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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法律人才本地化
之回顧與前瞻

趙燕芳＊

法律人才本地化是澳門法律本地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一九九九年後實現

現行法律體系不變的可靠保證。過去的一段長時間內，有關方面不重視培養當地法

律人才的工作，澳門的法律教育一片空白，司法系統全是葡萄牙人的一統天下，法

律領域也全由葡萄牙人和少數土生葡人所佔據。另一方面，由於澳門地方細小、人

口稀疏，經濟發展緩慢，既無高等學府，也無很多可廣泛吸納各方面專業人才的機

構，居民的文化素養、教育程度和知識水平相對偏低，社會對法律人才的需求極之

有限，其發展空間非常狹窄。

四、五十年代，澳門當地逐漸有一些土生葡人赴葡攻讀法律，他們學成返澳後

差不多全部都躋身於律師行業。踏入八十年代，隨着澳門人口的迅速膨脹和居民結

構的不斷調整，社會經濟飛躍發展，商業活動日益頻繁，各類民事訴訟、經濟糾紛

和刑事案件增加，各類民事、商業登記行為和公證行為相繼增多，這期間政府機關

也逐步重組和不斷增多，法律服務範圍日漸擴大，法律業務愈益繁雜，澳府遂相繼

設立和增加了專責各類民事、商業、物業登記工作和專責公證工作的部門，澳門法

院法官和檢察官人數亦不斷增加，政府各機關對法律人才的需求更形迫切，法律人

才存在和發展的空間日益拓寬。在這種情況下，吸引着越來越多的土生葡人赴葡攻

讀法律，但他們學成返澳後絕大部分仍只限於較具吸引力的律師這個單一行業發

展，只有個別土生葡人當過立契官，而法官、檢察官、登記局局長等行業尚無人涉

足，仍只限於葡國人。

＊ 新華社澳門分社法律研究部副部長

一九八七年四月，中葡兩國政府簽署了關於解決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澳門自

一九八八年一月開始進入政權交接的過渡時期。為確保澳門法律基本不變，保證法

律領域的順利過渡，澳門政府開始意識到培養當地法律人才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幾

經醞釀、研究和籌劃後，終於在一九八八年下半年在東亞大學（一九九一年經第

50／91／M號法令改為澳門大學）開設了法律課程，使澳門本身具備了培養當地法律

人才的陣地和條件。雖然該法律課程的運作在最初一段較長時間內一直不很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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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的設計、教學大綱、師資和教材等都存在不少問題，教育路向不大清晰，培養

