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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澳門公共危機

預防應急管理機制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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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祖強，廣州暨南大學文學院歷史系博士研究生。本文為2015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近代澳門災害史”相關研究成果。

近代澳門的公共危機，主要由風災、火災和

疫災所引發，給近代澳門城市的發展帶來嚴重威

脅與危害。近代澳葡政府與社會民眾，力求防患

於未然，逐步建立了一套較為完善的預防應急管

理運行機制。相關機制全面系統、多元協調，為

防災減災、應對公共危機、維護澳門城市社會安

居穩定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推動了近代澳門城市

的可持續發展。近代澳門公共危機預防應急管理

發展的歷史經驗，也可為今天防災減災的預防應

急管理提供更多的歷史借鑒。

公共危機，是指由於突發事件而對社會民眾

正常工作與生活以及生命財產造成威脅、帶來危

害的社會狀態與狀況。

公共危機的產生具有多方面的根源，既有政

治、經濟因素所造成的危機，也有自然以及人為因

素所造成的危機，而最典型的是由災害所引發的公

共危機。公共危機的特點往往表現為突發性、緊急

性與多變性，災害性的公共危機更是如此。所以公

共危機管理的功能，主是是防範、化解和減弱危機

所帶來的對社會和民眾的危害，因此，在公共危機

的管理中，如何建立預防應急機制，至關重要。

(1840 - 1949)

近代澳門的主要災害包括風災、火災和疫災

三大類型。不少公共危機的產生，也主要是由這

三大類型災害所引發的。對相應的災害性公共危

機，近代澳葡政府以及社會各階層高度重視，希

望能防患於未然，盡可能把公共危機所帶來的危

害性影響降到最低。相應的預防應急管理機制也

應運而生，並且針對近代澳門最具威脅的災害類

型所帶來的各種公共危機進行了全面系統的公共

危機管理。本文主要就近代澳門 (1840-1949) 

災害性公共危機預防應急管理機制作較為全面

的考察與探討。

關於近代澳門公共危機預防應急管理機制，

相關的研究成果並不多，有必要作更多的補充

與探討。一方面，可以進一步總結近代澳門公

共危機管理機制的歷史狀況與特色，認識近代

澳門社會與民眾在公共危機面前所具有的主觀

能動性，展示近代澳門社會進程中的起伏與發

展；另一方面，近代澳門公共危機管理機制發

展的歷史經驗，也可為今天防災減災提供更多

的歷史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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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災預防預警管理

風災是近代澳門主要的災害類型，也是近代

澳門災害性公共危機管理的重要內容。它主要通

過預警預防應對管理機制的建立，防範、減輕風

暴所帶來的可能性災害與危害。

一、預警機制

預警機制，主要是在風暴襲擊或有可能襲擊

之前，由政府相關管理部門，提前向社會公眾發

出風暴預警，提醒民眾注意安全環境，密切注意

風變情況，及時做好防範準備，如以放號炮來發

預警。1861年9月，據《澳門憲報》載：

照得現奉督憲鈞諭，向來遇有颶風先兆，船

政廳即放號炮一響，預為報警。惟此一聲炮響，

未足遠近周知，是以定議新章。嗣後如遇有颶風

先兆，船政廳照舊燃炮一響，而大炮臺即行新增

連放三響，庶期本澳遐邇共聞，早為預備。其餘

所有報警各號，俱仍其舊。惟加燒號炮三聲。固

無礙於舊章也。為此特示，俾眾咸知。
(1)

此令的目的是通過增加發放號炮的地點與預警號

炮的次數，保證澳門社會民眾周知，以提高風暴

預警效果。

除了澳門本土地域風暴預警機制的建立，對

於周邊附近海域的船隻，也有一套完善的預警系

統，不僅有號炮警示，還根據不同的時段，增加

旗示與燈示預警，以提醒相關船隻做好防風準

備。1882年5月，據《澳門憲報》載：

若料有風颶，雖未能究實必經過本埠及風

勢大小，仍然聲明，必先令在本廳旗杆扯起四

方紅心白旗一枝，放炮一響；如晚上則懸綠燈

二枝，放炮一響。或別處有電報來通知在外有

風颶，或風雨針降低，雖未有風颶先兆，亦必

聲明，須令在本廳旗杆上扯起一黑毯；如晚上

則懸綠燈一枝，並禁止各船艇不得泊近戰船及

澳省港輪船左右。為此特諭知悉。特示。
(2)

而且，隨着預警設施的完備與預警水準的提

高，近代澳門風災預警信號、預警時間以及危機

解除信號的管理機制也日趨完善、嚴密，海上風

災預警覆蓋的海域範圍不斷擴大，風向的指示也更

為清晰明確。1900年5月，又《澳門憲報》載：

照得若料有風颶之時，本廳必預為警

報，以便周知。茲將警報各記號列左：如

接到電報報稱遠處有颶風，或風雨針非常低

降，本廳在本署外之旗杆、東望洋炮臺之旗

杆、媽閣炮臺之旗杆，係白晝必扯起黑毯一

枚，晚上必憑綠色燈一盞；若料有風颶，雖

未能究實必經過本澳及風勢大小者，則在本

廳之旗杆、大炮臺之旗杆、東望洋炮臺之旗

杆、媽閣炮臺之旗杆，並氹仔炮臺之旗杆，

白晝均扯起紅心白旗一面，大炮臺放炮三

響；晚上則憑綠色燈三盞，大炮臺亦放炮

三響。如颶風已過，白晝則在東望洋炮臺及

本廳之旗杆憑掛白旗一面，夜晚則在大炮臺

燒放火箭；又無論何時倘在中國海疆地方有

大風颶，即用西紀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六月二

十五第二十六號憲報所經已頒行及派送之字

母旗、數碼旗，按照方向標示明白，俾知風

跡，此諭。
(3)

風暴突發無蹤，覆蓋範圍廣，公共危害大，

祇有建立嚴密的預警報警運行系統與機制，才有

可能防範、緩解、減低災害性公共危機所帶來的

危害。近代澳門政府建立的風災預警管理機制，

不斷規範完善、具體細化，對於近代澳門社會與

民眾防風避險，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二、預防機制

近代澳門風災預防機制，主要包括河道避風

防風管理和避風港灣設施建置以及船上防風配置

準備等方面的內容。

澳門地處沿海，容易受到海洋風暴的正面襲

擊。沿海避風通道及避風場所設施的建置完備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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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重要。1884年，澳門港務局局長德梅特里奧

西納蒂在報告中曾指出：

由於沒有避風的地方，在1871-1883年之間

發生的六次颱風中近5,000人死亡，3,000艘船隻

被毀，貨物損失達500,000澳門圓，除了人們感

情上所受的折磨之外，還有勞動力和智力方面

的損失。因為每個人都進行勞動，創造財富，

每個人皆意味着一定價值的生產工具。

如果把人員死亡和價值3,000,000澳門圓

的船隻和貨物損失加在一起就可以看出，必

須在港口建造避風塘，以保證生命和財產的

安全。
(4)

由於海上風暴往往造成船隻人員的巨大傷

亡，所以建造避風港灣，為船隻提供避風之地，

是減少風災危害的重要舉措。在這方面，近代

澳葡政府也具有相應的風災預防管理機制與措

施。1885年5月，《澳門憲報》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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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內，如違，定

必行罰，特諭爾等河內居住之華民知悉，各宜

凜遵。特此。
(5)

