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基金會（下稱：澳基會）於 1984 年成立，並在

2001 年與當時另一職能相近的“澳門發展與合作基金

會”合併，成為現今澳門特區政府唯一一個以實現社會

公益為目的綜合性公共基金。2024 年，澳基會迎來成立

四十週年，在這期間，澳基會經歷多次功能變化和角色

轉換，始終堅守服務社會的初心，配合政府施政方針，與

社會各界合力為澳門的可持續發展貢獻力量。砥礪前行

四十載，澳基會工作碩果累累，筆者將從不同領域社會

賢達及學者的視角，探尋澳基會與蓮花寶地共成長、伴

同行的故事。

法律本地化的奠基石

1993 年 3 月 31 日《澳門基本法》頒佈，澳門進入“後

過渡期”急須解決公務員本地化、中文的正式語文地位

和法律本地化三方面問題，當時中葡雙方着力推動法律

本地化及本地法律人才的培養，可是當時澳門的法律敎

育極為有限，以中文開展法律研究幾乎一片空白。在此

歷史背景下，澳基會克服種種困難，毅然承擔起法律本

地化的拓荒任務，於 1994 年成功出版首部較為系統和全

面介紹澳門法律的中文法律概論著作─《澳門法律》。此

後，在一批對中葡法律有較深研究的專家的支持下，澳

基會於 1996 年至 2005 年間，出版了一套共計 16 種《澳

門法律叢書》，並於 2012 年起逐步編撰全套 29 卷的《澳

門特別行政區法律叢書》。“我認為編寫《澳門法律叢書》

在澳門歷史上是具有開拓性的事，從這套叢書開始，澳

門才有了自我研究、自我介紹的法律相關書籍。”澳門大

學法學院教授駱偉建如此說。

◇記者：澳基會統籌的《澳門法律叢書》，對澳門“後

過渡期”開展的法律本地化工作有何重要意義？

◆駱偉建：我認為《澳門法律叢書》的出版在澳門法

澳門基金會四十周年系列報導(一)：

扶植人才 興國建澳

◆文：少楓 圖：澳門基金會、受訪者提供

澳門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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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發展史上有三個意義。第一是給予法律實務工作

者對澳門法律本地化，包括法律的整理、翻譯、修改

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礎。無論是當時中葡聯合聯

絡小組磋商澳門法律的平穩過渡，或是澳門立法會要

修改澳門原有法律，都離不開這套叢書所提供的非常

豐富的研究成果。第二是對法律理論研究工作提供極

大幫助，最後一個意義就是法律隊伍的形成，叢書一

方面鼓勵了實務工作者作出研究，同時亦逐步吸引了

一些理論研究工作者參與研究，實際上就形成了最早

的澳門法律研究隊伍。我認為法律叢書的出版是一個

由“點”到“面”的過程。過去澳門的法律研究者不多，

故只局限於某些重點領域出版，例如刑法典、民法典

及基本法等，時至今日，澳基會已出版了相對涵蓋澳

門所有法律的一套研究叢書，可見現今澳門的法律研

究有了很大進步，取得不少成就，這為澳門法律的進

一步完善，實際上提供了很好的基礎。

◇記者：澳基會致力梳理澳門法制發展歷程，推

進普法工作、發行澳門法律研究的學術論文集等，你

認為此舉對促進法律領域的研究起了什麼作用？

◆駱偉建：不同地區的法律制度總有其優勢所

在，也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問題存在。如何去借鑒別人

的長處來克服或解決自己的短處，這是法律發展中一

個必須解決的問題。例如其他國家如果要研究澳門，

他要做一個“比較法研究”。先從那個地區的法律領域的研

究文章和著作入手，然後做比較研究，甚至帶著實際問題來

到實地調研，這就是我們常說的文明互鑒。自身法律的研究

越出色，就越有利於別人借鑒你的法律制度，這樣才能夠發

揮澳門的優勢。我認為澳基會推動澳門的學術研究工作，特

別在法律領域方面，發揮了“比較法研究”的功能。

◇記者：多年來，你見證澳基會積極推動澳門基本法的

研究，如何有助各界充分解讀澳門基本法，展現基本法在澳

的成功實踐經驗？

◆駱偉建：法律頒布不只是予以查看，乃是重在實施，

要讓所有居民瞭解內容，予以尊重，該法律才能夠得到維

護。澳基會在基本法實施的過程中，發揮了很重要的普及推

廣作用，例如舉辦基本法講座、培訓等活動，可以說澳基會

在基本法推廣的資源投入，應該得到充分的肯定。另一方

面，澳基會亦推動了基本法理論的研究，回顧我個人的學術

生涯，當中好幾本圍繞基本法的著作，都是在澳基會的支持

下得以面世，包括回顧基本法起草過程的《澳門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概論》以及對一國兩制理論加以闡述的《澳門特別行

