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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 20年來有關澳門法律範疇的圖書出版狀況與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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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本文旨在回顧澳門回歸 20年以來有關澳門法律及其相關書刊的出版概

況，同時通過書目出版的統計，反映出澳門法學的發展脈絡，截至 2021年

5 月 30 日止，本文共收錄書目 1,126 條，但不包括學位論文、期刊論文等

資料的類型。平均每年有 56.3本法律著作出版。參見表 1為 2000-2019年

有關澳門法律書刊出版類型統計表，可見關於 (一) 澳門法律參考資料，有

646種，包括法律文本 (464本)、法律諮詢文本 (131本)；法律期刊 (38種)、

法院裁決 (13種，61冊)；(二) 法學專著 (480種)，包括以與澳門法律學術

著作 (347種)、其他法學著作 (46種)、澳門法律普及著作 (87種)。 

表 1  2000-2019年有關澳門法律書刊出版類型統計表 

出版品類別 出版品的性質 2000-2009 2010-2019 總計 

(一) 澳門法律
參考資料 

 1 法律文本—建築規章 10 1 11 

 2 法律文本—本地法規 189 231 420 

 3 法律文本—外地法規 10 23 33 

 4 法律諮詢文本 56 75 131 

 5 學刊 8 7 15 

 6 通訊 11 4 15 

 7 工作報告 3 1 4 

 8 法規期刊 4 0 4 

 9 法院裁決 12 1 13 

(二) 法律專著 

10 澳門法律學術著作 117 230 347 

11 其他法學著作 22 24 46 

12 澳門法律普及著作 50 37 87 

總計 492 634 1,126 

                                                           
*
 澳門大學圖書館副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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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依回歸後首十年及後十年的出版數量來分析，有關澳門法律參考資

料的出版數量，計有法律文本 (464本)、法律諮詢文本 (131本)；法律期刊 

(38種)、法院裁決 (13種，61冊)。分別為：  

2000-2009年澳門出版的法律參考資料，共計 303本 (種)；超過九成半

以澳門為題，大多以出版本地法律法規為主，共 272種，計有法律文本 209

種，包括建築規章 10 本、外地法規 10 本、本地法律 189 本。而法律諮詢

文本有 56本，法律期刊 38種 (通訊 11種、法律學刊 8種、工作年報 3種、

法規 4種、法院判決 12種) 等。 

2010-2019年澳門出版的法律參考資料，共計為 343本 (種)。較回歸後

首十年多了 40本 (種)。計有法律文本 255本，包括建築規章 1本、外地法

規 23本、本地法律 231本。而法律諮詢文本有 68本，另有法律期刊 12種  

(法律學刊 7種、通訊 4種、工作年報 1種)、法院判決 1種等。 

而法律專著的出版數量如下： 

2000-2009年澳門出版的法律專著，共計 189本，包括法律學術著作 117

本、澳門法律普及著作 50本及其他法學著作 22本。其中有 88.4% (167本) 

以澳門為題。 

2010-2019年澳門出版的法律專著，共計為 291種。包括法律學術著作

230本、澳門法律普及著作 37本及其他法學著作 24本。較回歸後首十年多

了 102本。其中有 91.4% (266本) 以澳門為題。 

二、澳門本地出版的法律著作概況 

本章將按： 1. 歷年出版數量； 2. 歷年出版語種； 3. 歷年出版單位；

4. 歷年學術著作內容分析等四個方面作說明。 

（一）歷年出版數量分析 

參見表 2 為 2000-2019 年澳門法律出版數量統計表，可知首十年，即

2000-2009年共有 492本，後十年，即 2010-2019年共有 634本 (種)，較首

十年多 142本 (種)，約 1.3倍。而出版數量最多的三年，依次為 2008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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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本；2015年有 85本；2016年有 104本。出版數量較多的年份主要是由

