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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 撮要 

1.1 审计发现及意见 

审计署于 2014 年 4 月透过对“西湾湖广场及其周边地段”的实地观察，开展了

就民政总署(以下简称“民署”)对休憩用途市政设施管理的审计工作，随后相继增加

9 个实地观察地点，结果发现有关地点均存在大量设备及卫生问题。期间，选取了当

中 3 个问题最为显著的地点，包括：“西湾湖广场及其周边地段”、“佑汉街市公园”

及“南澳花园休憩区”作重点跟进。对于休憩用途市政设施的管理工作，民署虽表示

已设有定期巡查及维修机制，以尽早找出设备及清洁等问题进行跟进，同时对具有潜

在危险但未能即时维修的设备，亦会采取移除或围封等的安全措施。但审计结果显示，

民署有关机制在设计及执行上明显存有不足，安全措施亦没有确切执行。 

就如在 3 个重点观察地点发现的 30 个问题，有多达 28 个属于巡查未有发现，且

当中 11 个属于审计署 2014 年 4 月已通报民署跟进，但直至 2016 年 3 月仍未改善的

问题。此外，也发现民署对一些具有即时危险，容易造成意外受伤的损毁设备，不但

没有及时维修，连围封警示危险也鲜有执行，就如：西湾湖广场上、下层严重爆裂及

下陷的地砖；“佑汉街市公园”地基生锈离地摇晃的健身器材及邻近儿童游戏区的破

裂消防玻璃门等。同时，民署对外判清洁商亦欠缺足够监管，一些弃置于行人路附近

的垃圾，连续数天也没被清理，而一些藏于绿化带及石隙中的垃圾，更是数个月也没

被理会，就如“南澳花园休憩区”绿化带及西湾湖湖边附近的石隙。 

民署作为管理休憩用途市政设施的专责单位，有责任做好有关的管理及维护工

作。对于设备问题，民署虽表示部分问题是巡查没有发现，然而，巡查及时发现问题

本就是民署的基本责任，如果连问题也未能及时发现，自然无法跟进整改。另外，民

署亦表示部分问题已知悉但因问题未有即时危险，故暂不作维修。然而，事实上有不

少设备明显存在即时危险，即使部分未具即时危险，但因锈蚀及继续让市民长期使用，

亦有机会恶化为安全隐患及增加相应的维修开支。同时，有部分设备虽然从外观上未

见损坏，例如西湾湖下层地砖，由于本身物料存在问题，爆裂及下陷地砖仍不时出现。

若途人行经突然发生凹陷，后果不堪设想。另一方面，不属民署管理的设备，例如“佑

汉街市公园”靠近儿童设备的消防玻璃门破裂，长达数月才被处理，反映民署处事欠

缺积极及对安全问题缺乏足够注视。 

至于环境卫生方面，民署 2015 年度用于休憩用途市政设施的相关清洁开支达

44,171,870.05 澳门元1，但民署对外判服务却欠缺适当监管，有抽查地点长时间存在环

                                                 
1
 当中包括“清洁服务”开支 5,180,855.25 澳门元及“绿化管理服务”开支 38,991,014.80 澳门元。其

中“清洁服务”开支只包括民署负责支付予各外判商的清洁开支，对于由环境保护局支付予外判商
为公共场地提供清洁服务的费用并未包括在内；至于“绿化管理服务”开支包括了清洁及绿化等服
务支出，但由于民署没有相关开支的明细，故未能独立列出清洁服务的开支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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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骯脏的问题，影响市民及游客的使用意欲。同时，民署表示部分原因是使用人数众

多而未能及时处理，但值得注意的是，正正因为有关设施的使用人数众多，故必须保

持清洁，以免设施反过来变成传染病温床，影响周边环境和市民健康。 

总括而言，是次审查发现的设备及卫生问题众多，反映民署的管理存在不足，不

单对安全及卫生做成影响，更甚的是，上述问题会令到市民及游客对澳门产生负面印

象，尤其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若然连基本民生的市政设施服务也不能妥善办好，必

然与市民的期望存在更大落差，继而进一步扩大市民对政府的负面观感和评价。为此，

民署应负起责任，做好休憩用途市政设施的管理工作。 

1.2 审计建议 

民政总署应： 

1. 设立有效机制，并投入所需资源做好休憩用途市政设施的管理及维护工作，

当中包括：建立完善机制确保及时发现、作出所需的临时措施，并最终有效

解决有关问题； 

2. 对存在即时危险的问题，应立即进行维修或更换；如有关设备未能及时进行

维修，应在发现问题时随即安排临时性的安全设施，例如进行围封，以确保

市民及游客安全。即使判断没有即时危险，亦应安排合理时间作出跟进处理，

避免恶化而危及使用者安全及增加维修成本； 

3. 加强对各项外判服务的监管，确保有关的服务提供者确切按合同履行职责。 

1.3 审计对象的回应 

民署表示认同审计报告，接受相关的审计意见及建议，并将以此作为改善相关管

理工作的方向，以提供更优质的城市休憩设施供市民使用。 

此外，民署亦指出为改善休憩用途市政设施在卫生清洁及设备维护的管理，民署

短期内会加强清洁密度，提升工作人员通报及处理即时危险问题的意识与能力，对具

有即时危险的设备采取安全防护设施并加快维修进度；中期将完善巡查及外判服务监

管机制，逐步改善由发现问题至解决问题的各个环节；长期将会把休憩用途市政设施

的管理及维护工作纳入长效的管理系统中进行管理，并通过考取国际质量管理系统认

证来提升工作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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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 引言 

2.1 审计背景 

休憩用途市政设施的设置，是为市民提供在闲暇时休息的活动空间，与市民的生

活息息相关，故行政当局应采取适当措施，确保有关市政设施内的设备运作良好，并

保持环境清洁卫生。审计署于 2014 年 4 月曾对西湾湖广场及其周边地段进行实地观

察，发现当中的设备及卫生状况均存在多项问题。审计署于 2014 年 4 月向管辖的民

政总署(以下简称“民署”)发出公函，提请作出改善，当时民署回复表示会作跟进。

但随后一年半再作出三次实地观察(分别在 2014 年 9 月、2015 年的 1 月、10 月)，仍

发现有关问题尚未得到妥善的跟进处理，反映民署对有关设施的管理工作存在不足，

影响市民使用有关设施，并构成安全隐患。为此，审计署对于民署就休憩用途市政设

施的管理进行立项审查。 

2.2 基本资料 

2.2.1 管理休憩用途市政设施的相关单位 

由民署管理的休憩用途市政设施可分为 5 类，包括：(1)公园/花园、(2)休憩区、

(3)步行径/健康径、(4)单车径、(5)露天广场2，全部场地总数合共 160 个，其数量分布

如下： 

图一：2015 年由民署管理的休憩用途市政设施的数量 

 

 

 

 

 

 

 

