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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城市管理研究 (1840-1911)”專案的部分成果。

** 李 哲，暨南大學歷史地理學碩士研究生。

(1840-1911)

城市交通管理是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近代澳門，隨着城市範圍的不斷拓展、對

外交往的不斷加強，對於澳門城市交通管理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本文主要對近代澳門城市交通

管理的基本內容、管理措施以及管理力度進行探討，總結近代澳門城市交通管理的發展特色，

擬從更多方面認識近代澳門城市發展的歷史進程。

昔日澳門全景 (20世紀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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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管理是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內

容和主要推動力量。城市交通管理，就是對城市

水陸交通工具、交通路線和交通運輸進行引導、

建設與限制的有關管理規劃與措施，以及對有關

交通管理規劃和措施執行狀況的監督管理，以

確保城市交通運輸的暢通、有序與安全。近代

澳門，雖然經濟發展起伏不定，但是隨着粵港

澳三地經濟的聯動互動，澳門城市的社會發展

還是保持了一定的水準，城市範圍不斷整改擴

大，水陸交通流量持續增加，對於城市交通管

理的內容和水準提出了更多更新的要求。本文

主要探討近代澳門城市交通管理的基本內容、

基本措施和監管的歷史狀況，對近代澳門城市交

通管理的發展特色進行歸納總結，一方面說明了

城市交通管理對城市發展所具有的歷史意義，另

一方面也結合當時社會歷史條件，對近代澳門城

市交通的管理力度、管理水準和管理成效作出恰

當的歷史評價，從更多方面認識近代澳門城市發

展的歷史進程。

澳門城市的陸上交通管理

近代澳門城市主要陸上交通工具有轎子、人

力車、馬車等。澳門城市彈丸之地，轎子與人力

車服務對象自然是以上流社會為主。城市道路的

改善、交通工具的營運，也必然受到澳葡政府的

高度重視與有效監管，以確保城市交通事業的平

穩發展與正常運行。

1830年的澳門總督府照片。原為塞爾卡爾子爵物業，建於19世紀20-30年代。

1924年收歸政府，即將該處建為澳督府。該府佔地1.8萬平方米，為典型葡式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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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對於一般城市交通工具的營運，採取

牌照登記的管理方式。主要是因應城市交通發展

的需求，決定交通工具營運的投放量。近代澳門

城市陸上交通工具的營運，營運者均需登記，由

政府審核發牌，方能公開合法地開展交通營運。

轎子是當時上層社會的主要交通工具，經營者也

必須循例向政府部門申領牌照。1881年11月26日

《政府憲報》有載：

照得擺賃各轎夫領牌之期將到，應要領換

新牌，茲特此通知：各宜於十月初十日起，限

十五日內，各轎伕應到議事亭寫字房換領六個

月期新牌，遵依告示總匯冊條款輸納領牌項。

如違，查出過期不到領換新牌，拿獲罰銀，仍

要遵納領牌規項。至於各轎內均要打整潔淨，

否則拿罰，仍要打整潔淨為止。今欲各人周

知，是以將示在華政衙門譯出華字，粘在常

貼告示之處，俾眾咸知。
(1)

除了轎子，人力車也是近代澳門城市的重要

交通工具，其牌照管理更為嚴格更為繁雜。1883

年10月20日《政府憲報》曾頒佈有關章程謂：

大西洋澳門公會共同會議，據議事公局咁

嘛喇繕呈管理東洋車規矩，並定其價錢章程告

示。其章程列後：大西洋澳門議事公局咁嘛喇

為通知事。照得本澳現有東洋車擺賃，應預議

定賃價並須設立章程，俾該車夫遵守，是以本

局會議謹將規條並價錢冊開列於後，以便東洋

車在澳門遵行：

 一、如有人欲在澳門開擺東洋車出賃裝

人，必須先到本局領牌，應捐規銀一大元。

二、該東洋車必須先到本局寫字房付取號

數，方得擺賃。其號數須要車夫自行備資畫號

數於車上，或用無論鉛銅鐵錫板以螺絲釘在車

上當眼之處。

三、該車伕須將價錢冊用唐番字繕寫掛在

車內，其冊係在本局發給，不取使費。

四、每車領牌之時必須於牌內寫明係在何

處擺賃。該車伕擺車之時毋得阻礙行人。

五、晚上每車必須燃燈一盞，懸於車上，

方准往來。

六、如街上狹窄不足五個味度之闊，該車

雖經有客僱賃，亦不得在此等候。

七、該車伕無論何時，均要將車內外洗掃

潔淨。

八、該車或放在擺車處所，或行在街上，

未經有人僱賃，則無論何人僱車，均要承僱裝

運，其價即照價錢冊給發。如果見該人客醉

酒，方得推卻。

九、如街上有兩車彼來此往，必須彼此均

右便不至相撞。

十、如在城內，不能兩車並行。倘欲趕快

過頭先行亦得，但須預為通知，並向右便，庶

免彼此相撞踐踏。

十一、但於城內不能拉得太速，以致有礙

別車及轎，或致行人於危險。

十二、該車照規而行，並要先通知路上人

行開。無論何人，不得攔截阻止。

十三、如有違犯本告示章程，初次罰銀半

元。倘有再犯，每次連疊加倍行罰。

十四、各告示頒行之日，各人均須遵

守。

為此通諭，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2)