於當年有多條法律進行諮詢或出版法律文本，如澳門立法會出版的 “法律

彙編” 等。 

表 2  2000-2019年澳門法律書刊出版數量統計表 

年份 出版數量 

2000  52 

2001  51 

2002  46 

2003  40 

2004  44 

2005  46 

2006  40 

2007  56 

2008  73 

2009  44 

2010  49 

2011  71 

2012  55 

2013  53 

2014  47 

2015  85 

2016 104 

2017  63 

2018  55 

2019  52 

總計 1,126 

（二）歷年出版語種分析 

參見表 3 為 2000-2019 年澳門法律書刊出版語種統計表，可知中文著

作有 518本；中葡對照有 277本、葡文有 275本；英文有 34本；中葡英對

照有 14本；中英對照有 6本；英法對照有 1本；葡英對照有 1本。在 1,126

本著作中，中文的著作共 815本，佔總體的 72.4%；葡文的著作有 567本，

佔總體的 50.4%；英文的著作有 55本，佔總體的 4.9%。可見中文著作在法

律範疇所佔的份量有七成，比重相當高；葡文著作有五成，大部份有中文譯

本；英文著作的卻不多。而大部份外文與中文對照著作，主要為法律文本及

普法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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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0-2019年澳門法律書刊出版語種統計表  

語種 2000-2009 2010-2019 總計 

中 243 276 519 

中葡 109 167 276 

葡 110    165 275 

英 19 15 34 

中葡英 6 8 14 

中英 2 4 6 

英法 1 0 1 

葡英 1 0 1 

總計 492 634 1,126 

（三）歷年出版單位分析 

參見表 4 為 2000-2019 年澳門法律書刊出版單位統計表，可知澳門法

律著作必然是以政府部門為最多，共有 46個政府部門，出版 937本，佔總

體的 83.1%，也必定是由政府部門來主導。而社團出版排第二位，主要為配

合政府施政，推廣澳門基本法的著作為主，如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及澳門工

會聯合總會；此外，官樂怡基金會及濠江法律社則出版法律學術著作為主；

第三位是私人出版單位，共 17間，31本；第四位為個人自資出版，有 2人，

共 10本。 

表 4  2000-2019年澳門法律書刊出版單位統計表 

出版單位類型 出版單位數量 出版單位冊數 

政府部門 46 937 

社團 35 148 

私人出版單位 17 31 

個人出版 2 10 

總計 100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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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各類型出版單位的分析。 

1. 政府部門出版分析 

參見表 5 為 2000-2019 年政府部門出版法律著作排行表，可知出版數

量排第一位為立法會，共 193本；第二位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共 104本；

第三位為法務局，共 79 本；第四位為澳門大學，共 67 本；第五位為印務

局，共 57本。 

表 5  2000-2019年政府部門出版法律著作排行表 

排行 出版單位 出版數量 

 1 立法會 193 

 2 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 104 

 3 法務局  79 

 4 澳門大學  67 

 5 印務局  57 

 6 澳門基金會  45 

 7 財政局  40 

 8 澳門理工學院  37 

 9 法律改革及國際法事務局  32 

10 行政公職局  26 

10 環境保護局  26 

11 房屋局  21 

12 社會工作局  19 

13 勞工事務局  18 

14 文化局  15 

15 市政署  14 

15 法院  14 

16 教育暨青年局  13 

16 檢察院  13 

17 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  10 

18 社會保障基金   9 

19 立法事務辦公室   8 

20 消費者委員會   7 

20 高等教育局   7 

20 廉政公署   7 

20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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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 出版單位 出版數量 

21 治安警察局   6 

22 工務局   5 

22 國際法事務辦公室   5 

22 衛生局   5 

23 司法警察局   3 

23 城市規劃法工作小組   3 

23 貿易投資促進局   3 

23 警察總局   3 

24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2 

24 統計暨普查局   2 

24 澳門法律學刊   2 

24 舊區重整諮詢委員會   2 

25 交通事務局   1 

25 退休基金會   1 

25 博彩監理協調局   1 

25 郵政局   1 

25 經濟及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1 

25 經濟局   1 

25 審計署   1 

25 樓宇管理仲裁中心   1 

總計 937 

2. 社團出版分析 

參見表 6 為 2000-2019 年社團出版法律著作排行表，可知出版數量排

第一位為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共 39本；第二位官樂怡基金會，共 26本；

第三位為濠江法律學社，共 22本；第四位為澳門法學協進會，共 7本；第

五位為澳門學者同盟，共 6本。 

表 6  2000-2019年社團出版法律著作排行表 

排行 出版單位 出版數量 

 1 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    39 

 2 官樂怡基金會    26 

 3 濠江法律學社    22 

 4 澳門法學協進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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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 出版單位 出版數量 

