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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監管遊樂設施安全及交代立法規管時間表

近日，多名居民於社交平台反映在大型渡假村會展的充氣遊樂設施，因
波波池底沒有做好足夠的緩衝措施和清晰的告示提醒，導致分別有多名
家長和小朋友都在玩耍期間受傷，嚴重的甚至有骨折、骨裂的情況，其
後幾宗意外的事主和家屬亦直接聯絡本人反映有關情況，以及向本人查
詢有本澳現時有何法例規管商業營運遊樂設施及場地的安全，以及有否
要求場地購買足夠的保險以保障用家安全？

除了近日連續發生多宗意外的充氣遊樂設施外，亦有家長先後投訴現時
本澳仍有多個其他商業營運的大型遊樂場所沒有做好安全措施，尤其是
展銷形式、短期形式充氣遊樂設施的安全條件最差，發生意外後的處理
方式亦十分混亂，甚至無第一時間協助傷者送院，且大部分傷者都沒法
追討基本醫療賠償。過去更曾經有居民投訴在使用博企屬下渡假村的水
上樂園設施時受傷，但旅遊局卻表示酒店內的遊樂設施非酒店直接營運，
不屬該局規管範圍。

本澳現時沒有任何專門和全面的法例規管大型遊樂設施、水上樂園等場
所，直至2014年，工務局才制訂《大型遊樂設施審批及驗收制度指引》，
規管其設計、興建和驗收。但無論是經營簡單的康樂活動、兒童遊樂場
所、 大 型 的 主題公園、水上樂園， 以 及 大 型機動遊戲等，均僅以
第47/98/M號法令《對特定經濟活動發出行政准照之新制度》中「向公眾
開放的娛樂場所或中心經營的娛樂活動」監管，相關設施營運前僅須向
市政署申請「預先許可」就可營運，甚至不需申請准照，其規管力度可
想而知，結果導致相關的安全問題頻生。

為此，政府於2017年在「修改《行政條件制度》進行公開諮詢」時已提
出，由於本澳的遊樂場所提供的遊樂設施日新月異，亦有大型化和機械
化的趨勢，對使用者和公眾有一定的危險性；在兒童遊樂設施的公共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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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方面亦有強化監管的訴求，因此建議將該經濟活動轉為由准照制度規
範，同時建議將項目名稱更改為「向公眾開放的遊樂場所或遊樂設施」。
由於向公眾開放的遊樂場所或遊樂設施人流密集，對於公共秩序，尤其
是走火安全，須加強監管，因此建議有關場所在提出准照申請時，須就
設施及場所提交由已依法註冊的、相關專業範疇的私人實體簽署的安全
檢測證明及消防安全證明。在發出准照前，主管實體會聯同工務部門對
設施進行驗收，以確認場所及設施的安全性。另外，建議遊樂設施須進
行季度檢查及維修，在續期時亦須向主管實體提交上述安全檢測證明及
消防安全證明，以確保設施的安全性。

為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一、政府2017年就《檢討行政條件制度》進行公開諮詢，2018年完成諮
詢總結報告，但至今過去5年多仍未見修法時間表，就修改《行政條件制
度》當局何時才會立法，按照諮詢建議要求向公眾開放的遊樂場所或遊
樂設施申請准照，要求設施及場所的經營者提交安全檢測及消防安全的
證明，並監管其衛生環境，由專責部門作出監管以確保使用者和公眾的
安全？向公眾開放的遊樂場所或遊樂設施是否包括水上樂園或游泳池？
如是，會否要求向公眾開放的水上樂園或游泳池必須配備救生員？

二、現時本澳有多個商業營運，以及展會式的臨時兒童遊樂場所，是否
所有相關場所均取得部門的預先許可，當局有否主動巡查有關場所？去
年4月政府回應本人口頭質詢時表示，現時市政署已要求具有預先許可的
營運商提交年度設施安全檢查報告及消防系統保養報告，並與各大型遊
樂設施營運商建立意外事件通報制度，有關機制的執行成效如何？近期
多宗涉及遊樂設施及場所的意外，當局有否收到相關通報？有否作出主
動巡查及就其安全問題作出跟進？現時酒店渡假村的水上樂園是否屬大
型遊樂場所？相關意外的通報機制如何？

三、對於不少個案在意外發生後傷者均無法獲得合理的醫療賠償，本澳
目前亦未有強制要求所有向公眾開放的遊樂場所購買保障範圍及金額合
適的意外保險，居民難以追責和追討賠償，當局會否制定指引要求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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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開放的遊樂場所或遊樂設施購買相應的意外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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