资料来源：整理自民署提供的资料 

                                                 
2
 民署辖下共有 10 个露天广场，其中友谊广场、米也马嘉礼前地、嘉妹前地、花城公园侧之空地、

路环马忌士前地等 5 个广场由于没有设置儿童及健身设备，故民署并没有安排辖下单位(园林绿化
部等)进行管理工作，只是交由外判商进行清洁。为此，对于并没有设置设备的露天广场，于是次
审计项目并不会进行关注。 

公园/花园46个 

29% 
休憩区87个 

55% 

步行径/健康径15条 

9% 

单车径2条 

1% 

露天广场10个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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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5 类休憩用途市政设施的日常管理及维护工作，分别由民署内部相关单位负

责，具体涉及单位如下： 

表一：各单位在休憩用途市政设施范畴的主要职责 

民署内部相关单位 在休憩用途市政设施范畴的主要职责 

园林绿化部 

公园处 

负责公园、部分休憩区和广场的管理工作，当中绿化、清洁及

保安主要是聘请外判商提供服务，该处会派出人员执行巡查，

监督外判商的执行情况，并视察场地的设备状况。 

绿化处 

负责休憩区、单车径、部分公园和广场的管理工作，当中绿化、

清洁及保安主要是聘请外判商提供服务，该处会派出人员执行

巡查，监督外判商的执行情况，并视察场地的设备状况。 

自然护理处 

负责离岛公园及步行径的管理工作，当中绿化、清洁及保安主

要是聘请外判商提供服务，该处会派出人员执行巡查，监督外

判商的执行情况，并视察场地的设备状况。 

维修小组 负责简单维修。 

道路渠务部 
城市设施 

维修处 

负责巡查及维修休憩区内的儿童设施与健身器材，并负责维修

公园内健身器材。 

建筑及设备部 

建设处 负责维修休憩区内水电设施和公园内儿童设施。 

设计处 
规划及设计有关休憩类市政设施的工程，编制有关承投规则及

竞投方案，并筹备工程项目的招标工作。 

环境卫生及 

执照部 
环境卫生处 

倘接获园林绿化部反映清洁问题，该处负责向相关的外判商
沟通协调。 

资料来源：整理自民署提供的资料 

民署所进行的例行性巡查，主要是由园林绿化部辖下的公园处、绿化处及自然护

理处，每日派出人员按不同周期性巡查3各自负责的管理范围，对绿化、设备及清洁卫

生状况进行检查工作。此外，园林绿化部每月或不定期会派出技术人员执行复查工作。

另一方面，民署亦安排了道路渠务部辖下的城市设施维修处每日派出人员作周期性巡

查4各休憩区内的设施。 

当园林绿化部辖下的公园处、绿化处及自然护理处进行巡查时，若发现存在问题，

若属于简单维修，便会通知外判商5或园林绿化部的维修小组跟进；若属于较复杂的维

修工程或建造新工程，则会通报道路渠务部或建筑及设备部；若属于垃圾问题，则视

乎问题情况，交由环境卫生及执照部或园林绿化部与清洁外判商进行沟通。如图二： 

                                                 
3
 各处对每一管理场地的基本巡查周期：公园处每个工作天巡查一次、绿化处每周巡查一次、自然护

理处每个工作天巡查一次。 
4
 城市设施维修处对休憩区的基本巡查周期：设有健身器材及儿童游乐设施的休憩区为每周一次。对

仅设有健身器材的休憩区为每两周一次。对没有健身器材及儿童游乐设施的休憩区为每月一次。 
5
 倘绿化管理/清洁/保安的相关外判服务合同包含维修服务，外判商则需按合同工作内容之要求提供

简单设施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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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民署管理及保养休憩用途市政设施之相关单位 

资料来源：整理自民署提供的资料 

2.2.2 休憩用途市政设施的开支 

2015 年度民署为休憩用途市政设施所支付的开支，包括：“绿化管理服务”、“维

修保养服务”、“保安服务”、“清洁服务” 及“其他”，合计总额 98,672,749.75 澳门元，

详见图三： 

图三：2015 年度民署为休憩用途市政设施所支付的开支 

 

 

 

 

 

 

 

 

 

资料来源：整理自民署提供的资料 

注 1：开支金额不包括由环境保护局判给予外判商为公共场地提供清洁服务的费用； 

注 2：包括各区的道路绿化带、交通圆形地及一些邻近休憩用途市政设施遛狗区的绿化管理开支； 

注 3：对于市政设施内的设备维修工作，有部分是由民署员工自行维修，另有部分是外判维修，上述

维修保养服务开支，包括由外判商负责之工程费用，但不包括民署员工维修的开支； 

注 4：包括一些邻近休憩用途市政设施遛狗区的清洁开支。 

注 5：属购置器材的费用。 

道路渠务部 
  城市设施维修处 

园林绿化部 
  公园处 

  绿化处 

  自然护理处 

巡查 

外判商 

园林绿化部 
  维修小组 

道路渠务部 
  城市设施维修处 

建筑及设备部 
  建设处 

  设计处 

维修 

外判商 

环境卫生及

执照部 
  环境卫生处 

清洁 

38,991,014.80 
37,672,118.00 

14,770,931.70 

5,180,855.25 

2,057,830.00 

綠化管理服務(註2) 維修保養服務(註3) 保安服務 清潔服務(註4) 其他(註5) 

单位：澳门元 

 

总金额：98,672,749.75(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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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审计目的及范围 

是次审计目的，主要审查民署对休憩用途市政设施有否制定适当措施，确保场地

内各项设备运作良好，并保持清洁卫生，让市民能在舒适及安全的环境下使用。审计

范围集中探讨民署对休憩用途市政设施的巡查及跟进情况。 

审计署是次实地观察工作自 2014 年 4 月西湾湖广场及其周边地段开始，随后相

继增加 9 个抽查地点进行实地观察，有关观察工作至 2016 年 3 月 6 日为止。其后，

审计署于 2016 年 3 月至 4 月前往民署进行实地审计工作，对 2014 年 4 月至 2016 年 3

月的巡查、维修及清洁的相关资料进行抽样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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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分： 审计结果 

