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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談判代表團成員名單

中方代表團

團長

周南

團員

柯正平　　邵天任　　柯在鑠　　諸樺　　趙稷華

葡方代表團

團長

梅迪納

團員

加斯帕爾　　阿勝生　　耶蘇斯　　拉莫斯　　洛雷納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草簽文本的報告
—— 1987年4月2日在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

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部長　吳學謙

我國政府代表團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代表團關於解決澳門問題的談判已經圓滿結束。兩國政府代表團團長於3月26日草簽了

全部協議文本，協議文本也於當日公佈。現在，我受國務院的委託向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作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草簽文本（以下簡稱《聯合聲明》）的報告，並就有關問題加以說明。

一、澳門問題的由來和我國對澳門的基本方針政策

澳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1535年，葡萄牙人在澳門停靠船舶，進行貿易。1557年葡萄牙人進入澳門，並開始在澳

門長期居留。1840年鴉片戰爭後，葡萄牙人又乘清政府戰敗之機，相繼侵佔了澳門南面的氹仔島和路環島。1887年，當時的

葡萄牙政府迫使清政府先後簽訂了《中葡會議草約》和《中葡北京條約》，規定“葡國永駐管理澳門以及屬澳之地與葡國治理

它處無異”。此後，葡一直佔領澳門並把澳門劃為葡領土。1976年葡萄牙憲法規定澳門是在葡萄牙管轄下的特殊地區。

中國人民從來不承認上述不平等條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我國政府曾多次闡明澳門是中國的領土，澳門問題屬於歷

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並一貫主張在適當時機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在未解決之前暫時維持現狀。

1972年3月8日，我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在致聯合國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主席的信中，重申了中國政府的立場，指出：“香

港和澳門是被英國和葡萄牙當局佔領的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根本不屬

於通常的所謂‘殖民地’範疇。因此，不應列入反殖宣言中適用的殖民地區的名單之內”。聯合國非殖民化特委會於同年6月

15日通過決議，向聯大建議從上述的殖民地名單中刪去香港和澳門。1972年 11月8日，第二十七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批

准了該特委會的報告。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全國人民齊心協力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祖國統一和反

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三大任務而努力奮鬥。解決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香港和澳門問題，已經提上了議事日程。1984年，中

英兩國通過談判圓滿地解決了香港問題之後，中葡兩國通過談判解決澳門問題的條件也完全成熟。

我國解決澳門問題的基本方針是：（一）一定要在本世紀末，即2000年以前收回澳門，並恢復行使主權；（二）在恢復行

使主權的前提下，保持澳門的穩定和發展；（三）恢復行使主權後，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指導思想和中華人民共和

國憲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在澳門設立特別行政區，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

我國對澳門的基本政策，包括：收回澳門後，根據我國憲法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

方行政區域，直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轄。澳門特別行政區由澳門當地人自己管理；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

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包括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澳門特別行政區財政保持獨立，並可

自行制定經濟、貿易、文化、教育等政策。澳門特別行政區根據中央人民政府的授權可自行處理某些涉外事務，可以“中國澳

門”的名義單獨同各國、各地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經濟、文化關係。澳門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

私人財產受法律保護，居民可以像過去一樣生活，享有澳門現在的法律所規定的各種權利和自由。除帶有殖民主義色彩的法律

必須刪除或修改，以及一些法律由於情況變化不再適用外，澳門現行的法律基本不變。葡萄牙共和國和葡萄牙人及其後裔在澳

門的利益將受到照顧。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葡籍和其他外籍的一般公務、警務人員可同中國籍的人員一樣，予以留用，其

薪金、津貼不低於原來的標準，等等。

我國對澳門的基本方針政策已經載入了《聯合聲明》第二款，並在“附件一”中作了具體說明。這些基本方針政策將在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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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中予以規定。

我國政府對澳門的各項基本政策，是從澳門的實際情況出發，在充分研究了澳門的歷史和現狀的基礎上制定的。這些基本

政策既充分體現了我國對澳門的主權原則，也有利於長期保持澳門的發展和穩定；既考慮到澳門與香港狀況的一致和近似的方

面，也充分照顧到兩者之間的某些差異。這些基本政策是實事求是和合情合理的，也是符合包括澳門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

