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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法學》創刊二十周年暨法學期刊如何助力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座談會”於 2025 年
6 月 14 日在澳門大學舉行。座談會由澳門大學法學院主辦，《澳門法學》編輯部承辦。座談會邀
請了中國內地《法學研究》《法學評論》《中外法學》《法商研究》《法學家》《比較法研究》
《中國法律評論》《現代法學》《地方立法研究》《蘇州大學學報（法學版）》《東南法學》等核
心法學期刊的主編和副主編、中國社會科學評價研究院的代表，以及澳門本地《南國學術—澳門大
學學報》《澳門研究》《澳門警學》《“一國兩制”研究》《澳門法政雜誌》《灣區法治》《國際
人文社科研究》等學術期刊的主編合計三十余人出席本次座談會。

座谈会開幕式由澳門大學法學院客席教授、《澳門法學》主編趙國強主持。澳門大學法學院院
長、《澳門法學》編委會主任唐曉晴，澳門大學法學院講座教授、澳門大學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院
長於興中，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法學研究》主編陳甦教授和中國社會科學評價研究院副院
長蘇金燕分別致辭。

唐曉晴院長代表澳門大學法學院對與會代表表示熱烈歡迎。唐院長首先向與會嘉賓介紹了《澳
門法學》的發展和突破、澳門大學法學院的教學科研情況及澳門發展的特殊性，同時也希望《澳門
法學》能在接下來的發展中砥礪前行，与其他澳門本地学术期刊一起共謀澳門本地刊物的發展，為
澳門社會做出更大貢獻。於興中院長向各位與會專家表示感謝。於院長表示，澳門大學在宋永華校
長的領導下取得了巨大的進步，澳門大學法學院在唐院長的領導下師生齊心協力搞好教學、辦好雜
志。《澳門法學》二十年來取得的成績十分不易，学术影响不断提升。陳甦教授代表內地法學期刊
向《澳門法學》創刊二十周年表示祝賀。陳甦教授表示，在中國法學期刊的方陣中，《澳門法學》
以獨到的立刊理念、宏闊的學術視野和鮮明的編輯風格而獨樹一幟，展現出澳門大學法學院的突出
品質和專業能力。《澳門法學》促進了澳門法學界和內地法學界的人際融合、知識融合和學術情感
融合。陳甦教授还提出如下建議：一是在協助聯繫中堅持目標一致的辦刊能力；二是共同強化有機
統一的法學知識建構能力；三是在不斷競爭的學術創新中共同助力國家發展大局。蘇金燕副院長代
表中國社會科學評價研究院，向《澳門法學》創刊二十周年致以熱烈的祝賀。蘇院長表示在 AMI
評價體系中特別關注期刊三大能力，即學術引領能力、實踐服務能力和開放發展能力。蘇院長認為
在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背景下，《澳門法學》展現出三重時代價值，即一是“一國兩制”法治
實踐的記錄者，二是國家戰略的智囊團，三是青年學者的育苗圃。

座谈会首先由《澳門法學》編輯部主任唐銘澤介紹了《澳門法學》关于收錄、學術評價、常設
欄目和收稿情況等各項學術評價指標、工作流程，然後分為兩個單元，在《澳門環球法學研究》執
行主編翟小波副教授的主持下展開主題座談。