可見政府已有專門的避風之處，並制定了良好的

管理規則。

也有華紳配合政府的發展意向，將私人的水

塘捐給政府，興建船隻避風之處，1890年7月，

據《澳門憲報》載：

照得本澳沿河岸邊，俱是商民舖店，或作

住場，本澳官員欲謀一餘地，可作船澳，以為

國家小火船及舢板避風處所，實屬難得。茲有

華紳入西洋籍曹善業，仰體官意，願將伊自置

媽閣水塘一口送出澳官，以為避風港船澳，具

見該紳大有急公好義之心，以致本澳興旺，殊

堪嘉尚。是以特行札諭所有各官員軍民人等一

體知悉。
(6)

澳葡政府也根據情況適時改造避風港灣，以

增強避風抗衡能力。1915年5月，據拱北關稅務

司呈報：

本年澳門有疏通海道之舉，已定購海船一

艘，可將澳門入口之航路大加疏通。溯查前清

宣統三年，澳門政府曾與香港某機器行訂立合

同，將該口濬長六千密達，計深一律十二尺。

迨後，又復積淤，每當水退時，雖淺水船亦間

須聽候潮長，始能駛進內港。在青洲、澳門之

間，現建有避風之所，以便小船避風走避，該

處有濬海船一艘，將地勢濬深，以成此舉。
(7)

近代澳門風災預防機制，還包括海上船艇防

風裝備設施等方面的內容。政府也有相應的措施

忠告民眾，以保障海上船艇的防風安全。1890年

5月，有載：

照得由西紀本月二十日至十月卅一日，華

四月初二日起，至九月十八日止，防有遇風颶

之期，是以特諭爾等所有灣泊在本澳及氹仔各

洋船並華船之船主，各宜知悉。預備其洋船在

河內灣泊之時，應將其桅之第二端及桅之橫杠

放落船面，其錨纜須要預備整齊，其預多之錨

亦須整備，以便易拋。並須預備各物，可能抵

擋風浪。又諭知各華船等，所有船上錨纜，或

應需多少，或應用長短，均要預備足用，縱遇

有風浪，可能抵禦，庶免受風撼壞，或被沈溺

之虞。更須於河道常時預為留開自平時灣泊之

處至沙仔尾，一由媽閣至司打口，一由沙欄仔

至沙梨頭。如違，定必罰銀。並不准在近兵船

灣泊之處而灣，亦不准在近省澳火輪渡船寄椗

之處灣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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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澳葡政府通過一系列的預警預防管理機

制與措施，未雨綢繆，居安思危，即使風災來臨

之際，也希望把風災公共危機的危害盡可能降

低。而且隨着澳門經濟發展、政府財富資金的增

加，更於沿海海域加建防風堤圍工程。1923年5

月，澳門外港工程開始建築，據稱需耗資四千萬

圓。“澳門報紙載：本澳改良口岸，現已築成堤

岸多段，頗為遼闊。築於海中之障風浪大堤，長

數千尺，全用大小石結成，此堤岸成後，右堤二

千吻，左堤一千六百吻，堤底面積闊三十五吻，

就此工程而論，任何狂暴風浪不能撼動。”
(9) 
這

些工程對於提高澳門防風抗風能力，保障城市社

會公共安全具有重要的意義。

火災預防應急管理

火災乃是近代澳門主要的災害類型之一。火

災預防應急管理機制的建立與完善，有利於消除

火警隱患，及時應對火災，從而減輕火災的危害

性。近代澳門政府和社會民眾，在火災預防應急

管理方面建樹良多，建立了一套較為完善的火災

預防應急管理機制，為近代澳門防火、滅火工作

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

一、火源控制

火源控制，主要是針對涉火高危行業及易燃

物品監督控制的相關管理機制。

政府對有關涉火高危行業及易燃物品的監

管，主要是為了防範火災的發生。近代澳門有

不少行業涉及火警高危元素。爆竹業是近代澳門

重要的行業之一，而爆竹業及其相關的行業產業

鏈，包括原料的採購混合，成品的儲存運銷，都

屬於火警高危行業，有可能給城市社會帶來不確

定的公共安全隱患。因此，近代澳葡政府一直對

涉火高危行業及易燃物品進行有效的控制監管。

第一，嚴格審定涉火高危行業建置處所地點。

如1858年12月，政府曾規定：“市內禁止

製造煙花。”1866年10月27日，政府第46號訓

令中也規定：“檢查市集內各工業場所 [⋯⋯] 

將具危險性之行業遷離。”1868年2月19日，

消防監督提交一份報告，提出一系列有效減少

火災的措施，其中包括：“指出因具危險性而

須遷出市集的行業。”
(10) 
有關涉火高危行業，

規定必須儘可能遠離人口稠密區及市集區，以

減少火災發生的可能性與危險性。所以對於涉

火高危行業的建置都有嚴格的審定機制。1885

年4月，有載：

照得現據律師若瑟 施利化代廣源稟求在

東望洋馬路之花園，名顧辣地花園，內開設製

造爆竹廠。該花園東西北便皆向空地，南便則

向馬路。該廠內所用物料乃是硫磺、硝、炭等

物，其製造工藝俱是手作者。緣按照一千八百

六十三年十月廿一日上諭內附單所載，此廠係

入該單內之第一等，防有失火轟發之危險，是

以按照上諭第六款及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六月十

九日澳門督憲第四十九號札諭出示，請各官員

及各館各廠司事人，並所有關涉人等，限於十

五日內，具稟到本衙門呈訴不應開設該廠之緣

由。該緣由祇准有損各人平安，或有礙附近鄰

舍居處不能安靜，方可呈訴，毋許藉端混稟。

茲將本告示飭令抄多一紙，粘在上諭所指之

處。為此特示。
(11)

1890年8月，又載：

照得入西洋旗籍華人何廷光即何連旺，稟

求在群隊地瑞隆械炮竹廠外之地建一分廠，內

設火輪汽機為造炮竹紙之用。其四至均向空

地，查照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十月廿一日之上

諭內所載，此等廠係歸入第二等之單，緣該

廠須防有轟炸及失火之險，是以按照上諭內

第六款，並照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六月十九日

第四十九號札諭出示，請各官員並各廠東主司

事，以及有關涉人等知悉，如該廠有傷保養眾

人生命，或有礙民人身家物業，抑或有礙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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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鄰舍不能安靜等事，倘有前項情弊，准限

於十五日內，繕稟赴本署呈訴。除已上所列緣

由外，毋許藉端混稟。為此通諭，今欲各人周

知，故飭將此示三紙，粘在常貼告示之處，俾

眾咸悉。
(12)

近代澳門涉火行業的建置地點，一般都是由

政府主持審核監管，並由社會公眾諮詢評估。如

確實能符合政府有關規定，通過社會公眾相關諮

詢及安全評估，方能確認建置地點。之後，澳葡

政府更開闢有關工業區，遠離民居及人口稠密之

區，作為涉火高危行業的建置之地。有謂：“自

民初以來，澳葡鑿蓮峰山，塞青洲海，於是此片

窪田便填成一浩闊廣場矣。一九二四年後，澳葡

興築內港，遂闢此區為工業區。顧以此處近郊，

鮮人聚居，祇宜作為製造危險品場地，因之爆竹

工廠多設於斯。”
(13)

另外，對於涉火行業的運作也有相應的防火

措施規定。主要是一旦有暴風來臨先兆，即令

相關行業停止涉火運作，把防火與防風結合，避

免連鎖複合型的公共危機的發生。1879年7月，

有載：

照得風颶災患甚烈，如同治十三年風災加

以火災為患，乃災上加禍，不可不提防也。是

以出示曉諭，炒茶局、煙局、糖局、煮玻璃

局、鑄銅鐵等局、染料局、熱氣局、打鐵局

及各項在澳門開局有用火爐者，該局主凡聞船

政廳放風颶號炮，應即將局內爐火消滅，以免

存火，致招火災。如有不遵照本告示，仍容爐

火者，必要罰銀。其罰銀之法，係照所違地方

官章程之例施罰。另如有因此致人受虧，俱為

不遵滅火之人是問，將其本身並其物業賠補填

償。該華政衙門差役、議事亭差役及巡街之巡

捕兵丁，俱應細查有遵此告示否？如查出有不

遵者，即叫證人在前立寫案為憑，以憑辦理。

各宜知照毋違。特示。
(14)

