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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業 見 解

一、前言

為全面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配合“一

帶一路”建設，以建立互利共贏的合作關係，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廣東省人民政府、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於

2017年7月1日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簽署了《深

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以

深化三地合作和充分發揮粵港澳地區的綜合優

勢。根據協議內容，大灣區的範圍包括香港特

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廣東省廣州市、

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東莞市、

中山市、江門市、肇慶市等城市。隨着澳門特

區與區內各地在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

的交往日趨頻繁，有必要加強與區內各地、尤

其粵澳之間的警務合作，以共同維護大灣區的

安全和穩定發展，並確保澳門特區的“世界旅

遊休閒中心”及“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

務平台”功能定位不受影響。

現時，粵澳兩地主要依據《粵澳合作框

架協議》及《珠澳口岸警務協作機制》等雙邊

協定的相關規定開展警務合作。澳門特區政

府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

2020年）》中提及須加強警務協同，提升聯動

能力，繼續面向本地和區域兩方面提高公共安

全聯動能力 1。此外，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府2018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保安範疇的

內容中亦明確指出，將積極拓展區際和國際警

務合作，鞏固、深化和創新與內地、香港和其

他國家或地區的合作交流機制，持續豐富合作

內容，促進與各地警方形成一體化警務合作關

係，促進情報順暢互通、資源高效共享，從而

更高效、更務實地應對各種安全問題，攜手治

理區域安全，確保澳門特區在內外各種複雜因

素的影響下，仍能保持安全穩定和繁榮發展。2 

因此，加強區域警務合作是澳門特區政府的警

務戰略核心。

二、區域警務合作的背景與意義

（一）警務合作的發展

警務合作始源於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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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着粵港澳大灣區（下稱“大灣區”）的發展，粵澳兩地在人員和經濟活動的往

來將越趨頻繁，相關的跨境犯罪活動，如販毒、電信詐騙、盜竊、各類經濟及商業犯罪亦會有

所增加，對大灣區內的社會治安帶來一定的挑戰。因此，粵澳兩地有需要進一步加強區域警務

合作，並透過整合警務資源、加強情報交流和互換打防訊息，共同打擊跨境犯罪，形成維護區

域穩定與社會安全的合力，從而預防及解決粵澳兩地在大灣區發展過程中存在的治安隱憂。為

此，本文會透過分析粵澳區域警務合作的現況，並借鑑其他國家或地區在推行區域警務合作方

面的成功經驗，提出大灣區建設下區域警務合作的對策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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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當時由於海上貿易興起，使跨國犯罪活動

