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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國學術 — 澳門大學學報
第十五卷第一期 (2025年2月)

第四屆澳門研究年會（2024）
 “全球中國與全球亞洲中的澳門”  

研討會綜述
張少鵬    黃偉棋

一、引言

由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與澳門基金會合辦的“第四屆澳門研究年會（2024）”於2024年
12月2日至3日舉行。今年年會以“全球中國與全球亞洲中的澳門”為主題，滙聚來自葡萄牙、
美國、巴西、莫桑比克、新加玻、中國內地、香港及澳門等地的四十多位專家學者共同討論澳

門在中國、亞洲以至全球的角色與功能。年會於12月2日上午10時於澳門大學E34崇文樓大堂舉
行，由澳門大學副校長葛偉、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夏威夷大學東亞系主任Cathryn 
Clayton、新加坡國立大學副教授Kah-Wee Lee、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主任林玉鳳，以及澳門研
究年會籌委會主席吳德榮主持開幕儀式。

澳門大學副校長葛偉表示，2024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
年、中國與葡萄牙建交45周年，以及澳門大學新校區在橫琴落戶10周年。早自16世紀以來，澳門
與葡萄牙已成為東西方交流的先驅，形成澳門在全球文化和經濟交流上的樞紐作用，推動澳門成

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及世界其他地區之間溝通的重要橋梁。如今，澳門大學在澳門回歸祖國後及國

家持續發展中取得輝煌成績。2024年，澳門大學在泰晤士報世界大學排名中位列第180，成為了
所有葡語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一的大學。最後，澳門大學的持續發展加強了澳門作為國際貿易、

跨文化對話及高等教育發展的門戶的角色，澳門成為探討全球中國拓展策略和全球亞洲互聯互通

的焦點。

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表示，澳門一直扮演著中國與外界交流對話的窗口的歷史

角色，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展現“全球中國”和“全球亞洲”的澳門進程。他期待年會有助

於總結澳門相關研究，助力拓展澳門歷史文化的潛能與內涵，透過了解澳門的功能和角色，令國

際社會更好地理解中國的文化、制度和發展成績，助力國際社會對中國抱持正確、客觀的認識，

推動國際社會對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善意的認同。

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主任林玉鳳表示，澳門研究中心一直致力於推動對澳門過去、現在和

未來的研究與理解，澳門研究年會自2019年舉辦至今，已經成為世界各地有志於澳門研究的學者
同仁對話及交流學術研究的平台之一。今年的會議涵蓋了從區域連接、社會經濟重組到文化啟

蒙、角色與身份變化等多方面的主題。

是次年會由夏威夷大學Cathryn Clayton副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Kah-Wee Lee副教授進行主
旨演講。夏威夷大學副教授Cathryn Clayton以“拆解澳門：全球亞洲的思考”為題，分別在聯
繫、分解及流動三個層次上，從澳門作為出發基點、作為歷史主體、作為符號意象三個方面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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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澳門的歷史變化。她以全球亞洲作為研究方法，以歷史視角作為核心關注，對澳門人口的流

動與遷徙所構成的社區網絡及國籍背景反映出全球與亞洲之間的關係進行分析。同時，她以澳

門的符號如何在全球媒體塑造澳門的城市形象，討論澳門和全球之間的關係構成和澳門的多元

化形象。

新加坡國立大學副教授Kah-Wee Lee則以“從比較的角度看千禧年後亞洲的賭業城市主義”
為題進行主旨演講。他以博彩公司提供的免費接駁巴士為切入點，選擇了新加坡、澳門和馬尼拉

三個案例進行比較分析，透過三地的運營模式、路徑設置、乘客群體及對當地公共交通系統的影

響等方面分析三地博彩業的發展異同及對當地公共交通的影響，他指出澳門博彩業發展與公共空

間之間的邊界感逐漸模糊，新加坡則高度壓制娛樂場在博彩以外的領域擴張。

本次年會共設9個分論壇探討大會主題“全球中國與全球亞洲中的澳門”。

二、全球中國與葡語國家的關係聯動

“全球中國與葡語國家”共設有兩個分論壇，由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Francisco 
Jose Leandro主持，來自巴西和葡萄牙等多個葡語國家的多名學者共同討論中國與不同葡萄牙語國
家的歷史關係和現狀，同時兼及澳門在當中的角色。

巴西米納斯吉拉斯州南部大學中心教授Rodrigo Franklin Frogeri以“中國—巴西外交關係”
為題，將巴西與中國外交關係的演變總結為四個關鍵時期：兩國在1993年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從
1993年到2010年，雙方致力擴大合作規模，中國在巴西的貨物出口形成貿易順差；2010年至2024
年中國在巴西的貿易開始出現逆差，貿易平衡漸進實現；2024年，隨著中巴簽署聯合聲明及37項
雙邊協議，Frogeri認為中巴兩國關係邁入“歷史上最好的時刻”。巴西里約格蘭德州立大學副教
授André Luiz Reis da Silva以“21世紀中國與巴西的雙邊關係”為題，他認為儘管巴西政府幾經變
動，但中巴關係在很大程度上維持穩定；即使兩國在意識形態上存在差異，卻沒有影響兩國在多

個領域的廣泛合作及交流機制，中國對巴西的投資量和貿易量仍然持續增加。巴西通過“一帶一

路”倡議建立兩國更緊密的經濟聯繫，伴隨兩國合作的持續增長，中巴合作已深入到巴西的整體

經濟和能源開發的結構當中。

浙江師範大學教授李翌超以“中安關係：重新思考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為題，結合中國與安