由此可知，近代澳門城市納入管理層面的交

通工具，主要是轎子與拉車工具。拉車工具管理

較為嚴格，可能與拉車的穩定性與安全性相對較

差有關。近代澳門城市陸上交通工具的牌照管

理，實際上包括多方面的內容。一是所有營運的

交通工具均必須向政府交納牌費，以獲得牌號，

牌號必須掛在車上醒目之處，以示公開。二是車

牌內註明有關交通工具的活動範圍。三是已發牌

的車轎營運中必須保持整潔，否則有可能被政府

部門收回車牌。如1887年1月20日《政府憲報》規

定：“照得東洋車與街轎俱要堅固潔淨為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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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定於西紀每月自初四日至十二日由十點鐘至十

二點鐘，應要有手車四十架擺在議事廳前地聽候

本局查驗。如有車與轎或不堅固潔淨者，應即收

回牌照，須俟修整粉飾妥當，然後再行給牌開

擺，今欲各人周知，故將此示譯出華文，粘在常

貼告示之處。特此通知。”
(3) 
有關牌照管理對於加

強城市交通管理與改善交通環境具有重要意義。

近代澳門城市交通管理牌照管理對於城市交

通的規範化與標準化具有重要意義，隨着交通事

業的發展，牌照費也不斷提高。1888年1月，政

府又規定：“無論何人，欲在澳門開擺東洋車出

賃坐人，必須先到本局領牌，每年應捐銀五元。

附款：已定規定之每年規銀五元，須俟所發舊牌

滿期，即舉行新章。”
(4)
 1899年5月，政府又通

知謂：“照得本澳東洋手車生意不日承充期滿，

擬嗣後不再招人承充，任人領牌自做。其車之款

式或依照現時承充所用之黑油車，或自己另出新

裁，總以堅固潔淨為上，但必須經本局驗過准用

方得。其領牌規銀每車每年二十四元，另納印厘

及使費共銀一元五毛四，准領一年為期，或六個

月，或三個月均可。”
(5)
 牌費不斷增加給經營

者帶來較重的經濟成本負擔，曾引起車伕罷市風

波。據1909年9月9日《華字日報》載：“澳門車

仔牌費，上季議事公局因不肯減低，以致激成車

伕罷市風潮，後番攤公司從中補助，方得無事。

現又將屆一季之期，到時恐再有罷市之事云。”
(6)
 

儘管可能引起社會的一些不良反應，但總體而

言，近代澳門交通工具實行牌照管理對於加強交

通事業管理還是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澳門政府的牌照管理，有時也會根據交通

市場的供求狀況，限制交通工具上牌。1899年9

月，政府曾有通知謂：“案據本公局議定街上東

洋手車有三百五十架，即是方便本澳各人僱用，

不虞短少，是以限照此數發給牌照，不能加多。

又本澳拖車人伕，係西紀本年九月三十日牌照期

滿者，如欲換牌，准自西本年十月初一日至初十

日止，即赴本局換領。倘未換領新牌，仍在街上

拖車，必按照本局匯冊則例所定責罰，特此通

知。”
(7)
 而且逐步調整牌照管理，如按照功能

不同的交通區別驗校徵費。1904年12月，政府

有令：“所有由西紀一千九百零五年正月初一日

起至一千九百零五年六月卅日止之第一季牌照，

均要赴局換領。至於東洋手車，亦要赴局換領三

個月新牌，但各車東主先須將該車呈請查驗。果

係車座潔淨，簾幕齊全，方准給發牌照。其載運

什物各車，該車主或車夫亦要領三個月新牌。所

有換領各牌之期，茲定於西本月十二日，即華十

一月初六日起至西來年正月十四日，即華十二月

初九日止，如過期不到領牌，不惟追領牌照，還

要照本局則例罰銀。今欲各人周知，特將此示譯

出華文，刊登憲報，並粘在常貼告示之處，特

示。”
(8)
 可知近代澳門城市交通管理中的牌照

管理，也根據交通事業的不斷發展，交通工具功

能分工越來越細，交通牌照管理的內容也逐步增

加。

第二，近代澳門實行交通道路的全方位管

理，包括若干方面的內容。1883年10月，政府曾

頒令有關東洋車交通道路管理的有關章程，內容

頗多，也十分具體，從中可對近代澳門交通道路

管理的歷史狀況有一個較為全面的認識。

一方面是車夫的行為管理。

規定車伕不得隨意拒載，“該車或放在擺車

處所，或行在街上，未經有人僱賃，則無論何人

僱車，均要承僱裝運，其價即照價錢冊給發。如

果見該人客醉酒，方得推卻。”
(9)

規定不得隨意擺車候客，“每車領牌之時，

必須於牌內寫明係在何處擺賃。該車伕擺車之

時，毋得阻礙行人。”又“如街上狹窄不足五

個味度之闊，該車雖經有客僱賃，亦不得在此等

候。”
(10)
一方面是車夫的運行管理。車輛在道路

行駛需注重交通安全，以保證人財無恙，交通運

行管理至關重要。

晚間行車規定，如“晚上每車必須燃燈一

盞，懸於車上，方准往來。”
(11)
 澳門街道狹窄，

一些夜間作業的車輛，常在夜間運行，如不燃燈

照路，很容易造成事故。1895年3月27日《鏡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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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報》有載謂：“澳地屠房，設在媽閣，入夜多

