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組成人員名單

（1998年4月29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通過）

主任委員

　　錢其琛

副主任委員

　　謝　非　　　　馬萬祺　　　　廖　暉　　　　王啟人　　　王英凡

　　何厚鏵　　　　吳　福　　　　曹其真（女）　何鴻燊

委員（按姓名筆畫排列）*

　　丁人林　　　　馬萬祺　　　　馬有禮　　　　王啟人　　　　王孝行

　　王英凡　　　　王雪冰　　　　區宗傑　　　　區金蓉（女）　葉一新

　　田期玉　　　　呂聰敏　　　　朱祖壽　　　　喬曉陽　　　　劉本立

　　劉明康　　　　劉炎新　　　　劉焯華　　　　劉羨冰（女）　劉　鎮

　　安　民　　　　許世元　　　　許和震　　　　許崇德　　　　許輝年

　　湯炳權　　　　李水林　　　　李　冰　　　　李成俊　　　　李延齡

　　李榮融　　　　李　康　　　　楊允中　　　　楊秀雯（女）　楊俊文

　　蕭蔚雲　　　　吳仕明　　　　吳立勝　　　　吳建璠　　　　吳榮恪

　　吳　福　　　　何玉棠　　　　何美華（女）　何厚鏵　　　　何鴻燊

　　張偉超　　　　張偉智　　　　張廷翰　　　　岑玉霞（女）　陸　昌

　　陳邦柱　　　　陳佐洱　　　　陳炳華　　　　陳振華　　　　陳滋英

　　邵天任　　　　林笑雲（女）　歐安利　　　　羅立文　　　　羅永源

　　周禮杲　　　　鄭秀明（女）　孟學農　　　　趙燕芳（女）　柯小剛

　　柯為湘　　　　柯正平　　　　賀定一（女）　駱偉建　　　　錢其琛

　　高開賢　　　　唐志堅　　　　唐堅謀　　　　唐樹備　　　　唐星樵

　　黃龍雲　　　　黃漢強　　　　黃如楷　　　　曹其真（女）　崔世昌

　　崔德祺　　　　梁慶庭　　　　梁　宋　　　　梁秀珍（女）　梁披雲

　　梁金泉　　　　韓肇康　　　　釋健釗　　　　謝後和　　　　謝　非

　　藍欽文　　　　甄瑞文　　　　鮑馬壯　　　　廖澤雲　　　　廖　暉

　　譚民權　　　　譚伯源　　　　黎振強　　　　顏延齡　　　　潘漢榮

秘書長

　　陳滋英

副秘書長

　　李水林　　　謝後和　　　賀定一（女）

*編者按：按原文簡體字筆畫排序。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李鵬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

一九九八年五月五日

各位委員：

剛剛結束的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

立法會和司法機關產生辦法的決定》，審議通過了以錢其琛為主任委員，以謝非、馬萬祺等九人為副主任委員，共一百名澳門

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組成人員的名單。這個名單是經過充分醞釀協商提出來的，具有廣泛的代表性，能夠反映廣大澳門同胞

的意願。今天，在這裏隆重舉行籌委會委員任命書頒發儀式，我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向來自澳門的六十名委員和內地的四十名

委員表示熱烈的祝賀！現在我宣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正式成立。

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設立的機構，負責籌備成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有關事宜，向全國人大及其

常委會負責。其主要職責是，根據全國人大的決定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立法會和司法機關的具體產生辦法，負責

籌組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等。推選委員會在當地通過協商或協商後提名選舉的方式，產生第一任行政長官的

人選，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籌委會的工作只有一年零八個月的時間，任務是非常繁重的。籌委會的成立，標誌著澳門回歸祖

國的工作進入實質性的階段。按照“一國兩制”方針，實現澳門的順利回歸，是繼香港回歸祖國後，中華民族的又一盛事，是

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全國人民乃至國際社會對此非常關注，大家所肩負的責任是十分重要和光榮的。做好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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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回歸祖國的各項工作，是本屆全國人大的一項重要任務。

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將全力支持籌委會的工作。希望籌委會委員按照澳門基本法的規定，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同心協

力，抓緊工作。我相信，在全國人民的支持下，在廣大澳門同胞的積極參與下，經過全體成員的共同努力，澳門特別行政區一

定能夠如期成立。大家一定能夠為實現澳門回歸祖國的平穩過渡和政權順利交接做出卓越的貢獻！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工作規則