政區基本法新論》等，務求在基本法實施過程中，由立法背

景、條文的來龍去脈，到理論實踐逐步深化，也是鼓勵澳門

法律研究者發表更多研究成果。我認為，澳基會從推廣普及

到理論研究，兩者結合起來產生了社會效應，讓澳門居民能

較全面準確地瞭解“一國兩制”，不會對基本法產生片面和

歪曲的理解，從《維護國家安全法》的生效與實施可見，普法

工作對居民產生了正面影響，因此，從普及推廣、研究、社會

效果三者結合起來，就是澳基會在基本法實施以來所作出

的貢獻。

澳門論壇

澳門大學法學院教授駱偉建

澳基會行政委員會吳志良主席(右)及社會

科學文獻出版社謝壽光社長簽署合作出版

《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叢書》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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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扶植法律人才

一系列中文法律著作的面世為澳門法律研究奠下穩固基

礎，澳基會並沒有止步於此。當時以華語研究法律的人才相當

短缺，澳基會編撰法律著作同時，積極推動法律人才的培養工

作，通過大學培養相關領域的本地人才。澳葡政府在 1987 年

通過澳門基金會收購東亞大學並重組架構，及後在 1996 年開

辦首屆中文法律課程，該校法學院成立以來，為澳門培育了大

批法律人才，包括華人法官、檢察官和律師。

◇記者：你從 1988年起從事研究澳門工作，當時澳門的法

律研究團隊是如何逐步組成？

◆駱偉建：為了適應澳門過渡時期法律本地化的需要，以

及特區成立之後需要本地法律人才治澳，所以當時在澳門大學

設立了法學院。我印象是當時籌備法學院，教授都是來自葡國，

在我看來，不少本地法律學者也是在此培養，後來亦有內地的

學者加入了澳門法律的研究。今時今日在澳門舉辦法律研討

會，大概能邀到數十位本地學者出席，反觀回歸前，可能只有少

數，對澳門法律研究來說，由少眾發展到數十個人的規模已十

分不錯，而且是完全能夠適應澳門研究發展的隊伍。這個隊伍

的逐步發展過程，正是基於社會對它的需求，同時亦有賴澳基

會為學術人才提供展示平台。

1988年 10月 25日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第1次全體會議留影。(駱偉建提供)

澳基會召開“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叢書”座談會，邀請多位作者就叢書的學

術價值和影響、叢書對澳門現行法律、法學教育的解釋等內容進行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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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澳基會籌劃法律著作的出版過程中，如何助

力本地法律人才成長？

◆駱偉建：澳門的法律研究是在澳基會的支持下，從

無到有，從小到大，逐步發展壯大。特區成立之初，澳門法

律領域的人才缺少，即使有中葡雙語人員，卻不熟法律知

識，要通過組織懂翻譯和懂法律的人一起合力，每一條文

逐一解釋，所以早期澳門五大法典的翻譯工作是許多人付

出艱辛努力的成果。正是澳基會的扶植下，才形成了本地

的研究隊伍，他們不是過客，是自身升學、研究、職業導向

下累積的研究成果。澳基會培養了一支紮根澳門的隊伍，

長期持續地深入研究澳門，逐步成長。

葡語人才與獎學金

隨著澳門經濟走向適度多元的發展，社會對專業人才

的需求不斷增加，除投入資源培育法律人才外，澳基會亦

針對澳門對特定領域人才的需求推出各類獎學金，應對特

區不同階段的發展需要，包括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的“澳門

基金會獎”、助力學生升讀世界一流學府的“特別獎學金計

劃”、鼓勵開展澳門學術研究的“‘澳門研究’研究生獎學

金”和培養葡語人才的“應屆高中畢業學生赴葡就讀計劃”