通過嚴格的監管措施，避免在風暴吹襲之時

連續招致火災的發生而導致公共危機的擴大化。

第二，對相關易燃物品的存儲進行嚴格防範

監管，以杜絕可能存在的火災隱患。

一方面，對於行業、團體或個人有關易燃物

品儲存的地點、數量都有嚴格的規定。1881年1

月，政府曾列有五款相關規定：

第一款：凡屬澳門城內，無論在舖或在

屋，不准存貯火水過於兩罐或一箱。附款一：

如欲將已上所限兩罐之火水分置小罐，以便零

碎發賣亦可。

第二款：所有火水要貯在棧內，但該火棧

祇准在媽閣地方，過媽閣廟之後方准建棧，或

在由三巴門往關閘馬路之處建亦得。

第三款：如建火水棧，須要照規矩相符，

並要經官所准之處方得。

第四款：如有違犯本告示條款，須要罰銀

十五千利 ，即十七圓零六毫四，至二十千利

，即二十三圓零五毫二。其火水過限兩罐之

外，一概充公。附款一：所罰之銀可准坐監抵

銷，每日輸銀半圓，惟監不逾一月。

第五款：如有人報線者，准將所罰之銀三

份一賞給與線人。庚辰年一月二十日。
(15)

即使在民居相對稀疏的離島地區，對於易燃

物品存置發賣，也同樣有嚴格規定。據1887年   

〈氹仔、過路環街坊公局章程〉所載：

無論何人，均不得在村內收貯火藥重逾十

磅，不拘係賣去，或為別事所用。如違，罰銀

一圓至十五圓。亦不得收貯火水重逾一百廿八

磅。如違，罰銀一圓至七圓。所有拿獲之貨作

為擔保其罰款，如罰款交清，方可將其貨交回

原主。

嚴禁發賣炸藥，即俗稱火藥坭。或在石礦，

或在氹仔、過路灣屬下各處地方捕魚，亦均嚴禁

用火藥坭。如違，罰銀五圓至二十圓。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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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8月，又做出規定：

凡民家屋內存散火藥，祇准一磅為止，成

罐者五磅為止。此外，如水雷及一切轟炸之物概

不准收存。附款，凡石匠領有華政廳准照為爆石

應用之火藥水雷及急及線，如其爆石非在城內地

方，准其存在石廠，惟須小心慎藏。
(17)

同時，澳葡政府也不斷檢討易燃物品的危險類

別，擴大易燃物品的品類範圍，以便能夠在更大

範圍內監管易燃物品，進一步減少火災發生的可

能性。1906年12月，有載：

查澳門暨屬地出入口發賣火水章程，未有

將別項比火水危險之物提論在內。茲據澳門國

課官詳請核示前來，本部堂准此，特定將一千

九百零二年六月三十頒行火水章程之內所定專

論火水之各款，凡有與火水危險相等之硫油及

類於硫油之一切等油，一律併入，悉照火水章

程辦理，合就札行本澳暨屬地文武各官弁一體

知悉，遵照毋忽。特札。
(18)

另一方面，對於易燃物品的經營發賣，政府也

通過發放牌證制，加強對易燃物品的監管。1902

年6月，有載：

案照出入口及售賣火水章程，所有人民曾在

本廳領取牌照者，准其在舖內存貯火水，但必須

安置妥當，以免火燭之虞。其領第一等牌照者，

可存火水十二箱；第二等牌照，可存五箱；第三

等牌照，可存二箱。惟有第一等牌照，存貯火水

之先，必要到本廳報明該火水存在何處，以便本

廳飭查驗可否。今欲各人周知，特將此示刊行憲

報，並粘在常貼告示之處。特示。
(19)

根據不同的牌照等級，規定不同的易燃物品貯存

量，有利於政府監管部門有效地掌握限制易燃物

品的存地和存量。

近代澳葡政府通過嚴格控制相關易燃物品的

存量與流通，以降低火災發生的可能性與危險

性。同時，也通過獎罰措施和發牌制度，加強政

府法規的執行力，令政府火災預防管理機制更具

實效性。

二、水源保護

近代澳門，淡水資源相對貧乏。其淡水來

源，除了天然降雨以及一些山坑泉水外，淡水積

聚主要依靠水井。而澳門地處沿海，海水鹹苦，

不能作為火災救火水源。所以，如何有效管理和

利用現有水源，對於消防工作十分重要。水源的

保護管理，成為近代澳門火災預防應急機制不可

或缺的重要內容。

近代澳葡政府積極加強相關水源的保護與管

理，特別是對於水井資源的開發利用與監管。

澳門開埠以來，一直以水井作為救火消防水

源，如嘉慶末期“關前街坊眾為預防火警計，曾

在關前街之南北兩端，皆鍬一大井。而關前正街

與關前後街之間，闢有小巷數條相通，每一小巷

中，均鑿一井，以備遇有火警時，汲水作灌救之

用。”
(20) 
近代澳葡政府更進一步通過水井改造與

水井標識，加強對水井的消防掌控與管理。

1866年10月27日，澳葡政府規定：“檢驗

公私水井”；“市集內之大商店必須配有水桶備

用”；“市集內某些街角應設有儲水池”；“凡

設有水井之房屋，均由警察保障其安全”。
(21) 

1868年2月，政府又要求“將市集內之水井挖

深，使之增加出水量”，並“設立水井位置標

示牌”。
(22)
 而有關水源標識，政府也要求以雙

語標識。1875年2月21日，政府下令：“凡設

有水井或地下儲水池之民房，門口均應釘上一

塊圓形木牌，以‘中葡雙語’標明有水源，並

將該等民房列成清單。”
(23)
 1877年2月18日，

政府又修改調整了水源標識方法，規定將標示

水井之木牌改為以黑底白漆塗上字母“P”和中

文“井”字，由戶主負責更改。政府則向戶主

保證，在開門讓人打水救火之時，其財物可確

保安全。
(24)
 之後，政府更進一步嚴格規定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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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標識的牌式以及高度。1905年5月，有載：

照得本澳各舖屋凡內有井者，均須於門

口圖繪一牌，上寫井、P二字以為認識，庶使

地方設遇火警，救火人役知到取水。茲特出

示，通諭爾有井之舖屋人等知悉，限卅日由

出示日起計，務須遵照圖繪完竣。其牌式要

二個地仙勿度魯高，圖在大門上，不論左右

便均可。如逾限有未能遵辦者，一經查知，

定必治以不遵官命之罪，各宜凜遵，勿違。

切切！特示。
(25)

此令有利於保證消防水源的有效使用，提高消防

工作效率。

政府承擔消防水源保護管理的相關費用，並

對有關家居的安全負責。1881年4月，《澳門憲

報》刊佈有關章程：

奉澳門督憲命，籌備救火以安地方妥善章

程，開列於後。

一、無論何舖何屋，其內有井者，須用板寫

一井字懸掛門口，其懸板之費係由公家支理。

二、凡屬夜間聞有火警，該有掛井字板之

家，須燃燈掛在井字板邊，以便人易看見。

三、凡附近回祿處，無論舖與屋內，但有

井者，須要開門，以便人入汲水，官憲定必保

護該舖屋平安，斷不至受虧。

以上重申各款，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26)