在第一單元作主題發言的包括《法學評論》主編秦前紅教授、《中外法學》主編王錫鋅教授、
《法商研究》主編姚莉教授、《法學家》常務副主編高聖平教授、《中國法律評論》袁方常務副主
編、《現代法學》副主編董彥斌研究員、《地方立法研究》主編黃瑤教授、《蘇州大學學報（法學
版）》主編上官丕亮教授、《東南法學》副主編劉練軍教授。來自內地核心法學期刊的主編和副主
編們首先對《澳門法學》創刊二十周年表示熱烈的祝賀。專家們一致認為，《澳門法學》創刊二十
年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尤其是近幾年來，在澳門本地乃到中國內地的學術地位和學術影響迅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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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澳門法學》利用自己的獨特優勢，為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法治建設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貢
獻；專家們殷切地期望《澳門法學》繼續發揮自己的優勢，準確定位，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為
港澳特區及中國區際協作的法治建設提供更多、更有力的理論支援和實踐指引。除此之外，專家們
還就辦刊宗旨和辦刊方向提出了中肯的意見和建議。如專家們認為，《澳門法學》可藉助澳門獨特
的地理環境進行突破，凭藉自身優勢引領華人法學界在法哲學方面作深度思考。《澳門法學》應該
去辯證地思考自身特色與內地學術期刊評價體係的關係，辯證地看待融入內地和服務澳門的目標。
《澳門法學》的選題應該堅持立足澳門，關照全國，影響世界，要善於處理好新興學科和基礎學科
的關係、熱門選題和冷門學科的關係，既要積極參與融入內地期刊的評價體系，也要利用好澳門能
夠“走出去”的優勢。《澳門法學》需要具備政治意識、品牌意識、策劃意識和傳播意識，需要注
重新媒體平台學術傳播，提升自身影響力。《澳門法學》在議題選取、欄目建設方面要發揮好自主
優勢，作為對外視窗，要能夠充分發揮內地期刊不可替代的作用。《澳門法學》要善於運用具有不
受評價體係束縛的優勢，更好地強化港澳法治研究、區際法治研究等特色專欄，助力港澳更好地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

在第二單元作主題發言的包括《澳門警學》主編黃子暉校長、《南國學術—澳門大學學報》主
編林少陽教授、《南國學術—澳門大學學報》副主編馬慶洲研究員、《澳門研究》和《文化雜誌》
主編林玉鳳主任、《“一國兩制”研究》主編冷鐵勛教授、《澳門法政雜誌》主編李洪江副教授、
《灣區法治》主編易在成教授、《國際人文社科研究》何志遠執行總編輯。來自澳門本地學術期刊
的主編們首先對《澳門法學》創刊二十周年表示衷心的祝賀。主編們一致認為，《澳門法學》多年
來發表的高水準論文和專業見解，對澳門法治建設具有深遠影響，推動了社會長治久安和繁榮進
步，並讚揚了《澳門法學》對學術的認真鑽研精神，《澳門法學》嚴格的匿名評審制度，有效提升
了《澳門法學》稿件的學術品質。除此之外，主編們還對《澳門法學》寄予了厚望，希望《澳門法
學》繼續加大外審力度，確保文字的使用水準，重視評價體系的作用，同時，無論是澳門期刊還是
內地期刊，都應當堅持自身特色，把握熱點和冷門的結合。作為澳門的學術期刊，必須立足澳門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這個戰略聯結點，去探討澳門法學期刊的發展方向。

在座談會閉幕式上，《澳門法學》主編趙國強客席教授作了總結發言。趙國強教授代表《澳門
法學》向所有與會專家表示衷心的感謝。他表示，《澳門法學》作為澳門本地法學期刊，既要看到
學術研究無國界和區界的限制，要加強基礎的法學理論研究，同時也必須從澳門社會的實際需要出
發。目前，對澳門來說，主動、積極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推動和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這不
僅是澳門政府而且也是澳門全社會都需要關注的重中之重。為此，《澳門法學》要順勢而為，要在
助力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上充分發揮自己應有的作用，為澳門的法治建設作出更大的貢獻。

座談會最後，上官丕亮教授即興賦詩一首以表達對《澳門法學》的祝福與期待：

慶賀《澳門法學》創刊二十周年
上官丕亮

澳門法學二十春，
名刊主編登門慶。
特色發展已有名，
助力特區法治興。
融入大局更獨特，
法刊龍頭再稱雄。
法學期刊新征程，
內地澳門同共振。

（文責：王鎔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