等，由 2001 年至 2020 年共發放超過 29 類的獎學金，金額

約為 6.4 億澳門元，受惠學生約 8 萬人次。特區成立初期，

社會在法律、公共行政、商貿、翻譯、歷史文化等領域對中

葡雙語人才求才若渴，澳基會的“應屆高中畢業學生赴葡

就讀計劃”應運而生。“澳基會與本澳高校聯手搭建葡語教

育平台，提高本地中葡翻譯水平，助力澳門建設中葡平

台。”澳門理工大學校長嚴肇基如此說。

對話

◇記者：澳基會設立各類型獎學金，如何逐步拓展

本澳青年生涯發展道路，培養具備國際視野的專才？

◆嚴肇基：澳基會設立了各類獎 / 助學金，支持培

養本澳人才。在九十年代中後期，為做好回歸前過渡

期工作，社會急需大量具國際視野、專業技能且熟悉澳

門情況的人才，培養高素質本地人才的工作刻不容緩。

為此，澳基會設立研究生獎學金，鼓勵本澳學生繼續深

澳門論壇

澳基會各類獎學金鼓勵本澳人才發展所長。

澳門理工大學校長嚴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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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修讀碩士、博士課程，為特區建設培養和儲備高素質人

才。成立於 1991 年的澳門理工大學，至今持續根據社會的

發展逐步設立新的學術單位和學位課程，以配合本地人才

的需求。現已發展為下轄六間學院的多學科教育體系，為

澳門高等教育飛躍式發展貢獻力量。

◇記者：“中學生赴葡就讀計劃”為特區培養不少葡語

人才，在葡語教學及師資培訓方面，澳基會與本地高校聯

手搭建葡語教育平台的工作成效如何？

◆嚴肇基：澳門理工大學在中葡文化交流領域上角色

顯著，致力培養本地葡語人才、提高本地中葡翻譯水平的

同時，在澳基會的支持下，先後為中國傳媒大學、北京大學

等提供師資培訓、教育研討活動等教學支持，同時亦與澳

基會合辦“中國葡語教學國際論壇暨葡語作為外語教學法

研習班”等，鞏固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系國家橋樑的作用。

此外，澳門理工大學與葡萄牙里斯本大學合作在澳門開辦

的“葡萄牙語言文化”和“公共管理”兩個博士學位課程，也

得到澳基會的支持。除了葡語教學，澳基會還支持澳門高

校開展葡語教學的研究。例如澳門理工大學葡語教研團隊

出版和發表的中葡雙語教材、專著和論文，多次獲得“澳門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的獎項，相關工作支持了

葡語教研人員為葡語教育提供優質教學資源。

◇記者：澳基會積極鼓勵本地青年爭取赴外交流實

踐，亦透過研討會及研究項目促進高校合作，為澳門高等

澳門科技大學副校長龐川

澳基會代表與在葡就讀的學生於里斯本進行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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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邁向國際化穿針引線，你認為澳基會的工作是