（1998年5月6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

一、總則

第一條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立法會和司法機關產生辦法的決定》關於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的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以下簡稱“籌委會”）負責籌備成立澳門特別行

政區的有關事宜。為履行籌委會的職責，特制定本規則。

第二條　籌委會應充分發揚民主，廣泛聽取社會各界人士的意見和建議。

第三條　籌委會實行集體負責制和保密原則。

二、全體會議

第四條　籌委會全體會議由全體委員組成。

全體會議由主任委員會議決定召集。主任委員主持會議，必要時，主任委員可指定副主任委員擔任會議的執行主席。

第五條　全體會議的法定人數為全體委員的過半數。

第六條　全體會議討論、決定以下事項：

1. 籌組第一屆政府、立法會和司法機關的有關事宜；

2. 審議工作小組的報告；

3. 討論並通過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提交的工作報告、建議或議案草案；

4. 其他需要由全體會議處理的事項。

第七條　主任委員會議決定提交全體會議表決的事項，以獲得全體委員過半數贊成為通過。

三、主任委員會議

第八條　籌委會主任委員會議由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秘書長組成。副秘書長列席會議。

第九條　主任委員根據工作需要召集並主持主任委員會議或主任委員擴大會議。

第十條　主任委員會議的職權是：

1. 決定全體會議議程；

2. 決定成立工作小組，並根據委員的報告和工作需要就各小組的組成作出決定；

3. 部署並組織實施全體會議決定的有關事項；

4. 審議工作小組提出的有關報告，決定將有關方案提交全體會議討論通過或以其他方式處理；

5. 決定無需由全體會議審議通過的有關事項；

6. 領導籌委會秘書處的工作。

四、秘書長工作會議

第十一條　秘書長根據需要召開秘書長工作會議，按照全體會議和主任委員會議的工作部署，綜合各方面情況，統籌協調工作。

第十二條　秘書長工作會議的參加人員包括副秘書長和籌委會各工作小組的召集人，必要時可邀請其他委員或有關人士列席。

五、工作小組

第十三條　籌委會根據需要設立工作小組。在小組成立之後，若遇籌委會的某項工作超越各組的工作範圍，則由秘書處提

出建議，由主任委員會議決定是否成立新的工作小組。

各小組的任務由主任委員會議確定。小組在完成其任務時結束工作。

第十四條　每位委員可視個人情況自願報告參加不超過兩個小組的工作。

第十五條　每個小組設2至3名召集人。召集人負責召集並主持小組會議，召集人應根據本小組工作規劃安排小組工作並向

主任委員會議負責。

第十六條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秘書長可參加任何小組的會議。

六、委員

第十七條　委員在籌委會的統一組織下開展工作。委員有權就籌委會工作範圍內的各項事務提出意見和建議。委員應積極參加籌委

會的工作，按時出席有關會議；因病或其他原因不能出席會議，應事先請假。委員應廣泛諮詢、聽取各方面的意見，並向籌委會反映。

第十八條　委員必須維護籌委會就有關事項作出的決定，對籌委會作出決定的有關事項，對外不得發表與之不符的意見。

對籌委會討論中的事項以及籌委會所發的機密文件，負有保密責任。

委員可以個人身份接受傳媒的採訪。

第十九條　委員均以個人身份參加籌委會工作，不代表任何團體和機構。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



七、秘書處

第二十條　籌委會秘書處根據主任委員會議的工作部署在秘書長主持下開展工作。副秘書長協助秘書長工作。秘書處工作

人員由秘書長聘任。

第二十一條　秘書處的工作職責是：

1. 負責籌委會會議的資料準備、文件起草和記錄工作，並向主任委員會議提出建議；

2. 為籌委會各類會議和活動提供服務；

3. 負責同委員的日常聯絡，統籌籌委會的對外聯絡事宜；

4. 協助新聞發言人工作，具體協調和安排有關新聞發佈事宜；

5. 負責處理公共關係，包括處理來信來訪的日常諮詢工作；

6. 處理主任委員會議交辦的其他工作。

第二十二條　秘書處設在北京。秘書長在澳門設辦事處，其工作向秘書處負責。

八、新聞發佈

第二十三條　籌委會設立新聞發言人，負責籌委會的新聞發佈，由秘書長決定有關新聞發佈事宜。

每次全體會議發言人由主任委員或主任委員會議指定。

工作小組遇有需要，經秘書處安排，可由小組召集人向傳媒介紹情況。

九、附則

第二十四條　本工作規則自籌委會全體會議通過之日起生效。

第二十五條　全體會議可根據主任委員會議的提議對本規則進行修改。

關於澳門特區籌委會設立工作小組的決定

（1998年5月6日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委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主任委員會議通過）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工作規則》的規定，考慮到籌委會開展工作的需要和工作進程，主

