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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學論文寫作一般要求 

  本寫作指南，係在《澳門科技大學研究生論文寫作指導》（2019 年 2

月修訂版）基礎上做適當修改而來。修改時主要根據法學專業屬性和論文

的特殊要求，並參考《法學引註手冊》（2019 年版）1、《高校人文社會科

學學術規範指南》（2009 年）2。 

  法學院本科生和研究生畢業論文寫作，均應按照本指南執行。法學院

舉辦的征文比賽論文、學生作業論文、學期論文及研究報告等寫作，除另

有要求外，亦應按照本指南執行。 

  一般而言，法學論文應符合以下要求： 

  1. 為作者本人獨立完成的法學類原創性研究論文，屬於相關專業領

域範圍，具有與所攻讀學位相稱的創新性； 

  2. 針對具有理論和/或實踐價值的可研究性問題； 

  3. 篇章結構合理，各部分之間應有內在聯繫，論證嚴謹，觀點自洽； 

  4. 正當、合理收集和使用資料；充分、適當引用相關法律法規、案例

及其他法源資料、數據資料和學術文獻。  

  5. 符合學術規範，符合格式要求。 

  在論文創新性的要求上，應區別對待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畢業論文：

  1. 學士論文重在展示學生具有基本法律思維、應用法律解決實踐問

題的能力和初步的法學研究能力，要求問題具體、論證充分、引註得當，

不必然要求在發現問題、提出觀點/理論或使用方法/數據資料上有新貢獻。 

2. 碩士論文應對問題有較深入研究，在發現問題、提出觀點/理論或

使用方法/數據資料上有一定程度的新貢獻。 

3. 博士論文應對問題有深入研究，在發現問題、提出觀點/理論或使

 
1 參見法學引註手冊編寫組：《法學引註手冊》（2019 年版），北京大學出版社 2020 年版。 
2 參見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學風建設委員會編：《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規範指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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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法/數據資料上有較高程度的新貢獻。 

畢業論文字數分別要求如下： 

  1. 法學學士畢業論文應不少於 5000 字。 

  2. 法學碩士畢業論文應不少於 30,000 字，其他專業碩士畢業的論文

應不少於 20,000 字。 

  3. 法學博士畢業論文應不少於 100,000 字。 

  學生在論文寫作時應嚴守學術規範，除按本指南執行外，應特別注意

遵守大學相關課程學生手冊及制度中關於學術規範和抄襲行為的規定，並

留意遵守前述《法學引註手冊》和《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規範指南》。 

  如果畢業論文、征文比賽論文、作業論文、學期論文或研究報告等被

發現有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規範行為的，將依大學及學院相關規定懲處。 

  除本指南外，推薦學生在論文寫作前及過程中參考下列論著： 

1. 陳瑞華：《論法學研究方法》，法律出版社 2017 年版。 

2. 方流芳：《學術剽竊和法律內外的對策》，載《中國法學》2006 年

第 5 期。  

3. 何海波：《法學論文寫作》，北京大學出版社 2014 年版。 

  4. 梁慧星：《法學學位論文寫作方法》（第 3 版），法律出版社 2017 年

版。 

  5. 劉南平：《法學博士論文的“骨髓”和“皮囊”——兼論我國法學研究

之流弊》，載《中外法學》2000 年第 1 期。 

6. 蘇力、陳興良、白建軍、陳瑞華、淩斌：《筆談：法學研究與論文

寫作》，載《中外法學》2015 年第 1 期。 

7. [德]湯瑪斯·M. J. 默勒斯：《法律研習的方法：作業、考試和論文寫

作（第 9 版）》，申柳華等譯，北京大學出版社 2019 年版。 

    8. [美]尤金·布洛克：《法學論文的撰寫、編輯與發表》，朱奎彬譯，西

南交通大學出版社 2018 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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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大村敦志等：《民法研究指引：專業論文撰寫必攜》，徐浩等譯，

北京大學出版社 2018 年版。     

  10. Julie Mason and Michael Salter, Writing Law Dissertations: An 

Introduction and Guide to the Conduct of Legal Research, Longma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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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畢業論文十個部分寫作要點 