的根本利益的。

二、中葡談判的經過

1979年2月，我國政府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經過友好談判建立了正式外交關係。在談判建交時，兩國政府曾就澳門問題達

成原則諒解，肯定了澳門是中國領土，歸還的時間和細節，將在適當時候由兩國政府談判解決。

1984年12月，我國國家主席李先念在葡萄牙共和國進行友好訪問的過程中，曾同葡領導人就澳門問題交換了意見。

1985年5月，我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同應邀來我國訪問的當時的葡萄牙總統埃亞內斯就解決澳門問題進行了友好磋商，兩

國領導人認為談判解決這一問題的時機已經成熟，並同意於1986年上半年在北京開始舉行正式外交談判。

其後，雙方通過外交途徑商定於1986年6月30日舉行關於解決澳門問題的第一輪會談。1986年 1 1月和 1 9 8 7年2月，我

國外交部副部長周南和葡萄牙共和國外交合作國務秘書阿．蘇亞雷斯各自應邀到對方國家進行了訪問，並就談判中的一些主要

問題進行了友好磋商，取得了積極進展。在第三輪會談之後，雙方組成了一個工作小組，具體討論和修訂在會談中所提出的全

部協議文件草案。1987年3月18日至23日舉行了第四輪會談，對各文件草案進行了全面審議，並全部達成了協議。

中葡關於澳門問題的協議包括一個主體文件，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和

兩個附件，附件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澳門的基本政策的具體說明》；附件二：《關於過渡時期的安排》。此外，兩國

政府在正式簽署協議時，還將就部分澳門居民旅行證件問題互致備忘錄。

中葡兩國關於解決澳門問題的談判，自始至終是在友好融洽的氣氛中進行的。雙方都本著以大局為重和互諒互讓的精神，

通過認真和耐心的談判，達成了圓滿的協議。

三、有關協議幾個問題的說明

（一）中葡談判的終極目的就是要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收回澳門和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的時間。雙方經過認真談判，同

意在《聯合聲明》第二款中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聲明：澳門地區（包括澳門半島、氹仔島和路環

島）是中國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於1999年12月20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中葡兩國政府同意將我國政府收回澳

門和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的時間定在1999年，既滿足了包括澳門居民在內的10億中國人民在本世紀內實現祖國統一的強烈願

望，也為澳門規定了與香港大體相同的過渡時期，有利於中葡雙方在此期間內做好政權順利交接的準備工作。

（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我國不承認雙重國籍。所有在澳門居住的中國同胞，不論其是否持有葡萄牙旅行證件

或身份證明，都是中國公民。他們當中有一部分人領取葡萄牙護照，主要是為了外出經商、旅遊、升學的需要。考慮到澳門的

歷史背景和現實情況，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可以允許上述持有葡萄牙旅行證件的澳門中國公民，除按規定可領取澳門特

別行政區護照或其他旅行證件外，還可在自願基礎上使用葡萄牙旅行證件去其他國家和地區旅行，但他們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和

