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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法制與法律培訓之關係＊

查贇＊＊

作為澳門大學法學院首屆畢業生，我本來應談論一下我的學習生活。但是，當

我回顧這五年的校園生活，想要從中找出一些親身體會與在座各位分享時，腦海中

卻浮現出一個問題，那就是我所攻讀課程的存在問題：

“法律課程的設立到底純屬偶然，抑或恰恰相反，是一個根植於對澳門社會的

政治歷史演變的正確理解，並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所作出的實際行動？”

從法律課程之構思到現在，這個問題一直為爭論的焦點。最近，又有人對開設

該法律課程對本地區所起的作用表示懷疑，並提出取消該課程，而這個問題將影響

到一九九九年以後整個澳門的社會政治架構。鑑於這個問題對現時社會法律體系的

延續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同時也是實現一國兩制以及保持我們現存生活方式的先決

條件之一， 所以急切需 要本地有識 之士對該問 題予以深入 探討，從而 使之得以 解

決 。

事實上，任何有關這方面的嚴肅而坦誠的討論，都會有助於公眾對該問題的重

視，同時，也使決策者可以掌握一些必要的理論基礎，找出一個符合將來社會利益

的解 決 辦 法 。

＊於 “ 第 八屆 澳 門 社 會科 學 年 會： 澳 門 ‘ 三化 ’ 問 題研 討 會 ” 上發 表 的 講話 ， 研 討 會由 澳 門 社 會

科學 學會 主辦 ， 一九 九四 年 九月 十七 、 十八 日舉 行 。

＊＊ 澳門法院司法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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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稍回顧一下澳門近代史，各位就會留意到一些重大的事件。對這些事件，我

不得不加以深思。我在拙論中提出的見解，有一些是眾所周知的：

1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葡萄牙共和國有著共同的政治意願，即一九九九年澳門回

歸中國之後，資本主義制度保持五十年不變。

2．本地區脫離葡國而實現自治化。

3．在中國推行一種嶄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並爭取在不久的將來使中華人民

共和國加入關貿總協定 。

從政治層面上看，並沒有甚麼可以威脅到現行制度的存續（這一點從最近澳督

訪京時中國政治領導人所作的肯定評價就可看出），當然，現今的制度必然會有一

些改動，這些改動在這種獨特的政權移交情況下是可以理解的，而政權移交後社會

政治形勢變化到底是溫和抑或劇烈，將視乎將來當權者的意願而定。

但是，在澳門脫離葡國逐步實現自治上，卻出現了一些運作上的問題。首先，

在自治化進程中，在法律上缺少必要的機制，而更為突出的是，在人力資源方面，

非常欠缺熟悉且在技術上有能力維持現時行政管理系統的人材，如果這個問題不能

獲得解決，那麼極具創意的“一國兩制”的構思很可能淪為空談，甚至徒有其表。

為了維持政府的良好運作，暫時我們仍需從葡國輸入必需的人力資源。但是隨

著政權移交日期的迫近，當局這種慣常的行政措施漸變得不合時宜。因為面對本地

區自治化、多樣化的進程，從葡萄牙共和國招聘的新手將越來越難以適應時局的需

要。不過，澳門法律體制，在相當程度上仍保留著葡國法律模式，所以，上述外聘

人員在一定程度上仍可適應本地體制。

另一方面，從政治角度來說，這種消極的管理人力資源的方法是不可接受的。

因為除了可能引起澳門市民的不滿外，這種行政方針還可能導致一九九九年主權移

交時出現管理層真空，也就是說，出現社會政治的不穩定，這種歷史經驗在當今世

界屢 見 不 鮮 。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澳門在物質財富的創造、分

配及擁有的方式上的根本差別逐漸消失。而這些差別對澳門是非常有利的，所以我

們不得不為它的消失感到可惜。

隨著消除經濟領域弱點的新立法政策的出現，中國的經濟日趨資本主義化，加

上鄰近澳門地區的競爭力也日益增強及各種有利因素（如空間、豐富的廉價勞動力

資源、巨大的潛在消費能力等等），均有可能動搖本地區的經濟結構。

我們都知道，現存的經濟結構是本地區自治的重要支柱之一，它的任何改變都

是我們所不願見到的。在嚴重缺乏天然資源的情況下，僅僅憑藉有限的經濟條件，

澳門是無法與這些強勁的競爭對手抗衡的。所以，我們必須在社會各領域中尋找一

些其他的有 利條件， 使之與前 面所說的 經濟條件相 結合，以 便與鄰近 地區共同 競

爭，這就避免了對本地區經濟結構產生消極影響。

毫無疑問，本地區的法律制度及其所包含的基本原則，從長遠來看，應該是維

持澳門經濟競爭能力及其他優勢的最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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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絕對的生命權、以民主及多元化的形式參與政府的行政管理、發表異見