當地法律人才的前景不大明確，但法律課程的主管機構為解決課程存在的問題作出

了種種努力和嘗試，克服了不少客觀困難，使其運作走上正軌。中方對澳門法律人

才的本地化工作非常重視，並給予積極的配合和支持。而民間社團又積極推動和資

助澳門有志學習法律的當地中學畢業生赴葡國學習葡文，然後進入葡國大學攻讀法

律；亦資助當地中學畢業生赴中國內地攻讀法律。這種種有效途徑使澳門當地法律

人才數量在近幾年有了大幅度增加，素質也不斷提高，從而為澳門法律領域順利過

渡創造了有利條件和提供了較可靠的保證。

一、澳門當地法律人才的培養情況

目前，在澳門各法律領域任職的當地法律人才主要來自四個方面：一是澳門大

學法學院；二是葡國法律院校；三是中國內地法律院校；四是台灣法律院校。

葡萄牙現有多所法律院校，歷史最悠久的主要是里斯本大學法學院和科英布拉

大學法學院，近年發展起來的有天主教大學法學院及其他私立大學法學院。從四、

五十年代始，澳門逐漸有一些家庭富裕的土生葡人赴葡接受法學教育，進入八十年

代中後期，更開始有少數華人學生赴葡攻讀法律。據不完全統計，從五十年代至一

九九七年止，在葡國各法律院校畢業的澳門當地人約20人。澳門大學法學院培養出

來的澳門當地人約45人。澳門踏入過渡期後，法律這個專業已吸引愈來愈多有志從

事法律工作和為澳門法律順利過渡作出貢獻的澳門當地學生返內地攻讀法律，而隨

着澳門回歸日期的臨近，澳門從事法律工作的廣闊天地和巨大挑戰，也吸引了一部

分內地法律優秀畢業生移居澳門。據統計，目前在澳門工作的畢業於內地各法律院

校的澳門當地人約25人。這些人畢業於內地多個法律院校，主要是中國人民大學、

北京大學、中國政法大學、西南政法學院、武漢大學、中山大學、福建華僑大學、

汕頭大學等。經澳門一些民間社團推動，一九九四年在內地汕頭大學和中山大學為

澳門當地學生開設了法律專門班，已有67名澳門當地學生在一九九八年畢業。此

外，從八十年代中後期開始，澳門也有當地中學畢業生赴台灣攻讀法律，但人數相

對較少，至目前為止，在台灣法律院校畢業的澳門當地人估計約1 0人。也就是說，

從五十年代至今，通過上述各種途徑培養出來的澳門當地法律人才約160多人。

二、澳門各法律領域的法律人才本地化情況

據不完全統計，澳門各法律領域現有各類法律人才約400人，這個數字約佔澳

門人口的 0．1％。而澳門當地法律人才的躍增，都是在澳門正式踏入政權交接的過

渡期後才出現的。澳門各類法律人才主要集中在以下各個領域：1．法院、檢察院系

統；2．各登記局和立契官公署；3．律師行業；4．澳門大學法學院；5．政府各部門和

立法會輔助部門。這些領域中，尤以司法官、登記局局長和立契官這些職務對當地

法律人才的吸引力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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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澳門法院和檢察院系統

澳門法院現有普通管轄法院、刑事預審法院、行政法院、審計法院和高等法

院 。

目前，澳門法院系統共有21名法官，其中高等法院法官五名（含1名院長），

普通管轄法院法官1 4名（其中9名為當地法官），刑事預審法院法官2名（1 名為

當地法官），行政法院法官1名，審計法院法官2名↑1 。檢察院系統共有檢察院官

員20名，其中助理總檢察長1 名，檢察長3名，檢察官1 6名（其中1 2名為當地檢

察官）。

一九九六年九月前，澳門尚沒有當地法官和檢察官，而目前任職的1 0名當地

法官和1 2名當地檢察官全部是由澳門司法官培訓中心培養出來的。這是澳門政府

新設立的旨在培養當地司法官員的專門機構，於一九九五年九月投入運作。該中心

的設立主要是為了對當地法律人才進行司法官的職業培訓。目前有9名當地實習司

法官在司法官培訓中心接受培訓。從目前培養的進度和實際效果來看，澳門當地司

法官員從數量上應基本可滿足未來特別行政區法院和檢察院系統的需要。這些經澳

門司法官培訓中心培養出來的現職法官和檢察官，雖然教育背景不同及文化背景相

異，但總的來說法律基礎知識都比較扎實，又能掌握中葡兩種語言文字及了解澳門

實際情況，且表現出工作勤奮、積極進取，儘管目前經驗尚淺，但相信經過一段時

間的鍛煉和提高後，必將成為澳門優秀的司法人才。隨着越來越多的雙語法律人士

入職法官和檢察官，中文在法院和檢察院的使用範圍已不斷擴大，澳門普通管轄法

院一些雙語法官，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已開始實行以中文審理案件，這不但方便了

訴訟雙方當事人，還可縮短審理環節和提高工作效率。

（二）各登記局和立契官公署

澳門的民事登記制度、物業登記制度、商業登記制度和公證制度均是澳門現行

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各類民事登記資料是判別澳門當地居民的身份、國籍、

存亡、婚姻狀況、婚姻家庭關係及有關民事關係的重要依據。

隨着澳門社會不斷發展，物業的買賣、轉讓大幅增加，物業登記工作愈益繁

重，商業公司的註冊和股權轉讓的登記也愈來愈多，其對澳門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

發展發揮了日益明顯的作用。作為現行法律重要組成部分的物業登記制度，其通過

對物業的登記宣佈對不動產固有的權利，而各類物業登記資料、商業及汽車登記資

料則是判別澳門當地居民對房屋物業、商業公司、汽車等的佔有權及有關財產關係

的重要依據。

1 ．根據基本法的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設審計署，無審計法院之設，因此，在過渡期內必須將審計

法院 過 渡 為 審 計 署 。

澳門的公證制度也是澳門現行法律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公證機關通過公

證，確認各類契約和文書的真實性，使之具有證據上和其他法律效力，從而成為處

理澳門當地居民的財產和其他法律關係的重要依據。澳門現有的三所立契官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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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負責在其管轄權內辦理任何公證業務，即辦理本地區的公證業務，也辦理涉外