用大車運載所屠之肉，分給市賣。然車旁多不籠

燈，月暗路黑，往往與人車並撞。去歲曾將是狀

登報，略有變更，不敢過惜油費。今當春時，逢

雨路滑，猶宜有照乘之珠，使人一望而悉，免放

他虞。此則議事局員之宜早留意。”
(12) 

交通道路運行的各種規定。有謂“如街上有

兩車彼來此往，必須彼此均右便不至相撞。如

在城內，不能兩車並行。倘欲趕快過頭先行亦

得，但須預為通知，並向右便，庶免彼此相撞踐

踏。”
(13)
 而且對違規的處罰也越來越嚴重。1892

年9月1日《政府憲報》有載：“是以出示嚴禁，

嗣後自媽閣起，至關閘止，所有街道，除南環之

外，均不得兩車並駕，庶免碰撞傷礙行人。如有

違犯，定必治以違逆官命之罪。今欲各人周知，

故特將示粘在常貼告示之處，俾眾咸悉。”
(14)
 對

於車輛運行中的車速也有嚴格的限制。據載：    

“但於城內不能拉得太速，以致有礙別車及轎，或

致行人於危險。”
(15)
 澳門街道狹窄，人流不少，

車速過快，很容易釀成交通事故。1895年7月24日

《鏡海叢報》曾載：“南灣、馬蛟石等處，碧水連

天，綠陽迎地，每於夕陽西下，清風徐來，好遊

者藉以騁懷，洵可樂也。有某甲興盡而返，路過

白馬巷，忽然脫輻從車顛下，雖無折臂之傷，已

有剝膚之痛。後有車伕將輪修好，再扶登車，緩

緩而去。因憶前數年友人林某在南灣馳騁墜車，

折崩兩齒，血流如注。少年之人，往往以鬥捷爭

先為快，豈知樂極生悲，盈虛有數，跬步之頃，

亦預危機。諺言：行船起馬三分險。吾於手車亦

云：凡屬少年，類不可貪捷忘危，輕此如金如玉

之體。”
(16)
 所以政府有關部門一再強調：“凡

各車馳行不准疾如風雨，並須銜尾魚貫而進，後

行之車不得繞越以冀突過前車。”
(17)

再一方面是車主的收費管理。1893年10月，

政府頒行了車資的規定：“澳門賃東洋車價錢：

每一點鐘時候價銀三分六。在城內行一次，不過

一點鐘者，亦價銀三分六。在城外遊行馬路，一

點鐘價銀七分二，過每半點鐘加銀三分六。如兩

個人坐車一輛，其價與車夫商悉。查該章程之

事，按管掌政務律部應收議事公局咁嘛喇辦理，

1890年老照片：黃包車與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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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允准該章程告示。”
(18)
 既體現了原則性，

也具有一定靈活性。車資也會根據社會經濟發展

狀況作出調整。1989年5月27日《政府憲報》也有

收費新規定：“至於拉車人受僱工價，則仍遵照本

公局匯冊東洋車價錢則例第二所定。即僱坐每一點

鐘久，價銀半毛。僱坐澳城內一走者，即不是一點

鐘久，亦價銀半毛，每多半點鐘加價半毛。如用兩

人前挽後推者，給價雙倍。今將此示譯出華文刊憲

報，並粘在常貼告示之處，俾眾周知。”
(19)

近代澳門交通道路管理，除了技術性管理，

也賦之於法律性管理。對於違反交通道路規則的

行為，政府部門有權作出處罰的規定。如1883年

10月23日頒佈的有關東洋車運行章程，就包括有

關懲罰措施。“如有違犯本告示章程，次初罰銀

半元，倘有再犯，每次連疊加倍行罰。”
(20)

隨着近代澳門城市交通事業的發展，澳葡政

府為了適應新的形勢，有關交通道路管理也不

斷作出新的調整，進一步加強了交通管理的力

度。1888年1月19日，政府有關部門在原來交通

管理的基礎上制定了一些新的管理規則。

如規定擺車放車的範圍。“本局屆時定當查

看某處使宜，以為擺車所用，並在該每處設一擺

車牌，書明擺車多寡實數。處所指定之處外，概

不准擺。”
(21)
 不僅規定了擺車放車的範圍，而且

還根據範圍大小表明可擺車的數量。

在一些狹窄的路段，雖然規定了不准候客，

但允許在街邊或街尾候載客人。“如街上狹窄不

足五個味度之闊，該車雖經有客僱賃，亦不得在

此等候，祇准在街邊或街尾方可。”
(22)

而且不僅要求城市交通車輛乾淨堅實，也要

求車夫體格健壯，衣着合體。“該車夫須要堅

壯，並衣着不失體統。”
(23)

對於道路行車的安全管理，有更為嚴格的規

定。“該車如有人坐，不准上落斜路，倘用兩車

20世紀20年代澳門的鐵路和火車。在新口岸等地填海曾用小型火車運輸，路環石排灣礦場亦曾使用小型蒸汽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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伕方可。”“如在城內，不能兩車並行。倘欲趕