3.1 休憩用途市政设施的巡查及监管 

3.1.1 审计发现 

3.1.1.1 实地审查结果 

审计署于 2014 年 4 月开始对西湾湖广场及其周边地段进行实地观察，并把当中

发现的设备损坏及卫生问题于同月以公函向民署反映，提请作出改善。随后审计署增

加了观察地点，于 2016 年 2 月初开展审计工作前，抽查观察地点增加至 10 个，当时

发现所有被抽查地点均普遍存在设备及卫生清洁等问题。同时根据 2016 年 3 月 1 日

至 6 日期间，对 10 个抽查地点进行的最近一次实地观察，结果显示有关问题仍然普

遍存在，具体情况详见表二及表三。 

审计署其后选取了当中 3 个问题最为突出的地点，藉以探讨民署在休憩用途市政

设施管理工作上是否存在问题。 

表二：10 个抽查地点的问题数量及改善情况 

序

号 
地点 

审计署首次发现 

问题的日期及数量 

最近一次（1~6/3/2016） 

观察时的情况 
完全没改善问

题占首次发现

问题的百分比 日期 数量 部分改善 完全没改善 

1 西湾湖广场及其周边地段6
 

2014 年 4 月 16 日 17 10 2 
 

2014 年 9 月 1 日 4 1 1 

2015 年 10 月 19、

20、26 及 27 日 
3 1 2 

 24 12 5 20.83% 

2 佑汉街市公园 2015 年 11 月 19 日 7 0 7 100.00% 

3 南澳花园休憩区 2016 年 2 月 3 日 6 1 5 83.33% 

4 湖畔花园 2016 年 2 月 3 日 5 1 4 80.00% 

5 黑沙环中街临时休憩区 2016 年 2 月 3 日 5 0 5 100.00% 

6 海洋大马路休憩区 2016 年 2 月 3 日 5 1 4 80.00% 

7 黑沙环三角花园 2015 年 11 月 19 日 4 0 4 100.00% 

                                                 
6
 西湾湖广场及其周边地段由：(1)西湾湖广场上层区域；(2)西湾湖广场下层区域，以及(3)西湾湖景

大马路近西湾大桥入口湖边区域至西湾大桥入口附近的桥底休憩区及湖畔绿化区等三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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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地点 

审计署首次发现 

问题的日期及数量 

最近一次（1~6/3/2016） 

观察时的情况 
完全没改善问

题占首次发现

问题的百分比 日期 数量 部分改善 完全没改善 

8 莲花单车径 2015 年 11 月 19 日 4 0 4 100.00% 

9 黑沙水库郊野公园 2015 年 12 月 7 日 4 0 4 100.00% 

10 花城公园 2016 年 2 月 3 日 3 0 3 100.00% 

注： 民署表示其辖下单位会每天或每周对休憩用途市政设施进行巡查，如发现设备问题，若属简单维修和

物料齐备，一般可两周内完成维修。如发现清洁问题，则会视乎情况，即时或一周内通知外判商处理，

或安排民署员工自行清理非外判清洁项目。 

表三：10 个抽查地点的观察结果 

序

号 
地点 

最近一次观察仍存在的 

设备问题 环境卫生问题 

1 

(1) 

 

 

 

 

(2) 

 

 

 

 

(3) 

 

西湾湖广场及其周边地段7
 

西湾湖广场上层区域 

包括： 

西湾湖上层广场，广场附近的绿

化区、露天停车场，以及通往下

层广场的梯级通道 

 

1. 地砖爆裂 

2. 砖块脱落或爆裂 

3. 扶手梯砖块脱落及梯级崩裂 

4. 涂鸦 

5. 光管损毁 

 

1. 垃圾问题 

西湾湖广场下层区域 

包括： 

西湾湖下层广场，以及西湾湖湖

体 

1. 地砖爆裂 

2. 墙身或堤边砖块、梯级爆裂 

3. 路面地砖高低不平 

4. 涂鸦 

5. 告示板损毁 

1. 垃圾堆积、杂草丛生、

湖内有沉船 

西湾湖景大马路近西湾大桥入口

湖边区域至西湾大桥入口附近的

桥底休憩区及湖畔绿化区 

1. 墙身砖块爆裂 

2. 木地板松脱或破损 

3. 涂鸦 

4. 电箱生锈损毁 

1. 垃圾堆积、泥泞及杂

草丛生  

2 佑汉街市公园8
 

1. 消防水喉的玻璃门破裂 

2. 健身设施油漆脱落、生锈、损毁及

骯脏 

3. 儿童设施生锈、损毁及骯脏 

4. 儿童设施地胶破损 

5. 涂鸦 

6. 遮阳棚顶部生锈 

1. 垃圾问题 

                                                 
7
 西湾湖广场及其周边地段实地观察日期分别为：2014 年 4 月 16 日、9 月 1 日；2015 年 1 月 16 日、

10 月 19、20、26 及 27 日；2016 年 2 月 16、17 日、3 月 1 及 2 日。 

8
 佑汉街市公园实地观察日期分别为：2015 年 11 月 19 日；2016 年 2 月 3 日、3 月 1 及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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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地点 

最近一次观察仍存在的 

设备问题 环境卫生问题 

3 南澳花园休憩区9
 

1. 儿童设施地胶脱落 

2. 健身设施生锈 

3. 告示牌损毁 

4. 涂鸦  

5. 树木支撑架损毁 

1. 大量垃圾满布，环绕

整个休憩区的花圃  

4 湖畔花园10
 

1. 儿童设施地胶脱落 

2. 儿童设施生锈 

3. 地砖爆裂 

4. 桥梁木扶手损坏 

1. 垃圾问题 

5 黑沙环中街临时休憩区9
 

1. 健身设施油漆脱落 

2. 涂鸦 

3. 围栏摇晃 

1. 垃圾问题 

2. 被摆放多部私人单车 

6 海洋大马路休憩区11
 

1. 滑梯塔楼底部支撑螺丝外露 

2. 滑梯塔楼顶部铁栏生锈 

3. 滑梯涂鸦 

4. 摇摇马损坏 

1. 垃圾问题 

7 黑沙环三角花园12
 

1. 健身设施生锈 1. 烟蒂 

2. 垃圾问题 

3. 民署专用室外墙污迹 

8 莲花单车径13
 

1. 地砖爆裂 

2. 凉亭顶部损毁 

3. 涂鸦 

1. 垃圾问题 

9 黑沙水库郊野公园14
 

1. 烧烤炉残旧 

2. 健身设施油漆脱落、生锈 

3. 地面爆裂 

4. 凉亭顶部损毁 

- 

10 花城公园9 
1. 地砖爆裂 1. 大量杂物 

2. 垃圾问题 

                                                 
9
 南澳花园休憩区、黑沙环中街临时休憩区及花城公园实地观察日期分别为：2016 年 2 月 3 日、16

至 18 日、3 月 1 及 2 日。 
10

 湖畔花园实地观察日期分别为：2016 年 2 月 3 日及 3 月 1 日。 
11

 海洋大马路休憩区实地观察日期分别为：2016 年 2 月 3 日、3 月 1 及 2 日。 
12

 黑沙环三角花园实地观察日期分别为：2015 年 11 月 19 日；2016 年 2 月 3 日、16 至 18 日、3 月 1

及 2 日。 

13
 莲花单车径实地观察日期分别为：2015 年 11 月 19 日；2016 年 3 月 1 及 2 日。 

14
 黑沙水库郊野公园实地观察日期分别为：2015 年 12 月 7 日；2016 年 3 月 4 至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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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地点中，由于“西湾湖广场及其周边地段”、“佑汉街市公园”及“南澳花园

休憩区”的问题最为突出，审计署选取了有关地点进行重点跟进，具体情况如下（详

见本文第 3.1.1.1.1 点至 3.1.1.1.3 点）: 

