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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着國際形勢發展變化，為適應非傳統安全因素日益增多的新形勢，國家將“ 總體國家安全觀 ”明確

為國家基本方略。澳門特區政府一直高度重視和認真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制定了一系列維護

國家安全的立法。2023 年澳門特區修改《 維護國家安全法 》，充分貫徹了總體國家安全觀，不僅完善了

刑法規定的內容，還明確國家安全的定義，擴大國家安全的範圍，同時明確澳門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職

責、組織保障及澳門居民和其他人維護國家安全的一般和特別義務，拓寬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執行機制。

修訂後的《 維護國家安全法 》成為澳門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中的基礎、主幹和核心法律，是澳門

維護國家安全立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關鍵詞：總體國家安全觀  維護國家安全法律體系  維護國家安全法

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國家安全是安邦定國的重要基石，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

在。隨着時代的發展，特別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等各個方面的發展變化，影響國家安全的因素

也在發展變化。中國對國家安全的認識，經歷了傳統國家安全觀、新國家安全觀，到現在的總體國家安全

觀。較之傳統國家安全觀，總體國家安全觀對國家安全內涵和外延的認識都發生了很大變化，有關國家安

全的理解上升到了全新的層次。澳門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對維護國家安全負有憲制性、法定和民族

的必然責任。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是澳門社會保持安全穩定和發展繁榮的必要前提 1。

一、總體國家安全觀概述

( 一 ) 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形成

新中國成立後至 1978 年前，處於國家安全法制建設的探索階段，這個時期加強國防建設和維護政權

安全是國家安全工作面臨的主要任務，解放軍和公安機關是維護國家安全的主體機關 2。1978 年至 1993

年是中國的國家安全法制形成階段。1978 年之後，隨着改革開放不斷深入，中國的對外交往不斷擴大，

維護國家安全面臨新形勢。1979 年國家制定了《 刑法 》，在刑法分則第一章專門規定了反革命罪（1997

年刑法修改為危害國家安全罪 ），具體包括背叛國家罪、分裂國家罪、間諜罪、顛覆國家罪等一系列罪

名。通過刑法保障國家安全，是中國國家安全法制建設的重要一步。為加強國家安全工作，1983 年國家

成立國家安全部，專門從事國家安全工作，體現了國家對國家安全工作的重視，也是維護國家安全工作

的重要一步。1993 年國家制定了《 國家安全法 》，規定國家安全機關是國家安全工作的主管機關，國家

* 李洪江，澳門城市大學法學院碩士課程主任、副教授，法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公法，澳門基本法、刑法、刑事訴訟法、比較刑事法等。

1. 澳門特區政府《2020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第 162 頁。

2. 楊宗科、張永林：〈中國特色國家安全法治道路七十年探索：歷程與經驗〉，《現代法學》，2019 年，第 3 期，第 5 頁。

101

總體國家安全觀下澳門維護國家安全立法研究



安全機關在國家安全工作中的職權，列舉了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公民和組織維護國家安全的義務和權

利等內容。1993 年的《 國家安全法 》是當時國家安全法律制度體系中的核心，加上《 國防法 》、《保守

國家秘密法 》等法律制度，國家安全法制體系開始逐步形成。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世界格局朝着多極化方向發展，國際形勢不斷發生變化。2001 年 911 等恐怖

事件後，國際國內安全形勢更為複雜多變，特別是威脅國家安全的非傳統安全因素日益增多，非傳統安

全因素涉及經濟安全、資訊安全、文化安全、網絡安全、生態安全、環境安全等多種領域。為適應非傳統

安全因素日益增多的新形勢，國家對國家安全的認識逐步發生了變化。2014 年，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了

“ 總體國家安全觀 ” 重要思想理論，十九大正式將“ 總體國家安全觀 ” 明確為國家基本方略之一。同時，

國家開始完善“ 總體國家安全觀 ”為指導的有關國家安全的各項專門法律，2014 年 11 月 1 日全國人大常

委會廢止了 1993 年制定的《 國家安全法 》，同時制定了《 反間諜法 》以替代原來的《 國家安全法 》。

2015 年 7 月 1 日制定了新的《 國家安全法 》，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規定了維護國家安全的根本任

務，將國家安全擴展到了非常廣泛的領域。

( 二 ) 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涵義

以前認為只是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等涉及國家安全，其他領域不太可能涉及國家安全，但

隨着時代的發展，世界各國逐漸發現，越來越多的領域可能涉及國家安全。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要以宏

