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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街道路牌多元發展及命名工作

小小街道路牌不單有指路的功能，亦是城市歷史的見證者，本地文化的
承載者，本澳街道路牌別具特色，以藍白主調的葡萄牙瓷磚畫為主體，
中葡雙語的標識彰顯多元文化的特質，街道命名更是沉澱本澳數百年的
人文風情，例如眾多街道以人名命名，亦有一些街道因建築物變化、政
治變遷、傳統風俗等緣由被改名，而且路牌標識命名有與內地城市常見的
“街”、“路”、“巷”等，也有諸如中國其他城市少見的“圍”、“里”，連鄰近
香港都少見的“前地”。

縱觀其他地方，早已將路牌作為當地歷史、文化的小切口，在路牌上落
足功夫，例如廣州荔灣區金花街首創“會講故事”的路牌[1]，透過二維碼，
居民掃碼可收聽當地街坊以雙語講述地名故事、介紹周邊建築歷史，並
可以查看地圖、旅遊攻略，充分融合導覽、指路功能。鄰地香港的多個
路牌更是被內地旅客作為打卡點，例如“快富街”、“麥當勞道”等等[2]。

本澳路牌特色顯著，從挖掘路牌文化、拓展路牌功能等角度，本人提出
以下質詢：

1、從旅遊+文化角度，現今的旅客喜歡在城市漫步，請問當局如何深挖
街道路牌的歷史文化故事，以小小的路牌文化歷史為賣點，串聯街道、
周邊文化遺產建築，講好澳門故事，開發豐富多樣的旅遊路線及指南，
令居民、旅客深入了解本澳城市風貌，亦可藉此拉動地區人流，盤活社
區經濟？

2、請問當局未來會否參考其他地區經驗，考慮以街道路牌為突破點，結
合智慧化手段，例如增加二維碼，融入文化歷史導賞、周邊景點引導的
功能，甚至因應街道特色，尋覓周邊街坊，講述街道故事，以雙語形式
播放，亦可結合粵劇、南音說唱、土生土語話劇等部分片段，讓居民、
旅客從小的二維碼，聯結本澳地道的文化氛圍？而且由於本澳不少路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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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墻壁，未來會否考慮在適宜的地點，營造新的城市路牌打卡點？

3、從街道命名來看，新城A區作為新建設的區域，此前政府[3]提及新
城A區街道計劃以大灣區城市名稱或別名命名，請問現時命名進展如何？
會否考慮結合本澳歷史文化、地理等，開拓創新具備本澳特色的街道名
稱，或者面向社會大眾收集命名方案，構成更豐富的街道命名體系？

[1] 參考資料：
https://www.sohu.com/a/45617797_115402

[2]參考資料：
https://new.qq.com/rain/a/20230829A05G5K00

[3] 參考資料：
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2-10/27/content_1630687.h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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