有關消防水源保護的管理機制，進一步確保

政府火災預防工作的實效性，對於火災防範與火

災應急具有重要的實際意義。

三、街區防範

街區防範，主要是政府對城市建築民居及公

共場所消防環境進行有效監管，儘可能消除有關

火災隱患。

如家居的消防安全。1863年1月9日，“議事

公局張貼告示，禁止在房屋內堆放煤炭”
(27)
。自

1897年初開始，政府公佈了一系列減少火災危

險、便於報告火警及方便打井水的措施：“禁止

於房屋內儲存稻稈；禁止在兩戶共同之牆壁或鄰

家牆壁建造爐灶；煙囪必須至少每隔半年清掃一

次；禁止點燃溝火、放炮竹或隨意使用無玻璃之

照明燈；點燃溝火須有許可證；虛假報警或隱瞞

不報均予罰款；凡有水井者必須有指示標記，凡

遇火警必須開門。”
(28)

另外，對街區有關經濟文化活動進行控制整

頓，如祭神唱戲活動，也有相應規定。1851年7

月，有載：

照得該華人教內所信行諸事，本總督非

為輕視而不容之，又不願禁止，反意從寬，

不礙其便習行。但本總督之首分為顧其屬下

之人防護其身家性命。惟查該華人在臨近各

房屋之處，每搭棚廠，為唱戲祭神等教內諸

事，諭該燒紙焚香等物，不獨引火之危，且

多人擁擠喧鬧，及有滋生事端，臨近之家

難堪忍受，又礙路上行人。合示諭飭，嗣後

凡有搭棚唱戲祭神等事，惟准在媽閣廟前及

新渡頭寬闊之地，餘外不准在別處搭棚。其

在兩城門之外，可以照舊蓋搭，但應如舊先

報，候官准行。為此曉諭各人知悉，勿謂言

之不先也。將此示貼在常懸告示之處。
(29)

有關較大型的街區活動，不僅規定相關地

點，而且須報官准行，以保證社會生活環境的

消防安全。有需要時，一些社區街區活動，政

府也會派駐消防人員，以防不測。1915年11月

16日，“澳門政府頒佈第262號札諭規定，凡在

屋內或搭蓋場所演戲及公眾娛樂等事，必須消防

隊派隊一班駐守，以便遇有不測之事得以立即施    

救”。
(30) 
此令對於街區消防保障具有重要作用。

四、火警應急

火警應急機制，主要是指近代澳葡政府建立

了一套較為完善的報警和救火應急系統。在發生

火災之時，能夠及時進行滅火消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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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澳門火災預警報警最典型的是澳門大

炮臺。一旦發生火警，鳴炮為號。在鴉片戰

爭以前，大炮臺已經發揮了重要的火災報警功

能。1835年1月，澳門聖保祿教堂因火災焚燬。當

時“聖保祿教堂之上炮臺鳴炮，發出火警警報。

火警信號很快由其它炮臺的炮聲、教堂敲響的鐘

聲和擊鼓回應。當局和軍隊及許多澳門市民立刻

就採取了行動”
(31)
。儘管由於各種原因聖保祿教

堂還是燬於一旦，而大炮臺的報警功能並沒有終

止，在近代澳門公共危機的火警應急反應中繼續

發揮重要的作用。

1851年，“該年年初制訂了火災警報信號，信

號為大炮臺連續鳴炮二響。前往救火者為炮兵營一

支候營隊，帶同存放於兵營中之水車。炮兵營 (前

線) 與臨時營 (第二線) 各自於兵營(嘉思欄與玫瑰

堂)集合，臨時營亦派出候營隊。”
(32)
 又載：“大

炮臺凡鳴炮兩響，水車就會出動。此情況自1857起

就一向規定如此。另外，還設有一個日間火警信號

表及一個夜間火警信號表。”
(33)
 大炮臺火災報警

功能不斷完善，不僅能及時報警，而且還能報告

有關火災發生的方位地點。1858年11月，“規定

大炮臺在鳴炮兩響之後再昇起信號，以指明失火地

點 [⋯⋯] 夜間在旗杆上昇起之信號，以指明失火地

點。”根據有關資料，可列成一表如下。
(34)
                                                                                                

表1：大炮臺火警信號

信號 失火地點 日間報警信號 夜間報警信號

1 沙梨頭 氣球一個 一盞燈

2 市集 氣球二個 二盞燈豎放

3 老楞佐 旗上方加氣球一個 三盞燈豎放

4 聖安多尼 旗下方加氣球一個 二盞燈橫放

5 主教座堂 (大堂) 旗上下方各加氣球一個 三盞燈橫放

6 望廈 旗上方加氣球兩個 上方二盞燈橫放，下方一盞燈

7 媽閣 旗下方加氣球兩個 下方二盞燈橫放，上方一盞燈

除了以炮臺作為澳門火災報警信號平臺外，

澳葡政府還根據澳門城市宗教盛行、教堂遍佈的

特點，利用教堂鐘聲作為火警報警信號。1870年

5月政府規定，各教區教堂均於其教堂鐘上安裝

繩索，以便發出火警信號，同時以不同數目之敲

鐘聲，指出火警發生地點：

表2：教堂鐘聲火警信號表

主教座堂區 敲鐘十二響

望德堂區 敲鐘十三響

聖安多尼堂區 敲鐘十四響

聖老楞佐堂區 敲鐘十五響

北區市集(在高樓街與沙梨頭之間) 敲鐘十六響

市場南區(在高樓街與蓬塔達雷德之間) 敲鐘十七響

至於鐘繩盒之 匙則存放於下列警站：玫瑰堂兵

營、望德堂警站、聖安多尼警站、醫院值勤警

員。
(35)

澳門火災報警系統完善，信號明晰。當火警

發生時，有助於政府及社會及時組織救災，減少

傷亡損失。1883年1月20日，據載：

照得昨日夜十點鐘一刻時候，大炮臺所放

火警號炮，乃是報蘭花里內第十號、十二號並

向大井斜巷之十九號及廿一號燒去一角，斯時

火勢猛烈異常，當即焚燬該屋，內有數間，盡

成灰燼，該水龍立即前往赴救。其先到者則是

舊火燭公司，所因水少，不過約一點鐘之後便

即撲滅。又有巡捕兵一旗，水師兵一旗赴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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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均能認真出力救護，實屬有功，並未聞有

燒斃人命。
(36)

又1895年5月，有載：

十一日早晨七點餘鐘，大炮臺聲炮報警。

探悉乃四孟街時和鮮魚欄失慎，焚旋去頂樓一

座，登即撲滅。
(37)

有關事例說明，近代澳門火災報警應急機制完善

高效，對於減輕火災所帶來的損失，降低公共危

機對社會與民眾的衝擊，具有重要的意義。

疫災預防應對管理

疫災是近代澳門最為嚴重的災害之一，對於

近代澳門城市發展及民眾生命財產帶來嚴重的威

脅與危害。如何更有效預防應對疫災流行病的爆

發和蔓延，也是近代澳門防災應急的重要問題。

近代澳葡政府對此也有充分的考慮與認識，建立

了一套較為完善的公共醫療衛生安全預防應對管

理機制。近代澳葡政府疫災預防管理應對主要表

現在兩方面。

一、免疫預防

免疫預防，主要是在疫症流行病爆發前，針

對民眾和生活環境所實行的一系列預防措施與管

理，包括推廣疫苗接種與環境優化等方面的內

容。

疫苗接種是近代較為先進的醫療預防技術。

醫生將相關疫苗種到人體內，令人體獲得抵抗某

一特定或與疫苗相似病原的免疫力，產生對抗該

病原或相似病原的抗體，進而使注射者能產生對

該病具有較強的抵抗力。近代澳門疫苗接種，則

以牛痘接種最為典型。

早在 1 9世紀初，澳門接種牛痘已相當普

遍。1833年5月《中國叢報》曾記載皮爾遜醫生

在1816年2月18日撰寫有關將種痘工作引入中國

的報告。其載：

[⋯⋯] 1805年春季，當德隆蒙特先生負責

他們在這個國家的事務時，牛痘被賀維特先生

從馬尼拉通過活人的身體帶來澳門。他是一位

葡萄牙臣民和澳門的商人。他的天主教國王陛

下讓牛痘在專業人士們的指導之下(通過南美

洲大陸)，轉運到菲律賓群島殖民地。我注意

到這些專業人士中的一員(巴爾米斯)，說是他

將種牛痘的技術介紹來這個國家。但在其來華

之前，種牛痘已通過葡萄牙種痘人在澳門相當

廣泛地實施了。
(38)