 5 澳門學者同盟     6 

 6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     5 

 7 澳門檢察律政學會     5 

 8 澳門刑事法研究會     3 

 8 澳門地產業總商會     3 

 8 澳門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     3 

 9 21世紀科技研究中心     2 

 9 澳門中華文化交流協會     2 

 9 澳門立法與司法見解研究會     2 

 9 澳門法制研究會     2 

10 Ordem dos Advogados de Cabo Verde     1 

10 民眾建澳聯盟     1 

10 澳門中小企業協進會     1 

10 澳門中華教育會 1 

10 澳門公共行政管理學會     1 

10 澳門公務專業人員協會     1 

10 澳門公職人員協會     1 

10 澳門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1 

10 澳門利氏學社     1 

10 澳門明愛     1 

10 澳門法律工作者聯合會     1 

10 澳門法律公共行政翻譯學會     1 

10 澳門法律反思研究及傳播中心     1 

10 澳門普法協會     1 

10 澳門法學研究生協會     1 

10 澳門律師公會     1 

10 澳門科技大學學生會     1 

10 澳門國際研究所     1 

10 澳門專業導遊協會     1 

10 澳門教育學會     1 

10 澳門教師協會     1 

總計 148      

3. 私人出版單位分析 

參見表 7 為 2000-2019 年私人出版單位出版法律著作排行表，可知出

版數量排第一位為啟蒙時代出版社有限公司及澳門科技大學，各 5 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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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位澳門城市大學，共 3本；第三位為文化公所、東望洋出版社、晨輝出版

有限公司、澳門啟元出版社，各 2本。 

表 7  2000-2019年私人出版單位出版法律著作排行表 

排行 出版單位 數量 

1 啟蒙時代出版社有限公司   5 

1 澳門科技大學   5 

2 澳門城市大學   3 

3 文化公所   2 

3 東望洋出版社   2 

3 晨輝出版有限公司   2 

3 澳門啟元出版社   2 

4 Delta Edições   1 

4 Inside Asian Gaming   1 

4 三聯出版(澳門)有限公司   1 

4 大壯出版社有限公司   1 

4 中華出版社   1 

4 文聲出版社   1 

4 東方文粹   1 

4 原力出版社一人有限公司   1 

4 華夏出版社   1 

4 聖若瑟大學   1 

總計 31 

4. 個人自資出版分析 

參見表 8 為 2000-2019 年個人自資出版法律著作排行表，可知出版數

量排第一位為 João António Valente Torrão，共 9本；第二位 Paula Rute Pereira 

Garcez Nunes Correia，1本。 

表 8  2000-2019年個人自資出版法律著作排行表 

排行 出版單位 數量 

1 João António Valente Torrão 9 

2 Paula Rute Pereira Garcez Nunes Correi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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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澳門本地法律專著分析 

（一）澳門法律普及著作出版分析 

參見表 9，可知歷年出版普通法律的圖書有 88 本，分別在 2000-2009

年有 50本，2010-2019 年有 38本，合共 88本。首五位依次為 “澳門基本

法” 25本；“勞動法” 14本；“仲裁”及 “普法” 各 5本；“聯合國殘疾人權利

公約” 4本；第五位為 “文化財產保護法”、“個人資料保護”、“消費者權益”、

“樓宇管理” 各 3本。 

表 9  2000-2019年在澳門出版的普通法律圖書的主題統計表 

主題 2000-2009 2010-2019 總計 

澳門基本法 21 4 25 

勞動法 4 10 14 

仲裁 0 5 5 

普法 3 2 5 

國際法—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 0 4 4 

文化財產保護法 1 2 3 

個人資料保護 2 1 3 

消費者權益 3 0 3 

樓宇管理 2 1 3 

刑法 2 0 2 

居留法 1 1 2 

房地產中介業務法 0 2 2 

承諾轉讓在建樓宇的法律制度 0 2 2 

國安法 2 0 2 

稅法 1 1 2 

檢察 2 0 2 

公證法 1 0 1 

立法 1 0 1 

交通事故 1 0 1 

社團 1 0 1 

商法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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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2000-2009 2010-2019 總計 