增多。直至18世紀，歐洲部份國家展開了警察

部門間的合作，對逃離本國的罪犯進行相互引

渡，藉以打擊跨國犯罪；19世紀末，國與國之

間的警務合作已十分普遍，合作範圍也不斷擴

大；進入20世紀後，區域警務合作的模式已在

全球各國不斷擴展。

中國內地的區域警務合作借鑑了國際間警

務合作的經驗，在地理位置相鄰的多個行政區

域的公安機關之間開展警務合作平台，透過資

源共享、互相協助調查取證、進行信息交流、裝

備及其他方面互相支援等，消除區域間、部門間

及警種間的隔閡，共同維護區域的社會安全。

（二）區域警務合作的理論基礎

根據區域合作理論的主張，區域之間積極

尋求彼此的合作來滿足及促進自身發展的需

要。區域合作主要透過兩種形式開展，其一是區

域間在技術、產品、服務等方面互相合作，以維

持經濟層面的可持續發展；其二是在競爭激烈的

市場中，各區域間透過合作實現優勢互補，或在

某一領域聯合擴大優勢，形成強大的競爭力，繼

而讓區域的經濟力進一步得以發展。

區域警務合作在區域合作理論中的實踐，

一方面合作區域間在信息獲取、警力裝備、技

術支援等方面形成優勢互補，在滿足各區域自

身需求的同時，共同尋求整體性的發展；另一

方面是打破地域上的界限，集中警力對區域內

較突出的治安問題進行治理和打擊。

（三）大灣區建設下區域警務合作的

意義

隨着大灣區建設的推進，粵澳兩地的往來

將會日益密切，而各種新型的治安問題以及跨

境犯罪亦隨之增加，特別是跨境販毒、電信詐

騙、各類經濟及商業等犯罪活動。而港珠澳大

橋的開通，固然為各地區之間的交通往來提供

了更為便利的條件，但同時讓犯罪份子在澳門

特區作案後更容易逃竄至大灣區內其他城市，

增加了打擊犯罪的難度。

基於上述因素，加強大灣區內的區域警

務合作深具必要性和迫切性。區域警務合作是

大灣區未來警務發展的戰略核心，透過區域之

間的警務合力，整合警務資源、加強情報交流

和互換打防訊息，共同打擊跨境犯罪和恐怖活

動，積極構建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和有效應對區

域聯動所牽起的複雜治安形勢，維護區域穩定

與社會安全。因此，創建新型現代化的警務合

作模式，對於維護區域與國家的穩定發展發揮

正面和積極的意義。

三、粵澳區域警務合作的現況
分析

（一）粵澳區域警務合作的現況

自澳門回歸以來，特區政府與內地公安機

關確立了直接聯絡的警務合作模式，經過雙方

的協定，各自成立專責的警務聯絡部門，以便直

接進行有關的溝通與合作。廣東省公安廳設立

了涉港澳聯絡處、港澳調研處和港澳警務聯絡

科，負責對港澳警務情報進行收集和交流。在粵

澳警務合作方面，兩地共同建立了打擊跨境犯

罪的刑事偵查直接聯絡機制、業務對口聯絡員

制度以及24小時熱線聯絡機制等，以進一步加

強區域警務合作，共同預防及打擊跨境犯罪。

除了國家關於區際警務合作的法律法規

外，粵澳警務合作主要根據《粵澳合作框架協

議》、《珠澳口岸警務協作機制》等雙邊協定

的相關規定，粵澳兩地警方據此建立起緊密聯

繫，藉着交流最新的犯罪情報，以及開展聯合

行動，不斷推進兩地警方網上合作平台及跨境

犯罪偵辦協作機制，成效顯著。

（二）粵澳區域警務合作的成效──

破案實錄

粵澳兩地警方透過警務合作的方式，已經

成功偵破多宗案件，例如在2016年6月，廣東

省公安廳禁毒局發現一個走私販毒集團在內地

設立製毒工場，活躍於港澳和廣東省東南部沿

海多個城市，利用漁船將毒品偷運到外地。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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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主腦包括一名內地男子和兩名香港男子，部