（一）摘要(中、英文) 與關鍵詞  

 摘要用以提示研究要探討的問題，是一篇具有獨立性和完整性的短文，

是創新點的扼要表述，不加註釋或評論。 

 摘要寫作注意點如下： 

 1. 應以第三人稱，客觀描述論文做出了什麼貢獻、研究得出什麼結果，

而不是寫做了什麼：對基本理論做了探討，對某某問題做了系統性的研究。

  2. 避免將摘要寫成目錄式的內容介紹。 

 3. 對論文的價值描述應用陳述方式，不要自誇。 

 4. 應儘量少用引導性和支持性的解釋語句（如研究歷史回顧、文獻綜

述、概念和名詞解釋、圖表和文獻索引）。 

 5. 應力求簡潔，學士畢業論文摘要字數一般 400～800 字左右，碩士

論文摘要一般 500～1000 字左右，博士論文摘要一般 1000～1200 字左右。 

 關鍵詞是供檢索用的主題詞條，應選擇能覆蓋論文主要內容、能表達

論文中心論點的用語，一般不帶引號、書名號。 

 關鍵詞一般列 3～5 個，按關鍵詞出現順序排列。關鍵字之間留空格，

或者用分號隔開。英文關鍵詞每個單詞的首字均應大寫。 

（二）目錄  

本科生論文列出二級或三級標題，並標註頁碼。中文本科生論文標題

不使用章節，使用“一、 （一） 1. （1） ”格式依次標示。英文本科生論

文標題使用“ I  A.  1.  a.”格式依次標示。 

研究生論文須列出三級標題，並標注頁碼。中文研究生論文標題使用

章節，以“章 節 一、（一）1. ”格式依次標示。英文研究生論文標題使用

“ Part I  Chatper I  1.1  1.1.1 ”格式依次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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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緒論  

 緒論，也可稱導論、引論，其主要作用是：要告訴讀者本文的研究主

題、論證本研究主題的價值所在、提出作者對研究問題的主觀答案。 

 緒論的內容主要包括：（1）選題背景（明確問題背景、界定問題及闡

明研究的意義）；（2）文獻綜述（理論價值定位）；（3）希望解決的問題（參

照點選擇）和假設提出（創新點提出）；（4）研究設計。通俗地講，就是須

說明：研究動機、問題背景、選題原因、問題界定、問題與理論或實踐的

關係、研究的重要性、研究目的、研究假設或待解決問題、預設的研究方

案、研究方法、名詞及定義以及研究範圍和限制等。 

 學士畢業論文因篇幅較小，緒論的寫作可相對簡略。 

 1. 選題背景 

 選題的途徑：（1）從閱讀文獻著手；（2）從觀察現象著手。選題背景

說明研究動機、選題原因、問題背景、問題界定、研究的重要性和目的。 

 問題背景是用相關理論、事實、現象來描述研究問題所在和其重要性。

問題界定是指用法學專業述語來表述所要研究的問題。 

 研究目的，可以為正確解釋和適用法律，為發現和填補法律漏洞，為

立法和法律改革，為新發現、描述和解釋法律史，為理解不同法律制度或

不同法律文化，為對法律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相關現象進行新的

發現和解釋，為提出或證成關於法律的新理論或哲學解釋，或為了對法學

自身的歷史、方法論、定位等進行新的探索與反思。 

 2. 文獻綜述 

 文獻綜述是描述目前的研究現狀並作簡要分析，可以反映作者研究的

功力和閱讀文獻的數量，是否找到研究問題的關鍵文獻及抓准文獻的重點，

是否有切中要害的評述，是否有獨到見解。 

 忌諱採用講義式將有關研究課題的理論和學派簡要地陳述一篇；忌諱

輕率批評前人不足和錯誤；忌諱含糊不清，採用的觀點和內容不清楚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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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述所引用的文獻應主要選自具公信力的學術期刊或學術會議的文