中國其他地方不得享受葡萄牙的領事保護。他們也不能將葡萄牙旅行證件傳給第二代。採取這樣的處理辦法，不損害我國主權

的原則，也有利於實際問題的解決。

在澳門還有相當數量的葡萄牙後裔居民，世世代代與當地中國公民友好相處。協議中載明：澳門特別行政區將“依法保護

他們的利益，並尊重他們的習慣和文化傳統”。這項協議和其他有關規定，也利於團結他們長期在澳門生活和工作，並為未來

澳門的發展繼續作出積極貢獻。

（三）澳門的土地問題關係到澳門的經濟發展和群眾的利益，需要妥善處理。中國政府同意澳葡政府在過渡時期中可以批

出超越1999年後50年的土地契約。在協議中並規定了過渡時期中每年新批出土地的數量不超過20公頃，如確需超過時，得由

中葡土地小組根據土地開發和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商定。

（四）為了保證中葡協議的實施和1999年政權的順利交接，中葡雙方同意成立中葡聯合聯絡小組，其職責主要是，就《聯

合聲明》的實施和過渡時期的各項工作安排進行磋商。根據澳門的實際情況，該小組從《聯合聲明》生效起成立，成立後三個

月內開始工作。開始工作的第一年內，分別在北京、里斯本和澳門三地開會，自第二年度開始，以澳門為常駐地，繼續工作到

2000年1月1日結束。

（五）中葡關於澳門問題的協議文件也採用了聯合聲明的形式，它是國際條約的一種形式，同樣具有國際法效力和法律約

束力。《聯合聲明》及其附件在正式簽署後，還須依照各自的法律程序經過批准，並於兩國政府在北京互換批准書之後立即生效。

各位代表：統一祖國，振興中華，是歷史賦予我們的神聖使命。繼香港之後，1999年澳門也將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它標

誌著中國人民向著祖國統一大業邁出的又一大步，也是中國現代史上的另一個重大事件。它再一次證明，“一個國家，兩種制

度”這一創造性的重要構想是完全實事求是的，也是富有生命力的。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指導思想實現國家統一是

完全行得通的。香港和澳門問題相繼圓滿解決，對臺灣當局和臺灣人民肯定將產生深遠影響，並將對早日結束臺灣與大陸的分

離局面，完成祖國統一大業起積極的促進作用。

澳門問題的圓滿解決，也有利於保持澳門的長期穩定和發展，有利於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我們深信，一貫具有愛

國傳統的澳門同胞將會繼續發揚當家作主的精神，以自己的聰明才智和辛勤勞動為澳門的持續穩定與發展繼續作出新的貢獻。

澳門問題的圓滿解決，也是通過和平談判方式解決國際爭端又一成功例證。中葡兩國自建交以來，一直存在著友好的關

係。現在，兩國政府又本著以大局為重、互諒互讓的精神，通過和平協商圓滿地解決了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澳門問題，這就為在

新的基礎上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兩國之間在各個領域中的友好合作關係開闢了廣闊的前景。我們相信，在協議正式簽署和生效之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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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中葡兩國政府將繼續本著友好諒解的精神，為全面貫徹《聯合聲明》而進行密切合作，並為譜寫中葡友好關係發展史的新

篇章而進行共同努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須經批准，建議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

議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在《聯合聲明》正式簽署後予以審議和決定批准。

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關於授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審議批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的決定

（1987年4月11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

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聽取了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部長吳學謙受國務院委託所作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草簽文本的報告。

會議對我國政府為解決澳門問題所進行的工作和吳學謙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部長的報告表示滿意。

鑑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涉及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問題，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第六十二條的規定，應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會議決定授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經中葡兩國政府正式簽署後予以審議

和決定批准。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滿意地回顧了兩國建交以來兩國政府和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關係的發展，一致認

為，由兩國政府通過談判妥善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澳門問題，有利於澳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並有助於進一步加強兩國之

間的友好合作關係，為此，經過兩國政府代表團的會談，同意聲明如下：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聲明：澳門地區（包括澳門半島、氹仔島和路環島，以下稱澳門）是中國領

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於1999年12月20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據“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對澳門執行如下的基本政策：

（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時，設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

別行政區。

（二）澳門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享有高度的自治

權。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三）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均由當地人組成。行政長官在澳門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

民政府任命。擔任主要職務的官員由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提名，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原在澳門任職的中國籍和葡籍及其

他外籍公務（包括警務）人員可以留用。澳門特別行政區可以任用或聘請葡籍和其他外籍人士擔任某些公職。

（四）澳門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法律基本不變。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保障澳門居民和其他人的

人身、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旅行和遷徙、罷工、選擇職業、學術研究、宗教信仰和通信以及財產所有權等各項權利和自

由。

（五）澳門特別行政區自行制定有關文化、教育和科技政策，並依法保護在澳門的文物。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機關、立法機關和法院，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葡文。

（六）澳門特別行政區可同葡萄牙和其他國家建立互利的經濟關係。葡萄牙和其他國家在澳門的經濟利益將得到照顧。在

澳門的葡萄牙後裔居民的利益將依法得到保護。

（七）澳門特別行政區可以“中國澳門”的名義單獨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經濟、文化關係，並簽訂