3.1.1.1.1 西湾湖广场及其周边地段 

西湾湖广场及其周边地段的实地观察工作始于 2014 年 4 月 16 日，当时发现存在

多项设备损毁，以及环境脏乱、杂草丛生等 17 个问题，并在同月向民署发出公函反

映有关问题。其后，审计署由 2014 年 9 月 1 日至 2016 年 3 月 2 日，曾五次到上述地

点进行实地观察跟进。跟进结果显示，17 个问题（14 个设备及 3 个环境卫生）中，

有 2 个完全没作跟进，而曾作跟进的 15 个问题，10 个效果不理想，妥善跟进的只有

5 个设备问题。 

此外，在审计署跟进期间，亦发现其他 7 个新的设备问题，当中有 5 个截至 2016

年 3 月 2 日仍未改善，连同之前发现的 12 个未完成改善的问题，民署共有 17 个问题

要跟进处理，详见第 3.1.1.1 点表三序号 1。上述问题除影响市民使用有关设备外，当

中的地砖爆裂或穿洞；墙身、堤边砖块爆裂等问题，更对使用者构成安全隐患。 

17 个问题按其类别可归纳为如下 9 种情况： 

1. 地砖爆裂 

自2014年4月16日起，地砖爆裂问题一直普遍存在于西湾湖广场及其周边地段，

特别是下层广场的问题最为严重（第一组相片），观察结果亦显示民署虽曾对下层广

场的问题地砖作多次修补，唯每次观察仍然发现新的爆裂地砖，部分更出现穿洞，对

人身安全构成风险。此外，亦发现一些已修补的地砖（第二组相片），仍然存在凹凸

不平或轻微爆裂问题，存在绊倒行人风险。 

第一组相片 

观察期间多次发现严重爆裂凹陷地砖，存在明显安全问题，且现场没有任何危险警示。 

  

相片 1 

(审计署摄于 2014 年 4 月) 

相片 2 

(审计署摄于 2014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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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组相片 

观察期间多次发现严重爆裂凹陷地砖，存在明显安全问题，且现场没有任何危险警示。 

  

相片 3 

(审计署摄于 2014 年 9 月) 

相片 4 

(审计署摄于 2014 年 9 月) 

  

相片 5 

(审计署摄于 2015 年 1 月) 

相片 6 

(审计署摄于 2015 年 1 月) 

  

相片 7 

(审计署摄于 2015 年 10 月) 

相片 8 

(审计署摄于 2015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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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组相片 

观察期间多次发现严重爆裂凹陷地砖，存在明显安全问题，且现场没有任何危险警示。 

  

相片 9 

(审计署摄于 2016 年 2 月) 

相片 10 

(审计署摄于 2016 年 2 月) 

  

相片 11 

(审计署摄于 2016 年 3 月) 

相片 12 

(审计署摄于 2016 年 3 月) 

  

相片 13 

(审计署摄于 2016 年 3 月) 

相片 14 

(审计署摄于 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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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相片 

观察期间发现曾被维修的地砖，部分仍存在凹凸不平或轻微爆裂问题，存在安全隐患。 

  

相片 15 

破裂的地砖 

(审计署摄于 2014 年 9 月) 

相片 16 

曾以英泥修补，但明显凹凸不平 

(审计署摄于 2016 年 3 月) 

  

相片 17 

破裂的地砖 

(审计署摄于 2015 年 10 月) 

相片 18 

曾以英泥修补，但明显凹凸不平 

(审计署摄于 2016 年 3 月) 

  

相片 19 

破裂的地砖 

(审计署摄于 2015 年 1 月) 

相片 20 

曾以英泥修补，但仍存在轻微爆裂情况 

(审计署摄于 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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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路面地砖高低不平 

有关问题主要集中于西湾湖广场下层广场，数次实地观察结果，民署只曾对小部

分问题地砖进行平整。在 2016 年 3 月 2 日，高低不平地砖仍普遍存在，对游人产生

安全问题。 

于 2015 年 1 月发现的问题地砖，1 年多仍没被跟进，存在明显安全问题， 

亦没有摆设任何安全设施。 

(审计署摄于 2016 年 3 月) 

  

相片 21 相片 22 

  

相片 23 相片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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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扶手梯砖块脱落及梯级崩裂 

在 2015 年 10 月 19 日发现的问题砖块及梯级，直到 2016 年 3 月 2 日仍未被维修。 

于 2015 年 10 月发现的问题砖块及梯级，约 5 个月时间仍没被维修，存在安全风险。 

(审计署摄于 2016 年 3 月) 

 

相片 25 

  

相片 26 相片 27 

4. 木地板松脱或破损 

有关问题存在于西湾湖下层广场及西湾大桥入口湖边区域，根据数次实地观察结

果，2014 年 4 月接获审计署通知后，民署已就下层广场作出基本改善。然而，湖边区

域的木板虽曾作维修，但截至 2016 年 3 月 2 日，松脱或破损的木板仍然多处存在，

走过时会感到摇晃，存在绊倒行人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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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4 月至 2016 年 3 月 2 日期间，反复出现松脱或破损木地板，存在安全隐患。 

(审计署摄于 2016 年 3 月) 

  

相片 28 相片 29 

  

相片 30 相片 31 

5. 涂鸦情况 

涂鸦普遍存在于西湾湖广场及其周边地段，根据接近两年的实地观察，民署只曾

对西湾湖上层广场的涂鸦作出跟进，其他地段则未作处理。截至 2016 年 3 月 2 日，

涂鸦仍四处存在，影响市容。 

于 2014 年 4 月发现的涂鸦，经过约两年时间有关涂鸦仍然存在。 

(审计署摄于 2016 年 3 月) 

  

相片 32 相片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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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4 年 4 月发现的涂鸦，经过约两年时间有关涂鸦仍然存在。 

(审计署摄于 2016 年 3 月) 

  

相片 34 相片 35 

  

相片 36 相片 37 

6. 告示牌损毁 

2015 年 10 月及 2016 年 2 月发现的油漆脱落告示牌，经过约 5 个及 1 个月时间仍

没被维修，在最近 2016 年 3 月 2 日的观察，仍然存在。 

告示牌油漆脱落。 

(审计署摄于 2016 年 3 月) 

  

相片 38 相片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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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墙身/堤边砖块爆裂 

有关问题于 2015 年 10 月 19 日首次发现，按其后的实地观察，大部分问题砖块，

截至 2016 年 3 月 2 日仍未被跟进（第一组相片），民署只是对小部分进行了修补，但

改善情况并不理想（第二组相片），存在压伤或割伤游人的风险。 

第一组相片 

2015 年 10 月发现的破裂砖块，在 2016 年 3 月仍未被维修，存在安全隐患。 

(审计署摄于 2016 年 3 月) 

  

相片 40 相片 41 

  

相片 42 相片 43 

  

相片 44 相片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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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相片 

广场上层区域及下层区域的破裂砖块有部分曾被维修，但效果并不理想。 

  

相片 46 

墙身砖块破裂 

（审计署摄于 2014 年 9 月） 

相片 47 

曾以英泥修补砖块，但效果不理想 

（审计署摄于 2015 年 10 月） 

  