近代以來，澳門牛痘接種更為普及和規範。

官方發佈安民告示，規定地點，規定時間，不論

貧富，分文不取。1891年1月，政府發佈通告：

照得本澳現屆出痘之時，宜即行種痘，以

免辛苦。茲官憲將種痘地方及種痘日期特行示

悉：一在武兵醫院，除安息日外，每早自十點

鐘至十一點鐘開種。一在白馬行民人醫院，每

禮拜一、禮拜五兩日，自早九點鐘至十點鐘開

種。如有窮民到種者，給予痘漿，不取分文。

除確知本人身體有緣故可免種者之外，其未經種

者，宜即速來可也。各宜周知，為此特示。
(39)

一些西洋醫生更行義士之舉，深入社區為

民眾免費種痘防疫。1895年2月6日，《鏡海叢

報》載：

近有西洋醫生，分派各處街道，每月按時

贈種洋痘，不取分文。其大堂坊大廟前，則在

第十一號門牌贈種，每日由九點至十點。又在

山頂武營醫院，由十一點至一點，又在白馬巷

西洋醫院，由十一點至十二點打鐘而止。
(40)

這些醫瘵行動對於澳門民眾的健康具有重要

的保障作用，也為近代中國公共醫療衛生預防事

業的發展提供了典範與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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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優化，主要是指改善公共環境與家居環

境，盡可能遏止病毒細菌的傳播途徑與範圍，以

建立一個安全宜居的生活環境，所以城區街區公

共環境與家居環境的改造和改善，一直是近代澳

葡政府重點關注和發展的公共衛生事業。

近代澳葡政府通過不斷改造城區街區，打造

良好的公共衛生環境，減少流行疫病的孳生源，

阻斷流行疫病的傳播途徑，所以清拆舊區成為澳

葡政府的首要目標。如1885年9月，據載：

被視為有損健康、衛生條件極差並成為傳

染病源的高冠街與大三巴一帶菜地成為實施公

共工程計劃的目標，目的是進行必要的改善，

以根除該處對公共衛生造成的危害。
(41)

又據1886年刊佈的〈澳門及帝汶省衛生司1885年

報告〉所載：

毫無疑問，1885年完成的最大的工程是清

除新橋水渠上用木樁支起的蜑民棚屋。在這些

滋生瘟疫的棲身之處居住着一個骯髒、貧窮的

群體，據輿論認為，他們當中部分人過着墮落

和罪惡的生活，對健康和公共秩序構成危險。

其人數大約在2,000人以上。[⋯⋯]，隨後便實

施了改善澳門的大工程，清除了一個巨大的傳

染源，否則它也許會日漸擴大。
(42)

1910年，澳門工務司的報告將城區街區改造

工程進一步擴大，包括新橋、龍田村、沙梨頭、

塔石、聖味基、和隆、瘋堂諸街區。其報告謂：

在這七個地方中，第二、三、四個是骯髒

得不適合人居住的中國人狹小的老城郊區的古

老村莊，它們先後被徵用並放火燒燬，其中最

後一個，沙梨頭，是於1907年我在任時徵用並

燒燬的。沙梨頭和塔石已經填平；龍田村填平

得更早，地面平均昇高兩米，用於建造房屋。

該街區的圍牆和小屋的廢墟完全用土掩埋。現

在瘋堂和和隆這兩個澳門現代區是在和隆菜園

的廢墟和土地上經填平後建造起來的，它們象

徵着本市向水坑尾門以外擴展和全面衛生化堅

定地邁出了第一步。

[⋯⋯⋯⋯]

確實，那些古老的街區曾是這種周而復始

的傳染病的臭名昭著的溫床。今天人們可以

說，一年見不到一個這樣的病例。龍田村、

沙崗和沙梨頭的情況也是一樣，曾是最重要的

瘟疫傳播中心，我有幸提出對其進行整治的建

議，並開始整治工作。
(43)

另外，改善街區公共衛生環境也是環境優化

的重要內容。1908年7月，有謂：“查澳門華民

居住街道，每因地狹人稠，致多癘疫，亟以潔淨

地方為衛生之要政。其法最善在該地方開闢通爽

光亮之闊大街道及馬路，及造溝渠。”
(44)

此外，居室環境也是環境優化的一個重要方

面，近代澳葡政府對居室環境改善整治也有相應

的要求，保證社會民眾良好公共環境與居室環

境。內外結合，推動公共衛生環境優化更加相得

益彰。

1864年12月31日，澳葡政府制定城市改善計

劃，對家居環境的優化做了相應規定：“強制每

年粉刷房屋內外；建議對房屋內進行檢查，以瞭

解房屋內的衛生狀況”；“禁止人、豬和其它動

物混居，禁止在街上放牧牲畜”
(45)
。政府醫療衛

生部門也不斷向民眾宣傳家居環境優化的相關規

例。1885年8月，有載：

論住所，凡人所居之處，俱宜遵守後列之

規矩：樓板地臺時常洗淨，天花板並牆壁宜搽

灰水，至於垃圾或用火燒，或搬去別處；倘未

經搬去者，須用除染之藥，名銗綠，用水一百

分、藥五分，和勻，灑於垃圾內，撈勻，然後

搬去。至於水甕，不可放在房間，因疫症之種

更易染污此水。凡屋內窗門，日間宜開，入黑

即閉。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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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醫療衛生部門也提供相應的方便與支

持，幫助民眾做好有關家居清潔衛生工作。1888

年2月，有載：

照得接醫局署大醫生移文前來，內稱現

下本澳有出痘數人，查其痘症，乃由香港傳

染而來者，須要加意提防，潔淨街道及各住

家等處，並將各屋內外搽灰水，方可免去傳

染等語。茲特亟行出示勸諭爾各中西居民人

等知悉，須預為提防，速將屋內潔淨，及將

屋內外遍搽灰水，自可免傳染之患。縱或有

傳染，亦可冀其輕不至大礙。今據大醫生勸

諭，各宜恪遵，惟是各屋雖經潔淨，仍須用

除染之藥以防相傳，更為妥善。倘各貧家

有不能買除染之藥者，可到政務廳問取銗

綠，以為除染之藥，定有給予也。為此特

示。
(47)

