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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长久以来，澳门默默地伫立在祖国南海之滨，为纷扰的世界保留着一片宁静的净土和天空。
熙来攘往的世人几乎忘却了她昔日的荣光，即使号称最不甘趋炎附势的学术界，除开在中葡有关澳门
主权与治权争议的某些时期，也难得向她投去关注的眼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澳门前途摆上政治议程，国内外的目光才再度投往澳门。
1999年澳门回归的庆贺声，更加吸引了世人的眼光，将澳门细细打量。
然而，当庆回归的锣鼓声消停、舞狮队解散之时，澳门不免留给人们一个想象空间：未来，澳门究竟
会变成什么样？
　　迎着回归初期的困难与挑战，还有万众期待的目光，澳门特区政府在施政实践中学习与成长。
一方面，“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实施与推进，经济民生、社会文化出现前所未有
的变化，治安靖，游人织，经济升，百姓富⋯⋯一派繁华市井景象；另一方面，庞大的资本、膨胀的
欲望和蜕变的人性，销蚀着城市昔日的恬静，在喧哗与躁动中，受影响的不仅是淳朴民风，还有管治
者的威信，产业单一、资源短绌、交通挤迫、价值扭曲⋯⋯发展付出了不菲的成本与代价。
　　巨大的历史进步，有目共睹；沉重的社会代价，不能罔顾。
无论是澳门特区建设的直接参与者，还是关注澳门进步与发展的思考者，总结特区成立以来社会治理
的经验得失，梳理特区社会治理原则，归纳特区社会治理模式，对于正处于以全球化为背景展开现代
转型的澳门社会来说，无疑是迫切而必要的。
值此回归十周年及政府交替之际，更是总结过去、启示未来的适当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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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探讨了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以来社会治理的进展与成效，直面社会治理的问题与挑战，
深入分析了澳门社会治理的传统与优势，以国际视野，融本土情怀，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社会治理之
策，并探索性地设计了澳门美好社会秩序的治理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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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种权力是任免权。
任免权包括提名并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主要官员、法院院长、法官、检察官和检察长；委任部分立
法会议员；任免行政会委员；任免公职人员等内容。
行政长官通过任免主要官员和公务员，有助于建立一支同心同力的公务员队伍，有效地理解并贯彻行
政长官的管治理念并将之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和行动。
通过任免立法会的官委议员，有助于政府的法案和议案在立法会的通过，“体现了行政与立法的相互
配合、以行政为主导的精神”①。
由于委任制始终是把权力交予没有选举授命的人士，因其明显有违民主选举制度而使官委议员的认受
性受到威胁。
但作为目前澳门特区行政主导的特征之一，其作用不容忽视。
通过任免行政会成员组成自己的咨询机构，协助行政长官形成了实质上的行政主导。
行政会的唯一任务就是协助行政长官决策，向行政长官提供意见。
行政长官可以从行政会中听取来自政府和立法会的不同意见，②在行政长官的领导和主持下，通过沟
通看法、加强协调等办法，消除行政与立法之间的分歧，提高了行政工作的效率。
“行政会角色独特，它的设立体现了行政主导。
”③　　第二种权力是制定法规权。
根据《澳门基本法》第67条规定，立法会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它的一个主要职责就是依法制定
、修改、暂停实施和废除法律。
根据《澳门基本法》的规定，立法会和行政长官各自行使着基本法所赋予的狭义的和广义的立法职能
。
立法会行使狭义的立法职能，即意味着立法会是特别行政区唯一的立法机关，有权就特别行政区的政
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的各项重要事务制定法律。
行政长官行使广义的立法职能，即意味着行政长官作为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的最高首脑，有权就特别
行政区行政管理方面的事务制定行政法规。
④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体系中，行政法规的效力要低于法律和法令，因为“按照法理通说及宪制
性法律规定，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效力要高于属于行政管理方面的行政法规，行政法规不能与立法机
关制定的法律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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