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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社會科學期刊的歷史與現狀*

吳志良**

早在16世紀，天主教傳教士因為傳教的需要把西方活字印刷術帶

到了澳門，並在澳門建立遠東的出版中心，澳門因此成為西方印刷術

最早傳入中國的城市。同時，由於葡萄牙人以及其他西方國家人士社

群長期居留，又令澳門成為西式近代報刊在中國發展的一個源頭，成

為“近代中國新聞事業的發祥地”。 1 1822年葡萄牙立憲黨澳門分部

的首領巴波沙（Paulino da Silva Barbosa）創辦的葡文周報《蜜蜂華

報》（A Abelha da China），是澳門歷史上的第一份報紙，也是中國

境內出版的第一份近代報紙和中國領土上的第一份外文報紙。1833
年，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創辦的不定期中文刊物《雜聞篇》，是最早

以金屬活字印刷術印刷的中文期刊，同時是澳門歷史上也是在中國境

內最早出版的中文期刊 。

澳門的舞台不僅留下了西方傳教士的身影，還陸續吸引了近代中

國“開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則徐、維新派中堅人物康有為、梁啓超、

康廣仁、《盛世危言》作者鄭觀應和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等來澳從事

出版活動。他們在澳門接受各種新思想並以此為言論陣地向內地傳

播，直接推動中國近現代化的進程。1893年，孫中山先生的葡國友人

飛南地創辦了《鏡海叢報》。該報記載了許多關於孫中山行醫和言論

的新聞，更遠銷里斯本、東南亞及舊金山等地。1897年，康有為、梁

啟超、康廣仁等人在澳門籌辦了《知新報》，除了宣傳維新思想外，

還報道國內外政事以及西方科技知識。《知新報》於1900年3月改用白

話文出版，是中國較早採用白話文出版的報刊。印刷技術的物質條件

和思想碰撞的火花，使澳門在中國早期出版事業中占據一個重要位置。

* 本文為參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12月23-28日在哈爾濱舉辦的“學術期刊與學術
發展 —— 首屆兩岸四地學術名刊高層論壇”的發言稿。

** 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委員

1. 姜義華“鏡海叢報．序”，載《鏡海叢報影印本》，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出

版社聯合出版，2000年，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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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澳門雖然是近代中國與西方文明首次大規模、全方位展開接觸的

地方，但隨著中外貿易中轉站地位的衰落，經濟、社會發展也陷入了

很長時期的停滯狀態。因此，澳門現代高等教育起步較晚，直到1980

年代才開始建立高等學府，連帶社會科學研究的起步也較晚。1986

年5月，中葡兩國政府開始就澳門前途問題正式展開談判，澳門前景

逐漸明朗化，社會科學的春天也隨之到來。同年，民間學術團體澳門

社會科學學會成立，並出版學報《濠鏡》，填補了澳門社會科學期刊

的空白。該刊以“研究社會，服務澳門，面向社會，聯繫實際”為目

標，在澳門社科發展史上成為了學術期刊的奠基石。1987年，澳門文

化局的前身澳門文化學會以季刊形式分別以中葡雙語創辦了《文化雜

誌》，主要刊載歷史、藝術、文化和宗教等領域的文章，至今已發展

為中文版及國際版兩刊，亦是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 S S C I）的來

源期刊，具有較高的學術地位。澳門另一本被列入C S S C I數據來源的

學術 期刊是1988年由澳門東亞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創辦的綜合性刊物

《澳門研究》。該刊1993年起由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編輯、澳門基

金會出版，由初期半年刊發展為季刊（1999年），至2004年改為雙月

刊。該刊主要分為政法、經濟、文史等欄目，同時還會定期刊登在澳

門舉行的學術會議及座談會紀要，是澳門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較具權威

且為人關注的刊物。

1987年《中葡聯合聲明》簽訂後，澳門政府為1999年的政權平穩

交接而陸續進行公共行政改革和公務員本地化的工作。1988年，當時

的行政暨公職司創立了《行政》雜誌（季刊），目的是宣傳政府的施

政理念和方針政策，鼓勵公務員參與政府的決策以及對相關問題的探

討。《行政》雜誌發展到今天，仍然堅持以中葡雙語出版，但已逐漸

淡化官方政策宣導色彩，成為學術界討論公共政策的重要平台。與之

相似的是，在1997年由司法司創辦的《法域縱橫》期刊和由環境委員

會於同年創刊的《蓮花 ―― 環境雜誌》。

澳門理工學院和澳門科技大學都有自己的學報以及某些專業領域

的研究刊物，如由澳門理工學院1998年創刊的《澳門理工學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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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創刊的《中西文化研究》、澳門科技大學2007年創刊的《澳門

