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防法律制度》簡介（下） 

第 11/2020 號法律《民防法律制度》及第 31/2020 號行政法規《民防

法律制度施行細則》今（15）日正式生效。“安全與您”專欄承接上期內容，

今期繼續對《民防法律制度》其他主要規定進行介紹。 

確立民防志願者的地位 

鑒於民間力量過去在協助災後社會復原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因

此法律也確立了志願者作為民防參與者的地位。根據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

第二款的規定，獲警察總局認可並進行登記的志願者被定位為本澳民防體

系外的輔助參與者，未來將在當局的協調下提供民防方面的輔助或支援服

務，尤其協助當局推展宣傳教育和災後復原等，並在參與特定工作時獲得

強制性保險和刑法上的保障，確保志願者可在安全和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參

與民防，為促進公共利益的實現作出貢獻。為落實有關規定，警察總局正

就志願者管理進行周詳計劃，並作相關的必要準備，爭取早日出台實施方

案。 

引入多項新的例外措施 

因應民防工作與時俱進，法律亦新增了多項新的例外性措施，包括強

制撤離、指令電信商無償優先傳送民防資訊，以及關閉指定邊檢站，旨在

確保在極端情況下個人的生命安全，以及重要民防資訊的有效傳播；同時

亦賦予行政長官有權因應突發公共事件持續的情況，宣佈中止受影響地點

正在或即將進行的、已獲當局許可或批給的公眾活動，如大型娛樂活動或

博彩活動等，而無需取決於當時的突發公共事件狀態為何，從而讓社會正

常運作的必要條件得到切實、有效的保障。 

阻遏惡意造謠傳謠行為 



刑事規定方面，法律透過適用《刑法典》的“違令罪”及“加重違令罪”，

並增訂有關法人的刑事責任和連帶責任的規定，以確保任何個人及法人都

能遵守和配合法定義務，以及當局基於民防而發出的合法命令和指示，使

突發公共事件持續期間的民防行動有效執行（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七條及

第二十八條）；同時亦訂定了在突發公共事件處於即時預防、拯救或災難

級別期間故意造謠傳謠以圖引起公眾不安的刑事責任（第二十六條的“突發

公共事件下的妨害公共安全、秩序及安寧罪”），以填補本澳現行刑事法律

體系中沒有任何匹配的條文規定或處罰類似情況的明顯漏洞，保障當局的

民防行動免被阻撓，讓公眾免於受驚，使災難下的社會秩序得到較好的維

持。 

“突發公共事件下的妨害公共安全、秩序及安寧罪”的訂立有其現實必

要性和迫切性，故當局在立法過程中十分強調和重視公眾參與的重要性和

效能，透過持續聆聽社會意見，不斷優化方案，確保相關罪名的立法凝聚

了社會最大共識，最終成為了各界將來信守的、嚴謹的規定。未來，當局

一方面將會透過不斷完善資訊傳播渠道及其發佈機制，確保重要民防資訊

的有效傳播，另一方面將積極推展相關法制教育和執法培訓，確保有法必

依，違法必究，最大程度地保障公眾的言論自由的同時，守護好公共安全、

秩序與社會安寧的底線。 

有序落實民防法律制度  

根據法律的規定，未來民防日常事務，包括志願者和民防用途數據資

料方面的管理等，將由警察總局負責；至於各項民防活動的執行責任主

體，以及具體落實相關工作的程序或運作規定，則透過第 31/2020 號行政

法規《民防法律制度施行細則》予以補充而得以明確。 

《民防法律制度》關乎每一位市民的安全保障，對促進本澳公共安全

及穩定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為了讓民防架構成員及早瞭解新法內容，當



局在 2020 年 9 月 4 日透過舉行《民防法律制度》講解會，就新法的主要

內容，與一眾民防架構成員進行交流探討，以助架構成員熟悉新的民防管

理體制和運作機制，認清將來在民防工作中的責任。而警察總局聯同其他

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亦已於 9月初開始進行廣泛宣傳，藉以讓社會各界

認識新的民防法制，瞭解民防體系新的運作模式，明瞭自身的義務和責

任，以利將來與民防架構實現更好的合作，在預防及應對各類突發公共事

件上達至更好的效果。 

另一方面，因應法律的實施，保安當局正著手建立或完善配合民防活

動有序開展的各種執行機制，爭取早日實現由政府主導、社會各界協同參

與的新型民防活動模式，促進本澳民防工作達至更佳的社會效果，為市民

的生命及財產安全提供更高效的保障。（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