章以及學術專著3，一般不包括教科書或工具書。報章雜誌的觀點不能作為

論證的依據。   

 3. 希望解決的問題和提出研究假設 

 以“尚待研究問題”指出目前研究的不足之處，然後提出研究假設。 

 假設，亦即作者自己對界定研究問題所提出的答案，是待論證的主張

或觀點，表述論文的創新點所在，是對問題觀察思考和閱覽前人研究工作

的結果，又是論文隨後論證工作的起點和目標。 

 緒論章提出假設在先，論證章證成在後，即採用“主題先行”原則構思。

主題先行即指著手寫作前先要構造好假設樹，然後收集資料和證據去驗證

假設的真偽。假設的表述應落實到變數層次，賦予操作性的定義，形成操

作假設。 

 4. 研究設計 

 如果設計之研究方案、擬定之研究方法無須在下述“論證章”中詳細描

述，也可以在緒論章交代說明。 

 研究設計，即根據研究目的，選擇採用法教義學研究、比較法研究、

法律史研究、法律哲學研究、法律與社會研究、法律與經濟學研究、經驗

法律研究等方案，並選定具體的研究方法。4 

 研究方法，即根據研究方案，而採取能實現研究目的、能具體實施研

究方案的方法，不同研究方案項下的研究方法可能不同： 

 （1）採法教義學研究方案，有文義解釋、體系解釋、目的解釋、歷史

解釋、類推、案例比較等不同方法。5 

 
3 具公信力的學術期刊，主要指CSSCI、北大核心、TCI-HSS、SCIE、SSCI、A&HCI 收錄期刊以及其

他學界公認具有學術公信力的期刊。 
4 See Julie Mason and Michael Salter, Writing Law Dissertations: An Introduction and Guide to the Conduct of 
Legal Research, Pearson/Longman, 2007. 
5 參見楊仁壽：《法學方法論》（第 2 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13 年版；[德]卡爾·拉倫茨：《法學方

法論》，陳愛娥譯，商務印書館 2003 年版；[德]齊佩利烏斯：《法學方法論》，金振豹譯，法律出版社

2009 年版；[美]弗裡德里克·肖爾：《像法律人那樣思考: 法律推理新論》，雷磊譯，中國法制出版社 2016
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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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採比較法研究方案者，有功能主義比較法、法律移植論、深度

解釋學方法等不同學派的不同方法。6 

 （3）採法律史研究方案，有考據法、比較史學、口述史、計量史學等

不同方法。7 

 （4）採法律哲學研究方案者，有自然法學、分析法學、純粹法學、解

釋學、論題學、現象學等不同學派的不同方法。8 

 （5）採法律與社會研究者，有定性研究方法（如田野調查）和定量

研究方法（如社會統計）的不同方法，亦有新制度主義、理性選擇、解釋

學等不同進路的方法。9 

 （6）採法律與經濟研究方案者，可依不同理論假設構造不同經濟模

型（如產權理論、合同理論、行為經濟學理論等不同理論模型），使用邊際

分析、均衡分析、博弈論、實驗等不同方法。 10 

 （7）採經驗法律研究方案者，有統計、實驗、田野調查等方法。11 

（四）論證章  

 此部分是論文之主體，包括研究方法的設計、應用以及資料之收集、

處理，分析和討論。 

 1. 能清楚地描述取樣對象及方法，範圍和性質，運用合適的研究工具，

詳細交待研究的實施程序，有初步性探討，以確定研究方法及程序之可行

性，並提供詳盡的研究記錄和資料。 

 2. 正確、清楚及合理地將資料整理，交待和分析。客觀而無偏見地引

 
6 參見[英]傑佛瑞·撒母耳：《比較法理論與方法概論》，蘇彥新譯，法律出版社 2020 年版。. 
7 參見杜維運：《史學方法論》，北京大學出版社 2006 年版；王爾敏：《史學方法》，中華書局 2018 年