相片 48 

墙身砖块破裂 

（审计署摄于 2015 年 10 月 19 日） 

相片 49 

曾以英泥修补砖块，但效果不理想 

（审计署摄于 2015 年 10 月 26 日） 

  

相片 50 

墙身砖块破裂 

（审计署摄于 2015 年 10 月 19 日） 

相片 51 

曾以英泥修补砖块，但效果不理想 

（审计署摄于 2015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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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相片 

广场上层区域及下层区域的破裂砖块有部分曾被维修，但效果并不理想。 

  

相片 52 

堤边砖块破裂 

（审计署摄于 2015 年 10 月） 

相片 53 

曾以英泥修补砖块，但效果不理想 

（审计署摄于 2016 年 3 月） 

8. 电箱及照明设备问题 

于2014年 9月 1日及 2015年10月 19日发现的光管损毁及电箱生锈损毁等问题，

于 2016 年 3 月仍未见民署跟进。 

光管损毁及电箱生锈损毁，存在安全风险。 

(审计署摄于 2016 年 3 月) 

  

相片 54 相片 55 

9. 垃圾情况 

环境清洁问题普遍存在于西湾湖广场及其周边地段，经过近两年来的实地观察，

仍发现多处垃圾堆积、行人路上满布泥泞、杂草丛生，以及湖内有沉船（部分沉船在

2014 年 4 月已存在）等问题。有关问题除有碍观瞻，还易生蚊虫卫生问题，对市民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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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健康风险。就最近三次，每次持续二至四天的实地观察15，发现某些地点的垃圾，

例如草丛数天也没被清理，而一些位于石隙的垃圾，更是持续数月也没被清除。 

垃圾堆积、行人路上满布泥泞、杂草丛生，以及湖内有沉船。 

(审计署分别摄于 2015 年 10 月、2016 年 2 月及 3 月) 

  

相片 56 相片 57 

 

相片 58 

  

相片 59 相片 60 

                                                 
15

 最近三次实地观察日期：2015 年 10 月 19、20、26 及 27 日；2016 年 2 月 16、17 日，3 月 1 日及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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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堆积、行人路上满布泥泞、杂草丛生，以及湖内有沉船。 

(审计署分别摄于 2015 年 10 月、2016 年 2 月及 3 月) 

 

相片 61 

  

相片 62 相片 63 

  

相片 64 相片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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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堆积、行人路上满布泥泞、杂草丛生，以及湖内有沉船。 

(审计署分别摄于 2015 年 10 月、2016 年 2 月及 3 月) 

  

相片 66 相片 67 

  

相片 68 相片 69 

  

相片 70 相片 71 

  

相片 72 相片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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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堆积、行人路上满布泥泞、杂草丛生，以及湖内有沉船。 

(审计署分别摄于 2015 年 10 月、2016 年 2 月及 3 月) 

  

相片 74 相片 75 

  

相片 76 相片 77 

  

相片 78 相片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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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堆积、行人路上满布泥泞、杂草丛生，以及湖内有沉船。 

(审计署分别摄于 2015 年 10 月、2016 年 2 月及 3 月) 

  

相片 80 相片 81 

  

相片 82 相片 83 

3.1.1.1.2 佑汉街市公园 

审计署于 2015 年 11 月 19 日至 2016 年 3 月 2 日期间，就佑汉街市公园进行了三

次实地观察。期间发现的 6 个设备损毁及 1 个环境卫生问题，由 2015 年 11 月首次发

现至最近的 2016 年 3 月实地观察，发现民署并没有作出任何跟进改善。问题中最严

重的是危及使用者安全的消防水喉玻璃门破裂及 1 个健身设备地基生锈损毁问题，民

署不但没有跟进维修，甚至供市民继续使用。详情如下： 

1. 消防水喉的玻璃门破裂 

有关问题由 2015 年 11 月发现至 2016 年 3 月仍未进行维修，及后连围封的胶条

也被清除，由于有关玻璃门接近儿童游乐设施，对儿童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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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84 相片 85 

2015 年 11 月，破裂玻璃门有围封胶条 

（审计署摄） 

于 2016 年 2 月及 3 月观察时发现已没有

围封胶条。（审计署摄） 

2. 健身设施损毁、生锈、油漆脱落及骯脏 

由首次发现至 2016 年 3 月 2 日，仍未见民署进行维修或更换，观察所见，部分

设备的地基已严重生锈，使用时会离地摇晃。但民署仍供市民使用，易生意外。 

(审计署摄于 2016 年 3 月) 

  

相片 86 相片 87 

 

相片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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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儿童设施损毁、生锈及骯脏 

按照数次观察结果显示，由 2015 年 11 月 19 日发现至 2016 年 3 月 2 日，有关情

况并未有任何改善。 

(审计署摄于 2016 年 3 月) 

  

相片 89 相片 90 

  

相片 91 相片 92 

4. 儿童设施地胶破损 

有关设施地胶破损穿洞，容易绊倒，观察结果显示，自 2015 年 11 月发现至 2016

年 3 月 2 日，民署未有作任何改善。 

(审计署摄于 2016 年 3 月) 

  

相片 93 相片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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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涂鸦情况 

有关问题普遍存在于佑汉公园各处，有碍观瞻。观察结果显示自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3 月 2 日期间，民署未有作任何处理。 

 (审计署摄于 2016 年 3 月) 

  

相片 95 相片 96 

  

相片 97 相片 98 

6. 遮阳棚顶部生锈 

有关锈蚀潜在影响支架结构的风险，易生意外。观察结果显示，自 2015 年 11 月

至 2016 年 3 月 2 日期间，民署未有作任何处理。 

(审计署摄于 2016 年 3 月) 

  

相片 99 相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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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花丛、设施底部积聚垃圾 

垃圾积聚，易生蚊虫，有碍健康。自 2015 年 11 月发现至 2016 年 3 月 2 日，民

署未有作任何改善。 

审计署摄于 2016 年 3 月 

  

相片 101 相片 102 

3.1.1.1.3 南澳花园休憩区 

审计署于 2016 年 2 月 3 日至 2016 年 3 月 2 日期间，对南澳花园休憩区进行了三

次实地观察。观察结果显示上述地点的卫生问题严重，民署只曾对花圃积聚的大量垃

圾作出少部分清理，而其余 5 个有关设备的问题则完全未作跟进处理。具体如下： 

1. 所有花圃堆积大量垃圾 

三次实地观察中，当中有两次是进行连续两至三天的观察16，当时发现休憩区内

所有花圃满布大量各类垃圾，如：塑胶瓶、塑胶袋、烟蒂、烟盒、金属罐、零食包装

袋、果皮等等，容易滋生蚊虫鼠患，成为病菌的温床，对休憩区的使用者以致附近居

民的健康都会造成不良影响。虽然在最近一次的观察，发现花圃中垃圾曾有少量被清

理，但堆积的问题仍然存在，有关问题未有明显改善。 

  

                                                 
16

 最近三次实地观察日期：2016 年 2 月 3 日；2 月 16 至 18 日；3 月 1 及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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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摄于 2016 年 2 月 3 日；2 月 16 至 18 日；3 月 1 日及 2 日) 