觀的整體角度，全面理解國家的整體安全。在傳統安全領域之上，進一步將國家安全的涵蓋面擴闊至其

他重點領域，確保全方位覆蓋，更能符合新時代的需要，保障國家核心利益，保障人民安全。

2015 年新的《 國家安全法 》第二條明確規定了國家安全的概念，即國家安全是指國家政權、主權、

統一和領土完整、人民福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國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對處於沒有危險和不受內外威

脅的狀態，以及保障持續安全狀態的能力。新的《 國家安全法 》有關國家安全的概念，拓寬了國家安全

的內涵和外延，充分體現了總體國家安全觀。

筆者認為，總體國家安全觀表述的核心在 “ 總體 ”，實際是將國家安全擴展到非常廣泛的領域，體現

了國家對國家安全的高度重視。總體國家安全觀包括維護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

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海外利益等各個方面。總

體國家安全觀下國家安全的範圍非常廣泛，表明對國家安全產生威脅的領域越來越多，也體現了國家安

全問題越來越重要。

( 三 ) 總體國家安全觀下中國國家安全法律體系的不斷完善

新的《 國家安全法 》是有關國家安全的基礎性、全域性、綜合性的基本法律，為中國國家安全提供

了切實有效的制度保障。以《 國家安全法 》為基礎，加上《 反間諜法 》，以及《 反恐怖主義法 》、《 網絡

安全法 》、《 國家情報法 》等一系列法律，構成了中國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的新的國家安全法律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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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 17 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一次國家安全委員會明確提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國家

安全工作要突出抓好政治安全、經濟安全、國土安全、社會安全、網絡安全等方面安全工作，這表明國

家安全涉及的範圍廣泛，但當前國家安全的重點是以上五個方面的安全工作。

近年來，全國人大不斷踐行總體國家安全觀，先後制定了生物安全法、出口管制法、海警法等一系列

法律制度，修訂了人民武裝警察法和國防法等法律制度，不斷完善國家安全法治建設。

1. 制定生物安全法

2020 年 10 月 17 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表決通過生物安全法，自 2021 年 4 月

15 日起施行。生物安全法是生物安全領域的一部基礎性、綜合性、系統性、統領性法律，它的頒佈和實

施起到一個里程碑的作用，標誌着我國生物安全進入依法治理的新階段。

2. 制定出口管制法

2020 年 10 月 17 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通過了出口管制法，自 2020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出口管制法的出台，建立了統一的出口管制法律制度框架，對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擴

散等國際義務，加強和規範出口管制工作，彰顯我國負責任的國際大國形象，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3. 修訂人民武裝警察法

2020 年 6 月 20 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修訂後的人民武裝警察法，自

2020 年 6 月 21 日起施行。人民武裝警察法修訂後，為推進武警部隊建設發展、促進武警部隊有效履行

職責使命提供了堅強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撐。

4. 修訂國防法

2020 年 12 月 26 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修訂後的國防法，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修訂後的國防法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提供了堅

強法律保障。

5. 制定海警法

2021 年 1 月 22 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表決通過海警法，自 2021 年 2 月 1 日起

施行。海警法的頒佈實施，對於完善海上維權執法體制機制，規範海上維權執法活動，推動海上維權執

法力量建設，全面提升海上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提高我國海洋維權能力，維護國家海上安

全具有重要意義。

( 四 ) 澳門特區負有保障國家安全的責任

澳門特別行政區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因實行“ 一國兩制 ”，所以新的《 國家安全法 》還沒有適用於澳

門與香港兩個特別行政區。但是，新的《 國家安全法 》中明確規定，當中第十一條第二款規定，中國的

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侵犯和分割。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包括港澳同胞和台灣同胞在內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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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第四十條第三款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應當履行維護國家安全

的責任。因此，依照《 國家安全法 》的規定，澳門特區依法負有保障國家安全的責任。新的《 國家安全

法 》明確對兩個特別行政區和港澳同胞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提出了原則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

主任鄭淑娜在解讀時表示，對兩個特別行政區和港澳同胞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提出原則要求是必要的，

符合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因此，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應當按照基本法的要求自行制定維

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3。可見，新的《 國家安全法 》雖然沒有適用於澳門與香港兩個特區，但依然給兩個特

區提出維護國家安全的原則要求，兩個特區需要按照新的《 國家安全法 》的規定，在其自身法律體系內

制定並不斷完善與新的《 國家安全法 》相適應或相協調的法律體系。

二、過往澳門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基本情況

( 一 ) 澳門基本法

《 澳門基本法 》制定於 1993 年，《 澳門基本法 》的規定明確了澳門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是維護