科技大學學報》。

值得指出的是，澳門社團數量超過三千多個，屬於人文及社會科

學社團的學術社團（或稱學會、協會）共計129個。2 當中，有58個

組織出版了學術著作，總計有18個社團共出版了19種學刊，其中有14
種仍在刊行。如澳門中華教育會、澳門經濟學會、澳門歷史研究會、

澳門寫作學會、澳門博彩學會和澳門民航學會分別出版的《澳門教

育》、《澳門經濟》、《澳門歷史研究》、《澳門寫作學刊》、《澳

門博彩》、《澳門民航學刊》。這些期刊大都具有十多年的出版歷

史，以文學類別最多，共5種；次為經濟類，共種4種；綜合類2種，語

文類2種，圖書館學1種，歷史類1種。3 這些學刊經過多年的發展，逐

漸形成較高的穩定性，論文的質量也在不斷提高。

此外，1984年新聞司創刊的《南灣》葡語版（今《澳門》中、葡

版）、1993年創刊的《澳門月刊》和2007年創刊的《九鼎》，均為時

事性和政論性雜誌，亦撥出大量篇幅刊登人文社科研究論文。由於其

較傳統學術期刊擁有更豐富、更貼近時政的內容，對擴大學術著作讀

者群起到相當的推動作用。

由此可見，若以人口和土地面積計算，澳門可能是學術期刊密度

最高的地區之一。

二

澳門學術界一向標榜以服務社會為己任，深具公共知識分子的性

格。這種現實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公共性取向，已經成為近20年澳門學

術研究的傳統。正如澳門第一本學術期刊 ——《濠鏡》，是社會科學

界為迎接1999年回歸而作理論準備的研究平台，澳門社會科學研究者

2. 鄧玉華“探討澳門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社團的社會功能”，載《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

學大會論文集》，澳門基金會，2007年，第127頁。

3. 王國強“澳門人文及社會科學社團中文學術出版品的研究”，載《首屆澳門人文社會

科學大會論文集》，澳門基金會，2007年，第3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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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始終對澳門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面臨的問題保持高度關注和深切

關懷。科研人員在開展研究的過程中，時刻保持着對澳門的發展模式

和政府施政方針的反思，特別是在關於民生及經濟發展事務領域不斷

建言獻策，為政府决策的優化打下堅實的基礎。在澳門社會進入急速

轉型時期、新舊問題不斷湧現、各種矛盾交織併發的關鍵時刻，這種

務實態度更顯得難能可貴。

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對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和

支持，高等學府以及民間研究機構、學術社團以多種形式積極開展學

術活動，使得研究隊伍不斷壯大，研究領域不斷拓展，研究內容不斷

深化，研究水平不斷提高，成績有目共睹。當然，我們應當清楚認識

到，澳門的發展進步與內地息息相關，需要得到內地的支持和配合。

澳門社會科學的發展進步，也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與內地科研機構的合

作和內地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參與和推動。特別是在2003年以來，泛珠

三角合作組織正式建立，各省、區和特區社科專家形成了定期會晤機

制，澳門學術界加大了對外交往的密度和對外合作的力度，從而催生

了一大批有深度、有分量、有說服力和影響力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成果。

澳門基金會的宗旨之一，是促進澳門學術研究的發展。在特區政

府和中央駐澳派出機構的大力支持下，在民間學術團體的積極響應

下，澳門基金會先後在2005、2006年成功舉辦了“第一屆澳門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評獎”和“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兩次

活動為整合澳門內、外的研究力量、建立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成果

評價體系作出了初步嘗試。我們希望，通過以上工作，逐步構建系統

化的澳門學術研究網絡和服務平台，進一步拓寬合作領域，為特區政

府與人文社會科學界各學術單位、學者架設溝通的橋梁，共同推動本

澳及各地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相互交流合作與蓬勃發展。

十多年來，澳門基金會不僅大力推動和贊助學術期刊和學術著作

的出版，還組織出版了《澳門叢書》、《澳門論叢》、《新澳門論

叢》、《濠海叢刊》、《澳門法律叢書》等多個系列，致力為澳門學

術發展打好基礎。在召開“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後，澳門基

金會出版和將陸續出版《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回顧與前瞻》論文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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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共12卷），總結過去三十年來澳門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我們相信，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並且有跡象表明，很快可以步入一快速發展的