任委員會議決定，籌委會先設立四個工作小組，即政務小組、法律小組、經濟小組、社會文化小組，具體負責籌委會的有關工

作。各工作小組的組成人員名單如下：

一、政務小組（38名）：

區宗傑　朱祖壽　劉本立　劉焯華　劉　鎮　許輝年　李水林　李成俊　李　康　楊允中

楊秀雯　楊俊文　蕭蔚雲　吳建璠　何玉棠　張偉智　張廷翰　岑玉霞　陸　昌　陳炳華

陳振華　林笑雲　歐安利　羅立文　羅永源　趙燕芳　柯為湘　賀定一　唐志堅　唐星樵

黃漢強　黃如楷　崔世昌　梁慶庭　謝後和　甄瑞文　廖澤雲　顏延齡

召集人：蕭蔚雲　唐志堅　廖澤雲

二、法律小組（22名）：

喬曉陽　劉焯華　許和震　許崇德　許輝年　李水林　楊允中　蕭蔚雲　吳建璠　吳榮恪

何美華　林笑雲　邵天任　歐安利　羅立文　趙燕芳　駱偉建　高開賢　唐志堅　唐樹備

梁慶庭　甄瑞文

召集人：劉焯華　吳建璠

三、經濟小組（37名）：

馬有禮　王孝行　王雪冰　區宗傑　區金蓉　葉一新　朱祖壽　劉本立　劉明康　劉炎新

安　民　許世元　湯炳權　李延齡　李榮融　楊俊文　吳立勝　吳榮恪　何美華　張偉智

陳邦柱　陳佐洱　柯小剛　柯為湘　賀定一　高開賢　黃龍雲　黃漢強　崔世昌　崔德祺

梁　宋　韓肇康　謝後和　譚民權　譚伯源　黎振強　潘漢榮

召集人：安　民　楊俊文　吳榮恪

四、社會文化小組（28名）

馬有禮　區金蓉　葉一新　田期玉　呂聰敏　韓肇康　劉炎新　劉羨冰　許崇德　李　冰

楊秀雯　吳仕明　何玉棠　陸　昌　陳振華　柯小剛　周禮杲　鄭秀明　孟學農　駱偉健

唐堅謀　梁金泉　黃如楷　梁秀珍　釋健釗　藍欽文　鮑馬壯　顏延齡

召集人：許崇德　吳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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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關於成立澳門各界慶祝澳門回歸祖國活動委員會的決定

（1998年11月7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

為慶祝我國政府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決定成立澳門各界慶祝澳門回歸祖國

活動委員會（簡稱“慶委會”）。

慶委會負責籌劃、組織和協調全澳門的民間慶祝澳門回歸祖國的活動。

慶委會由澳門各界人士組成，並請新華社澳門分社予以支持和配合。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工作情況的報告

（1999年12月17日在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上）

委員長、各位副委員長、秘書長、各位委員：

根據1993年3月31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

立法會和司法機關產生辦法的決定》，1998年4月29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以下簡稱“籌委會”）組成人員名單，共計100名。其中，澳門委員60名，內地委員40

名。1998年5月5日，籌委會正式成立並召開了第一次全體會議。一年多來，籌委會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和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有關決定，就籌備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有關事宜緊張而有序地開展工作。到目前為止，籌委會共

舉行了11次全體會議，籌委會下設的政務、法律、經濟、社會文化4個工作小組共召開了51次小組會。經過全體委員的共同努

力，已經完成了全國人大常委會賦予籌備澳門特別行政區的9項任務。現在，我就籌委會一年來的主要工作報告如下，請予審

議。

一、組建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

籌委會成立後，所進行的一項重要工作是組建一個有廣泛代表性、全部由澳門永久性居民組成的200人的推選委員會。依

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立法會和司法機關產生辦法的決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

官人選須由這個推選委員會推舉產生，然後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去年9月，籌委會就推選委員會的具體產生辦法在澳門開展了廣泛的諮詢活動，先後舉行了13場諮詢會議，澳門各界的

