罪

份子難以入手，減低社區罪案發生，使社區環境

得到安全保障。

主體（各項措施）建立後，還需透過客體

（警方）落實執行，為了確保有效落實警方之警

務理念，與市民關係進一步拉近，令警民同心，

達成警為民、民助警的互惠精神，警方必須不斷

透過培訓以提升個人品格素養，即所謂“誠”，

堅守誠實守信為原則使警務工作得以落實執行，

即所謂“信”，“誠”與“信”合而為一，令警

民恪守“誠信”，摒除隔膜，以真誠待人達互助

互愛，必定能構建一個和諧安定、幸福快樂的繁

榮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