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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法學》創刊二十周年黃進教授賀詞

今年是《澳門法學》創刊二十周年，這是一個值得慶賀和紀念的時刻！在二十年辦刊歲月中，

《澳門法學》櫛風沐雨、砥礪前行，在編輯部全體成員、各位作者、匿名評審專家和讀者的共同努

力下，為推進“一國兩制”框架下澳門的法治建設貢獻了重要的力量。今天，我深感榮幸且滿懷欣

喜地以《澳門法學》的讀者、作者和編者（即學術顧問）的身份向《澳門法學》和澳門大學法學院

表示熱烈的祝賀！
澳門大學法學院成立於 20 世紀 80 年代末，具有卓著的辦學歷史與傳統，是澳門數百年歷史中

的首個法學院，被視為培養澳門法律專業人才的搖籃。作為一所國際化公立綜合性大學的核心組成

部分、作為實踐“一國兩制”基本國策的法治人才培育與科研重鎮，澳大法學院正在朝著建設世界

一流法學院、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宏偉目標邁進。在澳大法學院

的主辦與支持下，《澳門法學》已經成為澳門最具權威性和影響力的綜合性法學學術期刊，並在推

進澳門的法學研究和法治建設的進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下面，我想結合《澳門法學》的具體辦刊情況，就其未來發展談幾點建議。
第一，堅持以推進澳門乃至整個國家的法治建設與法學學科繁榮發展為使命。《澳門法學》應

當繼續秉持家國情懷，不忘社會責任，要從澳門的實際情況出發，面向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助力法

學學科的高質量發展。這既要求期刊以海納百川的寬闊胸襟借鑒吸收世界一切優秀法治文明成果，
又要求期刊深切關心澳門在實踐“一國兩制”進程中面臨的各種問題，引導廣大法學與法律工作者

將學術研究與法治實踐深度融合起來，為繁榮具有澳門特色的法學理論、推動澳門法治建設作出更

大的貢獻。
第二，塑造更高水準、更為鮮明的期刊個性與定位。自 2021 年改版至今，《澳門法學》已經

在較短時間內為自己確立起初步的期刊個性和定位。《澳門法學》長期追蹤港澳法治前沿理論，注

重中國區際法治研究，不盲目追求熱點，堅持以質取文，敢於開展嚴肅的學術批判，樂於發現、幫

助和培養青年學者，這為《澳門法學》在澳門及內地學界贏得了良好的聲譽和較高評價。但是，

《澳門法學》在期刊個性與定位方面還可以更進一步。要善於形成自己成熟的辦刊風格，善於培養

在部門法領域中獨特的品味與偏好，善於開設非論文類的欄目，增加期刊內容的豐富性。
第三，多途徑擴大刊物影響力。刊物的影響力直接決定該刊物的來稿質量和學界評價。除了以

文章質量贏得學界的尊重與關注外，《澳門法學》還應當善用其他途徑擴大期刊影響力。要善於運用

微信公眾號、短視頻平台等新媒體推送辦刊成果，使公眾號的內容更加豐富、形式更加多樣。還可以

通過舉辦不同形式的活動擴大刊物的影響力，積極創辦具有廣泛且持續影響力的各類學術活動。
二十載春秋流轉，《澳門法學》在法治文明的沃土中深耕不輟、功不唐捐，既見證了澳門法學

的蓬勃發展，更成為“一國兩制”法治實踐的學術鏡像。值此創刊二十周年之際，願《澳門法學》
以既往之積澱為基，繼續秉持家國情懷與學術理想，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時代浪潮中，成為連接

內地與港澳法治文明的紐帶，成為連接東西方法治文明的橋樑，成為培育新時代法治人才的搖籃，
成為彰顯“一國兩制”法治成果的重要視窗。

真誠祝願《澳門法學》越辦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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