324個團體、近1000位人士參加了諮詢。在充分吸納澳門居民意見的基礎上，籌委會制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澳門特別行

政區籌備委員會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具體產生辦法》。該辦法規定，推選委員會中的工商、金融界，文

化、教育、專業等界，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以及原政界人士的委員，均由籌委會委員以無記名投票和差額選舉的方式產

生，每部分的差額比例不少於30%。澳門地區全國人大代表中，具有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的4名澳門地區全國人大代表，依照

全國人大的決定自動成為推選委員會委員。澳門地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的產生辦法由澳門地區全國政協委員自行決定。辦法

所規定的公開和自願報名參選推選委員會的做法，受到了澳門各界人士的歡迎，報名十分踴躍，符合資格的參選人數多達2288

人。根據辦法的規定，籌委會委員以個人身份從2288位參選人中提出候選人的建議人選。籌委會主任委員會議按照委員們提出

的建議人選所獲推薦數多少的順序，確定了推選委員會247位候選人名單。1999年4月9日，籌委會全體會議以無記名和差額

選舉的方式，從候選人名單中選出了185名推選委員會委員，他們與4名澳門地區全國人大代表和經協商推舉出來的11名澳門

地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一起，組成了200人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何厚鏵先生報名參選行政長官後，辭

去了推選委員會委員的職務，由於他作為全國人大代表的空缺無人遞補，推選委員會最後由199位委員組成。

二、選舉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人選

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人選如何產生，是澳門各界矚目的一件大事。按照全國人大的有關決定，行政長官人選由

推選委員會以協商或協商後提名選舉的方式產生。籌委會研究後認為，協商後提名選舉的方式更加符合民主程序，更易為廣大

澳人所接受。籌委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人選的產生辦法》，採納了協商

後提名選舉的方式。

按照上述辦法，第一任行政長官人選的具體產生過程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報名與資格審查，凡有意參選第一任行政長官

的人士，先須以書面形式向籌委會主任委員會議表明參選意願，經主任委員會議進行資格審查後，符合資格者成為第一任行政

長官參選人。第二階段是提名與確定候選人。推選委員會委員在籌委會主任委員會議公佈的參選人名單範圍內，經過協商，以

無記名投票方式提名第一任行政長官候選人人選，凡獲得推選委員會委員20人或20人以上提名者，成為第一任行政長官候選

人。

在澳門公開報名參加第一任行政長官人選選舉的有9人。籌委會主任委員會議進行資格審查後，確認其中的5人為第一任行

政長官參選人。1999年4月23日，推選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澳門舉行，由推選委員會委員進行第一任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提

名。結果，何厚鏵、區宗傑兩人獲得20人以上的提名，成為第一任行政長官候選人。之後，籌委會主任委員會議在澳門組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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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答問會議，兩位候選人分別介紹了各自的施政主張，並現場回答了各界別推選委員會委員的提問。1999年5月15日，推

選委員會在澳門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人選。當天，199名推選委員會委員全部出席了會議。

選舉結果，何厚鏵獲163票，高票當選為第一任行政長官人選。

1999年5月20日，朱鎔基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全體會議，決定根據推選委員會選舉產生的人選，任命何厚鏵為澳門特別行

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朱鎔基總理隨即簽署了任命何厚鏵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的國務院第264號令。5月24日，

江澤民主席會見了何厚鏵；李鵬委員長和朱鎔基總理也分別會見了他。

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產生的整個過程，都堅持了公平、公正、公開、民主和廉潔的原則。除委員填寫選票不公

開外，全過程向海內外傳媒開放，現場有數以百計的記者採訪報道，並有中文、葡文、粵語、英文的電視直播。提名和投票選

舉均設有監票人，從發票、投票到開票、唱票、計票均在監票人的認真監督下進行。澳門社會和國際輿論對這次選舉一致予以

好評。

三、關於籌建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有關機構、立法會和司法機關等方面的工作

（一）就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有關機構和主要官員設置提出意見和作出決定。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設司、局、廳、處。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司作為一級政府機

構，與現行澳葡政府的7位擔任政務司職務的官員，作為澳督的助手是不同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所設的是司級機構，司長的職

能、職位是明確而穩定的。另外，澳門現有多個警察部門，各自行使職能，缺乏統籌指揮和協調，為落實基本法的規定，特別

行政區政府應組建統一的警察機構。籌委會根據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有關決定所賦予的權力，從澳門實際情況出發，並兼顧到

