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譯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司法組織 

一、 澳門司法組織 

（一）繼香港之後，澳門自 1999 年 12 月 20 日起成為中華人民

共和國一個特別行政區。 

眾所周知，從十六世紀起至上述日期，澳門地區由葡萄牙管治或

共治，因此，澳門當前的司法組織廣泛地具有葡萄牙模式的特點就不

足為奇了。這種模式不但符合澳門的地理環境，而且也符合澳門現行

的新政治行政模式。 

因此，應當簡單介紹一下澳門地區。澳門地處華南，由澳門半島

以及氹仔和路環兩個離島組成，總面積約 27 平方公里，人口約 45 萬。 

根據《基本法》— 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

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性法律文件 — 澳門特別行政區(下稱澳門

特區) 相對中國內地而言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

獨立的司法權（《基本法》第二和第十二條）。 

中國全國性法律不在澳門實施，但《基本法》所列明者除外。 

除了上述的法律外，在澳門特區實行的法律為澳門特區立法機關

制定的法律，澳門政府亦有權制定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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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澳門特區在一些領域不享有自治權。根據《基本法》第二

章，特別是其中第十三、第十四以及第十九條的規定，在某些領域，

例如國防和外交事務，由國家負責管理，但不妨礙特區在該等領域擁

有一些權力。 

第十九條規定的關於澳門特區的司法權，確定澳門特區這一方面

的自治範圍。儘管澳門特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但特區法院

對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無管轄權，因此，當涉及該方面的事實問題

時，特區法院必須取得行政長官就該等問題發出的證明文件。行政長

官代表持區向中央人民政府取得該證明書。 

對特區在司法領域的自治權的另一個限制為《基本法》第一百四

十三條的規定。澳門特區法院可以解釋《基本法》。但是，如澳門特

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需要對該法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

務(國防及外交)或中央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進行解釋，而該

條款的解釋又影響到案件的判決，在作出終局判決前，應由澳門特別

行政區終審法院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

解釋。 

直至目前為止，解釋《基本法》的這一機制還從未使用過。 

（二）對澳門司法組織的憲制和行政方面的制約條件有所了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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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我們來介紹一下澳門司法組織本身。 

澳門特區法院對澳門特區所有的案件均有審判權，換言之，澳門

以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法院，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對澳門內部

法律規定屬於澳門特區法院管轄權的案件均無審判權。 

澳門特區設有第一審法院、中級法院及終審法院 (十二月二十日

的第 9/1999 號法律通過的《司法組織綱要法》第 10 條)。 

當前，第一審法院包括初級法院(初級法院為普通管轄法院，設

有六個法庭)和行政法院。行政法院有管轄權解決行政、稅務及海關

方面的法律關係產生的爭議。對於該方面的事宜，概括而言，行政法

院有普通管轄權審理所有的民事訴訟以及所有的與保全措施有關的

訴訟，同時亦審理對所有實體的行政行為提起司法上訴的案件，但對

公共行政最高層次實體的行政行為提起司法上訴的案件，其管轄權屬

中級法院。 

此外，還設有兩個刑事起訴法庭，其管轄權與葡萄牙的同類法庭

相似。 

最近，透過八月十六日第 9/2004 號法律對上述《司法組織綱要

法》所作的修改，使第一審法院進行了專門化。因此，當該法律於

2005 年 1 月 1 日起開始生效之後，除現有的行政法院以及刑事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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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外，還將設立若干民事法庭、刑事法庭以及輕微民事法庭。此外，