有關協定。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可以自行簽發出入澳門的旅行證件。

（八）澳門特別行政區將繼續作為自由港和單獨關稅地區進行經濟活動。資金進出自由。澳門元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

定貨幣，繼續流通和自由兌換。

（九）澳門特別行政區保持財政獨立。中央人民政府不向澳門特別行政區徵稅。

（十）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社會治安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維持。

（十一）澳門特別行政區除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國徽外，還可使用區旗和區徽。

（十二）上述基本政策和本聯合聲明附件一所作的具體說明，將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澳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



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之，並在50年內不變。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聲明：自本聯合聲明生效之日起至1999年12月19日止的過渡時期內，葡萄

牙共和國政府負責澳門的行政管理。葡萄牙共和國政府將繼續促進澳門的經濟發展和保持其社會穩定，對此，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將給予合作。

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聲明：為保證本聯合聲明的有效實施並為 1 9 9 9年政權的交接創造妥善

的條件，在本聯合聲明生效時成立中葡聯合聯絡小組；聯合聯絡小組將根據本聯合聲明附件二的有關規定建立和履行職

責。

五、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聲明：關於澳門土地契約和其他有關事項，將根據本聯合聲明附件的有關規

定處理。

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同意，上述各項聲明和作為本聯合聲明組成部分的附件均將付諸實施。

七、本聯合聲明及其附件自互換批准書之日起生效。批准書將在北京互換。本聯合聲明及其附件具有同等約束力。

1987年4月13日在北京簽訂，共兩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葡文寫成，兩種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 　　　　　　葡萄牙共和國政府代表

             趙紫陽 　　　　　　　　         卡瓦科 ·席爾瓦

 

附件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澳門的基本政策的具體說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第二款所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澳

門的基本政策，具體說明如下：

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據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時，設立中華人民共

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制定並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澳門特別行

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持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

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澳門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享有高度的自治權。澳

門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中央人民政府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自行處理本附件第八節所

規定的各項涉外事務。

二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管理權屬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由當地人組成。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澳

門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擔任主要職務的官員（相當於原「政務司」級官員、檢察長和警察部門主要負

責人）由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提名，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行政機關必須遵守法律，對立法機關負責。

三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權屬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由當地人組成，多數成員通過選舉產

生。

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澳門原有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規和其他規範性文件，除與《基本法》相抵觸或澳門特別行政區

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

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可根據《基本法》的規定並依照法定程序制定法律，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備案。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凡符合《基本法》和法定程序者，均屬有效。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係由《基本法》，以及上述澳門原有法律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制定的法律構成。

四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審判權屬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終審權由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行使。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

干涉，只服從法律。法官履行職責時享有適當的豁免。

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的法官，根據當地法官、律師和社會名流組成的獨立的委員會的推薦，由行政長官任命。法官的選用

以其專業資格為標準，符合標準的外籍法官也可以應聘。法官只有在無力履行其職責或行為與其所任職務不相稱的情況下，才

能由行政長官根據終審法院院長任命的不少於三名當地法官組成的審議庭的建議，予以免職。終審法院法官的免職由行政長官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成員組成的審議委員會的建議決定。終審法院法官的任命和免職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備案。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機關獨立行使法律賦予的檢察職能，不受任何干涉。

原在澳門實行的司法輔助人員的任免制度予以保留。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可參照原在澳門實行的辦法，作出有關當地和外來的律師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執業的規定。

中央人民政府將協助或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同外國就司法互助關係作出適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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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保障澳門原有法律所規定的澳門居民和其他人的各項權利和自由，包括人身、言論、出版、集會、遊

行、結社（如組織和參加民間團體）、組織和參加工會、旅行和遷徙、選擇職業和工作、罷工、宗教和信仰、教育和學術研究

的自由；住宅和通信不受侵犯及訴諸法律和法院的權利；私有財產所有權、企業所有權及其轉讓和繼承權、依法徵用財產時得

到適當和不無故遲延支付的補償的權利；婚姻自由及成立家庭和自願生育的權利。

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和其他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因國籍、血統、性別、種族、語言、宗教、政治或思想信仰、文化