政府通過一系列科學合理優化環境、衛生預

防的規例措施，避免城市社區公共衛生危機的發

生。

二、檢疫防治

檢疫防治，主要是指城市及相鄰地區發生瘟

疫流行病，或出現瘟疫流行病發生的可能性，政

府建立相關應急檢疫佈防的管理機制，以防止疫

情擴大而導致公共衛生危機的爆發。

首先是檢疫佈防。隨着澳門社會發展，與海

內外經濟文化交流更加緊密，人流物流日趨頻

繁，一些流行疫症很容易從疫源地擴散傳染至澳

門地區。所以衛生檢疫防疫也是近代澳門公共危

機處理機制的重要一環。

政府檢疫制度進一步確立完善。1894年5月，

政府鑒於廣州、香港等地出現疫病，頒佈有關檢

疫法規：

一、所有來澳灣泊於內河及南灣，以備各

人需用之水船，仍須逐日到來，不可間斷。

二、每日仍應將溝渠刷洗潔淨，至華人所

居坊約之溝渠尤屬緊要。其荷蘭園、新橋、沙

崗、沙梨頭、望廈村、媽閣村暨龍田村等處，

益為切要。

三、在糟之地臺及其左近處所，必須逐日

用猛力之鹹水沖洗潔淨。

四、所有由省城或香港來澳之船及火輪渡

船，並小火輪渡等，務須委醫局醫生於各客未

登岸之先，詣船查看，倘有華客生有疔瘡疫症，

或疑其患此症者，尤須留心閱視，是為至要。

五、水師巡捕統領宜飭屬，吩咐各項船

隻由省城抑或香港而來者，若疑該船內人有

病症，則不准登岸。倘查出果實有患病者，

應將其人留於船內，隨即照知醫局醫生，俾

得前往驗視。

六、無論火輪渡船及小火輪渡，各人患有

此疔瘡疫症者，即不准其登岸。如有夾板並桅

船或搖槳之各船隻人等患此病者，應立即用火

船拖其出埠。

七、至於氹仔、過路灣政務廳，亦應依

本款所能為者辦理，若該處亦有患此症者，

宜即詳報輔政司署，自有籌備之法，以便妥

辦。為此，合札各官員軍民人等一體知悉，

須至札者。
(48)

1896年3月，政府繼續完善檢疫制度，加大疫

症的檢疫強度。有載：

照得查省港兩處土症，邇日易成癘疫，不

無傳染之虞，自宜盡力預為嚴防，以杜後患。

今本澳地方，潔淨寧謐異常，所有身故之人，

並無疑係因疫所致。雖華人由鄰埠來澳者甚

眾，究與往時逝世者較少。本部堂前曾設有定

章，俾免厥災到澳，茲再續增新例，以絕傳染

流行，茲將該章程附錄於後：

一、所有來澳之人寓居何處，本澳西、華

及氹仔政務廳等員，務須飭役伺查，以免人滿

擁擠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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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有街道、房屋、溝渠等處除穢事

宜，醫局須派醫官一員，會同指示該三廳，

寔力稽查。

三、該醫局仍須派醫官一員，以辦理下列

各件：A，所有由省港來澳者，該醫官務須前

往查驗。B，該醫官須逐日前往華醫院稽查，

俾一有是症，立即知悉。

四、工程公所工務司務將搭棚工料備妥，

俾華人一有是症，則可立即建搭病棚一座。

五、船政廳務將下列碼頭數座定明，

以便由省港來澳之人，隨帶行李貨物上

落。A、火輪船橋，小火輪船橋；B，康公

廟前碼頭。

六、鏡湖醫院務須妥備病者應用各件，如

經西洋醫官稽驗，疑是疫症，而該病者不欲在

棚由西洋醫官調治，即令遷出澳外，以杜傳

染。為此合札各官員軍民人等一體知悉，須

至札者。
(49)

近代澳葡政府實行嚴格的檢疫佈防，有效地

防止瘟疫等流行病在澳門的蔓延擴散，一旦有瘟

疫傳入澳門，政府也有良好的防治機制，更好地

進行防治佈局。近代澳葡政府對於有關疫症流行

病應對機制，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一方面嚴格採取緊急通報機制。1879年8月，

政府對有關醫生發出通告：

爾等日間診脈，凡知有屙嘔急症以及別項

瘟疫之症，應速赴本衙門報知。此乃欲設法預

防起見，你等醫生宜遵照辦理。毋違干咎。特

示。
(50)

政府不僅預警通報，也加緊相關受染地區

巡查，嚴密注視疫病的演化發展。1895年1月，

據稱：

沙欄仔一帶民居多有污穢，易生疾病，華

政即偕官醫生前往巡視，驗有病人三名，二十

四日即將三人送赴醫院，越日已斃，其一係中

年婦人云。華政先事嚴防，立諭各暗差，嚴密

巡視，再有不潔處所，或有病人，立即報案。

並令速為整淨，各以藥水燻滌，以逐穢惡。劫

患之興，半由人事，不盡關於天意，各暗差宜

體西官之意，奮力勤查。
(51)

有關疫症通報是全天候二十四小時進行，

以利於政府與社會及時迅速應對相關公共危

機。1907年3月，有載：

為預籌防範以免本澳現在或將來有疫症

傳染之害，特亟曉諭各華商民人等知悉，倘

若屋有病人，係屬疫症者，責成該所與診治

之華醫生及其家人，須立刻前赴公局醫生房

報知，以便防範。如故諱匿不報，即治以不

遵官命罪。該醫生房晝夜長時開門，不論何

時均可往報。茲將此示譯出華文頒行憲報，

並印多張黏在街上當眼之處，俾人人皆得知

曉，庶不能藉口於不知此例，敢行違犯。切

切！特示。
(52)

另一方面，對疑似病人或確診病人實行強制

性入院防治，避免疫症流行。“1895年瘟疫流行

期間，灣仔建起一座大型的華人醫院，如今仍在

開診。澳門華人祇要患上傳染病，就立即抬到該

醫院醫治，這使澳門死亡人數大大減少。”
(53)
 

1906年5月，有載：

居住本澳華商民人等知悉，爾等如有自家

眷口或僱用工人偶染時疫等症者，須立即將病

患送往灣仔救疫醫局醫治。如有不遵，查出以

不遵官命之罪懲治。查該灣仔醫局辦理得法，

起居飲食均甚方便，殊於醫治此等疫病之人極

為合宜，所以凡經送往該醫局醫治之病人立能

醫治痊癒者居大多數，成效卓著。故爾等有心

懷疑懼，不願將病者送往就醫，則於病者身體

無益，不啻自取其禍也。至於為家主者，即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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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病之人送往就醫，並須即赴議事公局內醫生

館，將所住某街某宅某號門牌某日有某病人已

送往灣仔醫局就醫等情詳悉報知，以備查考。

如有諱匿不報者，定即按例嚴辦。今欲各人周

知，飭將此示譯出華文頒行憲報並黏在常貼告

示之處，遍行曉諭，其各懍遵。無違，切切！

特示。
(54)