新階段。

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澳門現代學術研究起步較晚、隊伍較

小、力量不足、基礎尚弱，研究水平和研究質量有待提高，遠遠不能

滿足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除開澳門本地的學者奮發圖強、

急起直追外，還需要外地、特別是內地學者和學術機構的大力支持和

鼓勵。在此，我們強烈呼籲，內地學術期刊更多地關注澳門的學術發

展，更緊密地與澳門學術機構開展合作，組織和發表更多與澳門有關

的稿件，令澳門研究產生更大的吸引力和影響。

三

澳門是彈丸之地，但在明代以降西學東漸、東學西傳進程中扮演

着舉足輕重的作用，由於其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特殊地位和處在一個

廣泛關係網上的特殊環境，一舉一動都與國家息息相關。表面看來，

澳門研究探索的焦點集中在澳門本身，但澳門問題不應被看成是一個

狹隘的、孤立的問題，澳門的發展與國家的發展絲絲相扣，澳門研究

的內容、方法和成果也與中國學術的發展密切相關，而且在諸多領域

有很高的關連度和參考價值。澳門經濟、文化發展與中國內地、尤其

是與珠江三角洲千絲萬縷的聯繫，以及與亞洲、太平洋地區及西方其

他貿易夥伴國的特別關係，構成了澳門經濟、政治、文化等學術發展

的生命網絡。如果我們深入探索並理解這些關係的實質，如果我們充

分認識到中華民族的崛起必須從經濟走向文化的崛起，就會使我們不

遺餘力地創造條件，想方設法尋找新的路徑，來開拓澳門在中國、在

世界的區位優勢並發揮和弘揚其傳統作用，來挖掘澳門的學術意義和

學術價值，為中國學術界在國際上爭光添彩。例如，澳門利氏學社由

中外專家共同編輯出版的季刊《神州交流》，採取了中、英雙語的方

式，著重以全球視野來促進中外思想和文化的交流，搭建了一個很好

的學術平台，是中外學術交流的成功嘗試。



908

值得注意的是，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

稱CEPA）已於2003年10簽署協議。按CEPA規定，允許澳門服務提供

者在內地設立合資企業，從事出版物和其他印刷品的印刷業務。澳門

服務提供者擁有的股權比例不超過49%。澳門直接連接的珠江三角洲

地區的印刷業正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長，

出版物印刷正向高速度的數碼印刷和個性化印刷發展，產業優勢

突出。4 澳門注冊刊物手續便利，而且擁有大量懂中、英、葡三語的專

業人才，與葡萄牙及拉丁國家有著密切的聯繫，可以擔當搭建中國圖

書出版界及期刊界與葡語系國家的橋梁角色。特區政府近年也致力推

行產業適度多元政策，將於近期成立文化產業諮詢委員會，以統籌加

大文化產業的推進力度，促使其成為經濟新增長點。無疑，這為包括

學術期刊在內的內地出版界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發展機會，也為我們將

澳門打造成一個“知識創造基地”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與許多城市相比，澳門地窄人少，成為港口城市的歷史也不算很

長。然而，我們並沒有因為她規模細小而將她看透看徹，也沒有因為

她的城市史只有數百年而將她讀通讀懂。將澳門讀懂看透，絕對有助

於我們更好了解中國近現代化的進程和中外關係史，有助於當今形勢

下中國與世界的交往和合作。展望未來，澳門社會科學期刊任重道

遠，尤其應該加强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第一，由於澳門的整體社科

力量較為薄弱，研究人員結構較為單一，重視應用學科而忽視基礎

理論研究，像哲學等人文科學基礎理論幾乎仍處於空白狀態，亟需填

補；第二，學術期刊的學術規範、學術評價標準和系統尚處創建階

段，亟需完善；第三，加強對外合作交流，一方面，應與兩岸三地建

立合作機制，把澳門社會科學期刊的內容引入到三地的論文文庫，實

現資源共享；另一方面，克服技術瓶頸，擴大澳門出版物的影響。澳

門學術出版品因為沒有完善的發行及銷售網絡，加上郵費不菲，沒

有走出澳門市場，各地圖書館或學者也難以全面收集或購買本地出版

品。為此，澳門基金會除開定期向主要公共圖書館贈書外，還設立了

4. 鄧玉華“探討澳門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社團的社會功能”，載《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

學大會論文集》，澳門基金會，2007年，第1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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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虛擬圖書館”（www.macauda ta.com），將該會以及澳門其

他公私機構的出版物全文上載，供讀者免費閱讀，擴大澳門的學術

影響。

近年來，部分本地研究機構和研究人員也直接與國內或海外的出

版單位合作出版，以增加其學術知名度。如澳門基金會與廣東人民出

版社合作出版的《澳門叢書》，已出版16種；與中國藝術研究院文化

藝術出版社合作出版《澳門藝術叢書》（共8種）；以及與三聯書店

（香港）合作出版《澳門知識叢書》（預計20種）。但學術期刊的合

作方面，仍有待開發。我們認為，加強兩岸四地學術期刊編輯人員的

交流工作，增加相互之間的了解和友誼，不僅可以促進學術信息和學

術成果的溝通合作，對提升業務水平和協調四地在學術規範及其相互

認可等領域的操作方法也不無裨益。我們希望，通過這次研討會，大

家的合作更加密切、更有成效。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感謝主辦機構的

努力，也感謝給我們這個機會與諸位相聚一堂，為中國學術期刊的發

展和共同進步盡一份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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