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门教育制度与受教育权保护》

书籍信息

版 次：1
页 数：
字 数：
印刷时间：2015年04月01日
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
包 装：平装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09741085
丛书名：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丛书



内容简介

推行多元文化教育是当今世界各国重要的教育目标。中西文化很早就在澳门这方土地上
扎根生长，使澳门比世界许多地区更早具备“多元文化教育”的实质经验。随着澳门社
会历史的发展，应对澳门教育制度以及受教育权保护做更深层次的认识和思考，发挥多
元文化教育的价值，从而促进澳门社会和谐。在此背景下，本书系统介绍和论述了澳门
的教育制度与教育改革，以及受教育权保护的强化，对于内地教育制度改革，具有相当
普遍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张雪莲，法学博士学位，1995年9月入职澳门特别行政区教育暨青年局，现在教育研究暨
教育改革辅助处工作，曾参与多部教育范畴立法的研究与草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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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序
两年前，澳门基金会筹划出版一套新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丛书》；编委会拟定的写
作计划中包括“澳门教育制度”这一课题，但是一开始并没有确定作者。
在传统法律部门的划分中，一下子不容易找到教育制度的位置，所以法学教育一般也不
会将之设成独立科目，因此要在法律人的圈子（尤其是本来就不大的澳门法律人圈子）
里找到专门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学者确实不太容易。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内外没有人对
这一领域的法律进行研究（例如台湾成功大学的宪法学者许育典教授就对相关领域有深
入的研究），只是在澳门，大部分做宪法或者行政法的学者很少专门涉及该领域。
巧合的是，长年任职教育暨青年局的张雪莲，当时正在攻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
法学博士，并以“澳门受教育权保护研究”为其博士论文的题目。通过几年来的研究，
她较好地掌握了澳门教育制度所涉及的大量材料，在深入阅读和理解其他地区相关领域
的文献和理论的基础上，也对澳门教育制度形成了颇为系统的看法。更难能可贵的是，
张博士有非常好的文字功底，曾多次获得澳门公务员阅读征文比赛奖项，因此，编委会
就把撰写《澳门教育制度与受教育权保护》的任务交给了她。 序 两年前，澳门基金会筹
划出版一套新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丛书》；编委会拟定的写作计划中包括“澳门教
育制度”这一课题，但是一开始并没有确定作者。 在传统法律部门的划分中，一下子不
容易找到教育制度的位置，所以法学教育一般也不会将之设成独立科目，因此要在法律
人的圈子（尤其是本来就不大的澳门法律人圈子）里找到专门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学者
确实不太容易。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内外没有人对这一领域的法律进行研究（例如台湾
成功大学的宪法学者许育典教授就对相关领域有深入的研究），只是在澳门，大部分做
宪法或者行政法的学者很少专门涉及该领域。 巧合的是，长年任职教育暨青年局的张雪
莲，当时正在攻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法学博士，并以“澳门受教育权保护研究
”为其博士论文的题目。通过几年来的研究，她较好地掌握了澳门教育制度所涉及的大
量材料，在深入阅读和理解其他地区相关领域的文献和理论的基础上，也对澳门教育制
度形成了颇为系统的看法。更难能可贵的是，张博士有非常好的文字功底，曾多次获得
澳门公务员阅读征文比赛奖项，因此，编委会就把撰写《澳门教育制度与受教育权保护
》的任务交给了她。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书稿准时完成。作为编委会成员，我在审稿
的过程中，觉得其对澳门教育制度的把握以及文字表达各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并
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所以，当作者在其书稿行将出版之际要求我写个序，我欣然应
允。 撰写一部法律专著是一件劳心劳力的事，而在没有人或很少人涉足过的领域撰写一
部专著则更为艰难。倘若从严格的法释义学角度看，这本书可能不是完美的，它本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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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深入地讨论一些涉及澳门教育制度的基础法律论题，甚至法院的相关判决。然而，
考虑本地并没有类似的作品供其参考，能做到现在这个程度实属不易。 我相信，对于希
望了解澳门教育制度的一般读者或研究人员而言，本书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希望在以
后的日子里，作者能在相关领域继续刻苦钻研，为澳门社会（尤其是法律界和教育界）
贡献更丰硕的成果。 唐晓晴 2013年1月 于澳门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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