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時並進 完善出入境管控法律  

澳門作為一個對外開放且人員高度流動的城市，多年來能夠維持良好

的公共安全和秩序，實有賴於高效的出入境管理，以及有力的法律制度保

障。然而，隨著社會經濟急速發展，本澳人員流動程度極高，現行與出入

境管理相關的多部法律法規，當中很多規定已經與社會發展現況不相適

應；相關不規則活動以至犯罪行為的持續出現，對澳門社會治安和公共秩

序構成的負面影響和風險隱患，無疑令當局在治安和出入境管理工作上面

臨重大的挑戰，因此有必要對本澳的出入境法律制度作全面的檢視和必要

的修訂，以解決執法部門在出入境管理工作中所面對的現實困難和問題。 

為完善法律制度以實現更高效的秩序與安全管控，以有效打擊非法入

境、非法逗留及預防犯罪，保安當局於 2018 年 5 月 8 日至 6 月 6 日，就

推動全面修訂本澳出入境法律制度展開了為期三十天的公開諮詢，期間共

舉行了四場業界專場及三場公眾專場，另透過不同渠道和媒介廣納社會意

見。諮詢過後，保安當局根據市民、業界和公共部門的意見和建議，經與

法務部門持續的溝通和配合，於 2020 年草擬了《澳門特別行政區出入境

管控、逗留及居留許可的法律制度》法律草案，並在 2021 年 1 月初經行

政會完成討論後，已經由特區政府送交立法會。 

根據已送交立法會的法案內容，當局建議針對以下幾個主要方面進行

修法，以完善制度並強化執法部門的管控能力和手段： 

1. 在刑事制度方面，就社會持續關注透過“假結婚”、“假招聘”等手段

取得本澳居留許可或逗留許可的現象，政府建議訂立具針對性的罪

狀予以制裁；另建議將引誘及協助他人非法出境的行為納入“引誘

罪”及“協助罪”，同時把協助和收留提供便利的行為刑事化，並就上

述犯罪行為，引入更有效追究法人責任的機制，以利執法部門更有

力懲治相關不法活動，實現更好、更全面的打擊效果； 

2. 就現行法律規定和實際執行遣返和驅逐程序的情況不協調所衍生的

各種問題，建議引入中止計算六十日拘留期間的特定條件，以及可



預先扣留非法入境或非法逗留者的旅行證件的措施，以防止非法入

境及非法逗留人士惡意拖延驅逐程序的情況，避免因簽發大量“行街

紙”而造成治安問題； 

3. 針對警方經常揭發行使偽證或他人證件、使用虛假身份的個案，建

議參照國際通用做法，引入收集及查核旅客生物元素的措施，以便

有效識別虛假身份，更好地打擊非法入境及非法逗留，同時也有利

於更好地預防危險性較大的犯罪、有組織犯罪和恐怖主義犯罪等對

社會構成高度安全風險和危害的罪行； 

4. 現行法律雖未對非居民在本澳所生未成年子女進入本澳或逗留的情

況予以規範和定性，但為全面有效落實出入境管控，故建議為非本

澳居民訂定須為其在澳門所生子女適時辦理旅行證件並通知出入境

管理當局的義務，以堵塞當前的法律漏洞； 

5. 鑒於英美、“申根”國家以及中國內地和台灣地區的實踐證明，實行

酒店或同類場所外國住客資料登記制度，對維護國家安全、反恐或

內部保安都起到極大的作用，故建議本澳亦引入酒店場所經營人須

登記十六歲以上非本澳居民的住客資料、並於其入住及離開酒店的

24小時內將資料通知出入境管理當局的制度，以利執法部門有效掌

握情況，精準部署安全管理措施，確保社會治安和民眾安全。 

此外，當局亦建議將非法出境及非法入境行為定為行政違法行為，以

期有效及全面地管控出入境人流。 

接下來，法案將在立法會進行審議和討論，保安當局將全力配合推進，

過程中定必與立法議員坦誠溝通，並持續聽取社會各方的反饋意見和建

議，爭取就法案文本內容取得廣泛共識，以利《澳門特別行政區出入境管

控、逗留及居留許可的法律制度》及早出台，堵塞漏洞，提升本澳出入境

安全和秩序的管控水平和能力，為澳門建設成為包容開放的國際旅遊休閒

中心、居民宜居宜業、遊客宜遊宜樂的安全城市保駕護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