國家領土主權的直接體現。《 澳門基本法 》第 1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

分；第 12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

央人民政府。這兩條都明確了澳門特區是中國的一部分，即是中國國家領土的組成部分。1999 年 12 月

20 日，澳門回歸祖國，按照《 澳門基本法 》的規定成立了澳門特別行政區。

《 澳門基本法 》第 23 條明確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

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進行政

治活動，禁止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即：《 澳門基

本法 》第 23 條明確要求澳門特區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自行立法禁止，表明《 澳門基本法 》對維護國家

安全方面的重視。但鑑於當時對國家安全的認識還停留在傳統國家安全觀上，所以《 澳門基本法 》對國

家安全的範圍重點是七種危害國家安全犯罪。

( 二 ) 2009 年澳門特區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法》

澳門特區立法會 2009 年通過了第 2/2009 號法律《 維護國家安全法 》，完成了 23 條立法。該法

律規定了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竊取國家機密、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

澳門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澳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作出危害

國家安全的行為等七種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明確了這七種危害國家犯罪行為的犯罪構成與具體量

刑，以及法人的刑事責任、附加刑、適用範圍等內容。

從澳門《 維護國家安全法 》規定的具體內容看，與《中國刑法 》第一章危害國家安全罪的內容較為

近似，雖然具體罪名不完全一致，但都是針對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予以規定，體現了國家通過刑法打擊

危害國家安全犯罪行為、維護國家安全的基本內容。通過刑法打擊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從而保

障國家安全的做法，也是世界各國維護國家安全的通常做法。

3.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詳解新國家安全法》，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7-01/7378056.shtml。到訪日期：2020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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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2018 年澳門特區通過《澳門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行政法規，澳門維護國家

安全委員會成立並開始運作

為推動澳門維護國家安全活動的開展，2018 年澳門特區政府制定了第 22/2018 號行政法規《 澳門

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明確規定委員會的職責為統籌及協調澳門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及發展利益的工作，並研究落實有關部署及行政長官的相關指示及要求；分析研判澳門特區涉及國家

安全及社會穩定的形勢，規劃有關工作並提出意見及建議；協助制定澳門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政策等。委

員會由行政長官擔任主席，保安司司長擔任副主席。依據第 22/2018 號行政法規的規定，澳門特區成立

了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行政長官擔任委員會主席，行政法務司司長、保安司司長，警察總局局長、行政

長官辦公室主任、保安司司長辦公室主任、法務局局長、司法警察局局長、行政長官辦公室一名顧問、保

安司司長辦公室一名顧問等擔任委員會委員。

2018 年 10 月，時任澳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主持召開首次全體會

議，就澳門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和組織建設工作進行了討論，為將來開展的維護國家安全工作提供方

向性指引 4。2019 年 4 月 4 日，澳門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在政府總部召開該年度首次全體會議，就

本澳維護國家安全工作的最新情況進行了討論。行政長官宣佈了本年度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主要工作安

排，指示各部門共同努力，確保澳門社會的祥和穩定，以迎接國慶七十周年、澳門回歸祖國二十周年、行

政長官選舉以及特區政府換屆等一系列重要慶典和政治活動 5。2020 年 3 月 23 日，澳門特區維護國家

安全委員會在政府總部召開該年度首次全體會議，就本澳維護國家安全工作的最新情況進行了討論。行

政長官賀一誠肯定了委員會成立以來工作，並表示，未來尤其要透過委員會這個平台，做好本澳維護國家

安全工作的決策統籌，妥善推進國安配套立法，對各類影響國家安全的風險進行前瞻有效評估，深入開

展相關宣傳教育，以及促進科學決策，把維護國家安全工作做得更好 6。

( 四 ) 2019 年通過修改《司法組織綱要法》明確危害國家安全案件由確定委任且為中國公民的

法官審理

2019 年 2 月，澳門立法會通過了第 4/2019 號法律《修改第 9/1999 號法律〈司法組織綱要法〉》。考

慮到《 維護國家安全法 》規定的罪行，以及維護的利益關乎國家獨立、統一、完整、內部及對外安全等較

為敏感的事宜，認為有關犯罪的訴訟應由符合條件的法官審理，如屬確定委任且為中國籍者。為了確保司法

獨立和遵守自然法官原則，建議行使上述職權的法官由法官委員會預先指定，有關指定為期兩年 7。為此，

修改後的《司法組織綱要法 》第十九 -A 條“特別情況下的刑事管轄權 ”中明確規定：對於《 維護國家安全

法 》規定的犯罪，職權屬於法官委員會在確定委任且為中國公民的法官中預先指定的法官，有關指定為期

兩年；對於《 維護國家安全法 》規定的犯罪，職權屬於檢察長在確定委任且為中國公民的檢察院司法官中

指定的檢察院司法官。

4. 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gangao/2018-10/11/c_1123546706.htm。到訪日期：2020 年 5 月 2 日。

