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掃除語言障礙 司法更貼民情
自澳門特別行政區成

立以來，澳門的司法體

系經歷了深刻的變革與

發展。這些變化不僅體

現在法律制度的完善上，更深刻地反映在法律實踐、司法效

率和市民對司法認識的轉變上。澳門特區終審法院院長宋敏

莉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中文的普及無疑是提升

市民對司法了解與信任的重要一環，「過去由於語言的障

礙，司法工作對於市民而言有一層神秘的面

紗，中文的普及，拉近了市民與司法的距離，

從而形成良好的社會氛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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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門回歸後，隨着澳門基本法的實施，澳門
的憲制基礎得以確立。宋敏莉指出，基本法

作為澳門特區的憲制性文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憲法共同構成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基石。這
一變革標誌着澳門司法體系從殖民地法律體系向
獨立的特別行政區法律體系的轉變。澳門特區政
府及立法會在完善法律體系方面作出了不懈努
力。刑法典、民法典、商法等多部法律法規的修
訂與頒布，極大地提升了澳門法律體系的完善程
度。

便利市民了解訴訟進程
她表示，澳門在回歸祖國前的法律體系深受葡
萄牙法律文化的影響，法院的判決書等多以葡語
製作，為不懂葡語的市民帶來了不便，對市民來
說司法工作充滿了神秘感。然而在回歸後，隨着
中文在澳門法律體系中的普及，這一狀況得到了
根本性改變。如今，在澳門的司法活動中，中文
已經成為主要的語言。法院的判決書、訴訟文書

等均以中文製作，市民可以很方便地了解法院的
判決結果和訴訟進程。這一變化極大地提升了司
法的透明度，使得市民對司法的認識更加深入、
全面。
澳門法院還採取了多項措施來提升司法透明

度。宋敏莉舉例指，特區政府在法院設立詢問
處，為市民提供案件進展的查詢服務；終審法院
院長辦公室推出新聞稿發布機制，對重大案件進
行及時報道；以及建立法院網站，發布最新的司
法動態和案件判決結果等。這些措施進一步增強
了市民對司法的了解和信任。

國安案須由中國籍法官審理
「澳門法院積極參與國際和區際司法協助，特

別是在與葡語系國家的交流中，展現了澳門作為
中西文化交流橋樑的獨特優勢。」宋敏莉指出，
這是中央對澳門定位的體現，未來澳門還將進一
步加強與內地和國際的司法合作，為澳門的長期
繁榮穩定和國家的法治建設作出更大貢獻。

維護國家安全是澳門的重要工作之一，宋敏莉
表示，澳門法官有不同國籍背景，為確保審判的
公正性和專業性，在審議一般案件前都會遵循
「自然法官」法則，即在案件到法院前，便由院
長以抽籤方式選出處理案件的法官，避免指定特
定法官處理特定的案件。而在涉及國家安全的案
件中，則必須由中國籍的法官審理。
她還指出，為確保審判的公正性和專業性，澳

門特區政府推動立法會於2019年修改了司法組織
綱要法，對特別情況下的刑事管轄權作出了規
範。根據現行法律，涉及維護國家安全的犯罪案
件，將由法官委員會在指定確定委任且為中國公
民的法官中，預先組成一個審議該類案件的法官
名單，每兩年更新一次，當出現涉及國家安全的
案件時，再從中抽取法官審理。
她認為，這一措施確保審判隊伍的專業性和穩

定性，既遵循了司法公正的原則，又確保了國家
安全法律在具體個案中的準確適用，為未來可能
出現的國家安全案件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澳門回歸後中文取代葡文製作判決書 宋敏莉：極大提升司法透明度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如火如荼，粵港澳三地分
屬不同司法體制，成為區域融合重要的議題。
宋敏莉指出，大灣區涉及不同法域，包括內地
法律、香港法律、澳門法律，這些法律體系在
立法權、司法互信、裁判標準等方面存在差
異。為了應對這一挑戰，大灣區推動建立共
商、共建、共用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推動
訴訟、仲裁、調解等糾紛解決規則的銜接。
她又指，終審法院一直以來都與內地及香港
保持聯繫和合作，包括推動法治領域規則銜接
機制對接模式和路徑創新，在國家層面的制度
安排和地方層面的創新探索，以實現澳門特區
與內地在法律規則更好的銜接，促進兩地法律
服務的互通互認，為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
供法治保障。同時會構建粵港澳大灣區司法協
助機制，擴大制度型對外開放，需要多方協
同、合力推進。
在特區法院與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協作方
面，她指出，澳門特區會通過簽署合作紀要和
協議，提升區域合作的水準。如在2023年12
月，特區初級法院與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人民
法院簽署了《澳門特別行政區初級法院 橫琴
粵澳深度合作區人民法院加強司法交流協作紀
要》，雙方就不斷鞏固和深化兩地法院互訪交
流機制、研究推動司法服務和保障相關事項等
議題達成共識。
展望未來，她表示希望繼續推進以達至全面
的合作。例如內地法院提出推動跨境執行聯動
機制，加大跨境民商事判決執行聯動力度，完
善被執行人下落及財產聯動查處機制，推進大
灣區執行聯動平台建設。同時會不斷完善司法
協助機制，深化司法合作，探索大灣區內更高
效更便捷的協助機制，提升協助辦理司法文書
送達、委託取證等工作品質效率。「這些工作
將繼續推動澳門與內地在司法領域的深度合
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發展提供堅實的法
治保障。」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吳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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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區終審法院院長宋敏莉接受媒體訪問。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麥潤田 攝