版。 
8 參見[德]阿爾圖·考夫曼、溫弗里德·哈斯默尔主編：《當代法哲學和法律理論導論》，鄭永流譯，法律出

版社 2002 年版。 
9 參見[美]斯汀·薩拉特編：《布萊克維爾法律與社會指南》，高鴻均等譯，北京大學出版社 2011 年版。 
10 See Boudewijn Bouckaert and Gerrit De Geest eds., Encyclopedia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ume I. The 
History and Methodology of Law and Economics, Edward Elgar, 2000. 
11 See Peter Cane and Herbert Kritz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mpirical Legal Resear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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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文獻於討論和分析中，明確列舉研究發現，且提示與先前相關研究發現

之異同，明確區分事實與推論，而不致混淆。統計圖表的應用適當、清楚。 

 3. 論文的主要觀點在此部分應得到充分的論證，包括理論和實踐 (即

案例)兩個部分。 

 4. 論證章的資料收集：資料收集的描述應達到科學研究的清晰和重

複性的要求；資料收集的描述包括研究主體，觀測方法和觀測過程。 

 5. 論證章的資料處理：描述統計、頻率分析、資料變換、X2 分析、

圖表用來表示分析的結果等。 

 6. 論證章的資料分析：根據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對資料進行分析論證。

如採用實證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應闡明所採用的資料分析方法，應用此方

法分析計算的結果以及此結果的統計顯著性；統計顯著性才能驗證假設的

真偽。忌諱花大量的篇幅去講述分析方法的原理和步驟，或論文只交代採

用什麼方法和得出的結果，而資料分析過程無交代。 

 7. 論證章寫作要點：論證章的標題應反映出該章所論證的假設，才能

顯現出研究的文獻；清楚研究對象和研究情境的定位，圍繞假設向深處、

細處展開；知識性內容越少越好。 

 忌諱按照教科書的思路，似乎在告訴讀者這方面的知識，而看不出研

究的貢獻何在。 

（五）結論和建議  

 結論由研究結果引伸而來，相同的研究結果，不同的研究者可能引伸

出不同的結果，作者可表達自己對此結果具有的理論和實際價值的看法。

結論部分的字數，學士畢業論文一般在 500～1000 字左右，碩士畢業論文

一般在 1000～2000 字之間，博士畢業論文一般在 6000～10000 字之間，

具體要求如下： 

 1. 包括研究過程中所遇到或引發的種種現象思考、根據研究成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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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解決問題的方向，以及未來值得研究的方向。 