澳門各界對完善澳門現行行政架構、提高行政效率的要求，經反復研究，就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有關機構和主要官員設

置提出了意見。主要內容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設5個司，名稱分別為行政法務司、經濟財政司、保安司、社會文化司

和運輸工務司。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組建統一的警察部門之前，原有各警察機構統歸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保安司管轄，保安

司司長兼任基本法所規定的“警察部門主要負責人”。

原澳門的反貪機構和審計機構的設置與基本法有不符之處，同時澳門也沒有符合基本法規定的單獨的海關。籌委會決定，

按照基本法的規定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廉政公署、澳門特別行政區審計署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這三個部門的具體職權和組

織結構等，由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規定。

按照基本法的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各司司長、廉政專員、審計長、警察部門主要負責人和海關主要負責人，均為主

要官員，由行政長官從符合基本法規定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中提名，並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1999年

8月11日，國務院根據何厚鏵先生的提名，任命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7位主要官員和檢察長。鑒於澳門尚未建立統一的海關，

海關關長的提名和任命留待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後的適當時候進行。1999年9月25日，何厚鏵先生根據基本法的有關規定

委任了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行政會的10位委員，完成了行政會的組建工作。

（二）籌建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

組建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是我國政府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的具體體現，是建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必要環節。按

照全國人大的有關決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由23人組成，其中，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8人，間接選舉產生的議員8

人，行政長官委任議員7人。原澳門最後一屆立法會中由選舉產生的議員，經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委會確認，可以過渡為澳門特別

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議員，如有議員缺額，由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委會決定補充。籌委會第七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

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具體產生辦法》。該辦法規定，原澳門最後一屆立法會中經選舉產生的議員，在履行一定手續

並經籌委會確認後，才能過渡成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的議員。鑑於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前，仍由澳葡政府負責對

澳門的行政管理，如有議員缺額，不具備條件在澳門社會以原有選舉方式來補選議員；同時，考慮到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

府推選委員會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議員如有缺額，可由推選委員會負責補選。

1999年7月23日，籌委會秘書處發表公告，並於8月9日至20日受理了原澳門最後一屆立法會選任議員過渡為澳門特別行

政區第一屆立法會議員的資格確認申請。在16位原澳門選任議員中，有15位按規定辦理了有關手續。經過資格審查，籌委會認

為這15位原澳門立法會的議員符合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議員的資格要求，確認他們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議

員。由於一名直選議員缺額，根據上述辦法由推委會補選。參選缺額補選的候選人共有4位，1999年9月20日在籌委會主任委

員會議主持下，推選委員會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選出了一位立法會議員，完成了補選工作。9月24日，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

長官何厚鏵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委任了7位立法會議員。至此，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順利組成。

（三）為籌建澳門特別行政區司法機關制定有關決定和辦法。

根據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各級法院的法官，要由法官、律師和知名人士組成的獨立委員會推薦，行政長官任命。

為保障澳門特別行政區司法機關的正常運作，根據基本法和全國人大的有關決定，籌委會制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澳門特別

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關於設立推薦法官的獨立委員會的決定》。1999年7月28日，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何厚鏵委任了獨立委

員會7名成員。

制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司法機關產生辦法，是籌委會負責的又一項重要任務。1999年7月3日，籌委會全體會議通過了《中

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司法機關具體產生辦法》。該辦法規定了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的設置，包括法院的種類、等級、

管轄權；檢察院的設置；各級法院院長、法官和檢察長、檢察官的產生辦法。根據籌組澳門特別行政區司法機關要體現國家主

權和平穩過渡並符合澳門實際情況的原則，對法官和檢察官的人數、任職資格、聘用外籍法官等作出了具體規定。1999年9

月，獨立委員會向行政長官推薦了法官人選，行政長官表示接受所推薦的人選，並將在履行法定手續後正式任命。10月29日，

行政長官又任命了特區檢察院22位檢察官。至此，澳門特別行政區司法機關的籌組工作也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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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澳門原來分設有澳門市和海島市兩個市政機構，其法律地位與基本法規定不符。根據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

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考慮到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時，基本法規定的非政權性市政機構不能同時到位，為了澳門的平穩

過渡，籌委會作出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關於澳門市政機構問題的決定》。根據這一決定，在澳門