國家金牌健兒參與澳門百萬行
香港文匯報訊（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鍾佩欣 澳

門報道）第四十一屆公益金百萬行於昨日上午舉
行，以實體步行籌募善款，並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5
周年。該次百萬行吸引超過5萬人參加，全國政協
副主席何厚鏵、澳門特區行政長官賀一誠、中央政
府駐澳門聯絡辦副主任黃柳權、外交部駐澳門特派
員劉顯法等主持起步儀式，國家金牌運動員亦一同
參與活動，沿途與市民揮手。截至12月7日，各界
捐助善款逾1,700萬元。

逾5萬人參加籌款逾1700萬
剪綵儀式後，步行隊伍在何厚鏵、賀一誠等一
眾主禮嘉賓帶領下前行。多名國家金牌運動員包
括蘇炳添、潘曉婷、吳敏霞、李小鵬、劉璇、李
珊珊、劉洋、趙蕊蕊、傅海峰、張寧、張雨霏、
孫佳俊及汪順等，亦應邀參加百萬行，為參加者
打氣。
一如以往，澳門的體育團體派出一條超過50米、
全新打造的大金龍聯同8頭醒獅合共200人隊伍，匯
集老中青力量助陣。參加者經西灣大橋下行車道向

媽閣方向前行，待步行至媽閣交通樞紐位置後右
轉，再沿民國大馬路到媽閣上街，以媽閣廟前地為
終點。
澳門市民劉先生第二年攜同女兒參與百萬行，期

望透過活動教育女兒多參與公益事業。亦有團體組
織傷殘人士參與，市民程先生表示參加百萬行逾二
十年，希望透過活動推動傷健共融。

賀定一：彰顯澳門人守望相助精神

主辦單位澳門日報讀者公益基金會會長賀定
一受訪時感謝社會各界大力支持，指公益金百
萬行已成為澳門一個慈善公益的品牌，為慈善
共同出力，彰顯澳門人守望相助、互相幫助的
精神。

她又指，參與活動人數逐年增加，疫後澳門線下
活動已全面恢復，一連串慶祝澳門回歸活動氣氛將
會更加熱烈。
澳門日報讀者公益基金會理事長黃國勝則指現場
氣氛熱烈，不少參加者揮動國旗和區旗，參與步行
陣容勝往屆，更有多名金牌運動員助陣打氣，以及
家庭扶老攜幼參與，樂在其中。

●國家金牌運動員一同參與活動，並合照留念。
●澳門百萬行活動共吸引超過5萬人參加。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鍾佩欣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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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分管日

常工作的副主任周霽昨日在特區政府

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陪同下，見證

東區醫院成為香港首間成功通過《國

際 醫 院 評 審 認 證 標 準 （ 中 國 ） 》

（2021版）評審認證的醫院，並主持

深圳市衞健醫院評審評價研究中心香

港辦事處揭牌儀式。香港醫療體系享
譽國際、與國際接軌，香港與內地醫
院評審專家聯手，制定國家首個通過
國際認證的醫院評審標準，積極參
與、推動認證在內地和本港落地，正
是香港發揮所長、貢獻國家醫療高質
量發展的典範，助力國家醫院認證標
準走向國際。