該法律還規定設立若干勞動法庭和若干家庭及未成年人法庭，但是，

由於須要招聘司法文員和對其培訓，這些法庭在 2006 年才能設立。 

輕微民事案件法庭有管轄權審理不超過第一審法院的法定上訴

利益限額澳門幣五萬元（約 5000 歐元）的民事案件，旨在判處給付

一定金額以履行金錢債務或行使法律賦予消費者之權利（《民事訴訟

法典》第 1285 條第 1 款）。 

（三） 在審判案件方面，第一審法院以合議庭（三名法官組成）

或獨任庭（一名法官）方式運作。 

審理較嚴重的刑事案件（尤其適用的最高刑罰超過三年徒刑）以

及審理第一審法院法定上訴利益最高限額的民事訴訟中的事實上的

事宜，由合議庭進行。 

合議庭設有主席，由其主持該等法院的辯論及審判的聽證，制作

刑事合議庭裁判書以及民事和行政訴訟的終局判決書。第一審法院的

其他法官參加合議庭並在第一審法院的管轄權內履行賦予他們的其

他職能。 

（四）中級法院有五名法官，主要對第一審法院的裁判提起的上

訴案件進行審判。有關行政、稅務及海關的事宜，該法院有權限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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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行政當局最高等級官員，尤其行政長官以及政府的各個司長所作的

行為提起的上訴案件。 

中級法院審理事實上及法律上的事宜，三名法官以評議會及開庭

聽證方式參與，除非作為第一審級，審判由某些實體（第一審級的司

法官和議員等）在擔任其職務時的犯罪及輕微違反的案件時，該法院

的所有法官將會參與。 

（五）終審法院是法院等級中的最高機關，本人在後面將作詳細

闡述。 

（六）在澳門特區的司法組織內，檢察院的職能與葡萄牙法律的

相關規定相似。檢察院實行刑事訴訟，維護合法性和某些利益，在法

庭上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無行為能力人、不確定人及失蹤人﹔依職

權在法院代理勞工。 

（七）澳門特區的法官分為三個職級﹕終審法院法官、中級法院

法官和第一審法院法官。在第一審法院法官的組別內又分為合議庭主

席和第一審的其他法官。 

司法官編制職位的任用以確定委任或合同的方式為之。 

在澳門居民中，對居住在澳門不少於七年、掌握中葡雙語且在為

期兩年的培訓課程及實習內取得及格成績的法律學士以確定委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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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任用為法官。 

外籍法官得以兩年期合同且得續期的方式受聘於澳門擔任法官

的職務，現有六名葡萄牙法官以上述條件聘用，其中四名為第一審法

院法官，一名為中級法院法官，一名為終審法院法官。 

此外，亦可在澳門居民中，對居住在澳門不少於七年且掌握中葡

雙語，雖然沒有就讀培訓課程及實習，但從事必須具有法律學士學位

才能履行的職務超過五年時間的人士以確定委任方式任用為法官。但

尚無任何一名法官是以上述方式任用的。 

法律亦規定，對未完成該培訓課程及實習的法律學士，以定期委

任方式任用為法官。該定期委任為期三年，且得續期。同樣，尚無任

何一名法官是依據上述方式任用的。 

由於澳門特區的成立不到五年，而法官的任命時間相對較短，因

此，對於委命高級法院的法官，並沒有服務時間（在職年資）的特別

要件。《基本法》第 87 條只作了“法官的選用以其專業資格為標準”的

表述。 

（八）法院的獨立性透過法官的不可移調及無須負責，以及法官

委員會予以保障，法官委員會是一個負責法官的管理和紀律的獨立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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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委員會由五名委員組成，由終審法院院長當然擔任主席一

職，其中兩名委員由法院司法官選出，其餘兩名委員是由行政長官委

任的社會人士。 

法官委員會尤其有權限評核法院司法官的工作，安排第一審法院

法官在各法院工作，以及對法院司法官採取紀律行動。 

推薦法官獨立委員會的職責是向行政長官推薦法官人選。 

二、 終審法院 

（一）終審法院為法院等級中的最高機關。 

終審法院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於 1999 年 12 月 20 日同時成立，自

