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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律師公會主席華年達 

在 2021司法年度開幕典禮上的講話 

 

尊敬的行政長官 閣下 

尊敬的立法會主席 閣下  

尊敬的終審法院院長 閣下  

尊敬的檢察長 閣下  

尊敬的行政法務司司長 閣下 

尊敬的推薦法官獨立委員會主席 閣下 

尊敬的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代表 

各位官員  

各位司法官  

各位嘉賓 

各位同仁 

在此，我謹代表澳門律師公會向在場參加 2021/2022 司法年度開幕典禮的各

位，以及因無法到場而透過任何網絡平台參加典禮的各位，尤其是據我所知因新冠疫情

造成的限制而在近二十年以來首次無法出席本開幕典禮的各位律師同仁們，致以誠摯的

問候。 

我還要特別向前幾日開始就職的立法會主席和議員們致意，期待各位對澳門

特區的司法改革作出重要的貢獻。祝願各位在服務全體大眾中完成富有成效的任期。 

自去年二月份以來，我們一直身處艱難時期。雖然政府頒布的衛生措施確實

有效保護了民眾並避免了任何死亡病例，但同樣可以肯定的是，由於這些措施的持續性

和嚴格性，已經產生了毀滅性的經濟和社會後果，使所有人都付出了犧牲，而在那些受

限制措施影響最大的人中，他們的疲倦、擔憂和沮喪之情顯而易見。 

隨著形勢的拖延，即使有大企業的協助，它們儘管遭受了虧損，卻仍一直維

持著工作崗位，但政府所提供的支持還是不足以解決居民尤其是那些最弱勢群體的困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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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零病例衛生政策所要求的隔離措施及禁止非本地居民入境，經濟增長放

緩在所難免，許多中小型企業均面臨著並非人人都能克服的困難。業務量下降加劇，導

致許多工作的減少和癱瘓，這對就業和儲蓄水平都造成了負面影響。 

在此情況下，律師的職業活動當然也受到了影響，事務所的業務急劇下降。 

截止目前，註冊有 467名律師（較上一年增加 21名，其中有 91名為私人公

證員）和 124名實習律師（較上一年減少 9名），分佈於 108個獨立的事務所中。不僅

因公司業務的減少而引致法律諮詢範疇內訴訟外業務的減少，而且因來自外地的證人和

專家無法到場而引致審判和其他措施連續推遲，令案件拖延不決，從而使得出庭也減少

了。 

這樣的情況反映在職業活動收入的急劇減少，但固定開支並未相應減少，例

如維持事務所運轉的費用，其設施和人力資源的成本，而這些人力資源必須維持就位，

為不知何時才會發生的復原做準備。還存在極度困難的情況，有些專業人士正面臨嚴峻

的困境。 

如果維持當前的衛生政策，律師們請求並希望政府能夠採取專門針對自由職

業活動的支援措施。 

與此同時： 

各級法院受理的案件總數下降了 8%（比去年減少了 1,439 宗，而去年則較

上一年下降了 7.63%）。 

細分而言，終審法院受理的案件減少了 16 宗（-7.8%）；中級法院受理的案

件減少了 167宗（-13%）；初級法院受理的案件減少了 462宗（-4%）；刑事起訴法庭

受理的案件減少了 814 宗（下降 12%），而行政法院受理的案件增加了 20 宗

（+16%）。 

但從結案數量來看，結案率低於上年：結案 19,003 宗，即各級法院總計結

案減少 1,075 宗（-5%）。終審法院審結的案件比上一年增加 23 宗（+15%），行政法

院審結的案件增加 7宗（+5%），但其餘法院中審結的案件數量均低於上一年。 

待決案件的總數下降約 4%，為 11,082宗。顯然，如果以此待決案件的減少

速度繼續下去，還需要很多年才能實現及時有效的司法。 

上述數字的一些變化可能是由於疫情危機所引起的。但事實是，儘管自澳門

特區成立以後，司法官和司法人員的人數大幅增加，但一直延續多年的總體情況仍沒有

顯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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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宣稱是為了解決法院中司法行政的延遲問題而偶爾對立法作出各種修