  

相片 103 相片 104 

  

相片 105 相片 106 

  

相片 107 相片 108 

  

相片 109 相片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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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摄于 2016 年 2 月 3 日；2 月 16 至 18 日；3 月 1 日及 2 日) 

  

相片 111 相片 112 

  

相片 113 相片 114 

2. 儿童设施地胶脱落 

有关地胶呈现老化现象，部分出现脱落，对使用者构成失足意外的危险。有关问

题在审计署观察期间的 1 个月内，直至 2016 年 3 月 2 日，发现民署并没有进行任何

维修。 

(审计署摄于 2016 年 3 月) 

  

相片 115 相片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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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健身设施生锈及油漆脱落 

部分健身设施生锈及油漆脱落，生锈情况恶化可能导致部分构件脱落，对使用者

构成安全隐患。上述问题在观察期间的 1 个月内，直至 2016 年 3 月 2 日，民署没有

作出跟进。 

(审计署摄于 2016 年 3 月) 

  

相片 117 相片 118 

4. 告示牌损毁 

损毁严重，除不美观外，亦有剥落危险，对途人构成安全隐患。从约 1 个月的观

察结果显示，直至 2016 年 3 月 2 日，民署没有作出跟进处理。 

(审计署摄于 2016 年 3 月) 

 

相片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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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涂鸦情况 

问题虽未算普遍。此问题在观察期间的 1 个月内，直至 2016 年 3 月 2 日，民署

没有作出任何处理。 

(审计署摄于 2016 年 3 月) 

  

相片 120 相片 121 

6. 支撑树木的支架损毁 

支撑树木支架的其中一节出现折曲，未能妥善支撑树木，对使用者构成安全隐患。

直至 2016 年 3 月 2 日约 1 个月的观察结果显示，民署没有作出跟进处理。 

(审计署摄于 2016 年 3 月) 

 

相片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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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民署对于 3 个重点抽查地点观察结果的说明 

对于监督休憩用途市政设施内的设备及卫生情况，民署已设有定期巡查机制。每

日会派出巡查人员前往所负责的管理场地作出巡查，同时亦会每月或不定期派出技术

人员复查。在巡查发现的问题，如属民署管辖的设施范围，会通报署内单位进行维修

或跟进，如属其他政府部门管辖的，则会通知有关部门跟进；如设备损坏后具有潜在

危险但未能即时进行维修，会立即采取措施进行移除或围封受影响范围，以保障市民

安全。然而，在此机制下，仍出现是次报告所指的多项实地观察问题，反映有关机制

在设计及执行上存有不足。民署表示问题成因主要是“巡查未有发现”，其余为“未

有及时完成维修”及“有关设施不属民署管理”，详细情况见下表四。 

此外，对于民署表示巡查没有发现的 28 个问题，当中 11 个（见表四带＊的问题）

属于西湾湖广场及其周边地段的问题，事实上，审计署于 2014 年 4 月已透过公函通

知民署。对于为何直至 2016 年 3 月仍未完成跟进，民署对于每一项问题都作出了解

释，但与之前就巡查未有发现所述的原因相类同。同时，并指出曾考虑透过西湾湖夜

市重整计划对有关问题作整体治理，但因外在因素而搁置，而考虑到日后轻轨工程亦

涉及西湾湖范围，为了避免完成重整工程后，轨道交通才展开工程，因而出现拆除新

建的建筑物或重复施工，故现时不具条件进行整体重整工作。 

而就审计署实地观察所见的 30 项问题，有多达 28 项民署巡查未有发现，该署表

示已要求有关人员注意，日后会加强巡查的力度。 

表四：民署对 3 个重点抽查地点问题的成因说明 

地点 问题 相片编号 

引致问题的工作环节 

注释 

编号 巡查未 

有发现 

未有及时

完成维修 

不属民 

署管理 

西湾湖广场及 

其周边地段 

（上层区域） 

1* 涂鸦 32,33    (1)及(5) 

2* 砖块脱落或爆裂 44,45    (1) 

3* 垃圾 70-73    (9) 

4* 
扶手梯砖块脱落及梯级

崩裂 
25-27  

  
(1) 

5 光管损毁 54    (1) 

6 地砖爆裂 
4,10,13, 

1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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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问题 相片编号 

引致问题的工作环节 

注释 

编号 巡查未 

有发现 

未有及时

完成维修 

不属民 

署管理 

西湾湖广场及 

其周边地段 

（下层区域） 

7* 涂鸦 34,35,36    (1)及(5) 

8* 路面地砖高低不平 21-24    (4) 

9* 告示板损毁 38,39    (6) 

10* 
垃圾堆积、杂草丛生、

湖内有沉船 

68,69,74, 

80-83 
 

  
(9) 

11 墙身/堤边砖块爆裂 43    (4) 

12 地砖爆裂 
1-3,5-9, 

11,12 
  

 
(12) 

西湾湖广场及 

其周边地段 

(西湾湖景大马路近

西湾大桥入口湖边

区域至西湾大桥入

口附近的桥底休憩

区及湖畔绿化区) 

13* 涂鸦 37    (1)及(5) 

14* 
垃圾堆积、行人路满布

泥泞及杂草丛生 

56-67, 

75-79 
 

  
(10) 

15* 木地板松脱或破损 28-31    (4) 

16 墙身砖块爆裂 40-42    (1) 

17 电箱生锈损毁 55    (1) 

佑汉街市公园 

18 
健身设施损毁、生锈、

油漆脱落及骯脏 
86-88  

  
(2) 

19 儿童设施损毁及生锈 89-92    (7) 

20 儿童设施地胶破损 93,94    (3) 

21 涂鸦 95-98    (13) 

22 遮阳棚顶部生锈 99,100    (8) 

23 
花丛、设施底部积聚垃

圾 
101,102  

  
(14) 

24 消防水喉的玻璃门破裂 84,85    (15) 

南澳花园休憩区 

25 儿童设施地胶脱落 115,116    (3) 

26 
健身设施生锈及油漆脱

落 
117,118  

  
(2) 

27 告示牌损毁 119    (13) 

28 涂鸦 120,121    (13) 

29 支撑树木的支架损毁 122    (13) 

30 所有花圃堆积大量垃圾 103-114    (11) 

资料来源：整理自民署提供的资料。 

注：＊代表 2014 年 4 月审计署以公函通知民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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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就绿化处管辖的设施，巡查人员的巡查路线会优先覆盖所有绿化带，虽然亦会巡