國旗 1 0 1 

國際法—兒童權利公約 0 1 1 

控煙法 0 1 1 

親屬法 1 0 1 

總計 50 38 88 

（二）澳門法律學術著作出版分析 

1. 不同版本的出版分析 

參見表 10可得知，20年來澳門法律學術著作有 292本，如扣除一書多

冊 (37本)、新版或修訂版 (32本)，翻譯版 (27本)，精裝版 (4本) 等重複

現象的出版品，實際原創的著作，以下簡稱淨出版，有 192 本 。而 2010-

2019年間淨出版數量較 2000-2009年多出 54本，說明澳門法學研究正在增

長，平均每年出版學術著作 9.6本。 

表 10  2000-2019年澳門法律學術著作的版本統計表 

出版狀況 2000-2009 2010-2019 總計 

出版數量 104 188 292 

多冊   6 31 37 

新版及修訂  14 18 32 

翻譯版  15 12 27 

精裝  0  4 4 

淨出版數量 69     123 192 

2. 不同語種的出版分析 

在出版語種方面，參見表 11可得知中文及葡文著作均有明顯的增長。

其中葡文著作在 2010-2019年的出版數量，較 2000-2009年增加了 2.6倍。

中文專著則增加 1.7倍。 

 



 

 

11 
 

表 11  2000-2019年澳門法律學術著作的語種統計表 

語種 2000-2009 2010-2019 總計 

中    90  152  242 

葡    32    83  115 

中葡     4     7    11 

英     9     7    16 

中葡英     0     2     2 

中英     2     2     4 

英法     1     0     1 

葡英     1     0     1 

總計 139 253 392 

3. 出版數量的年度分析 

參見表 12為歷年澳門法律學術著作的出版數量年度統計表，可見出版

數量最多的年度分別為 2019 年及 2013 年，各 25 本排第一位；次為 2012

年及 2015年，各 21本；第三為 2014年及 2016年，20本；第四為 2005年

及 2011年各 15本；第五為 2006年、2007年及 2018年，各 14本，可見後

十年的法律學術著作較首十年為多。 

表 12  2000-2019年澳門法律學術著作的出版數量年度統計表 

年份 出版數量 

2000 13 

2001  2 

2002  8 

2003  5 

2004  8 

2005 15 

2006 14 

2007 14 

2008 13 

2009 12 

201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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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出版數量 

2011 15 

2012 21 

2013 25 

2014 20 

2015 21 

2016 20 

2017 13 

2018 14 

2019 25 

總計           292 

4. 出版單位的出版數量分析 

參見表 13可知首十個出版學術著作最多的出版單位排行為；第一是法

律及司法培訓中心，共 45 本；第二為澳門大學，共 42 本；第三為澳門基

金會，共 41 本，第四為澳門理工學院，共 30 本；第五為澳門基本法推廣

協會，23 本。前兩者的出版數量相若，主要出版法學概論及法律註釋，澳

門基金會的出版則以學術研究為主，且多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合作，推行

一書兩地出版。第六為官樂怡基金會，19本；第七為濠江法律學社，10本；

第八為澳門學者同盟，6本；第九為 João António Valente Torrão及澳門科

技大學，各 5本及第十為法律改革及國際法事務局、檢察院，各 4本。 

表 13  2000-2019年澳門法律相關學術著作的出版單位統計表 

排行 出版單位 出版數量 

 1 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  45 

 2 澳門大學  42 

 3 澳門基金會  41 

 4 澳門理工學院  30 

 5 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  23 

 6 官樂怡基金會  19 

 7 濠江法律學社  10 

 8 澳門學者同盟   6 

 9 João António Valente Torrã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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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 出版單位 出版數量 