快過頭先行亦得，但須預為通知，並向右便，應

免彼此相撞踐踏。惟南環及水坑尾方准兩車並

行。”“但於城內不能拉得太速，以致有礙別車

及轎，或致行人於危險。”
(24)

在交通處罰方面，政府部門也加大了處罰的

力度。“如有違犯本告示章程，初次罰銀半元，

倘有再犯，每次連疊加倍行罰。若連三次固犯不

特行罰，並將牌繳回，所罰之項，係舊出名領牌

之人繳納。”
(25)
 對於一些交通違規屢犯者，不

僅罰款，還可能被吊銷牌照。交通道路安全管理

日趨嚴格化與規範化。

第三，對於一些特殊時段或特殊路段，政府

部門也會根據社會形勢，設立一些臨時交通管理

措施。1892年1月28日，政府曾發佈指令：

照得本澳大街華人舖戶稠密之區，年屆

歲暮及新正數日，慶鬧繁華，人多來往，是

以出示，嚴禁各車洋車，不得在大街過往，

誠想有礙行人。惟王家新街東便至康公廟，

不在禁內。茲特曉諭各人知悉，各宜凜遵，

毋違，特示。
(26)

1892年12月15日，政府部門又重申：

照得本月廿六日下午六點鐘起，至十一月

初三日上午六點鐘止，因華人建醮大會，是以

特行出示，嚴禁各車洋車於廿六日下午六點鐘

起，至十一月初四日上午六點鐘止，不准經行

之處列下。計開：康公廟前地巴嗉咑咕街、沙

梨頭海邊街、通商街、美基街、卑多祿街，並

不准各人在已上所禁之各街，在該時候內，施

放爆竹，如違，照例議罰。今欲各人周知，故

飭將此示刊在憲報，並粘在常貼告示之處，俾

眾鹹悉。
(27)

主要因應特殊日子，人流增多，為了保證交

通安全而作出一些臨時的權宜措施。有時也會根

據交通道路環境的改變，一些禁行路段也會有所

變化。1907年2月9日，有載：

照得西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即華十二

月廿九日、三十日及新年元旦等日。凡有輕車

輛，不准在下列各街往來，以免相擠碰撞等

事，敢不遵者，嚴拿責罰。此示。計開：大

街、草堆街、米糙街、皇家新街自沙欄仔至

白眼塘止。
(28)

規定反映了澳葡政府交通管理的靈活細緻，既有

長線固定的管理章程，也因應特殊的時段與特殊

的路段，作出一些臨時適當的交通管理安排。

近代澳門的陸上交通管理，應該還是相對比

較全面和系統，在交通管理的軟硬體方面，澳葡

政府也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如交通管理軟體方

面，包括交通技術上的一些規範性管理，如規

定車輛標識，車體的堅實整潔，交通流向規則，

交通收費標準等，都有具體實用的規定，也包括

一些行政法規上的規定。如違規罰款，吊銷牌照

等，具有一定強制性。在交通管理的硬體方面，

主要是整治交通環境，如道路興建和道路維修，

不斷改善近代澳門的交通路況。1887年，政府

頒行氹仔、過路灣街坊公局章程。其中就有規

定：“一，凡各街道上不得鏟掘開窿、豎插無論

何物，並不得行為損壞街道之地，並如有非承街

坊公局准行，不得毀壞所砌之石路，或承街坊公

局准行而不遵守所准之章程者。二，凡有物件，

不得在街上牽拉及轆過，如各行店當在出入門口

起貨落貨之時，並無損礙眾人則可進行。”
(29)
 有

效地保障了道路的平穩性與安全性，為交通道路

安全提供良好的通行條件。又1902年，“用從松

山取出的土將何高大馬路延長至連勝馬路。後於

1910年又延長至濱海大道。”
(30) 
又1908年，“現在

澳門路徑最佳，稍見損壞，即時修補，此皆工程公

所辦事妥實之功也。”
(31)
 也反映了政府部門對交通

道路管理的重視對於近代澳門陸上城市交通發展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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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城市的水上交通管理