5.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https://www.gov.mo/zh-hans/news/243744/。到訪日期：2020 年 5 月 2 日。

6.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https://www.gov.mo/zh-hans/news/287093/。到訪日期：2020 年 5 月 2 日。

7. 參見《修改司法組織綱要法》的理由陳述第 4 頁。https://www.al.gov.mo/uploads/attachment/2018-06/324205b32fec2d76c1.pdf   

到訪日期：2020 年 5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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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2019 年通過《網絡安全法》

網絡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澳門通過《 網絡安全法 》加強對網絡安全的保護。隨着互聯

網及通訊技術高速發展和廣泛應用，澳門特區正朝智慧城市的方向發展，電腦、資訊網絡及互聯網成為

日常生活的必要工具。然而，當今國際環境複雜多變，網絡攻擊及網絡入侵的種類亦層出不窮，世界各國

及地區政府均就網絡安全進行專門立法規範。

為回應澳門社會對網絡安全日益增加的需求，順應了網絡空間法制化的國際趨勢，填補了澳門此前

相關防護性管理法律制度的空白，2019 年 6 月，澳門特區通過了第 13/2019 號法律《 網絡安全法 》。該

法律旨在建立及規範本澳的網絡安全體系，主要內容包括網絡安全管理活動的參與主體、網絡安全體系

的組織框架、網絡安全義務和行政處罰制度等內容。《 網絡安全法 》規定，本澳網絡安全管理體系由網

絡安全委員會、網絡安全事故預警及應急中心及網絡安全監管實體三類實體組成。

( 六 ) 賦予司法警察局調查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的專屬職權及增加相應機構

2019 年 11 月 20 日，澳門特區行政會完成討論《修改第 5/2006 號法律〈司法警察局〉》法律草案。

該法律草案旨在為維護國家安全、社會安全的執法工作提供法律保障。草案認為，鑑於國家安全形勢日

益嚴峻，相關執法工作必須更加集中統一才能更好地落實《 維護國家安全法 》，因此建議將調查危害國

家安全犯罪的專屬職權明確賦予司法警察局，即在 5/2006 號法律第七條第一款增加一項“ 危害國家安

全的犯罪 ”，以便有效執行《 維護國家安全法 》8。同時，鑑於司法警察局即將通過修改組織法規成立保

安廳、國家安全情報工作處、國家安全罪案調查處、國家安全事務綜合處、恐怖主義罪案預警及調查處

等特定附屬單位，法律草案建議賦予這些部門主管人員刑事警察當局的身份，以便他們能依法行使有關

的職權 9。

三、澳門修改維護國家安全法對總體國家安全觀的體現

如前所述，回歸以來，澳門特區政府一直高度重視和認真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制定了

一系列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隨着時代發展，特別是 2015 年全國人大按照總體國家安全觀制定了新

的《 國家安全法 》，維護國家安全的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澳門特區因應維護國家安全新形勢的需要，

按照總體國家安全觀要求，2022 年 8 月 22 日啟動修訂《 維護國家安全法 》的公開諮詢工作，2023 年

5 月 18 日，澳門特區立法會全體大會細則性討論及表決通過《 修改第 2/2009 號法律〈 維護國家安全

法 〉》法案，順利完成《 維護國家安全法 》修訂，完善了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進一步夯

實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根基。

第 2/2009 號法律《 維護國家安全法 》定位是特別刑法，主要規定了七種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

此次修改《 維護國家安全法 》，充分貫徹了總體國家安全觀，不僅完善了刑法規定的內容，還明確國家安

全的定義，擴大國家安全的範圍，同時明確澳門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組織保障及澳門居民和其他

8. 參見《修改第 5/2006 號法律〈司法警察局〉》法案的理由陳述第 4 頁，具體網址為：https://www.al.gov.mo/uploads/attachment/2019-