哥拉自1983年建立外交關係以來的合作歷程，提出中安關係是一種基於兩國資源交換的合作模
式，指出中國透過基礎建設的投資換取安哥拉的自然資源，這種模式為中安關係提供了“雙贏”

局面。她認為中安兩國的合作模式符合安哥拉總統在中美競爭中尋求平衡、維護自身利益的政治

目標。

莫桑比克若阿金·希薩諾大學教授Fátima Chimarizeni Papelo以“中國—莫桑比克外交關
係”為題，回顧1975年中國作為第一個承認莫桑比克共和國獨立身份國家以來的兩國關係。
Papelo認為，隨著中國加大投資莫桑比克基礎設施（如橋梁、天然氣、水電站建設等），有效
改善當地的城市面貌並提升居民的生活質量，進一步促進當地經濟發展，但莫桑比克仍然需要

促進當地的經濟和科技等體系的發展，發揮其地理優勢，以加強中莫關系及莫桑比克在區域和

全球的影響力。

葡萄牙澳門科學文化中心主任Carmen Amado Mendes探討澳門作為國際城市的角色以及澳門
在中葡關係中的歷史地位，她強調澳門回歸後“一國兩制”方針保證澳門的高度自治，也保持了

澳門作為一個連接亞洲和歐洲、特別是中國與葡萄牙的橋梁角色，其中，澳門葡萄牙語的官方地

位對中國與葡語國家開設商務和文化交流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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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亞洲與澳門特區的區域連接

區域連接分論壇由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林嘉欣主持，來自港澳等地的學者集中討

論澳門在不同區域之間的連接功能。

其中，澳門大學法學院研究助理教授Almeida Machava以“澳門自治25年：重新思考澳門在中
國與葡語國家經貿關係中的角色”為題，指出“一國兩制”及《澳門基本法》賦予澳門自治和處

理對外事務的權力，賦予澳門成為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全面參與者的合法性；澳門自2003年
舉辦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以來，已經成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國際經貿合作的重要平台。不

過，Machava認為，澳門不應只是旁觀者或平台，更應被視為是重要的行動者或夥伴，利用其在
服務貿易上的比較優勢參與中葡經貿的實質性合作。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Pedro Steenhagen以“中央政府與大灣區經濟一體化的

追求：澳門作為區域建設機制的關鍵角色”為題，探討中央政府在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經濟一體化

方面發揮的作用，同時確立澳門在當中的關鍵角色。他認為結合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合作，發

展正式和非正式的機構和網絡，從而實現區域協調才能推動大灣區經濟一體化發展。澳門大學政

府與行政學系研究助理教授鄭琛奇以“中國的崛起及其對亞洲發展中國家的影響”為題，論述中

國在具備政治獨立和經濟主權背景下的崛起，為處於既有的、以美國為主的新自由主義體系中的

亞洲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新機遇和新方案。他認為美國在歷史上對亞洲地區的多個國家在建設過程

中提供了“美國方案”，導致亞洲地區泛化的美國共識，而中美兩國之間在意識形態上的差異，

導致兩國在亞洲地區的經濟合作與政治結盟上的持續競爭。最後，中美兩國的競爭最終是以戰爭

衝突或是和平過渡作為終結，不單是由兩個大國的角力所決定，更是由全球南方民眾的影響力所

決定。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教授盧兆興則以“澳門從殖民主義到非殖民化和全球化的歷史進程”為

題，運用費正清提出的朝貢制度去分析葡萄牙人和中國人的互動，比較明清時期葡萄牙人來澳與

其他被割據的殖民地之間的差異。

四、澳門特區與灣區聯動的跨境合作

“跨境合作”分論壇由澳門科技大學講座教授蘇育洲主持，多名年青學者就澳門在各個領域

的灣區聯動中提出跨境合作的實踐挑戰。

其中，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助理研究員郭善文以“回歸以來的‘粵澳合作’研究：基於協

同治理理論”為題進行報告，他首先採用協同理論對回歸以來的粵澳合作進行分析，提出了粵澳

合作的零散化合作、契約化合作及互嵌化合作三種形式。澳門城市大學金融學院碩士朱思茜以

“跨境金融創新啟動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新質生產力發展：內在邏輯與路徑探索”為題，分析

澳門與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之間跨境金融的實現。澳門大學法學院博士程媛媛以“澳門資料跨境

轉移的文本實踐與治理進路”為題，分析澳門《個人資料保護法》的數據跨境轉移問題，在總結

澳門資料跨境轉移在轉移方式、執法方式、申請實體、數據類型的實踐特點的同時，指出澳門

《個人資料保護法》的滯後性。她建議完善現有數據跨境轉移的法律機制，平衡數據的保護和利

用，回應澳門社會與技術發展的持續性需求，打破技術創新與數字交易的制度壁壘。澳門科技大

學法學院博士黃志豪以“澳門NFT財產的法律制度及其保障”為題，指出澳門並沒有對新興數字
資產NFT（非同質化代幣）進行立法工作，故有必要在法律層面探討NFT交易並建立相應的法律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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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研究

是次年會還有“政經轉型” “文化啓蒙” “角色與身份的變化” “社會經濟重組” 以及
“新征程”等分論壇。其中，“文化啓蒙”分論壇由澳門大學特聘教授林少陽主持，論壇分別

探討了澳門的全球化與中國早期現代化啟蒙，文物建築對澳門歷史城區展演空間的構建研究，

16–19世紀詩文與繪畫中的澳門等。“角色與身份的變化”分論壇由澳門大學人文學院研究助理
教授莎雪娜主持，內容包括針對印度果阿與澳門發展軌跡的比較研究，澳門在明朝宮廷全球一體

化中的關鍵角色，以及去殖民化的澳門飲食文化。

（作者系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責任編輯：晉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