程度、經濟狀況或社會條件而受到歧視。

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在澳門的葡萄牙後裔居民的利益，並尊重他們的習慣和文化傳統。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宗教組織和教徒在其宗旨和法律規定的範圍內照常活動，並可同澳門以外的宗教組織和教徒保持關係。

屬於宗教組織的學校、醫院、慈善機構等均可繼續照常開辦。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宗教組織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地區宗教組織

的關係應以互不隸屬、互不干涉和互相尊重的原則為基礎。

六

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原在澳門任職的中國籍和葡籍及其他外籍公務（包括警務）人員均可留用，繼續工作，其薪金、

津貼、福利待遇不低於原來的標準。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退休的上述公務人員，不論其所屬國籍或居住地點，有權按現行規

定得到不低於原來標準的退休金和贍養費。

澳門特別行政區可任用原澳門公務人員中的或持有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葡籍和其他外籍人士擔任公職（某

些主要官職除外）。澳門特別行政區還可聘請葡籍和其他外籍人士擔任顧問和專業技術職務。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擔任公職的葡

籍和其他外籍人士，只能以個人身份受聘，並對澳門特別行政區負責。

公務人員應根據本人資格、經驗和才能予以任命和提升。澳門原有關於公務人員的錄用、紀律、提升和正常晉級的制度基

本不變。

七

澳門特別行政區自行制定有關文化、教育和科技政策、諸如教學語言（包括葡語）的政策和學術資格與承認學位級別的制

度。各類學校均可繼續開辦，保留其自主性，並可繼續從澳門以外招聘教職員和選用教材。學生享有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求

學的自由。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在澳門的文物。

八

在外交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原則下，澳門特別行政區可以「中國澳門」的名義，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

訊、旅遊、文化、科技、體育等適當領域單獨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性或地區性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並簽訂和履行

協定。對以國家為單位參加的，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有關的、適當領域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代表可作

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的成員或以中央人民政府和上述有關國際組織或國際會議允許的身份參加，並以「中國澳門」的

名義發表意見。對不以國家為單位參加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澳門特別行政區可以「中國澳門」的名義參加。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代表，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的成員，參加由中央人民政府進行的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直

接有關的外交談判。

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的國際協定，中央人民政府可根據情況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需要，在徵詢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

後，決定是否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參加，但已適用於澳門的國際協定仍可繼續適用。中央人民政府根

據情況和需要授權或協助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作出適當安排，使其他與其有關的國際協定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參加而澳門目前也以某種形式參加的國際組織，中央人民政府將根據情況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需要

採取措施，使澳門特別行政區得以適當形式繼續保持在這些組織中的地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參加而澳門目前以某種形式

參加的國際組織，中央人民政府將根據情況和需要使澳門特別行政區以適當形式繼續參加這些組織。

外國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領事機構或其他官方、半官方機構，須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式外交

關係的國家在澳門設立的領事機構和其他官方機構，可予保留。尚未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在澳門的領事

機構和其他官方機構，可根據情況予以保留或改為半官方機構。尚未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承認的國家，只能設立非政府性的機構。

葡萄牙共和國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總領事館。

九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有居留權並有資格領取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者為；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前或成立後在澳門出生或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的中國公民及其在澳門以外出生的中國籍子女；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前或成立後在澳門出生或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並均以澳門為永久居住地的葡萄牙人；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前或成立後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並以澳門為永久居住地的其他人，及其在澳門特別行政區

成立前或成立後在澳門出生的未滿十八周歲的子女。

中央人民政府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依照法律給持有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中國公民簽發中華人民共和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護照，給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其他合法居留者簽發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其他旅行證件。

上述澳門特別行政區護照和旅行證件，前往各國和各地區有效，並載明持有人有返回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權利。

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出入澳門特別行政區，可使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主管部門，或其他國家主管

部門簽發的旅行證件。凡持有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者，其旅行證件可載明此項事實，以證明其在澳門特別行政區

有居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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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其他地區的居民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將採取適當辦法加以管理。

澳門特別行政區可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入境、逗留和離境實行出入境管制。

有效旅行證件持有人，除非受到法律制止，可自由離開澳門特別行政區，無需特別批准。

中央人民政府將協助或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同有關國家和地區談判和簽訂互免簽證協議。