否成功搭建了中國與葡語系國家之間的學術和文化

橋樑？

◆嚴肇基：澳門是中西文化交匯的橋樑，憑藉地

緣優勢，澳基會與葡語國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

地區保持聯繫和合作，在推動澳門與葡語國家之間

的學術和文化交流工作方面，我印象比較深的有兩

件事。第一是設立獎學金吸引“一帶一路”、葡語國家

學生來澳學習，學習和了解中國語言和文化，充當中

葡交流合作的友誼使者。第二是設立“澳門研究”研

究生獎學金，推動以澳門為主題的相關研究的海外

發展，讓葡萄牙以及其他葡語國家研究生認識中國

的歷史和文化，發揮澳門“一國兩制”下背靠祖國、聯

通世界的得天獨厚優勢，說好澳門故事，傳播好中國

聲音。

優化高校辦學培養專才

特區成立後，政府積極優化教育，持續加大教育

投入，支持與鼓勵高等教育發展，培養具國際競爭力

的高素質人才。高等院校數量從回歸前的 7 所增至

2001 年 10 所，其中 4 所為公立院校，6 所為私立院

校。面對越來越多澳門學生就讀於私立高等院校的

情況，為拉近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在教學設備

上的差距，澳基會資助本澳 6 所私立高等院校興建校舍、改

善教學設備，設立重點實驗室和購置先進的科研設備等，鼓

勵高校多辦與科學、技術有關的課程和研究，大力培養科研

人才。“對於澳門社會發展，特別是高等教育也好、科技發展

也好，澳基會都發揮了基礎性、不可替代的作用。”澳門科技

大學副校長龐川如此說。

對話

◇記者：澳基會投放不少資源優化私立大學設施，推動

本地科研課程的發展，此舉對培養專業人才、助力高等教育

水平持續提升有何重要意義？

◆龐川：回歸前，澳門的高等教育尚在起步，培養的人

才與產業未連接得上，然而，高等教育發展需要良好的科研

平台，良好的平台可提供豐富的科研資源，豐富的科研資源

可吸引優秀的科研人才，這是十分正向的循環。澳基會為私

立高等院校提供了全方位支持，如校園建設、實驗室設備、

辦公設備及課室等，這些環境改善後，為高等院校的發展打

下良好基礎。經濟發展轉型離不開人才，如果等到需要適度

多元發展之時才尋找和培養人才，已趕不上發展需要。高校

的課程設置要與時並進，回想二十五年前還未有人工智能

相關課程，反觀現在特區政府重點培育和發展中醫藥大健

康、現代金融、高新技術、會展商貿和文化體育四大重點產

業，澳門科技大學亦在金融科技、中醫藥大健康等領域都調

澳門論壇

澳門衛星科學與應用數據中心(澳門科技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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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了方向，為特區未來產業發展培養高端人才。

◇記者：澳基會支持澳門高等院校設立中藥質量

研究和月球與行星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助力澳門發

展成一流的科技研究與開發基地，請分享相關實驗室

在培養本地優秀科技人才方面有何具體成果？

◆龐川：隨著澳門經濟多元化發展以及高校的科

技專業設置越來越全面，對人才的需求類型漸見廣

泛，澳門先後於 2010 年 11 月及 2018 年 7 月獲得國家

科技部批准共設立四家國家重點實驗室。當中包括設

於澳門科技大學的“月球與行星科學國家重點實驗

室”及“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澳門大學與

澳門科技大學聯合設立），在大灣區高等院校中具有

一定競爭力，我相信這是走出具澳門特色的科研專業

發展之路，也是未來澳門高等教育發展的方向。上述

兩個實驗室多年來聚焦培養高層次人才，培養出逾百

位博士生，他們一方面收穫了博士學位，另一方面亦

投身在經濟建設或科研建設中，當中不少畢業生現作

為本校學院教授、副教授，成為科研中堅力量，這就是

我們培養本地人才，再讓他們晉身科技產業中貢獻力

量的例子。

◇記者：2020年，澳門基金會資助澳門科技大學月球

與行星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開展“澳門科學一號”衛星研

究，成為世界第一顆成功投入軌道運作的低緯度地磁衛星，

相關項目如何助力澳門經濟社會發展模式轉型，開闢內地

與澳門科技合作新模式？

◆龐川：特區成立初期，澳基會前瞻性地助力前沿科學

技術單位在澳門成立，如澳門發展暨質量研究所、生產力暨

科技轉移中心等，這些機構對於當時的澳門居民來說是新

事物，今日已經融入在日常生活中，可見澳基會對於打開市

民看世界、認識前沿科技的視野提供重要幫助。去年首顆內

地與澳門合作研製的空間科學衛星“澳門科學一號”成功發

射，市民都十分鼓舞，原來澳門可參與如此先進的科研項

目，經過我們的推廣後，市民認識到這不只是一個衛星發

射，當中涉及很多科研儀器，都有澳門的參與，這才是更加

具科研價值的事，儀器收集到的數據、未來如何作研究和應

用等，都因應這次衛星的發射加深了市民的瞭解。我們在研

製衛星過程中作出很多科技上的突破和進步，雖然暫時未

落實具體可應用在什麼領域上，但不排除能發現具有產業

前景的應用技術。此外，“澳門科學一號”主要用於地球磁場

探測等空間環境數據，相信數據對於澳門氣候、全球氣候變

化研究以及導航技術研究都有很大作用。

澳基會主辦的“澳門中學生文昌航天科普夏令營”帶領學生到內地參觀航天科普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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