 2. 要根據論文寫出總結性內容，觀點需具體明確，要有自己的創見。 

 3. 應直接回答研究問題。論據充分，層次清楚，觀點明確，要點分明，

評論合理可信。提示進一步研究的問題，交待本研究是否具體可行，提示

亟待改進之處，詳細地交待研究限制。 

 建議，主要系作者針對未來的相關議題研究提出的意见。至於具體的

立法或法律意見和建議，應包含或已包含在論證章或結論中，一般無須再

具體提出。建議應具參考價值。 

（六）引用資料  

 適當引用既有論著、案例等可提高論文的可讀性和理論性。 

 引文應以原始文獻和第一手資料為原則。凡引用他人觀點、方案、資

料、資料等，無論曾否發表，無論是紙質或電子版，無論直接引用還是間

接引用，都必須標注。凡轉引文獻資料，應如實說明。引用他人成果而不

標注，視為抄襲。為體現論文的原創性，不可大段引用他人的資料。 

 中文資料和外文資料的引用體例，均適用《法學引注手冊》 (2019 年

版) 12。該手冊若有更新，則適用當年公佈之新版。 

 論文應使用腳註，使用阿拉伯數字（1,2,3…）標註，全文連續編號，

如同本指南腳註所示。  

 特別鼓勵使用 NoteExpress、EndNote 等参考文献管理工具软件，高效

收集和管理文獻，自動編輯和輸出脚注文本。 

（七）參考文獻  

 列舉參考文獻是為了表示研究者引用了哪些資料，提供特定主題的相

關資料，方便讀者檢索。 

 
12 《法學引註手冊》（2019 年版）PDF 版可自行網上下載，也可自行購買該手冊之紙質文本（北京大學

出版社 2020 年版）或電子書。 



法學論文寫作指南                                         二、畢業論文十個部分寫作要點 

 10

 論文引用的所有文獻都要能在參考文獻清單中找到，參考文獻中列出

的每一項文獻均應在論文中有引用之處。 

 參考文獻可以是書籍、學術期刊、學術會議論文、網路資料、學位論

文，其中網路資料必須附上網站名稱、位址及日期。但是，參考文獻一般

應以該專題領域重要的學術期刊和學術專著為主。 

 學士畢業論文的參考文獻至少需要十篇，碩士畢業論文的參考文獻至

少需要二十篇，博士畢業論文的可根據實際研究課題而定。 

 特別鼓勵使用 NoteExpress、EndNote 等參考文獻管理工具軟體，高效

收集和管理文獻，自動編輯和輸出參考文獻文本。 

（八）附錄  

 附錄，用於列明所使用之案例、法律法規、原始資料、資料分析和問

卷，僅在確有必要時才須附錄全文。 

（九）致謝   

 表達作者對學校給予的學習機會、對任課老師、論文指導教授所給予

的指導，以及對家人、身邊的朋友對作者在學習中和論文期間給予的幫助

和支持表示感謝。 

（十）個人簡歷  

 主要介紹作者個人自然狀況，受教育背景、工作簡歷、參加的學術團

體、所發表論著等，以便指導教授和答辯委員會對作者有全面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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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畢業論文排版與列印要求 

（一）畢業論文排版的共同要求 

 本部分之內容摘錄自《澳門科技大學研究生論文寫作指導》（2019 年

2 月修訂版），但刪除了其中與法學論文基本無關的“（六）公式”、修改其

中“（九）引用、注釋和參考文獻”的內容，序號因此作相應調整。 

 本科生和研究生畢業論文之排版，一律按照此要求執行。 

1. 論文排列順序及頁碼 

 正式完整版論文的各部分排列順序為：扉頁、中文摘要、英文摘要、

目錄、緒論、論證章、結論和建議、參考文獻、附錄、致謝、個人簡歷、

本人發表的論文和著作。 

(1) 扉頁不設置頁碼 。 

(2) 中文摘要至目錄的頁碼格式為大寫羅馬字母(I、II、III…)。 

(3) 緒論及以後的頁碼格式為阿拉伯數字 (1，2，3，…)。 

(4) 頁碼置於頁尾處，對齊置中。 

2. 版面設定 

以 A4 紙張為標準，邊界為上(2.5cm)、下(2.5cm)、左(3.8cm)，右(2.5cm)，

裝訂位置選擇左邊。 

3. 頁眉 

每頁都需加上頁眉, 在版心上邊線隔一行橫線, 其上列印頁眉。 

每頁的左上角打上論文的標題（若論文題目過長，則可免除），每頁的

右上角打上本頁所在章節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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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字體 

 中文使用“繁體標楷體(DFkai-SB)”，不能使用簡體字列印。 

英文使用 Times New Roman 字體。 

5. 間距與字號 

5.1 根據研究生院統一規定，研究生畢業論文應執行下列規範： 

A. 中文寫作的論文行距為 1.5 倍行高，字號大小規範分別如下： 

(1) 一級標題使用“22 標楷體”粗體。 

(2) 二級標題使用“18 粗體標”粗體。 

(3) 三級標題使用“16 標楷體”斜體 。 

(4) 正文使用“14 粗體標”。 

(5) 頁眉使用“10 標楷體”。 

(6) 頁腳（引用/注釋）使用“10 標楷體”。 

B. 英文寫作的論文行距為單行間距，字號大小規範分別如下： 

(1) 一級標題使用 Times New Roman 18 Bold。 

(2) 二級標題使用 New Time Roman 16 Bold。 

(3) 三級標題使用 Times New Roman 14, Italic。 

(4) 正文使用 Times New Roman 12 。 

(5) 頁眉使用 Times New Roman 10。 

(6) 頁腳（引用/注釋）使用 Times New Roman 10。 

    5.2 學士畢業論文以及其他論文，可參照上述研究生畢業論文規範，

也可按下列規範排版設置： 

 中文寫作的論文行距設定為固定值 26 磅，英文寫作的論文行距設定

為固定值 22 磅。字號大小規範分別如下： 

(1) 一級標題使用“小二”標楷體 / Times New Roman 粗體。 

(2) 二級標題使用“三號”標楷體 / Times New Roman 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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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級標題使用“小三”標楷體 / Times New Roman 粗體。 