 9 澳門科技大學   5 

10 法律改革及國際法事務局   4 

10 檢察院   4 

總計 234 

5. 編著者的出版數量分析 

學術著作的內容，大多取決於編著者的專業背景及學術研究範疇，可作

為學科發展的其中一項參考依據，表 14 為首十位編著者的出版數量統計

表，共有 15人，合共編著了 131本書刊，佔學術著作 44.9%。其中排行第

一及第二位，楊允中及饒戈平為一國兩制及澳門基本法研究的專家；第三位

是澳門大學的法學院教授，Cândida da Silva Antunes Pires (李淑華) 及第四

位為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的導師 Manuel de Oliveira Leal-Henriques (李立

基)，主要以澳門法律及葡萄牙法律原理及註釋為主。第五位趙國強，主要

研究澳門刑法。 

表 14  2000-2019年澳門法律相關學術著作的編著者統計表 

排行 編著者 出版數量 

 1 楊允中  31 

 2 饒戈平  15 

 3 Cândida da Silva Antunes Pires (李淑華)  11 

 4 Manuel de Oliveira Leal-Henriques (李立基)  10 

 5 趙國強  10 

 6 王禹   9 

 7 Manuel Trigo (尹思哲)   7 

 8 冷鐵勛   6 

 8 唐曉晴   6 

 9 João António Valente Torrão (杜約翰)   5 

 9 馮文莊   5 

10 邱庭彪   4 

10 范劍虹   4 

10 何志輝   4 

10 趙秉志   4 

總計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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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不同法律主題的出版數量分析 

參見表 15 為法律主題的排行，在 27 個主題中，排行前十位分別為：

第一為澳門基本法，共 38 本；第二為澳門經濟法，共 28 本；第三為澳門

民法及澳門行政法，各 21 本；第四為澳門刑法及澳門法學，各 20 本；第

五為澳門商法及司法，各 12本；第六為國際法、一國兩制及澳門民事訴訟

法，各 10本；第七位為國其他國家法律，共 9本；第八為澳門與國際法、

中國法、其他法律及澳門法制，各 8本；第九為法學及澳門刑事訴訟法，各

7本；第十為澳門立法，6本。 

表 15  2000-2019年澳門法律學術著作的主題統計表 

排行 主題 數量 

1 澳門基本法  38 

2 澳門經濟法  28 

3 澳門民法  21 

3 澳門行政法  21 

4 澳門刑法  20 

4 澳門法學  20 

5 澳門商法  12 

5 澳門司法  12 

6 國際法  10 

6 一國兩制  10 

6 澳門民事訴訟法  10 

7 其他國家法律   9 

8 澳門與國際法   8 

8 中國法   8 

8 其他法律   8 

8 澳門法制   8 

9 法學   7 

9 澳門刑事訴訟法   7 

10 澳門立法   6 

11 公證法   5 

12 澳門與其他國家法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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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 主題 數量 

12 澳門與區域法律   4 

12 區域法   4 

12 澳門行政訴訟法   4 

12 澳門檢察   4 

13 商法   2 

13 澳門比較法   2 

總計 292 

四、總結 

20 年來澳門法律書刊在政府部門主導下，出版量不斷增加，包括法律

與法規、法律相關的諮詢文本、法學教科書、法學期刊等。而從葡文的出版

品數量來看，葡文在法律範疇繼續佔有相當的重要地位。由於澳門法律自身

的嚴謹性、專業性及實用性甚強，加上法律界人士需要經過不同的資格考

核，法律書刊在圖書銷售及圖書館使用上，以法律教科書、法典、法律注釋

及判例等為主流圖書。至於法學研究著作，由於受到地緣的限制，讀者群人

數不多，寫作需時，所以專題研究的作品不多，內容以澳門基本法、澳門經

濟法及民法為主。而編著者大多為現任高校教授，並以澳門大學為首。近年

來，政府部門為了更有效的傳播、推廣及使用法律資源，不少出版品以電子

版及紙本雙向發行。預計未來本地出版澳門法律書刊的格局改變不會太大。

但是，隨着建設大灣區、葡語國家與中葡平台的大環境影響之下，本地學者

及碩博士候選人，可能以此作為研究方向，或是選擇將自己的著作安排在相

關的地區出版，藉以提高影響力。最後，由於澳門在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

及澳門法律參考資料亦慢慢豐富起來，將促使不少內地學者以澳門為題，對

區域法、比較法學、司法協作、仲裁法等範疇作進一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