改，但仍有案件被拖延了數年，卻未有合理的解釋。如果對體系的缺陷進行分析並尋求

合理的解決方案，我們如今所處的緩慢、遲延且質素有限的司法狀況（且不久的將來我

們仍將處於這種狀況）是可以解決的。由此必不可少的是在法律製造者和運用者之間展

開公開透明的討論，同時有相關主題之技術人員和學者的參與。 

還可以透過公開諮詢來聽取社會對於民眾所得到之司法質素的意見。這是因

為沒有人擁有了解真相的壟斷權，也沒有先知可以在不辯論思想和不聽取對正確適用法

律有利害關係的各界意見的情況下就能找到解決方案。誠然，二十多年來，負責法院運

作的人士並未推動任何有關司法體系是否適合當下經濟社會發展和進步的任何探討，而

是更青睞斷斷續續的表面干預，並無實質性的影響。 

正如本人在之前所說的，在有關法院改革的這項廣泛討論中，有許多主題值

得審議：不僅是迫切增加終審法院司法官的人數，以便推動司法見解的發展並克服僵化

狀態，這是當前結構所無法達成的；與此同時，變更法官委員會的組成，以便能夠適應

法官所獲賦予之眾多職責，這就意味著要擴大法官委員會的構成並降低其組織特性；此

外，還要對《法院訴訟費用制度》進行修訂，以限制其當前文本所導致的不合理過分情

況，從而限制了訴諸司法的機會；同時，除了根據已經發佈的涉及《刑法典》中規定之

刑罰適度性的單行刑事法例而採取的其他如修訂刑罰幅度及犯罪和刑罰的時效的干預措

施以外，還要加強刑事訴訟中嫌犯的無罪推定及其沉默權。 

本人呼籲支持司法機關的澳門特區政府推動和鼓勵這項關於司法的討論，以

降低機構的不透明性，並使澳門法院在地區內外贏得聲望。 

但還有：澳門的法院未能通過利用人工智能和信息技術向現代化邁出任何重

要的一步。在過去的十年中，澳門的法院在封閉循環中運作，對中國內地（包括廣東

省）的技術進步漠不關心，這與其他發達地區的情況相似。近年來，計算機工具的引進

在大陸取得了顯著發展，例如使用區塊鏈技術進行電子考試的錄取；在國家重點 “智慧法

院”項目中使用人工智能；訴訟案件的數字化；創建連接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法院的在線平

台，促進司法官之間的互動與合作，且便於權限實體對法院工作的監督，同時便於利害

關係人查閱；還有互聯網法院，整個程序都是在線進行。同樣在包括葡萄牙在內的歐

洲，也取得了顯著的技術進步，正如歐盟和歐洲委員會就此事宜所編寫之文件所反映的

那樣。此趨勢旨在透過大量使用電子手段和消除與紙張相關的不必要形式，來更快捷地

處理法院中的案件，同時，通過能使法院的聯繫更靈活、允許查詢訴訟程序及其狀態的

計算機渠道，無需出行，使得訴諸各級法院更加便利。他人的經驗並未對澳門的法院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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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任何啟發。就連澳門特區政府在電子化施政的道路上已經採取了為民眾帶來利益和便

利的措施，也未能推動法院現代化範疇內的任何舉措。正如前幾日所宣佈的那樣，政府

已經在行政司法領域提交了相關成果，例如法務局的登記和公證查詢平台，以及要求以

電子方式送交訴訟文書及支付訴訟費用，儘管推動有限，但這是第一步。然而，我們離

澳門特區法院的現代化還很遠。 

 

我們每年都相聚於此莊嚴的典禮，這是一種生命的證明，在此典禮上，會提

供一些統計數據，而我們也一遍又一遍地聽到說一切都很好，法院也都獨立。 

然而，世界並不完美。那些以自我滿足為樂的人不會進步。僅僅表達願望是

無法令願望變成現實的。 

公正並不是抽象的。 

為了社會和諧與和平，要讓社會感受到和理解真正的公正。 

在此領域，與其他領域一樣，批判性思維的侵蝕、尋求意見的統一和壓制反

對聲音都會阻礙發展和進步。 

我們生活在和平與安定之中，而我們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的地位

也沒有受到威脅，這是基於民眾的愛國情懷。但是，為了實現中央人民政府和澳門特區

政府就特區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及澳門在大灣區內的作用和作為與葡語國家間關

係和新絲綢之路的平台所設定的目標，我們不能僅依靠愛國情懷。我們還需要智慧且有

才華的愛國者，他們需要對未來有遠見，能夠為共同利益和實現社會公正而努力——而

不僅僅是那些卑躬屈膝、目光短淺，堅持宣傳其愛國主義，以引起注意並為自己謀取利

益的人。 

 

新冠疫情迫使澳門律師與中國內地律師的交流活動減少。儘管由於出行的限

制和其他條件限制，澳門律師公會還是推動並參與了與大陸和香港特區之組織和專業人

士的多次在線會議，舉辦了研討會和專題會議，其中特別要強調由廣東省律師協會、香

港律師會和澳門律師公會輪流舉辦的有關大灣區的比較法的會議。 

澳門律師公會亦與澳門特區政府的相關舉措進行協作，包括由澳門貿促局推

動的相關舉措。在此範疇內，澳門律師公會代表團近期前往成都並與四川省律師協會簽

訂了合作協議。 

澳門律師公會在仲裁和調解領域亦開展了多項舉措，尤其是與橫琴深度合作

區及內地其他城市的同類實體實施的相關舉措。同樣，大灣區對澳門律師執業可能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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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也激發了對有意利用這些機會之人士的培訓和技能評估活動，這其中亦得到了大陸

官方實體的大力支持。 

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在調解方面，還在等在基本立法的起草；在仲裁方面，

澳門的相關仲裁中心需要澳門特區政府的後勤支持，以促進和宣傳其活動。我們特別希

望澳門特區政府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例如除了其他舉措外，將其部分合約交由本地仲

裁。 

最後，祝賀檢察院的檢察官 閣下們今年搬入了新址。但法院設施方面並未有

相同的進展，除了刑事起訴法庭以外，均繼續分散於多座不合適的樓宇內，需要等待未

來更好的日子…… 

 

女士們、先生們： 

感謝大家的耐心聆聽，在此我向各位致以身體安康的問候以及我最誠摯的祝

願。 

祝願各位司法官和各位司法人員以及澳門特區各界的法律人士在事業上獲得

成功。 

非常感謝！ 

            

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日 

華年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