(4) 正文使用“四號”標楷體 / Times New Roman。 

(5) 頁眉使用“小五”標楷體 / Times New Roman。 

(6) 頁腳（引用/注釋）使用“小五”標楷體 / Times New Roman。 

6. 圖 

居中，圖的標題在圖的下方，編號以圖 1-1(第一章第一個圖)表示,以後

的圖按順序排列, 圖 1-2, 圖 1-3…; 圖 3-1 (第三章第一個圖)等等。 

7. 表 

居中，表的標題在表格的上方，編號以“表 2-1”(第二章第一個表)表示，

以後的表按順序排列,表 2-1, 表 2-2…;表 3-1（第三章第一個表）以此類推。 

注：圖文應相連，文中若有提及圖或表時，則圖或表應與第一次提及

圖表的文字相連(同頁或連接在下一頁)，若某一圖號的子圖太多，則可連

續注解說明，要第一個相關圖出現後，逐一安排出現。 

8. 引用、注釋和參考文獻 

  引用、注釋和參考文獻之寫作格式均適用《法學引註手冊》（2019 年

版）的引註體例。該手冊若有更新，則適用當年公佈之新版。 

    特別鼓勵使用 NoteExpress、EndNote 等参考文献管理工具软件，高效

收集和管理文獻，自動編輯和輸出參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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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科生畢業論文列印和提交要求  

  全體本科畢業生應當在學院規定的期限內，提交經指導老師同意的正

規裝訂論文，要求如下： 

1. 第一次提交論文（匿名答辯版） 

(1) 在學院要求之期限內，應提交不包含、不提及作者姓名、指導老師

姓名、致謝、個人簡歷、本人發表的論文和著作的“匿名答辯版”論

文 PDF 檔或紙質論文（具體依學院通告）。在提交匿名答辯版論文

之前，應以適當方式檢測是否存在學術不端行為。 

(2) 列印及裝訂要求： 

(a) Word 排版； 

(b) A4 紙張列印； 

(c) 雙面列印； 

(d) 用適當方式裝訂成冊。 

(3) 提交日期：一般為每年的 4 月份，具體依據學院通告辦理。 

2. 第二次提交論文（正式完整版） 

答辯通過後，根據答辯委員要求進行相應修改後，在學院規定之期限

內，向學院提交包含作者姓名、指導老師姓名、摘要（中、英文）與關

鍵詞、目錄、緒論、論證章、結論與建議、參考文獻、附錄、致謝、個

人簡歷、本人發表的論文和著作在內的“正式完整版”畢業論文 PDF 版

或裝訂本（具體依學院通告），以供存檔備案。 

3. 答辯不通過，再次答辯者，具體提交論文之要求如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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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生畢業論文的列印和提交要求  

1. 第一次提交論文（查重版） 

在學院要求之期限內，研究生應按規定提交包含作者姓名、指導老師

姓名的“查重版”論 Word 檔，用於系統檢測是否存在學術不端行為。 

2. 第二次提交論文（匿名評審版） 

(1) 在學院要求之期限內，研究生應按規定提交不包括、不提及作者姓

名、指導老師姓名、致謝、個人簡歷、本人發表的論文和著作的“匿

名評審版” 論文裝訂本或 PDF 檔（具體依學院通告）。 

(2) 論文列印要求如下： 

(a) Word 排版； 

(b) A4 紙張列印； 

(c) 雙面列印； 

(d) 用適當方式裝訂成冊。 

3. 第三次提交論文（答辯版） 

(1) 通過匿名評審後，在學院要求之期限內，研究生應提交包括作者姓

名、指導老師姓名、摘要（中、英文）與關鍵詞、目錄、緒論、論

證章、結論與建議、參考文獻、附錄、致謝、個人簡歷、本人發表

的論文和著作的“答辯版” 論文裝訂本或 PDF 檔（具體依學院通告）。 

(2) 論文列印要求如上述第 2 條第（2）項所列。 

4. 第四次提交論文（正式完整版） 

研究生畢業論文通過答辯後，直接通過的論文、被要求進行“一般修改”

