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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立法會馬耀鋒議員書面質詢的答覆

遵照行政長官的指示，經徵詢行政公職局和教育及青年發展局的

意見，本人對立法會 2023 年 5 月 9 日第 465/E364/VII/GPAL/2023 號

公函轉來馬耀鋒議員於 2023 年 4 月 21 日提出，行政長官辦公室於

2023 年 5 月 10 日收到之書面質詢，回覆如下：

《兒童權利公約》自 1998 年已適用於澳門，特區政府長期以來

透過各項有利於兒童成長及保護的政策和措施，讓本澳兒童在醫療、

教育、社會福利和環境等不同領域享有相應的權利和保障。為協助制

定及推動婦女和兒童政策，特區政府於 2016 年成立了婦女及兒童事

務委員會（下稱：婦兒委）。婦兒委參照《中國兒童發展綱要（2011-2020

年）》的框架及加入《兒童權利公約》中的參與權，匯整《澳門特別

行政區兒童政策現況》（下稱：《兒童政策現況》），讓公共部門在兒童

與健康、教育發展、福利、社會環境、保護、公民參與共六個領域，

推進各項工作；因應《中國兒童發展綱要（2021-2030 年）》增加“兒

童與安全”及“兒童與家庭”的有關內容，稍後亦將加入於《兒童政

策現況》之中。

特區政府在醫療、教育、社會福利和環境等領域的資源投入上，

已為本澳兒童提供了穩定、安全和可負擔的保障。現時，本澳兒童由

出生到入學，以至青少年進入勞動市場，均受到一系列的政策和法律

的保護，包括保障兒童經濟、身體和精神以及其他一切福祉的權利。

其中《民法典》規範未成年人的法律地位，現行法律亦多方面保障兒

童的權利。

特區政府在各個施政領域設立相應的諮詢組織，吸納社會各持份

者的不同意見。各諮詢組織的組織法已明確規定其職能及成員組成，

特區政府會依法委任適當人士，包括社團或機構代表，又或具備有關



2
社 會 工 作 局  格 式 六 （ 電 子 版 本 ）

I A S  –  M o d .  6  ( V e r s ã o  E l e c t r ó n i c a )
A 4  規 格 印 件  2 0 2 1 年 9 月

F o r m a t o  A 4  I m p .  S e t e m b r o .  2 0 2 1

專業知識或經驗的社會人士，確保被委任的人士有足夠能力履行職責。

而在開展具體工作時，各諮詢組織可因應需要討論的事宜，適當邀請

其他的個人或相關組織代表參與會議。

為促進兒童和青少年參與公共事務，特區政府在制訂青年政策和

教育規劃政策時，均會舉行面向公眾、青年及學生社團的公開諮詢，

吸納不同持份者的意見。婦兒委亦設有“關注兒童權益專責小組”，

推動兒童參與權的工作，鼓勵民間機構採取有助於兒童發聲及維護權

益的措施。目前，婦兒委、教育委員會和青年事務委員會均有來自學

生或青年社團代表的委員。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更透過“青年建言平台

活動”，從中選出中學生及青年代表列席青年事務委員會全體會議。

近年，公共部門亦開展或支持民間機構舉辦不同活動，如“童樂童

想”、“澳門小特首”、“與青年有約”等，讓兒童和青少年從小培

養其關注及參與社會事務，提升公民意識。

至於內地發佈的《關於推進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指導意見》，主

要建基於內地發展與實際情況，例如內地城鄉二元結構和留守兒童等

問題。未來，特區政府將透過開展涉及兒童權利的社區教育及宣傳工

作，推動更新兒童政策，讓本澳的兒童能在健康、安全及良好的生活

環境內成長。

最後，特區政府感謝馬耀鋒議員對有關事宜的關注。

社會工作局局長

韓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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