份骨幹成員於香港及澳門指揮毒品運送及轉移

運毒資金。經對該犯罪集團進行長時間偵查，

珠海警方於2016年12月初接獲情報，有集團

成員將一批“冰”毒由珠海運往香港，隨即作

出緊密部署，同時通報澳門特區政府司法警

察局（下稱“司法警察局”）協查。2016年

12月4日，珠海警方展開行動，拘獲三名內地

及香港男子，並檢獲約300公斤“冰”毒，約

值1,000萬元人民幣，是當地歷來破獲的最大

宗毒品案；司法警察局調查發現其中一名主腦

及其妻子匿藏澳門操控毒品流向，並利用匿名

戶口轉移87萬港元懷疑毒資，遂於2016年12月

5日二人準備離澳時將其拘捕，以不法販賣麻

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清洗黑錢罪移送檢察院

處理。3

於2017年1月及3月，司法警察局分別接獲

三宗“猜猜我是誰”電話騙案，三名事主接獲

內地來電，騙徒假冒其親友或上司，訛稱在內

地嫖妓被公安拘留而向其借錢保釋，各事主匯

款後通知親友或上司時始知受騙，合共損失折

合162,000澳門元。經司法警察局人員深入調

查，發現涉案人在廣東省提走贓款或經刷卡套

現，遂透過國際刑警澳門支局通報廣東省公安

廳。廣東省公安廳組織茂名、佛山和中山等三

市公安局進行調查及鎖定目標，於2017年3月

下旬在全國11個省市同步展開“颶風3號”行

動，成功搗破八個電信詐騙集團，查獲90多

個犯罪窩點，拘捕450名涉案人，並搜出大批

證物。調查顯示，上述犯罪集團涉及全國各地

800多宗電信詐騙案，涉及金額達一千多萬元

人民幣；其中一個以內地夫婦為首的15人犯罪

集團涉及澳門三宗“猜猜我是誰”電話騙案。4

上述成功偵破的案例反映“警警聯手”的

區域合作模式在打擊罪案方面取得良好的成

效。粵澳兩地警方多年來保持緊密聯繫，合作

範圍越趨廣泛，透過多個聯絡機制交流最新的

防罪策略，共同規劃打擊罪案的長遠目標，進

一步提高合作效率和打擊跨境犯罪的能力。

（三）大灣區實行區域警務合作的挑

戰與困難

澳門特區與內地的法律存在差異。例如

在刑事追訴時效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刑

法》第87條規定的刑事追訴期限為20年，如果

20年以後認為必須追訴的，須報請最高人民檢

察院核准，而澳門特區《刑法典》第110條第

一款a）項規定的刑事追訴期限最高為20年；

在死刑方面，澳門特區不設死刑，而內地仍存

在死刑制度。在刑事司法互助方面，雖然《基

本法》列明澳門特區可與內地司法機關互相提

供司法協助，但至今未有正式就刑事司法互助

方面簽署合作協定，在司法互助方面存在難

度，兩地在移交向外逃逸的刑事犯罪者時無法

可依，不利於兩地警方共同打擊犯罪。另一方

面，由於在執法模式、證件標準及工作流程等

方面存在一定的差異，導致在開展聯合專案調

查及情報工作時存在不同層面的困難。

四、各地推行警務合作的經驗

（一）歐盟

歐盟訂定了統一的邊界政策和警務政策，

並建立了歐洲警察合作組織，具體規定了歐盟

內部彼此之間的警務合作方式和規則，內容包

括歐盟內部警務合作的各成員國，要以遵守共

同的司法和內務政策為基礎，按照政策的要求

進行相應的警務合作行動；其次，在歐盟內部

成立統一的警務工作機構，負責對各成員國之

間的警務行動進行協調，加強彼此的合作。

歐盟警務合作的其中一種形式是由兩個

或以上歐盟國家的司法或警務機構，針對販運

毒品、販賣人口和恐怖主義等特定跨境犯罪設

立專責的聯合調查組，進行交換案件情報及證

據，以及協助跨國之間的搜證調查等工作；其

設立方式會依據案件的性質而有所不同，但只

會因應個別案件或罪案趨勢而設立，並隨着案

件的完結而解散。一般情況下，國家的司法或

警務機關、歐洲刑警組織或歐洲檢察官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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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提議成立聯合調查組，以打擊、預防或檢