公證業務。

澳門的民事登記、物業登記、商業及汽車登記、公證業務領域的工作專業技術

性強，範圍廣泛，程序和手續複雜，與民生關係非常密切。長期以來，除個別土生

葡人曾出任立契官外，登記和公證工作全由葡萄牙人把持，在一九九七年底之前，

所有具有法律專業學歷的登記局局長和立契官（共8名）全部聘自葡萄牙，屬葡國
公務員編制。澳門所有登記、公證文件和資料全為葡萄牙文，近年才開始在某些方

面主要是表格上擴大中文的使用範圍。這種情況遠遠不能滿足澳門廣大華人居民對

登記和公證行為的實際需求，更遠遠難以適應澳門主權回歸後出現的相應變化。為

培養當地懂中葡雙語的登記局局長和立契官，澳門政府於1 995年頒令，設立9名

助理職位（須為懂中葡雙語的當地法律人士）。一九九八年初，已有3名助理獲任

命為物業登記局局長和2名助理獲任命為立契官。隨着各登記局局長和立契官實現

本地化後，中文在各登記領域和公證領域的使用範圍將得以擴大，這對廣大華人居

民處理各種民事關係、財產關係及其他法律關係的事務提供更大的方便。

（三）澳門當地法律人才執業律師情況

澳門的律師是獨立的，不是司法部門的組成部分，律師不受職於政府，。而是

私人職業。但是，律師在協助實現司法的目的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現行法律明確
了律師的作用，規定律師協助執行司法，使訴訟參與方得到法律的保護。在維護個

人權利保障的活動中，律師除了處理日常的法律業務，如公司註冊、買賣契約、財

產繼承、婚姻糾紛、法律訴訟以及提供法律諮詢等外，還必須在法庭上為當事人

辯護。

《澳門律師通則》明確在澳門執業律師的資格，規定註冊律師的條件是：一是

澳門大學畢業的法學士經過實習，並經澳門律師公會評核合格；二是澳門認可的非

本地大學畢業的法學士經就讀澳門律師公會規定的培訓課程並通過實習和考試。

根據澳門律師公會截止於一九九七年底的統計，目前，在澳門律師公會註冊的

律師有87人。這87名註冊律師中，葡人律師67名，當地雙語律師20名。葡萄牙
人在澳門律師界中佔壟斷地位，土生葡人律師和華人律師近年在數量上雖有所增

加，但只約佔註冊律師人數23％。此外，目前尚有數名土生葡人和華人法學士正

在當實習律師，他們將於今明兩年陸續成為正式執業律師。

雖然律師行業的前景非常廣闊，尤其是在一個華人居民佔97％人口的社會

裏，懂中葡雙語的律師更因血緣、語言、地緣相同而具有很大的發展優勢，其前景

是非常好的。但由於律師屬自由職業者，競爭性大，工作時間不大固定，在實習期

間收入相對較低，故未能吸引更多中葡雙語的法律人才加入律師行業。

（四）澳門大學法學院教學人員

澳門大學法學院（前身為東亞大學法律課程）於一九八八年底開辦，是由澳府

專門成立的職能部門—— 法律暨公共行政課程辦公室負責統籌及協調的。該課程原

由里斯本大學法學院負責籌劃，在開辦初期由葡國里斯本大學法學院負責教學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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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但一九八九年中，澳大法學院與里斯本大學法學院的合作關係破裂，澳大法學