澳門位於珠江出海口附近，面臨南海，域內

包括有氹仔、路灣等離島地區。儘管由於西江泥

沙在珠江口水域不斷沉積，造成澳門水域逐步淤

淺，從而令澳門失去了國際貿易港口的地位。但

是作為地區間的水上交通，則隨着近代粵港澳經

濟的發展互動，仍然保持了一定的水上交通地

位。所以近代澳門水上交通管理主要是澳門水域

交通聯繫的管理，或主要有兩方面的內容。

第一是水上船務的管理，包括船隻的運行、

收費，在澳門水域出入停泊，應服從政府有關部

門的監管。1852年9月，“由於在澳門註冊的第

22、28號葡船分別在寧波和福州被扣留，基馬拉

士總督決定，今後所有駛向北方沿海港口的葡船

必須配有一半以上的中國水手，否則將不予發放

許可證。”
(32)
 這也是出於政治性的考慮，希望

能夠有效地保證澳葡船隻在中國沿海航行時外國

船員的安全。

對於有關水上交通船隻的運費，政府也有規

範管理監督。1852年9月，“港口監督彼得羅·

若澤·達·席爾瓦·洛雷羅上尉任命若澤·法蘭

西斯利·德·奧利維拉、洛倫索·馬格斯、若

澤·曼努埃爾·德·熱蘇斯、若昂·洛倫索·

德·阿爾梅達、若澤·西蒙·多斯·雷米迪奧和

法蘭西斯科·若阿金·馬格斯等市民組成一個委

員會，專門負責制定一個船主僱傭水手的薪俸表

並為船隻往返於北方沿海港口和澳門確定合理運

費。該委員會名單中第一人為主席，最後一人為

秘書。”
(33)
 所以一些港澳船公司也按澳葡政府的

要求，公開其船資運費價目，接受政府的監督管

理。1854年12月9日，“香港東藩火船公司議定：

自此以後，每逢禮拜二、禮拜四、禮拜六日，有

火輪船由港往省，由省來港，禮拜六由省來港之

火船，與禮拜二由港往省之火船，經過澳門下錨

一刻，然後直往。每欲快行到步火船開行之候，

不能一時而定，因潮水日日不同之故矣。每船開

行之時候，必日日聲明於新聞紙內。搭客水腳銀

照舊一樣，船面搭客有遮帳。本公司之火輪船艙

位闊大，若有粗貨亦可裝載，水腳銀面議。”
(34)
 

有時候，交通費用也因為出於某種考慮，由政府

部門承擔，如鼓勵華人前往地捫開發。1889年5月

2日《政府憲報》載：“照得今有英國火船一隻，

名達哪地士，准於本月初七或初八日由香港開身

前往新金山等處，該火船議定至澳門接收貨物搭

客。其有貨物欲寄者，每頓收水腳銀拾大元。其

搭客每位水腳，第一等收銀百元，第二等收銀六

十元，第三等收銀四十元，如有船面居住者，每

位收水腳銀卅元。另有華人欲搭船前往地捫者，

本官可付四人水腳前往，特此通知。”
(35)

對於在澳門水域出入的有關船隻往來，澳葡

政府也進行全面有效的監管。有些監管措施或出

於政治上的考慮。1885年8月25日，“當觀察到

泊在澳門的清朝官船的一系列不尋常做法後，總

督通知該船船長在二十四小時內離開澳門，並暫

時禁止所有清朝船隻進入澳門，如確實需要進港

避難時，須先獲得政府許可。”
(36)
 屬於澳門的有

關船隻也要進行登記，並按等級繳納牌費。1856

年11月15日，據載：“航行於澳門水域、南灣之

中的各種小船被劃分為六個等級，並依等級辦理

登記，交納牌照費用。1）運貨用的大船，2）1

至2桅杆的多用船，3）運送鮮魚的小船，4）送

菜船，5）蛋仔船，6）出售水果、糕點的外賣

船。”
(37)
 政府有關部門更進一步加強對離島地

區水上交通船隻的管理。1879年2月8日，政府進

一步重申有關規定：

照得譚仔、過路灣往來各船及載客船隻，

向納船頭金及掛號規費，業經通行歷久，第未

有明定章程，惟憑文書所定而已，故船戶多有

未知此規及有故佯未知者。相應定實章程，以

便各人得知。並查前時所收此項過重，是以船

隻無成群回該二灣。今將定實規條如左。

一、凡到譚仔、過路灣各項船隻，分別數

條，俱按舊日船隻裝載大小丈尺若干計算分別。

03-RCC83-7.indd   22 7/6/13   2:50 PM



23 文 化 雜 誌 2012

歷

史

近
代
澳
門
的
城
市
交
通
管
理

(1
8

4
0

-1
9

1
1

)

二、各船每六個月所應納規銀開列於後，

其船頭金、掛號費統歸此規銀內：第一等船規

銀三元，第二等船規銀二元，第三等船規銀一

元，第四等船規銀半元。艇仔並艇仔之類小船

規銀二毫，以上所定章程，合行示諭各人知

悉。此示諭澳門札諭一體，各其知遵毋違。

特示。
(38)

進一步加強了對澳葡政府轄區水域內的水上交通管

理，而且進行分區管理。1887年7月有規定：“澳

門蛋艇並小艇，照舊一樣歸船政廳管理。該船政

廳要送該艇之人赴公物會公所納銀。氹仔、過路

灣船艇應到該地方政務廳處納銀。”
(39)

近代澳葡政府對於域內船隻的安全管理也十

分重視。如1885年5月16日政府規定：“照得現據

承准築作沙梨頭新塘之人，經與大憲妥商立約，

應承如遇有風颶，准澳門河內各小艇前往該塘避

風，分文不取。但風颶一息，或料到風勢必停，

即要駛出，毋得久泊在該塘。並嚴禁將填塞之物

拋棄在塘內，如違，定必行罰，特諭河內居住之

華民知悉，各宜凜遵。特示。”
(40)

第二是港口航道的管理。

近代澳門港口航道的管理，主要表現在對出

入澳門水域和航道進行規範與整治。因為澳門水

域不斷承接西江帶來的大量泥沙沉積，逐步淤

淺，要保持澳門航道的暢通，需要投入更多的人

力物力，需要加強澳門航道的管理，方能保證澳

門水上交通的發展，所以近代澳葡政府對於航道的

管理整治還是十分重視。1873年1月17日，“澳門

總督歐美德子爵下令進行整治內港的一期工程。

同時要求疏通媽閣炮臺到 Uong-Tch’oi 碼頭的航

道以達到160米的寬度。工程還包括：拓寬碼頭

沿線靠近新建集市的街道。碼頭係經填海修建而

成，取名為曼努埃爾·佩雷拉。在三巴門炮臺修

建一駐紮炮兵的兵營，沿南環炮臺至安東尼奧·

多斯·雷米迪奧地界修建護牆，平整堤岸。”
(41)
 