特別行政區設立非政權性市政機構之前，將澳門原市政機構改組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臨時性市政機構，經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授權開展工作，並向行政長官負責。臨時性市政機構的任期至基本法規定的非政權性市政機構產生時為止，時間不超過2001年

12月31日。

四、關於法律方面的工作

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和附件三的規定，我國的國籍法將於1999年12月20日起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因此，在法律工作

方面，籌委會首先研究了國籍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具體實施問題。由於歷史形成的原因，國籍問題在澳門比較複雜，尤其是

如何處理葡萄牙後裔居民的國籍問題，澳門社會各界以及國際社會都十分關注。籌委會根據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和我國國籍法的

原則，兼顧澳門的歷史和現實情況，提出了靈活寬鬆的處理方案，允許具有中國血統但又有葡萄牙血統的葡後裔居民自由選擇

國籍，並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了就國籍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的一些具體問題作出解釋的建議。1998年12月29日，全國

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幾個問題的解

釋》。

籌委會還研究了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的實施問題，即哪些人可以成為特別行政區的永久性居民。對於這個問題，基本

法有原則性規定，但在實施過程中還有一些具體問題需要明確。籌委會遵循基本法所確定的原則，針對澳門的歷史和其他具體

情況，從穩定社會和人心的大局出發，本著有利於平穩過渡的原則，提出了關於實施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的意見，供澳門

特別行政區在制定實施細則時參照。該意見儘量保持在1999年12月19日前已享有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並繼續在澳門定居、生

活和工作的人士已享有的權利不因政權交接受影響，保持澳門特別行政區出入境管理的正常秩序。

國籍法的解釋和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的具體實施問題的建議和意見，受到了廣大澳門同胞的好評，不僅起到了穩定人

心的作用，而且為籌備成立澳門特別行政區涉及的處理有關國籍和永久性居民身份問題的工作提供了依據。

法律方面的另一項主要工作，是根據原有法律基本不變的原則全面審查澳門原有法律，以便在採用為特別行政區法律時，

對其中存在的與基本法相抵觸的各種問題提出處理意見。籌委會完成了對澳門855項現行成文法律、法令的審查和研究工作。

據審查，原有法律中主要有兩類抵觸基本法的情況：一是整部法律、法令與基本法相抵觸；二是部分內容和條款與基本法相抵

觸。籌委會採取了針對不同情況，分別處理的辦法。除與基本法相抵觸的極少數法律，建議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宣佈為不採用為

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外，絕大多數的法律通過作出必要的變更、適應、限制或例外以及通過解釋、名稱詞句替換等原則解決，

從而使這些法律均可採用為特別行政區法律。還有若干項原有法律，雖然從整體上看是抵觸基本法的，不應採用為特別行政區

法律，但由於這些法律所規範的內容關係到具體權利和義務的承襲，在實踐中涉及的範圍較廣，如果簡單地廢除，會對澳門的

平穩過渡造成負面影響。因此，在制定新的法律之前，可按基本法規定的原則、參照原有做法處理有關事務。根據上述情況，

籌委會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了關於處理澳門原有法律問題的建議。1999年10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五條處理澳門原有法律的決定》。

五、開展對與澳門政權交接和平穩過渡有關的重大經濟問題的研究

就涉及澳門政權交接和平穩過渡的重大問題進行研究並及時提出意見和建議，對實現澳門平穩過渡，保持澳門經濟的長期

穩定與發展具有積極的意義。為此，籌委會設立了經濟小組，並充分發揮澳門居民的參與作用，就澳門經濟有關的問題做了大

量的工作。

2000年度財政預算，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的第一個財政預算，關係到未來特別行政區經濟的發展和特別行政區政府

的運作。鑑於1999年12月20日我國政府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編制2000年度的財政預算，理所當然屬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府的職權。但由於2000年度的財政預算草案需要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之前即著手編制，因此籌委會提出由中方按照基本法的

有關規定，在澳葡政府合作下，編制該年度財政預算案。經過中葡雙方磋商，葡方對中方編制2000年度財政預算案採取了合作

的態度。這為順利編制2000年度財政預算創造了條件。

中葡聯合聲明規定，1999年12月20日前退休的澳門政府公務員在1999年後的退休金支付責任應由葡方負擔，但中葡聯合聯

絡小組在落實此項規定時卻遇到了困難。由於此問題涉及澳門公務員的切身利益和公務員隊伍的穩定，關係到未來特別行政區政府

的行政運作和重大財政責任，籌委會對此表示了關注，並提出了相關的建議。經過中葡多次磋商，這個問題基本得到解決。

澳葡政府的資產是澳門的公產，清理好這些公產，並全部、完整地交給特別行政區政府，是政權交接的一項重要內容。籌

委會經濟小組對這項工作給予關注，聽取了澳葡政府有關官員對有關情況的介紹，促進了問題的解決。

除上述工作外，籌委會經濟小組對澳門經濟發展的問題，對處理1999年後內地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金融、經貿關係等具體