11/474335de0960acaba8.pdf，到訪日期：2020 年 7 月 13 日。

9. 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修改第 2/2009 號法律〈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理由陳述》第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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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維護國家安全的一般和特別義務，拓寬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執行機制。修訂後的《 維護國家安全法 》，

已不限於刑法的規定，而是包含了涉及國家安全的方方面面的基本問題，成為澳門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律制度中的基礎、主幹和核心法律。因此，修訂後的《 維護國家安全法 》可稱得上是澳門維護國家安全

立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修訂後的《 維護國家安全法 》內容非常豐富，從對總體國家安全觀的體現看，主要規定了如下內容：

( 一 ) 明確國家安全的定義

修訂後《 維護國家安全法 》第一 -B 條明確規定了“ 國家安全 ” 的定義，即：國家安全是指國家政

權、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人民福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國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對處於沒有危險和

不受內外威脅的狀態，以及保障持續安全狀態的能力。這個定義的表述與中國新的《 國家安全法 》的定

義完全一致，不限於原來的七種刑事犯罪，而是將國家安全的定義拓展到非常廣闊的範圍，定義上就充

分體現了總體國家安全觀。

( 二 ) 明確修改國家安全法的定位

澳門特區政府在諮詢文本中明確修改《 維護國家安全法 》的基本方向，明確國安法律定位、完善相

關刑法規定、訂立專屬程序規定、加強防範外部干涉、保障居民合法權益等五個方面，其中第一個方向

就是明確國安法律定位，即應積極貫徹落實 “ 總體國家安全觀 ”，使該法成為澳門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律

制度中的基礎、主幹和核心法律。如前所述，澳門維護國家安全法律並不僅是一個《 維護國家安全法 》，

而是一個法律體系，包含一系列法律制度。《 維護國家安全法 》則是澳門維護國家安全法律體系中的基

礎、主幹和核心法律，即有關澳門維護國家安全最基本的內容是在《 維護國家安全法 》中予以規定。這

樣，通過此次修訂，澳門《 維護國家安全法 》從之前的特別刑法轉為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的基礎、主

幹和核心。

( 三 ) 明確澳門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

修訂後《 維護國家安全法 》第一 -D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負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尤其

應依職權履行下列職責：1. 預防、調查及遏止危害國家安全犯罪；2. 開展對教育、結社、出版、視聽廣

播及網絡等領域的維護國家安全事務管理；3. 向居民提供資訊、宣傳和教育，持續提高其國家安全及守

法意識。同時規定，行政長官就澳門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事務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並就澳門特別

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職責的情況提交年度報告。

這些有關維護國家安全職責的規定，不僅包括預防、調查及遏止危害國家安全犯罪，還明確要求特

區政府通過各種途徑廣泛開展國家安全教育，讓居民提高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也表明國家安全的重要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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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明確維護國家安全工作的組織保障

修訂後《 維護國家安全法 》第一 -E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及其內部附

屬的常設執行及輔助部門，該委員會負責：1. 協助行政長官就澳門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事務進行決

策；2. 統籌上項所指事務的執行工作。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及國家安全技術顧問，分

別列席澳門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或其內部附屬的常設執行及輔助部門的會議，履行中央人民

政府賦予的職責。司法警察局是預防及調查第一 -C 條所指的犯罪方面具專屬職權的刑事警察機關。

( 五 ) 明確澳門居民及其他人維護國家安全一般及特別義務

修訂後《 維護國家安全法 》第一 -F 條第一款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中的中國公民須履行下列

義務：1. 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2. 在擔任法定選舉組織的成員時，聲明或宣誓擁護《 澳門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 》，效忠國家和澳門特別行政區。

該條第二款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自然人和法人均須履行下列義務：1. 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為維

護國家安全所適用的法例，不得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2. 在上條所指機關依法開展其相關工

作時予以合作，應其要求提供一切所需的協助。

該條第三款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參加選舉或就任公共職務時，須按規範下列人員所適用的法

例，聲明或宣誓擁護《 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一）行政長官；

（二）主要官員；（ 三 ）行政會委員；（ 四 ）立法會議員；（ 五 ）法院司法官及檢察院司法官；（ 六 ）領導

及主管人員；（七）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 八 ）公務人員。

( 六 ) 進一步完善刑法相關規定

2009 年的《 維護國家安全法 》部分規定存在缺漏或犯罪構成有待完善等問題，未能有效回應實踐

中各種不法行為的獨特性、嚴重性和危險性，為此，此次修訂《 維護國家安全法 》專門完善了刑法的相

關規定，比如完善了分裂國家罪，將分裂國家的手段修改為“任何非法手段 ”；將“ 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修