近代澳門的港口航道管理，主要突出在兩方面。

一方面，規範管理出入澳門航道的船隻。如

在澳門水域航道航行，必須規定標識信號，以策

安全。1882年10月7日《政府憲報》有載：

照得現據船政廳稟稱，在澳門各埠船隻，

無論灣泊或駛行來往，必須定明自日入至日出

之時，如何掛用燈籠等語。茲經與總督公會妥

議，是以本大臣暫行允准後開列之章程，但該

章須要輔政司畫押，並增入一千八百七十二

年六月十一日第四十號札諭所准澳門港口章

程內，又須將此章奏聞朝廷，俟批准允行。

為此，合行札諭該管官員人等知悉，各宜遵

照，須至札者。壬午年八月廿五日，第八十

七號札諭。

以上札諭所言該條款增入一千八百七十二

年六月十一日澳門港口章程內，其款列左。

一、自澳門、沙瀝、十字門、海口、過

路灣海峽，並由灣仔山角起到下滘山角所有

灣泊一線定界，到青洲之北開列一線，過青

州東邊及西邊海峽，到關閘為界，各船灣泊

在該界內，無論在海峽或何處，必須自日入

至日出之時懸掛白色光明燈，該燈高掛於船

篷上，其燈火之光力至少可放一兩里之遠，

可以四圍望見。

二、已上所定界內，並所定時候，如有船

隻駛行來往，亦要懸燈。如係渡船划艇頭艋等

船，須用白色光燈懸掛在船頭桅頂，如係夾板

出洋帆船，則用平常行船之紅綠色光燈，如係

大火輪船及小火輪船，除用紅綠色燈外，另要

用一白色光燈。

三、如犯第一款，則將該船管駕或頭人罰

銀二十元。如犯第二款，則將該船管駕或頭人

罰銀壹百大元。

四、如有再犯該款，則加一倍行罰。壬午

年八月廿五日，輔政使司噶畫押。
(42)

澳門航道船隻運行的標識規定，不僅明文章

規，而且還以罰款等帶有強制性的懲罰措施，來

保證有關章程規則的實施。除了規範船隻標識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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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政府有關部門也十分重視航道的標識信號，

並進行了一系列的建置與管理。1885年2月7日，

政府有佈告謂：“各人知悉，位於澳門入口之檳

榔石處安有木浮等語。茲於本月廿四日起，暫改

用鐵浮，至廿八日止，該鐵浮係油紅色長圓式

樣，是以特行出示，曉諭爾各商船人等知悉，

為此特示。”
(43)
 又1907年3月13日有載：“照得

氹仔海面有暗石在該海灘及橫琴之中間，潮落方

能見出。茲在該石上建有鐵塔一個，該塔直三棱

式，高四勿，另尖頂高一勿，油紅白相間之色，

合就諭知各船隻人等知悉。”
(44)
 而且有關航道信

號標識的技術也不斷提高，技術功能不斷完善。

根據拱北海關報告稱：“本關所轄的中國水域祇

有一個航標，即位於馬騮洲水道礁石上的一座浮

標。該浮標塗有紅、黑相間的方格，罩著黑色的

球狀護罩。澳門的東望山燈塔，據稱是當今世界

上最古老的同類燈塔，1910年裝配最新型的隱藏

色燈器。”
(45)