查绿化带以外的其他地区，但由于巡查人员不足，故未有及时发现有关问题。 

(2) 基于维修人力资源善用之考虑，会因应设施生锈及油漆脱落程度、是否影响使用

功能及构成危险，非紧急的情况下，会持续观察及适时记录，通知维修部门跟进。

鉴于有关问题（生锈及油漆脱落）并未影响使用功能及构成即时危险，故未有于

巡查反映，但会在整体保养翻新时作出处理。 

(3) 基于维修人力资源善用之考虑，会因应地胶的损坏情况、是否影响公众安全，非

紧急的情况下，会持续观察及统一集中记录，通知维修部门跟进。有关地胶非明

显大面积性损坏，且不影响公众安全，所以未有于巡查反映，而留待整体保养翻

新时作出处理。 

审计署的补充说明： 

就上述地胶损毁问题，审计署于 2015 年 11 月实地观察时发现，但民署直至

2016 年 2 月的巡查记录才指出有关问题。 

(4) 虽然已要求巡查人员需要就所有设施范围进行巡查，但因巡查项目多及范畴大，

巡查需时，故此巡查人员偶尔未有全面观察，故未能及时发现问题。 

(5) 接审计署公函后，曾对西湾湖上层广场的涂鸦作出处理。但新的涂鸦在不同地区

又再出现，因而巡查人员未能及即时发现问题。 

(6) 告示牌，在 2013 至 2015 年已多次更换。但由于其后的临时告示牌又反复再被破

坏，故巡查人员未有及时发现。 

(7) 佑汉街市公园内的儿童组合设施“滑行装置”（相片 92）现时仍能滑动使用，而

问题轮子亦藏于铁条底背内部，设备只是在特定位置运作不顺，由于巡查人员人

力资源存在压力，而详细检查又需时，故在巡查时不易察觉。 

(8) 遮阳棚已于 2014 年全面翻新，因设施处于户外，损耗较快，但已设有常规计划

进行翻新工作。 

(9) 就垃圾堆积问题，虽每日已安排人员清理垃圾，但因部分使用者公民意识不足，

导致垃圾反复出现，而部分垃圾弃置于较隐蔽的地方，如石隙、花丛、石滩边，

故清洁人员难于及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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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80 中指出的杂草属于区域植物，因西环湖为自然景观湖体，故保留了湖畔

部分植物没有完全清除。 

沉船中部分为龙舟（相片 82 及 83），是某社团遗留下来。经分析后，由于木船是

属于天然可降解的物质，以沉船方式营造人工渔礁在国际间已被广泛应用，故此，

基于环保及废物利用之概念，故决定将遗留的龙舟作沉放处理，为湖中生物营造

人工渔礁，提供栖息丶觅食及繁𧗠之场所。另 1 艘沉船则是存放于管理湖区所用

之工作船（相片 81），所以不会于巡查反映。 

其中 1 艘原被沉放之龙舟，其后小部分船头再次露出水面(相片 82），虽然大部分

船身仍沉于水中及埋于泥中，但再次完全沉降较困难，故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已

被移走。 

审计署的后续跟进： 

就上述有关龙舟用于沉放的处理，对于西湾湖 2008 年当时的生态环境是否

适合，以及可带来甚么效益，民署并没有提供任何内部正式文件，能反映当时曾

进行有关分析，只提供了 4 份 2012 年至 2016 年其他地区采用类似方法应用于海

洋的报章杂志资料。 

此外，民署亦表示用于沉放的龙舟属被废置之垃圾，清理垃圾是管理单位日

常之工作，故此公园处有权对于日常工作作出安排，故无需向上级单位作特别报

告，而当时被沉放的龙舟约为 10 只。 

另一方面，就民署所指的工作船，根据审计署的实地观察，有关船只自 2014

年 9 月，已沉没于该区内（相片 81）。 

(10) 泥泞是因下雨后绿化带水土流失而导致。 

审计署的后续跟进： 

根据地球物理暨气象局的天气记录，以及审计署在 2015 年 10 月 19、20、26

及 27 日、2016 年 2 月 16、17 日及 3 月 1 及 2 日实地观察时的天气状况，在观察

当日及观察前的 1 星期内，只有 10 月 26 日及 2 月份曾下雨，其余时间内并没有

下雨记录或只有微量17降雨量记录。 

(11) 公民意识不足，弃置垃圾情况严重及反复出现。 

(12) 民署内部的维修人员数量及资源有限，故按缓急性排程进行维修，对存有即时危

险及人流使用多的状况作优先处理，如行车路面、行人道损坏、路陷等。 

                                                 
17

 微量指降雨量在 0.2mm 以下，其雨量太小致记录仪器未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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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署已对破损地砖作频繁维修，但基于物料设计存在缺陷，较容易碎裂，故有关

情况不时会反复出现。对此问题，曾考虑与其他受损设备一并重整，但考虑到重

建需要配合轨道交通的工程建设，例如日后轻轨工程亦涉及西湾湖范围，故现时

不具条件进行整体重整工作。针对现存的有问题地砖，仅对有即时危险的部分作

出处理。 

(13) 巡查人员未能及时发现及通报。 

(14) 清洁人员每日清洁，唯垃圾反复出现，而巡查人员又未能及时发现垃圾堆积，故

没有通报。 

(15) 于 2015 年 10 月 14 日发现问题后的翌日已通知有关部门处理，其后因一直未见

其处理，故于 2016 年 3 月 14 日再行跟进，并在 4 月 21 日先代维修上述玻璃

门。 

3.1.2 审计意见 

特区政府设置的休憩用途市政设施，主要是为市民提供闲暇时的活动空间，同时

部分设施亦兼顾游客的观光用途，而每年特区政府亦投入不少资源于有关设施的管理

上，2015 年度的相关开支达 98,672,749.75 澳门元。为此，负责管理单位必须做好有

关的管理工作，在有关设施内提供运作良好、安全的设备，并确保环境舒适及清洁卫

生，吸引人们使用。而根据第 2/2002 号行政长官批示核准的《民政总署组织架构规章》，

民署是负责管理特区政府休憩用途市政设施的单位，因此，民署必须做好相关的管理

及维护工作。 

然而，根据审计署 10 个抽查地点的观察结果，发现大量设备损坏，甚至部分存

在安全隐患，一不小心或不察觉便容易造成意外，就如：西湾湖广场上下层的爆裂及

下陷的地砖（相片 1 至 14）、“佑汉街市公园”健身设施生锈摇晃（相片 86 及 87）等

问题。此外，审查发现一些弃置于行人路旁的地方、容易看到的垃圾（相片 56 至 63，

69 至 71），连续数天也没被清理；至于一些藏于绿化带及石隙中的垃圾，更是数个月

也没被理会，导致“南澳花园休憩区”绿化带（相片 103 至 114）及西湾湖湖边等地

方（相片 64 至 67）满布垃圾，不单是美观问题，甚至会成为病菌温床，滋生蚊虫，

传播疾病。 

就设备问题方面，民署表示部分是由于巡查没有发现，审计署认为，巡查及时发

现问题是民署的基本责任，如果连问题也未能及时发现，自然无法跟进整改。同时，

对于民署指出部分问题巡查时已发现或已收到通知，但因为问题没有即时危险，故暂

不作维修。须指出的是，虽然有部分设备现时未具有即时危险，例如只是出现生锈（相

片 117 及 118）的情况，但若然民署不及时处理有关问题，因锈蚀及被市民长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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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设备也会逐渐恶化为即时危险；同时，若有关设备在恶化前得到及时处理，维修