十

澳門特別行政區自行制定經濟貿易政策，作為自由港和單獨關稅地區，同各國、各地區保持和發展經濟貿易關係，繼續參

加關稅和貿易總協定，國際紡織品貿易協議等有關國際組織和國際貿易協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取得的出口配額、關稅優惠和達

成的其他類似安排，全由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澳門特別行政區有權根據當時的產地規則，對在當地制造的產品簽發產地來源

證。

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外來投資。

澳門特別行政區可根據需要在外國設立官方或半官方的經濟和貿易機構，並報中央人民政府備案。

十一

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原在澳門實行的貨幣金融制度基本不變。澳門特別行政區自行制定貨幣金融政策，並保障各種金

融機構的經營自由以及資金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流動和進出的自由。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實行外匯管制政策。

澳門元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貨幣，繼續流通和自由兌換。澳門貨幣發行權屬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特別行政區

政府可授權指定銀行行使或繼續行使發行澳門貨幣的代理職能。凡所帶標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地位不符的澳門

貨幣，將逐步更換和退出流通。

十二

澳門特別行政區自行制定預算和稅收政策。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預決算須報中央人民政府備案。澳門特別行政區財政收入全

部用於自身需要，不上繳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不向澳門特別行政區徵稅。

十三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防務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社會治安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維持。

十四

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承認和保護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前已批出或決定的年期超越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的合法土地契約

和與土地契約有關的一切權利。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新批或續批土地，將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土地法律及政策處理。

附件二

關於過渡時期的安排

為保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的有效實施，並為澳門政權的交接創造妥善的條

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同意在「聯合聲明」生效之日起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止的過渡時期內繼續

進行友好合作。

為此目的，根據「聯合聲明」第三、第四和第五款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同意成立中葡聯合聯

絡小組和中葡土地小組。

一、關於中葡聯合聯絡小組

（一）聯合聯絡小組為兩國政府間進行聯絡、磋商及交換情況的機構。聯合聯絡小組不干預澳門的行政管理，也不對之起

監督作用。

（二）聯合聯絡小組的職責為：

1. 就「聯合聲明」及其附件的實施進行磋商；

2. 就與一九九九年澳門政權交接的有關事宜交換情況並進行磋商；

3. 就兩國政府為使澳門特別行政區保持和發展對外經濟、文化等關係所需採取的行動進行磋商；

4. 就雙方商定的其他事項交換情況並進行磋商。

聯合聯絡小組未能取得一致意見的問題，提交兩國政府通過協商解決。

（三）雙方各指派一名大使級的組長和另外四名小組成員。每方還可指派必要的專家和工作人員，人數通過協商確定。

（四）聯合聯絡小組在「聯合聲明」生效時成立，並於成立後三個月內開始工作，工作的第一年輪流在北京、里斯本和澳

門開會，此後以澳門為常駐地。聯合聯絡小組將工作到二○○○年一月一日為止。

（五）聯合聯絡小組成員及專家、工作人員享有外交特權與豁免。或與其身份相符的特權與豁免。

（六）聯合聯絡小組的工作和組織程序由雙方按本附件的規定商定。除另有協議外，聯合聯絡小組的工作須保密。

二、關於中葡土地小組

（一）兩國政府同意自《聯合聲明》生效之日起，按以下規定處理澳門土地契約及有關事項：

1. 原由澳門葡萄牙政府批出的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以前滿期的土地契約（臨時批地和特殊批地除外）可按現行有關法

律規定予以續期並收取批約費用，但續期年限不得超過二○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2. 從《聯合聲明》生效之日起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止，澳門葡萄牙政府可按現行有關法律規定批出年期不超過二○

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的新的土地契約，並收取批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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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據本附件第二節（一）款第2項新批出的土地（包括填海地和未開發土地），每年限於二十公頃。土地小組得根據澳

門葡萄牙政府的建議，對上述限額的改變進行審核並作出決定。

4. 從《聯合聲明》生效之日起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止，澳門葡萄牙政府從新批和續批土地契約中所得的各項收入，

在扣除開發土地平均成本後，由澳門葡萄牙政府和日後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平分。屬於澳門葡萄牙政府所得的全部土地收