訂為“ 顛覆國家政權 ”，相應完善該罪構成要件；新增了“ 教唆或支持叛亂”罪；修訂 “ 澳門的政治性組織

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罪等等。

( 七 ) 訂立專屬程序規定

鑑於《 刑事訴訟法典 》的一般程序性規定未能完全適應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的嚴重性、隱蔽性和複雜

性，因此修訂後的《 維護國家安全法 》增訂與國家安全執法及相關司法活動相適應的專屬程序規則和特

別訴訟措施等，從而更能有效實現公正，以及保障當事各方的合法權益。

綜上，對比修改前的《 維護國家安全法 》，修訂後的《 維護國家安全法 》貫徹了總體國家安全觀，

豐富了國家安全的內涵和外延，規定了涉及維護國家安全方方面面的內容，成為澳門特區維護國家安全

法律制度中的基礎、主幹和核心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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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來澳門維護國家安全立法發展完善建議

澳門《 維護國家安全法 》修訂後，以《 維護國家安全法 》為基礎、主幹和核心的澳門維護國家安全

法律體系初步形成，充分貫徹體現了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內涵和外延。未來，澳門特區應當繼續堅持總體

國家安全觀，逐步完善其與國家安全相關的方方面面各範疇相適應的立法，與國家新的《 國家安全法 》

配套銜接。 

筆者初步考慮，提出如下發展完善建議：

( 一 ) 適時擴大澳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人員的範圍

目前澳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委員主要以保安司為主，包括保安司範疇的保安司司長、警察總局

局長、保安司司長辦公室主任、司法警察局局長、保安司司長辦公室一名顧問等，其他司僅有行政法務司

司長、法務局局長。行政長官任委員會主席，保安司司長擔任委員會副主席。可以看出，澳門維護國家安

全委員會的委員範圍還是傳統國家安全的範圍，主要是保安司範疇，不包括經濟財政司、社會文化司、運

輸工務司等三個司，即這三個司的人員並不是澳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員。而新的《 維護國家安全

法 》規定的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生態安全、環境安全等諸多範疇，在澳門對應的是經濟財政司、社會

文化司、運輸工務司負責的範疇，而這些在澳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人員組成上並沒有得到體現。

香港《 維護國家安全法 》第十三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由行政長官擔任主席，

成員包括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保安局局長、警務處處長、本法第十六條規定的警務處

維護國家安全部門的負責人、入境事務處處長、海關關長和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可見，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委員會成員包括香港全部三個司的官員。

筆者建議，為體現新的《 維護國家安全法 》規定的廣泛的國家安全範疇，澳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

的人員組成應在現有人員組成基礎上，增加經濟財政司、社會文化司、運輸工務司三個司的人員，即應當

包括澳門特區政府全部五個司的官員，以儘可能覆蓋新的《 維護國家安全法 》規定的國家安全範疇。

( 二 ) 進一步拓寬國安配套立法的領域

由於內地新的《 國家安全法 》的制定出台，澳門特區政府也意識到國家安全的範圍較以往發生的變

化。澳門特區保安司司長黃少澤表示，澳門會加快相關國安配套立法。但從目前來看保安司所負責的，主

要還是圍繞保安司相關職能所在的領域，其他領域保安司其實難以進行立法。

比如經濟財政司主管的金融領域涉及的金融安全，金融安全是新的《 維護國家安全法 》第 20 條明

確規定的安全範疇。澳門目前正在進行《 金融體系法律制度 》等有關金融方面法律的起草工作。筆者認

為，有必要將金融方面法律的立法工作與國家安全聯繫起來，從國家安全的高度來考慮。

再如，三年來新冠疫情對整個澳門的經濟、社會等方方面面帶來巨大影響。疫情涉及生態安全方面

的立法，在澳門，衛生局屬於社會文化司管轄的範疇。目前疫情雖然告一段落，但未來有可能有新的疫

情出現，需要社會文化司研究相應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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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筆者建議，澳門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應考慮，將國安配套立法所涉及的領域，逐步擴大

到與新的《 維護國家安全法 》規定的國家安全領域相對應的各個領域。不僅是保安司，還應包括經濟財

政司、社會文化司、運輸工務司等各個領域範疇，只要該領域範疇的事務可能涉及國家安全的，都應當提

早通過法律制度予以規範，以符合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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