费用相对会较低，亦能延长设备的使用期，更何况有不少设备问题明显存在即时危险。

此外，审计署亦注意到一些设备虽然从外观上未见损坏，如西湾湖广场下层的部分地

砖，由于本身物料存在问题，根据两年的实地观察，虽然民署已不断进行维修工作，

但爆裂及下陷地砖仍不时出现（相片 1 至 3，5 至 9，11 及 12），可见有关地砖虽然表

面上未见损坏，实际上却存在即时的安全隐患，若途人行经时突然发生凹陷，由于底

下结构“空心”，后果不堪设想。至于民署解释巡查及维修人手不足的问题，但安排

足够的人力资源履行职责，本就是部门的基本责任，责无旁贷。 

另一方面，对于部分不属民署管理的设备，例如“佑汉街市公园”的消防玻璃门

破裂（相片 85）。必须指出，不论由那个公共部门管理，在完成维修前，同样会为市

民构成安全隐患，尤其是上述玻璃门靠近儿童游戏区，如不及时处理，会对市民，特

别是儿童构成极高危险。然而，民署在 2015 年 10 月通知主管部门后，事隔数月均没

有再作跟进；而实地观察所见，该署虽曾在 2015 年 11 月以胶条围封（相片 84），但

在 2016 年 2 月及 3 月已没有任何警示封条（相片 85）。有关处理，除了有欠积极外，

亦反映民署对危及使用者的安全问题欠缺足够的重视。 

审计署认为，民署有责任保障使用设施的市民及游客之安全，避免有关人士使用

存在缺陷设备，因为一旦发生意外而令使用者受伤，轻则有皮肉之苦，重则会引致永

久性创伤，而特区政府亦可能需面对索偿甚或诉讼。 

至于环境卫生方面，民署 2015 年度用于休憩用途市政设施的相关清洁开支达

44,171,870.05 澳门元18，但却出现如南澳花园休憩区、西湾湖广场及其周边地段的严

重环境清洁问题，显示其对于外判服务欠缺适当的监管。此外，民署把未有及时清洁

的原因，部分原因是使用人数众多而未能及时处理，但值得注意的是，正正因为有关

设施的使用人数众多，若经常垃圾堆积、骯脏，即使有关问题不会直接影响市民及游

客使用有关设备，但骯脏环境会令人产生厌恶感觉，大大影响使用意欲，导致原本作

为市民休憩用途的市政设施发挥不了应有的效用，更反过来变成为传染病的温床，影

响周边环境和市民健康。 

综上所述，民署对于休憩用途市政设施的管理明显存在不足，不单对安全及卫生

做成影响，更甚的是，上述问题会令到市民及游客对澳门产生负面印象。在有条件的

情况下，若然连基本民生的市政设施服务也不能妥善办好，必然与市民的期望存在更

大落差，继而进一步扩大对政府的负面观感和评价。为此，民署应负起责任，做好休

憩用途市政设施的管理工作。 

                                                 
18

 当中包括“清洁服务”开支 5,180,855.25 澳门元及“绿化管理服务”开支 38,991,014.80 澳门元。其
中“清洁服务”开支只包括民署负责支付予各外判商的清洁开支，对于由环境保护局支付予外判商
为公共场地提供清洁服务的费用并未包括在内；至于“绿化管理服务”开支包括了清洁及绿化等服
务支出，但由于民署没有相关开支的明细，故未能独立列出清洁服务的开支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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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审计建议 

民政总署应： 

1. 设立有效机制，并投入所需资源做好休憩用途市政设施的管理及维护工作，

当中包括：建立完善机制确保及时发现、作出所需的临时措施，并最终有效

解决有关问题； 

2. 对存在即时危险的问题，应立即进行维修或更换；如有关设备未能及时进行

维修，应在发现问题时随即安排临时性的安全设施，例如进行围封，以确保

市民及游客安全。即使判断没有即时危险，亦应安排合理时间作出跟进处理，

避免恶化而危及使用者安全及增加维修成本； 

3. 加强对各项外判服务的监管，确保有关的服务提供者确切按合同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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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 综合评论 

特区政府提供的休憩用途市政设施具有重要的功能，对市民而言，除了工作、学

习外，其余便是休息及休憩时间。维持这些休憩场所的设备配套完善，运作良好，环

境清洁舒适，可有助提升市民的生活质素及幸福感。反之，若然环境脏乱、设备失修、

陷阱处处，除了降低公众的使用意欲，隐藏了不同程度的安全风险，同时亦影响政府

部门在市民心目中的形象。 

市政设施的建设除了投入大量公帑，还凝聚了民政总署、工务部门，甚至承建单

位、施工人员的时间和心血。民署因资源不足等问题而导致管理不善、维修不足，不

但浪费自身和其他参与单位的心血，更令特区政府服务大众的庞大资源蒙受损失。须

要指出的是，政府建设休憩设施安全可靠是社会长期以来的共识，根据审计结果显示，

因管理者欠缺积极的工作态度，致使不少设施皆出现安全隐患，这不但有违设立休憩

设施的初衷，管理者的粗心、疏忽、麻痹大意更完全暴露于公众眼前，为保障设施使

用者的安全，民署应认真检讨问题，切实改善相关工作。 

市政设施和其他公共设施一样，建设方面的把关固然重要，但营运使用才是目的

所在，所以长期的妥善管理及维修保养都是相关专责单位的重要职责。在今次审计中，

部分民署辖下的休憩设施的维修或清洁是由外判商处理，但作为负责任的管理部门，

民署应加强对相关外判商的监管，督促其履行职责。同时，民署必须完善其巡查机制，

做到主动发现问题，主动维修及清洁，而非被动地执行工作，或者对日常显而易见的

问题视而不见，不作处理。透过今次审计，所有公共部门亦应引以为鉴，做好公共设

施的日常管理，确保设施发挥应有作用，致使特区政府对相关公共设施的投资达到物

有所值，服务大众的目标。同时透过对设施适时的检视，避免问题恶化，减低维修成

本。 

此外，市政设施建成后，政府当然有责任管理和保持环境清洁卫生。然而，有关

环境卫生问题的根源却并非来自政府，正如是次审计发现的大量生活垃圾，均是公众

使用设施后留下。公共设施是为了市民而建设，本质上是大众共同享用的休憩空间，

因此设施的使用者亦要爱护公物，注意环境卫生，珍惜公共资源。民署除了凭自身的

资源努力维护休憩设施，更应与市民加强沟通，认真跟进使用者反映的意见，切忌态

度傲慢、漠视民意，应以更大的决心营造官民携手合作的氛围，共同保持公共设施的

整洁美观。 

最后，特区政府在计划及筹建有关设施时，可考虑增加资讯的透明度，鼓励市民

多提意见，增加互动交流，透过共同参与及缔造来提升大众爱惜公物的意识，齐心维

护各市政设施内的设备安全及环境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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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部分： 审计对象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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