院轉與葡國另一所著名大學—— 科英布拉大學法學院建立合作關係，從那時候至

今，科英布拉大學法學院對澳大法學院予以教學指導。

澳門政府開辦澳大法學院的目標十分鮮明，是為一九九九年後澳門特別行政區

培訓雙語法律人才，以填補司法組織內雙語人才之真空，為過渡期內的法律本地化

中的司法法律人才本地化提供人力資源。法學院亦經常邀請葡國及中國內地之法學

教授來澳授課，以研討會形式向學生介紹法制比較學。為吸引澳門更多華人青年攻

讀法律，澳大法學院從一九九六／一九九七學年起，開設了中文授課班。

目前，在澳門大學法學院擔任領導和教學職務的約有34人，其中院長1人，助

理院長1 人，各學科主任7人，各學科教員26人（其中1 1 人為全職教員，1 5人為
兼職教員）。這26名教員中，有6人是澳大法學院自己培養出來的兼職教員。

（五）在澳門政府各部門和立法會輔助部門任職的當地法律人才

澳門目前實行的是雙軌立法制，也就是說，澳門兩個本身管理機構即澳督和立

法會均享有立法權。總督作為澳門地區的行政首腦，主持整個地區的行政，行使澳

門地區的行政管理權。同時，總督還可以通過頒佈法令行使部分立法權，也可接受

立法會的立法授權，制定法令。在澳門立法會被解散時，總督可行使葡國賦予澳門

地區的全部立法權。總督的立法權一般是通過其行政助手—— 政務司管轄的各政府

部門去實施的。而在政府各部門任職的法學士就是在所在部門管轄範圍內協助總督

立法。根據《澳門組織章程》有關規定，澳門總督對非葡國主權機關或立法會專屬

職權外的事項享有立法權。

根據《澳門組織章程》規定，澳門立法會是澳門地區本身管理機構之一，是澳

門主要的立法機關和行政監督機關，有其專有立法職權。立法會的輔助部門有一套

法律專家班子協助議員制訂法案。

根據澳門政府有關部門的統計資料，目前在澳門政府各部門、立法會輔助部門

任職的法學士約200人，其中屬澳門當地的法學士約32人，另有從內地聘請的華

人5名。這32人中，擔任相當於司長級職位的有3人，擔任副司長級職位的有3

人，擔任登記局局長的有3人，擔任立契官的有2人，擔任廳長級職位的有2人，

擔任處長級職位的有3人，擔任顧問級職位的有2人，其餘為高級技術員。

三、澳門當地法律人才的現狀及前景

從以上情況可以看到，澳門各法律領域和澳府各機關、立法會輔助部門現有

法律人才約400人，其中法院和檢察院系統聘自葡國的司法官員有1 9人（全為

葡人），當地法官1 0名、檢察官1 2名、實習司法官9名；聘自葡國的各登記局

局長和立契官有2人，3名當地登記局局長和2名當地立契官，在培的當地助理

尚有多人；註冊律師87人，其中土生葡人和華人共20人，其餘全為葡人，目前

實習律師有1 4人（土生葡人和華人共3人）；澳大法學院教學人員26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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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名兼任其他公職或為實習律師），當地全職或兼職教員6人；在澳府各機關和

立法會輔助部門任職的法律人才約200人，其中當地的32人。這約400名法律

人才中，當地的有近1 00人，約佔澳門法律人才總人數的25％。

從目前培訓的進展情況和實際效果看，澳門當地法官和檢察官，登記局局長

和立契官職位從數量上肯定能滿足未來特別行政區的基本需要，但未來的中級法

院的法官和院長、終審法院的法官和院長和檢察長等高級司法官員的培養和入職

仍有很多法律和技術方面的困難需要克服，同時也有一些人為障礙需要消除。按

照現行的澳門司法組織法（第1 1 2／91 號法律）規定，高等法院院長與法官以及

助理總檢察長，由澳門總督應澳門司法高等委員會之建議任命之。任命的要件為

從事司法職業、法院事務代理職業、或在大學任教法律，為期最少1 5年。據此

規定，目前已入職司法官和在澳門司法官培訓中心就讀的所有實習司法官，都不

具備出任未來中級法院院長和法官、未來終審法院院長和法官、未來檢察長的法

定條件，因此，在過渡期內必須修改有關法律規定，為現有當地法律人才入職高

級司法官員消除障礙。另一方面，如何在確保未來特區有足夠數量司法官員的同

時，通過有效途徑盡速提高現有當地司法官的素質和能力，讓他們在大量的司法

實踐中經受鍛煉，增長才幹和積累經驗，以符合未來特區對司法官員的實際要

求，也是一個有待深入研究和需要切實解決的問題。至於執業律師方面，至一九

九七年底已有土生葡人和華人律師20人，還會有一些於今年或九九年完成實習

的當地人律師，加上在九九年後繼續留澳的葡人律師，目前尚難以估計留澳的律

師數量能否滿足未來特區的基本需要。而專門為在其他大學畢業的法學士開設

（律師）培訓課程並讓其實習，使他們將來能為本地區作出有益的貢獻，這是非

常重要的。

目前在澳門各政府機關、立法會輔助部門任職的當地法律人才在數量上只佔

極少數比例，而且主要集中在某些部門，而總督辦公室、各政務司辦公室、土地

工務運輸司等重要部門仍沒有實現零的突破。一些重要部門如財政司、經濟司、

身份證明司、司法事務司、立法事務辦公室、貨幣匯兌暨監理署、司法警察司、

立法會輔助部門等雖已實現了零的突破，但法律人才力量仍需進一步加強，業務

素質還需進一步提高。目前分佈在各政府機關任職的法律人才約200名（含各登

記局局長和立契官），當地法律人才約有32人，估計未來特區各政府機關不一

定需要如此龐大的法律人才隊伍。為此，目前就要重視吸納更多當地雙語法律人
士到各政府部門，尤其是一些專業性強的重要部門去工作，同時要加強在職培

訓，需要採取有效措施盡速提高現有人員的業務素質。

綜上所述，從目前的情況和發展趨勢看，澳門各法律領域的當地法律人才從數

量上可基本滿足未來特區的需要，但中、高級司法官員的物色和培養仍是一個難

題，而且現有人才普遍較年青、資歷不深，經驗尚淺，且法律基礎知識和中葡文文

字水平的掌握和實際工作經驗也有較大的參差。因此，針對每一法律領域工作的特

點和實際要求，如何採取有效措施，使來自不同教育背景和文化背景而形成差異的

當地雙語法律人士彌補本身的不足，以便盡快提高他們的總體水平，更好發揮他們

的作用，確保法律領域的順利過渡，仍有待今後進一步深入探索研究和盡快予以切

實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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