問題開展了研究，有關成果將提供給未來特區政府有關方面參考。

六、關於社會文化事務方面的工作

澳門回歸祖國，是包括澳門同胞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的一件大喜事，屆時舉辦各類活動慶祝回歸是廣大澳門居民的共同願

望。為有利於澳門各界的廣泛參與，使各項活動得以良好組織和順利進行，籌委會支持和推動成立了澳門各界慶祝澳門回歸祖

國活動委員會。慶委會由900多名澳門人士組成，設主席團、顧問團和執行委員會，主要任務是使澳門社會各界人士都能參與

到澳門回歸祖國的慶祝活動中來，籌劃、組織全澳門的民間慶祝活動，協調各界別、各地區的慶祝活動。慶委會的工作，得到

了澳門各界的積極支持和參與。在廣泛諮詢澳門社會各界團體和人士意見的基礎上，慶委會制定了1999年12月19日至22日各

項慶祝活動的計劃，並作好了各項準備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



鑑於在澳門政權交接儀式、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慶典及有關慶祝澳門回歸的各項活動中，將大量使用澳門特別行政區區

旗、區徽，為了維護區旗、區徽的尊嚴，籌委會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使用暫行辦法》，以便在

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之前，通過這個暫行辦法，規範區旗、區徽的使用。

此外，籌委會還就社會文化領域內與政權交接相關，並為廣大澳門居民所關注的其它問題提出了意見或作出了決定。例

如，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以來，澳葡政府發行和使用的所有澳門郵票的票面，都印有葡文的“葡萄牙共和國”字樣，有的郵戳的

戳面上則印有葡萄牙國徽使用的天球儀與盾牌。為體現國家主權，並確保政權交接時澳門郵政服務的正常運行，籌委會提出了

關於澳門郵票過渡性安排的意見，即反映葡萄牙管治的郵票、郵戳等自1999年12月20日起停止使用，在此之前由澳葡政府適

時發行過渡性郵票，過渡性郵票在1999年12月20日以後可繼續使用。再如，在澳門現有公眾假日中，有的是反映葡萄牙管治

澳門的事實的。為適應我國政府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這一歷史性的轉變，籌委會對1999年12月20日至31日和2000年的澳門

公眾假日作了調整性安排的決定。又如，澳門回歸後，特別行政區除懸掛和使用我國的國旗、國徽以及特別行政區的區旗、區

徽外，特別行政區政府及其公共行政機構還可能有其他的徽記、旗幟和印章。為此，籌委會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澳門特

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及其公共行政機構的徽記、印章和旗幟問題的決定》，提出舊的體現葡萄牙管治

澳門的徽記、旗幟和印章應從1999年12月20日起停止使用，新的徽記、旗幟和印章由特別行政區自行決定並製作。

各位委員：

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國兩制”偉大構想，是我國政府處理澳門問題的根本方針。籌委會所進行的籌備成立澳門特別行政

區的工作，就是要落實“一國兩制”的方針，為“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創造條件、打好基礎。籌委會在制定有關辦法、作出

有關決定時，都是以“一國兩制”方針為指導，以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有關決定為根據。同時，在開展工作的過程

中，堅持以開放的姿態“面向澳人，依靠澳人”，充分吸納澳門居民的意見，推動廣大澳門居民參與到籌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

偉大事業中來。正因為如此，籌委會的工作進展順利。

以上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工作情況的報告，請審議。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　錢其琛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批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工作情況的報告》

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結束工作的建議的決定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審議了全國人大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委會主任委員錢其琛所作的《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工作情況的報告》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關於建議籌委會結

束工作的報告》。會議認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自一九九八年五月五日成立以來，按照《中華人民

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有關規定，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經過全體成

員的共同努力，圓滿地完成了籌備成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各項工作。會議決定，批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

委員會工作情況的報告》；批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關於籌委會結束工作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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