控嚴重罪案，或是預防影響公共安全的重大案

件等。

多年來，聯合調查組在歐洲刑警組織和歐

洲檢察官組織的配合下，有效打擊跨境犯罪，

例如在2013年，一個以馬其頓共和國為據點的

販毒組織，分別於奧地利、德國、比利時及荷

蘭等國建立海洛因銷售網絡，並經由西歐把毒

品運送分發至德國法蘭克福和奧地利維也納。

奧、德警方於鎖定目標後隨即開展調查，最終

分別於兩地查獲大批海洛因毒品，同時發現該

組織的非法勾當可能涉及英國、瑞典、丹麥、

法國、瑞士等國，這些國家認為歐洲檢察官組

織應協調各成員國進行調查，並促進於馬其頓

共和國的延續調查和起訴工作，最後，聯合調

查組聯手瓦解了有關的販毒組織。

（二）中國內地

為加強與推進社會管理創新的決策，中央

建立區域警務合作機制。2010年6月下旬，時

任國務委員、時任公安部部長孟建柱在公安部

黨委召開全國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創新工作座談

會上提出要求：“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創新，是

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部份。要發揮政治優勢，

完善部門合作、區域警務合作、警種合作機

制，形成社會管理整體合力，推動社會管理工

作社會化。”由此可見，區域警務合作是公安

機關推動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一環。5

內地的警務合作模式可分為規劃型、複合

型以及聯動型三種類型。

規劃型警務合作模式是主動與各關聯區

域地方政府和公安機關就警務合作的形式、內

容、途徑等達成協議，採取措施，實現情報資

源共享、重大行動互援、跨境犯罪互查、治安

問題互研、警務資源互補的合作方式。此模式

是一種大範圍、多警種、多層次的協作模式，

透過事前規劃完備實現明確的目標指向。

複合型警務合作模式是根據社會安全問題

的性質和行政區域範圍的設計，以警務合作機

制形成一個以行政區域為核心，周邊省、市、縣

行政區域聯合協作，多方參與，構建分層次、分

等級的跨區域公安機關之間協同行動的橫向聯

合警務。這種模式強調行政區域的警務合作，

既有同級政府之間的合作，又有政府與公安機

關之間的合作，透過資源共享、彼此分工，形成

高效協調、優勢互補及互援互助的警務合作關

係，共同整治和處理突出的社會治安問題，聯合

打擊跨省、市、區的重大犯罪活動。

聯動型警務合作模式的核心是警種之間

的協同合作或警方與不同社會組織之間相互協

作，形成新型的警務合作結構，在資源整合的

基礎上構建警務協同機制中的各項警務管理制

度安排，使警務協作模式能發揮更大的效能。

這種模式主要透過警種之間、警方和社會其他

力量間的合作，使警務工作由過去單向度管理

形式轉變為合作治理形式。

近年來，公安部積極推動建立區域警務合

作機制，並建立以省（自治區及直轄市）級公

安機關為成員並向下延伸至下轄市（區、盟、

地、縣）級公安機關的區域警務合作機制。 6 

目前，東北地區四省區、環首都七省區市、西

北地方五省區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泛西南六

省區市以及長三角四省市的公安廳局已建立了

區域警務合作機制。

以東北和西北地區為例，東北地區透過

簽署《東北地區警務協作機制協議》，對內蒙

古、遼寧、吉林和黑龍江等四省區全面開展警

務協作，訂定以情報信息資源互通共享、重大

安保任務互幫共助、重大突發事件互援共處、

跨區流竄犯罪互查共破、協查互監共控、社會

治安問題互研共管、優勢警務資源互補共用等

七大機制為主要內容的東北地區警務協作框

架。而西北警務協作區成員包括陝西、甘肅、

青海、寧夏、新疆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等地的

公安機關，共同簽署《西北地區（陝甘青寧新

兵團）警務協作機制》，主要內容包括警務信

息資源共享、反恐處突工作聯動、重大治安問

題整合、嚴重刑事犯罪打擊、網絡輿情研判導

控、理論調研工作交流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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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盟、中國內地的警務合作經