入，包括上述扣除的款項，用於澳門土地開發和公共工程。屬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土地收入，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

儲備基金，存入在澳門註冊的銀行。必要時，澳門葡萄牙政府在徵得中方同意後，也可將該項基金用於澳門過渡時期的土地開

發和公共工程。

（二）中葡土地小組是代表兩國政府處理澳門土地契約及有關事項的機構。

（三）土地小組的職責為：

1. 就本附件第二節的實施進行磋商；

2. 按本附件第二節第（一）款的規定，監察批出土地的數量和期限，以及批出土地所得收入的分配和使用情況；

3. 審核澳門葡萄牙政府提出的使用屬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土地收入的建議，並提出意見，供中方決定。

土地小組未能取得一致意見的問題，提交兩國政府通過協商解決。

（四）雙方各指派三名土地小組成員。每方還可指派必要的專家和工作人員，人數通過協商確定。

（五）土地小組在《聯合聲明》生效時成立，並以澳門為常駐地。土地小組將工作到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為止。

（六）土地小組的成員及專家、工作人員享有外交特權與豁免或與其身份相符的特權與豁免。

（七）土地小組的工作和組織程序由雙方按本附件的規定商定。

備忘錄（葡方）

聯繫到今天簽署的葡萄牙共和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葡萄牙共和國政府聲明：

凡按照葡萄牙立法，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因具有葡萄牙公民資格而持有葡萄牙護照的澳門居民，該日後可繼續使用

之。自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起，任何人不得由於同澳門的關係而取得葡萄牙公民資格。

備忘錄（中方）

聯繫到今天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

澳門居民凡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規定者，不論是否持有葡萄牙旅行證件或身份證件，均具有中國公民資格。考慮到

澳門的歷史背景和現實情況，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主管部門允許原持有葡萄牙旅行證件的澳門中國

公民，繼續使用該證件去其他國家和地區旅行。上述中國公民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地區不得享受葡萄牙的

領事保護。

國務院關於提請審議、批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的議案

第六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於1987年4月11日通過決定，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中葡兩國政府正式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以下簡稱“聯合聲明”）後予以審議和決定批准。我和葡萄牙共和國政

府總理卡瓦科‧席爾瓦已於1987年4月13日，分別代表中葡兩國政府簽署了聯合聲明。聯合聲明的正式簽署文本和其草簽文件

內容完全一致，未作任何更動。

根據協議規定，聯合聲明須經批准。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將業經中葡兩國政府總理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包括附件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澳門的基本政策的具體說明》和附件

二：《關於過渡時期的安排》，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議程，並根據六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的授權予以審議和決

定批准。

4月2日，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部長吳學謙受國務院委託，已向六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作了關於聯合聲明草簽文本的報告。這

次，周南副外長將向會議作簡要說明。

國務院總理　趙紫陽　

1987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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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關於批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的決定

（1987年6月23日通過）

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根據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關於授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審議和決定批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的決定，審議了國務院關於

提請審議批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的議案，決定批准1987年4月13日由趙紫

陽總理代表中國政府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包括附件一：《中華人民

共和國政府對澳門的基本政策的具體說明》和附件二：《關於過渡時期的安排》。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六屆第54號）

根據1987年6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關於批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

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的決定，批准1987年4月13日由趙紫陽總理代表中國政府簽署的《中華人民

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包括附件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澳門的基本政策的具體說

明》和附件二：《關於過渡時期的安排》。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李先念

1987年6月23日 

中葡聯合聯絡小組及中葡土地小組成員名單

1988年1月15日，中葡兩國政府在北京互換了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的批准書。同時，雙方各自宣佈了中葡聯合聯絡小

組及中葡土地小組的成員名單。

中葡聯合聯絡小組中方成員名單：

組長

康冀民

成員

張祥林　蔡思聰　邵關福　宓世衡

中葡聯合聯絡小組葡方成員名單：

組長

科埃略

成員

拉莫斯　謝兆時　韋德霖　馬托斯

中葡土地小組中方成員名單：

組長

張祥霖

成員

謝後和　梁竟成

中葡土地小組葡方成員名單：

組長

拉莫斯

成員

里貝羅　羅扎里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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