的權利、合法性原則及對私有財產的法律保護等的價值，都不能僅僅從經濟角度來

加 以 衡 量 。

然而，當一個深深根植於法治精神的社會制度體現出上述的價值時，無疑將有

利於社會的穩定及增強社會保障。再加上對經濟資源的宏觀調控，便可使澳門具備

吸引投資者的有利條件，尤其能吸引那些希望在受法律充分保障的地區內進行商業

活動 的 投 資 者 。

簡述了過渡期和未來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體制擔當的歷史角色後，接著下來我

們應該研究一下，如何來維護這個對我們及我們的後代都極為重要的法律體制。

由於時間關係，我不能廣泛而具體地研究這個問題，在此只會對本地法律人材

的培訓略作討論。我選擇這個議題，是因為這是一個最為迫切和棘手的問題，甚至

可以說是法律體制本地化的致命弱點。

法律課程是由一九八八年開始設立的，這是培訓本地法律人材計劃的第一步。

我依然記得 ，當年法 律課程的 第一個教 學計劃是照 搬葡國模 式的。這 是理所當 然

的，一方面是因為統籌者是葡國的學術界人士，另一方面是因為澳門的公共行政系

統是發 源於葡 國之故 。

但是，如果我們仔細研究上述的課程計劃，就能發現它具有不同於葡國模式的

特別之處，反映出課程計劃的製作者不僅了解本地化的問題，而且還設立了一些有

效的機制來實現本地化的進程。

這些有效機制包括：在法律課程裡設立語言課，使接受葡文教育的學生可以學

習中文，而接受中文教育的學生則可以學習葡文；設立“澳門行政法課程”；重點

研究本地區法律各分支學科的範疇；設置一些由中國大陸教授執教的、關於中華人

民共和國法律的短期課程等等。雖然這些機制的設立尚處於起步階段，卻預示著將

來法律 課程的 獨立 。

實現這種獨立還有賴於其他的措施，尤其是對學術研究的扶持以及根據學生的

特點調整現有的教學模式 。

關於扶持學術研究，我認為澳門現在已有條件設立一個學術研究機制，以配合

本地區人材的培訓，並適應因本地制度的自治化進程而帶來的法律體制的變革。

至於學生方面，我認為雙語教學既必要又艱巨。鑑於將來澳門成為特別行政區

時，大部分可能成為法律課程學生的人士都是接受中文教育的，所以我們應摒棄一

切烏托邦式的幻想，使該課程配合學生的語言文化背景。

一般來講 ，如要實 現法律體 系的自治 ，除了要 培訓在法 律領域內 的本地人 材

外，還需要培訓師資及法律科研人員，所有這些人員都將會成為權力移交後的社會

最根本的法律價值的維護者。

在權力移交的最初幾年，本地培訓的法律專家的短缺，可能導致法律系統在運

作上的局部癱瘓。此時，如果未來澳門特別行政區輸入外來技術人員來彌補法律人

材的不足的話，則會導致法律系統本身的變質。因為中國大陸和澳門兩地的法律價

值觀念不同，外來的法律技術再好，對本地法律的理解及執行都會出現一些根本性

的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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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怕的 是出現 師資缺 乏的情 況，因 為這將直 接影響 本地區 法律體 系的獨 立

性，使之最終成為政治空談，對未來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來說，自治化最多只不過

是一個海市 蜃樓而已 。

總之，法律課程的存在並非偶然，而是一項策略，其宗旨是保持澳門的現狀。

因此，我們急需為法律課程設立一個更本地化架構，以便更好地配合社會的需要。

與此同時，還需設立一些有效機制維持與外界之間的法學交流，以使人類所不可或

缺的法律知識不至於在二十一世紀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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