驗與澳門對比

總結歐盟、中國內地與粵澳的警務合作經

驗，在理念方面，歐盟在其建立的宗旨上開展

警務合作，內地在推進社會管理創新的目標下

建立區域警務合作機制，而澳門特區政府則明

確提出要積極拓展區際和國際警務合作。

在政策方面，歐盟制定了統一的警務政

策，建立了歐洲警察合作組織，具體規定了歐

盟內部彼此之間的警務合作方式和規則；內地

以區域警務合作為重要戰略核心，並建立以省

（自治區及直轄市）級公安機關為成員並向下

延伸至下轄市（區、盟、地、縣）級公安機關

的區域警務合作機制；澳門特區政府根據《粵

澳合作框架協議》、《珠澳口岸警務協作機

制》等雙邊協定中的相關規定，開展粵澳警務

合作。

在合作 模式方面，歐 盟 成立聯 合調查 組

以打擊、預防或檢控嚴重罪案，內地實踐規劃

型、複合型以及聯動型的警務合作模式，而澳

門特區政府與內地公安機關設立了直接聯絡

的警務合作模式，經過雙方的協定，各自成立

專責的警務聯絡部門直接進行有關的溝通與

合作。

五、大灣區建設下推行區域警

務合作的對策及建議

綜合上述分析，由於內地與澳門在法制上

存在差異，且至今未有正式就刑事司法互助方

面簽署合作協定，致使雙方在共同打擊犯罪時

存在不同層面的困難。經比較歐盟、中國內地

與澳門在警務合作方面的經驗，並借鑑歐盟、

內地的警務政策與合作模式，研擬大灣區建設

下推行區域警務合作的對策如下：

（一）簽署刑事司法協議，加強警務

合作

促進大灣區之區域警務協作，引鑑區域協

作公共性管理之理念，主張秉持整體、聯合、

協作、開放和互信的態度，推進澳、珠兩地以

至大灣區內警務合作。基於澳門特區與內地之

間的法律和執法模式存在差異，兩地可透過簽

署刑事司法互助協議，以消除區域警務合作的

壁壘，促進兩地警務的交流和互助。同時，透

過強化區域內及區域間的社區警務，凝聚警民

合力，促進警民互相信賴的良性關係，形成愛

國愛澳及共融共處的社會意識形態，建立新型

的區域警務與警民合作模式。

（二）警務指揮聯勤聯動，聯合調查

打擊犯罪

建立統籌大灣區的區域警務合作恆常指揮

聯動機制，以加強區域間的警務協調和統籌聯

合行動的開展。有關指揮聯動機制包括透過定

期會議通報需要協調及解決的問題，共研打擊

大灣區跨境犯罪的對策，如發生重大突發的案

件，由指揮聯動機制小組負責召集大灣區內各

對口單位，集中和協調警力，指揮辦案和偵查

的方向。針對跨境犯罪活動的重大案件，可借

鑑歐盟的警務合作模式，設立聯合調查小組，

合作進行偵查，打擊嚴重的跨境罪案，並設評

估監督機制，確保其運作的有效與暢順。

（三）情資聯網共用，及時通報預警

在大灣區內的各個警務機構中建立聯網

的刑事情報及信息資料庫，整合與共用各區對

口警務單位的訊息，以便隨時獲取相關資料，

同時，設立信息交流平台，對社會的治安形勢

進行預警，並對社會上的突發事件即時進行通

報，以及適時發佈社會治安問題及預防犯罪方

面的訊息。

此外，因應區域內普遍存在的治安問題，

透過各區域相關單位的協作，採取聯合行動，

合力打擊犯罪及遏止不法事件，並針對打擊大

型犯罪活動定期組織實戰演練，以確保各區域

面對重大突發事件時能有效協調，及時應對。

（四）合作開展調研，共享研究成果

針對常見的跨境犯罪以及各種新型社會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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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問題，特別是跨境毒品、電信詐騙、經濟及

商業犯罪等，各區域需要共同開展專項調查與

研究工作，以便對區域內相關議題的治安情勢

進行分析與追蹤，監察其最新的發展趨勢。此

外，在警務專業的實踐經驗與知識理論層面進

行深入探討，透過定期舉辦研討會、設立網上

互動平台以及共建資源資料庫等形式，共同交

流與分享研究成果，並促使有關的調研成果能

在區域警務合作中得到有效的應用。

（五）構建警務人才儲備庫，推動警

務培訓合作

因應不同地區的警務狀況存在差異，為

深化區域警務合作的成效，提升整體的執法能

力，加強人才的培養建設，可儲備各區域在相

關領域表現出色的優秀人才，建立區域警務合

作人才儲備庫，共享專業人才與專業技術，定

期或不定期進行技術與學術交流及研討，並合

作開展警務培訓，運用儲備庫人才培訓警務人

員，傳授寶貴的專業知識和實戰經驗，在技術

上提供指導與協助，實行人力資源方面的優勢

互補，達到互利共贏的局面。

六、總結

在大灣區社會和經濟發展的背景下，人

員和經濟活動的交流將日益頻繁，促使跨境犯

罪的形態趨向多樣化和複雜化，因此，粵澳兩

地的區域警務合作是勢在必行的重要戰略。

未來，粵澳兩地必須要在現有的警務合作基礎

上，進一步強化恆常的警務合作和聯動機制，

以確保大灣區內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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