類似強制性的醫療定點防治，對於及時防治

疫症流行病的爆發，具有重要的意義，而且政府

對病人入院防治實行問查，更有利於發揮相關醫

療部門的防治功能。1907年4月，有謂：“並准本

澳華人，如遇染有疫症者，可到劏狗灣防疫院，

俾西醫調治。如違，按照不遵官命責罰。”
(55)
顯

示了近代澳門檢疫防治機制的多樣性。

近代澳門疫災預防應對管理機制，重在預

防，防治結合，多元系統，應急高效，有力地遏

止了相關公共衛生危機的蔓延，對於提高澳門醫

療衛生水準，增強澳門抗風險能力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

結 語

近代澳門公共危機預防應急管理機制，系統

完善，運作規範，不斷發展，對於減緩化解由災

害引發的公共危機所帶來的威脅和危害，具有重

要的意義，進一步保障了近代澳門社會民眾生命

財產的安全，也為近代城市公共預防應急管理機

制運作提供了良好的典範。

第一，近代澳門公共危機預防與應急管理，

體現了災害分類管理機制特色，具有針對性。

近代澳門由災害所引發的公共危機，主要有

風災，火災與疫災三大類型。近代澳門公共危機

預防應急管理機制也主要圍繞這三大災害公共危

機而展開運行，具有較強的針對性。根據不同的

災害類型，建立不同的預防應急機制，表現了不

同的預防應急重點，如風災，重在預防，在風暴

來臨之際，根據風暴預警，社會與民眾應該如何

應對防災，政府及行政部門都有具體的指導與措

施。而火災，則重在應急，一旦有火災發生，政

府預警救助，都有完整的程序與管控，包括應急

隊伍的組建、消防設施的建置等。如1883年，   

“制定了澳門消防局規章，該規章於5月2日被上

呈，並於同年8月10日獲訓令核准。[⋯⋯] 該規章

獲核准之後，消防監督處被改組為一支積極的消

防隊，有本身之組織及各級人員，大家各司其

職，亦配備了必要之器材，該監督處之人員編制

如下：監督、車隊隊長、車長、副車長、挑水、

司機與助役。按照該規章附件之規定，大炮臺凡

鳴炮二響，水車就會出動。此情況自1857年就一

向規定如此。”
(56)
 近代澳門公共危機預防應急

管理機制，體現了災害分類管理特色，所以政府

能夠根據不同的災害性公共危機類型，引導社會

與民眾有針對、有重點地應對各種公共危機，避

免災害應對無的放矢，事倍功半。

第二，近代澳門公共危機預防與應急管理，

體現了多元應對管理機制特色，具有協調性。

一般而言，公共危機管理的主體是政府及其

它公共行政機構。除了社會常規管理外，還必須

居安思危，及時應對社會上各種可能出現的公共

危機。近代澳門，對於城市災害公共危機，能夠

把政府主導監管與社會民眾參與應對相結合，建

立了一套較為完善實效的預防應急管理機制，有

利於充分調動社會各種力量，投身災害預防應急

工作，上下協調，更好地防災減災。如據1900

年10月《知新報》所載：“本月廿四日晨鐘七

響，忽聞號管作聲，人聲鼎沸，本館執筆人舉頭

窗外，見前樓武某屋煙焰騰空，是時朔風正厲，

火勢頗烈。幸葡兵趕緊赴救，躍登樓內，從青煙

紅焰中，將各物拋下中衢，一面又拆開火路，各

路口分兵嚴守，葡兵官立馬監視，以故衣物雖狼

藉拋下，而不聞搶失之事。於時，各街華人水龍

亦紛紛馳至，故旋即撲滅，不至殃及比鄰。然當

火勢方盛時，非該兵奮不顧身，正未易使祝融避

舍也。本館倖免池魚之殃及，故誌數語以表其

功。”
(57)
 又如疫災，政府一方面加強有關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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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應對監控，另一方面也積極動員社會民眾支持

參與。1894年6月，據載：“照得所有華民居戶，

例應整飭潔淨。今查本澳華紳襄理一切，最屬合

宜。俾使居所等處，安靜如常，並無各鄰埠所流

行之疫癘。是以特飭設一公會，以資勷理。”
(58)
 

災害性公共危機的多元應對，對於化解城市災害

公共危機意義重大。“1895-1915年，附近地區

流行淋巴腺鼠疫，由於市民普遍採用水壓虹管、

滅鼠以及其它衛生措施，疫症終於得到控制。據

1912年統計，有三百四十七例患者，1913年僅記

錄有三十五例，1914年有二十二例，1915年祇有

一例患者。”
(59)

即使在災後救災重建，社會民間力量也配合政

府，解決相關救災問題。1928年，據載：“初時之

台山貧民區，既屬茅寮草舍，最易惹火燎原，即

可再兆焚如。故戊辰年一場火災，數百家人頓告

流離失所。幸得中葡人士合力籌謀善後，安置哀

鴻，出會巡遊，盡法捐募，卒為難民重建家園。

此次為求萬全久安之計，改築磚屋數百間，分期

完成，廉值租賃與平民居住，以為修葺之挹注，

業權則送交仁慈堂管理。斯時適為澳葡兵頭巴波

沙當政，故於該區建築一座牌坊，題‘巴波沙

坊’四字，該區又稱巴波沙坊，即源此也。”
(60)

近代澳門公共危機預防應急管理機制，多元

應對，系統協調，充分調動各種社會資源，政府

主導，社會共同參與，進一步提高了防災抗災的

效率與實效。

第三，近代澳門公共危機預防應急管理，體

現了法律行政管理機制特色，具有強制性。

公共危機管理，強制力和執行力是最重要的

基礎之一，近代澳門公共危機管理也不例外。為

了保證其具有強制力與執行力，往往通過法律行

政手段，並以此作為管理機制的運行原則與保

障。一些重大的防風防火與防疫工作，政府及

行政部門往往出臺詳盡的法規條例，做到事無巨

細，政法嚴明。即使一些日常社會問題，祇要事

涉公共危機相關問題，都會以法令及行政法規監

控處理，以確保公共危機管理機制運行暢順。如

1888年5月，政府發佈通告：“照得為保養眾人生

命起見，是以奉憲出示通知：凡在本澳販賣各項

生菓，除柑、橙、桔、蕉之外，所有各項生菓及

黃瓜、香牙蕉等，一概嚴禁，不准發賣，如有違

禁，無論擺賣及沿街挑過，一見即將該生菓拿取

拋棄，免人有所藉口，謂非在本澳販賣等語。惟

遇見有違禁生菓者，斷不能免責成，故特曉諭眾

人知悉，並請議事公局暨西洋政務廳及巡捕營各

官轉飭所屬各員，一體遵行。”
(61)
 又1895年2月

10日《鏡海叢報》載：“昨有屠人私將出痘之豬

一口開宰售賣，業經割售過半，始為巡差知覺，

拘送於案。現時澳中議事公局，新更局員，增刪

舊章。其巡查局差近復增兩目，別為正副，以督

各街散巡，似應遇事加勤，時為察視，以免細民

貪利，屠病畜以傷生。”
(62)
 

近代澳門公共危機預防應急管理機制，在實

施法律行政手段同時，也輔之以經濟手段，以

加強管理機制的執行力度。1851年5月，有載：   

“示知澳中各人，從今以後，要打掃自己門前地

方，不准有垃圾堆放在街，惟准將垃圾塵土挑往

三巴門外，放於低缺之處，如敢違命者，罰銀二

両，並不寬宥。為此示各人知悉。特示。”
(63)
又

1893年3月，政府〈回祿救護章程〉規定：“第一

款，氹仔過路灣所有各舖戶，遇有回祿之事，每

舖應出一人，如違，罰銀半圓至兩圓。第二款：

所出之人，刻即到水車館見頭人當工，須要救至

火熄乃止。如違，罰銀半圓至一圓。附款：所罰

之銀，係為該人之舖是問。”
(64)

由於公共危機管理必然應對緊急危機事件，

強制性的公共權力作用顯得更為重要，近代澳門

公共危機預防應急管理機制中的法律行政特色，

不僅令公共危機預防應急管理受到法律行政的導

向約束，同時也能夠規範約束管理對象的行為，

加強有關管理法規的執行力，儘可能杜絕公共危

機的相關隱患與萌芽。

近代澳門公共危機應急管理機制，是一個系

統工程，包括城市規劃，環境保護，醫療衛生，

突發應急等多方面的內容，需要政府、社會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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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方協調，共同參與，方能真正發揮其應對化

解公共危機的功能。近代澳門公共危機預防應急

管理機制，在澳門公共危機的應對中，確實發揮

了重要作用，不僅減少了災害發生的可能性，也

降低了有關災害的破壞烈度。1893年12月19日

《鏡海叢報》有載：“初七晚六時餘，菓欄街

某棉花店二樓，偶爾不慎，遂召祝融之寵顧，

火光炎炎，射出衢路，各水龍聞警奔赴，立即

撲息，幸未穿屋，故大炮臺未轟號炮也。”
(65)
 

1895年5月15日《鏡海叢報》又載：“報稱竹

仔室同盛製爆竹廠失慎，水車飛往灌救，幸即

撲息，焚燬無多。”
(66)
 又如“1916年底至1917

年初，記錄有幾例天花病患者。他們是逃避強制

接種牛痘疫苗的華人。此外沒有其它值得注意的

傳染病。”
(67)