醫院認證是全球不少地方普遍採用

的途徑，通過外來並獨立的醫院認證

專業機構協助，持續改善醫院服務質

素。《國際醫院評審認證標準（中

國）》（2021版），由香港和內地醫

院評審專家聯手合作，以國家醫院三

甲評審標準為基礎，依據國際醫療保

健品質協會的要求，並借鑒國際經驗

而訂立。該標準與深圳市衞健醫院評

審評價研究中心，已成功取得國際醫

療保健品質協會的三個認證，即標準

認證、評審員培訓認證和全機構管理

認證，屬國際認可醫院評審認證體

系。這亦是國家首個通過國際認證的

醫院評審標準。

香港醫療體系完善、醫療水準優

質，受到國際社會充分肯定；香港醫療

政策、行業規範與國際接軌，並有從

2009年開始參與國際醫院評審的經驗。

如今香港參與制定、醫管局採納和推行

《國際醫院評審認證標準（中國）》

（2021版）的認證，是香港運用參與國

際醫院評審的經驗，貢獻國家醫療發

展，值得香港自豪。

通過國際認證的國家醫院認證標準，

內容涵蓋醫院的功能定位、內部管治、

醫療質量、患者安全、風險管理、人文

關懷即運營管理等，是中國對世界醫療

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貢獻，在國際上極具

競爭力。加快該標準的落地、推廣，是
國家優質醫療貢獻世界衞生事業的重要
一環，香港正好發揮優勢、助力該標準
走向國際。

落實行政長官在 2022 年及 2023 年施

政報告關於醫院認證政策，醫管局已在

東區醫院及威爾斯親王醫院進行《國際

醫院評審認證標準（中國）》（2021

版）的認證工作，威爾斯醫院亦已完成

現場評審，正等候正式結果公布。醫管

局計劃於 2025 至 26 年度在瑪麗醫院、

基督教聯合醫院、屯門醫院等開展相關

認證工作。香港公營醫院已有參與國際

醫院評審的經驗，發揮香港與國際醫療

接軌優勢、做好參與國家醫院標準的認

證工作，向國際展示該標準的卓越、科

學、嚴謹，有利提升醫療服務質素，把

香港作為該標準走向世界的示範窗口。

發揮香港優勢 助力國家醫院認證「出海」
中央贈港的大熊貓「安安」「可可」，昨日在海

洋公園正式亮相，與公眾見面，吸引大批市民及遊

客到場探望。大熊貓在香港落地生根，「寶地得國

寶」，傳遞中央祝福香港繁榮發展的清晰信號，充

分顯示中央對香港的信任、支持和關愛。香港要用
好中央的祝福和支持，善用大熊貓的旺盛人氣，借
鏡內地和外國的成功經驗，制定全面的文化創意策
略，打造具有鮮明香港特色的「熊貓經濟」，為香
港創造巨大經濟效益，更把大熊貓塑造為促進中外
文化、旅遊交流的友好使者，說好香港故事、中國
故事，提升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文化軟實力，增強
國際影響力。
大熊貓是國家一級保護野生動物，是國家的瑰寶。

香港回歸至今，中央政府多次向特區贈送大熊貓。現
時，香港共有6隻大熊貓，成為內地以外飼養最多大
熊貓的地方。大熊貓在香港受到市民的歡迎、喜愛，
一直是海洋公園最受歡迎的動物大使，陪伴着一代又
一代香港青少年快樂健康成長，給港人帶來許多美好
回憶，也成為了香港連接祖國的情感紐帶。中央港澳

辦、國務院港澳辦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霽日前在

中央政府贈港大熊貓亮相儀式上致辭時表示，中央政

府再度贈送香港一對大熊貓，承載着對香港市民的一

種美好祝福，也是中央政府對香港充分的信任和堅定

的支持。「大熊貓是國寶，香港是福地、寶地，寶地

得寶，尤為值得祝賀。」

香港是享譽世界的旅遊之城，近年由於旅遊、消
費模式轉變，香港旅遊業發展面臨一定挑戰。此次
兩隻大熊貓來港，掀起新一波「熊貓熱」，給香港
旅遊業重振注入新活力。中央為香港發展「熊貓經
濟」創造優勢、提供機遇。如何利用好熊貓的超高
人氣轉化為龐大經濟效益，做到旺丁又旺財，是接

下來特區政府、旅遊業及相關業界需要認真研究、
付諸落實的課題。

首先，要打造代表香港的「熊貓明星」，讓市

民、遊客一看到「熊貓明星」就想起香港。內地成

都的大熊貓「和花」、曾在日本的大熊貓「香

香」、曾在韓國的大熊貓「福寶」，都是當今熊貓

界的「頂流」，受到當地民眾和外國遊客的由衷喜

愛和高度關注。日本九州熊本縣的熊本熊，是一個

人為打造的虛擬形象，不但名震日本，更風靡全

球，被當地設定為「熊本縣營業部長兼幸福部

長」，職責類似觀光大使，成為推銷當地產品、旅

遊服務的最佳代言人。

香港應參考內地及海外城市塑造動物大使形象的經

驗，根據香港大熊貓的不同性格，對其形象進行度身

訂做設計，繼而打造具香港特色的大熊貓IP產業鏈，

創造出獨特的熊貓文創、餐飲食品及主題酒店等周邊

產品和服務，發展結合熊貓元素的生態深度遊，為相

關行業帶來可觀收入，令香港整體經濟受惠。

其次，要積極推動熊貓文化走入社區、融合本港

特色。文化越是本土的，也越是世界的。「熊貓經

濟」的價值遠不止於提振旅遊業，更是一個涵蓋文

化、教育、科研、環保等多個領域的綜合性概念。

香港可把各種以熊貓為主題的展覽和活動，結合十

八區旅遊、文化、歷史背景，融入香港本地文化，

在傳承中創新，令市民產生共鳴，突出本港獨有特

色，增強對海外遊客的興趣，

第三，要用好香港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的平台，透

過「熊貓大使」講好香港故事、中國故事，善用網

絡直播、短視頻等新媒體推動流量、吸引關注，將

「熊貓熱」轉化為更持久更蓬勃的經濟效益和社會

效益。

善用「熊貓熱」打造香港特色「熊貓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