另一方面，整治澳門水域的航道，也是近代

澳門政府水上交通管理的一個重要內容，特別

是澳門水域港口淤淺的治理，政府似乎也進行

了多次籌畫。1894年12月26日《鏡海叢報》有

載：“澳海淺塞，屢有陳言請為開通，經澳督籌

資建局，購機開挖。前數月曾登於報。今聞擬在

馬留洲海口一帶，測量水勢深淺，繪圖貼說，計

日開辦。該處海濱插有小旗，以紀海水。前山廳

官不知其故，會同柯稅司諮詢兩官，始明其所以

然，乃釋然而無事。”
(46)
 又1895年6月12日同報

又載：“香港輪船公司具稟澳門總督，呈稱澳海

日淺，商輪進出極為不便，若不修浚，泥沙日益

漲塞，誠於商務，深為窒礙。高制軍閱悉之下，

乃派委幹員數名協同船政官沿河測驗，委有漲塞

之處，繪圖貼說，詳稟至轅，聽候示期興修，運

機排浚。自開此報，屢經陳請浚河，旋作旋輟，

未克舉行，徒存其說而已。豈以為茲事煩重，款

項難籌乎？今既為英商稟請，又已委官勘驗，諒

在必行，殆不敢再蛇尾虎頭之誚。現聞款項已

備，惟祇修理省港輪船所由之道，他則不暇兼

顧。”
(47)
 由於各種因素，有關澳門水上航道的

整治管理，政府部門實際上並未能付諸實施而見

之於行動。所以近代澳門水上航道一直成為制約

澳門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之一。時人徐薩斯《歷

史上的澳門》一書曾對此作出評論，其有謂：

以前，澳門的淺水道構成了一道抵禦強敵入

侵的天然屏障（例如荷蘭人入侵澳門事件），而

又不會對港口的貿易和船運造成任何嚴重的

障礙，因為普通船隻祇能到離倉庫一箭之遙

的內港水岸，吃水深的船隻則可停泊在錨地氹

仔。但是這一天然屏障今年卻成了澳門的一塊

心病。淺灘不斷增大，又不能得到及時疏浚，

臨近三角洲的泥沙一股腦兒流入澳門港，使澳

門成為令人沮喪的沼澤地，在一份1865年英國

海軍部的地圖上，澳門錨地在低潮時的水位也

有9-10英尺，但1881年再次測量時，這一水位

卻減至5.5英尺。內港水道的情況更糟，人們

沮喪地預測，這個曾停泊過天後乘坐的帆船的

傳奇港口四十年之內將會在低潮時見底。1883

年進行的另一次勘測表明，澳門的各個港口在

二十五年內吸收了不下六千九百萬噸的淤積泥

沙。
(48)

又據1890年拱北海關報告中所載：

附近澳門一帶，水淺沙淤，月甚一月。澳

門遴派屬員，思欲設法疏濬，以便輪、帆各船

暢行。因查同治十三年間，葡國特派治河名師

至澳，詳查環澳水道，曾建策於青洲以東、以

北接築石堤，俾水不外溢，並在氹仔西角至檳

榔石亦築石堤，水力積而愈大，即可淘汰刷

深。現葡官即循此法，惟需銀三百萬元，一

時未能驟集，故思逐漸舉行。先購淘河機器二

副，再於青洲以東建築石堤，直通澳門，茲已

開辦。稅務司思此項辦法，於船隻往來水道不

無少益。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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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航道淤淺問題近代時期一直議而不決，不

僅牽涉到資金、技術等問題，而且還牽涉到中英粵

港方面的政治問題。當時葡國工程師羅利盧曾對此

作出評述：“這項計劃目的僅是維持殖民地現有

的貿易和航運。儘管澳門港將得到改善，遠洋巨

輪仍無法駛入澳門，港口配備的設施也不是最好

的。⋯⋯。這一問題不但應以工程和金融觀點來

看，也應以政治觀點來看。他的意見是港口改造

應與殖民地的需要相適應，因為如果工程過於龐

大的話，維修費用將會極其沉重。羅利盧上報建

議採取一種不鋪張招搖的計劃，這主要是基於政治

因素。如果澳門能與香港匹敵，因為它是內陸交通

的一扇更為有利的大門，所以澳門勢必會吸引香港

大部分船運，從而影響香港的繁榮。這樣一個打擊

對英國人來說是不可饒恕的，他們定會想方設法損

害葡萄牙人的利益來補償自己的損失。這樣的假設

概括了香港對澳門的命運的壓制和摧殘。”
(50)
 清

朝方面對於澳門整治航道也採取了反對態度，主

要是擔心澳葡政府乘機擴大對中國水域的控制。

據載：“雖然澳門嚴格按照1890年就領海達成的

臨時協定來疏濬內港的水利工程。中方卻認為這

項工程違反了1887年條約的下列條款：在雙方邊

界確定之前，與此有關的一切均維持現狀，任何

一方不得增加、減少或改變。這樣中方拒絕解決

這一問題。”
(51)
 又根據1902至1911年拱北關十

年貿易報告中所載：“其實，自從上一個十年報

告以來，本關各關廠的水路入口並未改善。據本

地船東及本關緝私艇官員觀察，水域裡的沙灘和

淺灘仍在繼續延伸，由於近年沒有進行大規模的

勘測，無從精確評估航道淤淺的準確程度。改進

周圍水道的唯一行動在1911年由澳門政府進行。

該年初夏，澳門政府與香港一家工程商行簽訂合

約，疏濬進入澳門港口的一條航道。該航道計劃

有六千米長、五十米寬，統一水深為十二英尺，

將於一年內完成。”
(52)
 可知直至1911年，澳門的

航道淤淺問題仍未得到有效解決。

昔日澳門：議事亭前地 (20世紀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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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澳門的水上交通管理，對於船務以及航

道規範標識的一般性管理，應該還是具有一定成

效的。而對於較為重要的澳門水域航道整治管

理，由於涉及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因素，至少在

1911年以前，似乎進展緩慢，成效不大。

小 結

近代澳門城市交通管理不斷加強、不斷發

展，有利於近代澳門城市交通的完善規範。近

代澳門城市管理在管理方式上主要表現在兩個方

面。

一方面是屬於技術性管理，如設置交通標識

信號，規範交通工具，改善交通道路通行條件。

一般陸上交通道路規定來回車輛分道而行，後來

更逐漸劃分不同交通工具的專用交通線，以更規

範地實施交通分流。1906年6月曾有規定：“凡坐

東洋車往遊馬蛟石者，所往行東望洋馬路去車，

須沿馬路右旁而行，回車須沿馬路左旁而行，不

得逾越。其馬路中間專留為腳車及步行及乘馬者

遊行之用。”
(53)
 