1993 年至成立當日 ― 澳門地區於 1993 年開始擁有司法自治權，儘

管相對於葡萄牙司法機關而言並非全部的司法自治 ― 一般而言，只

有兩個審級，有第一審法院和上訴法院，即高等法院。 

終審法院有三名法官，其中一名為院長，終審法院院長由行政長

官在具有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居民資格及中國國籍，且具有該法院編

制內職位的法官中選任。 

終審法院院長任期為三年，可續任，無任何時間限制。 

一如上述，終審法院院長當然擔任法官委員會主席。 

終審法院院長有權領導終審法院院長辦公室，終審法院院長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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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為一具有獨立職能、行政及財政自治的機構，具備獨立的預算，負

責統籌各級法院的人員、行政及財政事務。 

（二）終審法院有權依據訴訟法律的規定統一司法見解，作出統

一司法見解的合議庭裁判，作為各法院的具強制性的司法見解。 

終審法院亦有權審判對中級法院所作的屬民事、勞動、刑事、行

政、稅務以及海關等事宜的合議庭裁判提起的上訴的案件，只要依據

訴訟法律的規定，對該合議庭裁判係可提出爭執者。 

終審法院還有權審判就行政長官、立法會主席、司長、終審法院

和中級法院法官、檢察長、助理檢察長因履行其職務而作出的行為對

其提起的訴訟，以及他們在擔任其職務時作出的犯罪或輕微違反的案

件。 

終審法院就人身保護令事宜行使審判權。 

一般情況下，終審法院只審理法律上的事宜，只有作為第一審級

時，終審法院才會審理事實上的事宜及法律上的事宜。終審法院三名

法官參與評議會或聽證，但作出統一司法見解的合議庭裁判書時，中

級法院兩名年資最久的法官也會參與其中。 

（三）向終審法院提起的上訴巳在法律中明確規定。 

概括而言，刑事訴訟程序中，只有當對有關犯罪得處以超過 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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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0 年徒刑者，而中級法院確定第一審的有罪判決，終審法院方作

為第三個審級法院參與其中。 

此外，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得就裁判中關於民事損害賠償的部份向

終審法院提出上訴，只要因被爭議的裁判上訴人喪失的利益值超過中

級法院的法定上訴利益限額的一半，而該法院的法定上訴利益限額為

澳門幣 100 萬（約 10 萬歐元）。按照法院的解釋，對民事損害賠償的

裁判提起的上訴不取決於有關刑事裁判是否可被上訴。 

民事及勞動事宜方面，只要同時具備下列要件，得就中級法院作

為第二審級所作的裁判提起上訴（可說明或不說明案件利益值）： 

 

- 案件利益值超過被上訴法院的法定上訴利益限額―一如上

述，澳門幣 100 萬或 10 萬歐元左右； 

- 被爭議的裁判對上訴人的主張不利，而不利的利益值超過被

上訴法院的法定上訴利益限額的一半； 

- 上訴所針對的裁判不確定或有落敗票。 

當然，有一些案件是完全不取決於上述要件是否存在便可以提出

上訴的，例如，所作出的裁判與具強制性的司法見解相矛盾；違反法

院管轄權的規定或者違反巳確定的裁判。 

行政、稅務和海關方面的司法上訴，一般而言，只有兩個審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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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中級法院作為第一審級而作出的司法裁判原則上均可提起上

訴（對最高等級的行政機關提起司法上訴）；一般情況下，不得就中

級法院針對行政法院作出的裁判而作出的合議庭裁判提起上訴。 

在所有範疇，程序法律規定，高級法院就同一法律問題作出相互

矛盾的合議庭裁判時，得向終審法院提起上訴，以便統一司法見解。

當終審法院作出統一司法見解，其合議庭裁判對各法院均具強制力。 

雖然法律對向終審法院提起的上訴作出了限制，但自終審法院成

立至今，受理的上訴案件數目每年均有大幅增長。因此，今年，即

2004 年，僅至 8 月 30 日為止，收到的上訴案件巳是 2000 年終審法

院開始運作的第一年所受理的上訴案件的一倍。 

澳門，2004 年 10 月 

利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