近代澳門公共危機預防應急管理機制，雖然

確有成效，但仍有不足。一方面，預防應急管理

仍存在着地區差別，特別是離島地區，公共危機

應急管理尚不如人意。1877年2月17日，“氹仔

一蜑家女生火時不慎將用棕櫚葉建的棚屋燃着而

引起一場大火，北風更加助長風勢，儘管炮臺向

澳門發出兩次求救信號，但均受耽擱。當地華人

亦未來救助，因此損失極大：火頭燃着六十間店

舖和許多棚屋，包括乞丐住處。消防泵祇有一個

且已損壞。一群疲憊不堪的士兵拿水桶救火直到

其他救援人員抵達，人們竭盡全力灌救該次範圍

廣泛的火災。”
(68)
 另一方面，城市街區，特別

是一些華人聚居區，其衛生條件仍然惡劣。1906

年，據載：“本年西曆五六七等月，澳門時疫頗

盛，本埠華人染症而斃者共有一百七十二人。聞

前山及附近地區染此症者甚少，此外民人均屬平

安，蓋因人煙稠密，所住房屋湫隘，牖戶閉塞不

通，且習慣燕居，空氣甚少，致有此病，不能歸

咎於水土也。”
(69)
 一些社區民眾的衛生習慣仍

有待改進。1909年，有載：“案查澳內百姓，有

習慣將垃圾穢物倒棄街上者，茲因欲免此習，以

得無礙衛生及街道清潔之益。”
(70)
 可見公共危

機預防應急管理機制，不僅是一個系統工程，也

是一個長遠工程；不僅應以法律、行政、經濟手

段運作，還應輔之以宣傳教化手段，軟硬兼施，

方能更進一步發揮相關管理機制的效能。

近代澳門公共危機預防應急管理機制，全

面規範，系統協調，在近代澳門城市化的進程

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至20世紀20年代，澳門已

經成為著名宜居度假勝地。據載：“澳門氣候

宜人，很早就一直成為歐洲人享有特權的度假

勝地。在中國，不可能提供比澳門更有益健康

的港口、更明媚可愛的氣候了。本十年間，望

廈村的稻田、菜園及沼澤地逐漸縮小，住宅區

和良好的汽車路則在擴大，路燈明亮，榕樹成

蔭，排列整齊，護理得當。蚊子越來越少，瘧

疾實在是聞所未聞。”
(71)
 反映了近代澳門預防

應急管理機制所具有的全面性、系統性與可持

續性，近代澳門城市發展風貌不斷煥然一新，

實乃功不可沒。

【註】

 (1)  (2) (3)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

輯錄(1850-1911)》，澳門基金會，2002年，頁52；       

頁72；頁306。

 (4)  [葡] 阿豐索：〈澳門的綠色革命 (19世紀80年代)〉，   

《文化雜誌》第36、37期，頁118。

 (5)  (6)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

錄(1850-1911)》，澳門基金會，2002年，頁130；        

頁182。

 (7)  莫世祥等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 (1887- 1946)》，     

澳門基金會，1998年，頁302。

 (8)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

1911)》，澳門基金會，2002年，頁180。

 (9)  吳志良等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五卷，廣東人民出版

社，2009年，頁2394。

 (10)  [葡] 馬杜士上校統籌《澳門保安部隊》，澳門保安政務

司辦公室，1999年，頁222-224。

 (11)  (12)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

錄(1850-1911)》，澳門基金會，2002年，頁127；        

頁183。

 (13)  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教育出版社，1999年，     

頁204。

03-RCC99-3.indd   45 13/12/2016   17:13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www.icm.gov.mo/deippub/



46文 化 雜 誌 2016 

歷

史

近
代
澳
門
公
共
危
機
預
防
應
急
管
理
機
制
述
論

(1
8

4
0

 - 1
9

4
9
)

 (14)  (15) (16) (17) (18) (19)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

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澳門基金會，2002

年，頁16；頁41；頁151；頁486；頁465；頁343。

 (20)  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教育出版社，1999年，     

頁153。

 (21)  (22) (23) (24) [葡] 馬杜士上校統籌《澳門保安部隊》， 

澳門保安政務司辦公室，1999年，頁223；頁223；頁

225；頁225。

 (25)  (26)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

錄(1850-1911)》，澳門基金會，2002年，頁410；

頁44。

 (27)  (28) [葡] 馬杜士上校統籌《澳門保安部隊》，澳門保安

政務司辦公室，1999年，頁227；頁228-229。

 (29)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

1911)》，澳門基金會，2002年，頁4。

 (30)  吳志良等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五卷，廣東人民出版

社，2009年，頁2377-2378。

 (31)  湯開建等主編《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紀實——近代

報刊澳門資料選粹》，花城出版社，2001年，頁30。

 (32)  (33) (34) (35) [葡] 馬杜士上校統籌《澳門保安部隊》，

澳門保安政務司辦公室，1999年，頁221；頁185；      

頁222；頁224。

 (36)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

1911)》，澳門基金會，2002年，頁88-89。

 (37)  《鏡海叢報》，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

社，2000年，頁214。

 (38)  湯開建等主編《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紀實——近代

報刊澳門資料選粹》，花城出版社，2001年，頁7。

 (39)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

1911)》，澳門基金會，2002年，頁187。

 (40)  《鏡海叢報》，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

社，2000年，頁135。

 (41)  [葡]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 (19世紀)》，澳門基金

會，1998年，頁241。

 (42)  (43) [葡] 阿豐索：〈澳門的綠色革命 (19世紀80年代)〉，

《文化雜誌》第36、37期，頁120；頁121。

 (44)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

1911)》，澳門基金會，2002年，頁509。

 (45)  [葡] 阿豐索：〈澳門的綠色革命 (19世紀80年代)〉，    

《文化雜誌》第36、37期，頁115。

 (46)  (47) (48) (49) (50)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

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澳門基金會，2002年，

頁136；頁166；頁230；頁251；頁17。

 (51)  《鏡海叢報》，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

社，2000年，頁130。

 (52)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

1911)》，澳門基金會，2002年，頁474。

 (53)  莫世祥等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1887- 1946)》，

澳門基金會，1998年，頁64。

 (54)  (55)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

(1850-1911)》，澳門基金會，2002年，頁453；頁478。

 (56)  [葡] 馬杜士上校統籌《澳門保安部隊》，澳門保安政務

司辦公室，1999年，頁185。

 (57) 《知新報》，澳門基金會，2000年，頁15。

 (58)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

1911)》，澳門基金會，2002年，頁233。

 (59)  莫世祥等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 (1887- 1946)》， 

澳門基金會，1998年，頁109。

 (60)  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教育出版社，1999年，     

頁164。

 (61)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

1911)》，澳門基金會，2002年，頁168。

 (62)  《鏡海叢報》，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

社，2000年，頁136。

 (63)  (64)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

(1850-1911)》，澳門基金會，2002年，頁3；頁215。

 (65)  (66)《鏡海叢報》，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

社，2000年，頁15；頁220。

 (67)  莫世祥等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 (1887- 1946)》， 

澳門基金會，1998年，頁109。

 (68)  [葡]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 (19世紀)》，澳門基金

會，1998年，頁207。

 (69)  莫世祥等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 (1887- 1946)》， 

澳門基金會，1998年，頁243。

 (70)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

1911)》，澳門基金會，2002年，頁523。

 (71)  莫世祥等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1887- 1946)》，

澳門基金會，1998年，頁109。

[更正] 本刊上期所載狄霞晨〈新教傳教士事業與近代白話語言運動〉之頁125插圖說明應與頁127插圖說明對調。如

此誤植實屬不慎所致謹向作者和讀者致歉！—— 本刊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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