另一方面是屬於行政法規性管理，制定執

行有關交通管理法規，強制人們按照技術管理

條例，維護交通秩序，並採取了罰款，甚至拘

監收監等法律手段，以加強交通管理的執行力

度。1885年2月有載：“氹仔小火船飛鷹船主名

彭多，因犯港口章程，罰銀五大元。”
(54)
 1894

年10月3日《鏡海叢報》又載：“前兩日有手車

一架，由司打署旁之巷飛馳而下，地勢既高，輪

行遂猛。該車夫靡能把握，直馳至南灣，將途人

某撞擲於海，車始為樹所遏而止。巡差即將途人

救起，拘車夫於案，判定一月監。”
(55)

近代澳門城市交通管理，應該說還是較為全

方位的，包括陸上交通工具管理、水上交通工具

管理、道路、港口、航道管理。一般而言，陸上

交通管理相對穩定，管理較為細緻。如交通工具

的整潔度也納入官方管理的範疇。1895年4月24

日《鏡海叢報》載：“又澳中手車，近日多有不

潔，甚非所以保安黎庶也。願望兩官傳到公司，

嚴飭手車毋行載運不潔，以期萬全。”
(56)
 對於

交通工具的地區適用範圍也有嚴格限定。1909

年12月《香山旬報》載：“如在鄉間（即前山等

處）坐東洋車，不能入澳，必要在關閘處，換過

澳門車，方能進澳，若在澳坐東洋車，直往前山

各處，華官無阻礙。”
(57)

當然，近代澳門陸上交通管理也存在一些

漏洞，有些監管並不到位，給交通安全帶來了

隱患。1895年1月16日《鏡海叢報》有載：“先

兩日，有西洋婦兩人，同坐東洋車，行至某街，

為守街西兵攔禁，囑其下車，不得同坐，顯違例

禁。既行此例，胡不先發告諭，使人知曉？突然

而來，孰則心甘？此大不合也。往見屠房，每至

夜分，道途黑黯，常有用車滿載豬牛之肉，沿循

海旁，多不點照號燈，路黑人繁，保無碰撞相

傷之事乎？此則奚其不問，而問此無足輕重之

事？”
(58) 
事實上，雖然政府部門一再重申夜車

行走，必須點燈示警，但一直未能切實解決，

屢禁屢犯。1895年7月31日《鏡海叢報》載：“

本澳之拉肉車向由媽閣一帶牽運入市，入夜每儉

惜油費，不肯燈籠燃燭，間遇東洋手車，時有碰

撞傷人之事。本報屢為指陳，乞請嚴諭肉行，速

行整頓。議事公局旋即嚴行飭諭，令即遵照每車

須點油燈，無如人情頑抗，初則奉行，久乃循其

故態，今複一律照常，不放光明於車上矣。公局

員役近已增多名，倘係查知故犯，豈不能立為稟

拘，請官嚴罰，以免令出而法不行。民有輕官玩

法之心，何可以忍積而久之，增長刁頑，屢非西

洋之福。”
(59)
 反映了近代澳門陸上交通管理仍

然存在着漏洞。

在水陸交通管理方面，近代澳門也存在着不

平衡的狀況。一般而言，陸上交通管理相對較為

完善，而水上交通管理相對為弱。這可能是與陸

上交通建設相對投入較少，受自然與人為因素影

響相對較強，而水上交通建設相對投入較大，受

到自然與人為等各種因素影響相對較大，從而也

影響了水上交通管理的力度。時人有謂：“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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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該是歐洲人在遠東最值得自豪的殖民地，但它

的實際情形卻令人傷心。它的港口淤泥塞積，年

久失修，很快就會除舢板船和汽艇外甚麼船都進

不來了。”
(60)
 對於澳門水上交通發展帶來了負面

影響。1895年7月10日《鏡海叢報》載：“省港澳

原有江通、白雲一往一來，商旅咸稱利便。現江

通因入塢修整，每日祇得白雲上落，而又因水淺

不能近岸，每泊江心，赴輪者頗覺不便，且省港

澳資訊隔日始到，殊仍需滯云。”
(61)
 而陸上交通

相對發展較快，政府以及地方富紳不斷投入資金

改造陸上交通狀況。1894年10月3日《鏡海叢報》

載：“由白石至前山石路，前經澳中紳商捐資修

建，以便往來，香山人陳芳首捐洋銀二千枚，近

已竣工，計用料費四千元有奇。聞前山各紳將復

捐資，由寨城築修石路直至翠微，便手車之來

往，省男婦之奔勞，獨未悉款巨功宏，果能如願

相償否？”又“荷蘭園一區民屋發價取回，另建

街道，已錄前報。近由西洋政府撥出公款銀，合

共一萬九千六百元，撥一萬三千二百元作各屋段

之價，撥六千四百元興修溝渠道路。”
(62)
 或反映

了近代澳門陸上交通管理發展應優於海上交通管

理發展。除了自然條件的原因外，或與近代政治

經濟形勢有關。香港崛起後，澳門對外貿易日益

衰微，所以澳門水上交通的重要性也不斷下降。

而與內地貿易往來的陸上交通線日趨重要，成為

近代澳門的重要經濟生命線，必然影響了政府以

及社會的偏向，而影響了近代澳門交通發展管理

上的不平衡。可見交通事業與交通管理，也是城

市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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