的論文、被要求進行重大修改的論文，均應按學院當期規定之期限及

份數提交包含作者姓名、指導老師姓名、摘要（中、英文）與關鍵詞、

目錄、緒論、論證章、結論與建議、參考文獻、附錄、致謝、個人簡

歷、本人發表的論文和著作在內的正式完整版論文（由大學統一裝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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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按規定向大學圖書館上傳正式完整版論文（含水印）電子版。 

5. 論文答辯不通過 

 研究生畢業論文答辯不獲通過的，須重新答辯或重新匿名評審者，具  

 體提交論文之要求如上述。



法學論文寫作指南                                                 四、法學學術資源導航 

 17

四、法學學術資源導航 

  本導航可通過澳門科技大學圖書館“研究支援”項下“法學學術資源導

航”專頁登錄使用13，並獲得及時更新。 

（一）資料庫  

  本欄目將與法學有關的常用檢索工具、澳門科技大學圖書館付費數

據庫及其他公開免費資料庫，按常用度等因素綜合分類，以助益學習研

究。如果需要跨多個資料庫查找，請點擊“搜索工具”欄，使用綜合檢索

工具。属于澳門科技大學圖書館訂購的電子資料庫，點擊標題按照提示

輸入您的大學郵箱帳號和密碼即可登入。 

1. 法律資料 

 （1）憲法、基本法與全國性法律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與澳門特別行政區基本法專題網站 

 全國性法律及其他規範性文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行政區基本法案例数据库 

 （2）澳門法資料 

 澳門法例 

 澳門法律網        

 澳門特別行政區立法會 

 澳門特別行政區法院裁判書搜尋 

 澳門特別行政區政府法務局                  

 
13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館“研究支援”項下“法學學術資源道航”網址為： 
   http://lib.must.edu.mo/zh-hant/node/1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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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內地法資料 

 中國人大網 

 中國裁判文書網 

 中國政府法制信息網 

 北大法意教育頻道數據庫 (Lawyee) [5 個併發用戶] 

 北大法律網 China Law Info【6 個併發用戶】 

 律商網 (Lexiscn.com) 

 聚法案例 

 无讼案例 

 （4）香港法資料 

 香港法例 

 香港法律參考資料系統 

 香港特別行政區立法會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律政司 

 香港法律改革委員會 

 香港法律資訊中心 

 （5）臺灣法資料 

 法規資料庫 

 法學資料檢索系統 

 七法 Lawsnote 法學搜尋系統 

 （6）國際法資料 

 中華人民共和國條約數據庫 

 涉澳條法與國際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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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ropa.eu-EU law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Databas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ICSID)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Unification of Private Law (UNIDROIT)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PCA) 

 The Hague Conferenc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HCCH）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The Pace Database on the CISG and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aw  

 United Nations Treaty Collection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UNCITRAL) 

 WTO Documents and Resources 

 WIPO Resources 

 （7）跨域及比較法資料 

 粵港澳大灣區門戶網 

 粵港澳大灣區法律資訊網 

 中國涉外商事海事審判網 

 最高人民法院國際商事法庭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台港澳司  

 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論壇（澳門）常設秘書處 

 Brazilian and Portuguese History and Culture 

 Kluwer Law Online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egal Guides 

 Westlaw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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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stlaw Next 

 World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2. 綜合資料庫 

 澳門虛擬圖書館 

 澳門文獻港-澳門高校圖書館聯盟電子資源中心 

 讀秀學術 

 港書網-香港高校圖書聯網  

 華藝線上圖書館                     

 萬方數據知識服務平臺: 多子庫檢索系統 

 中國知網系列電子資料庫(CNKI )內地版 

 Book Review Digest Plus (H.W. Wilson) (EBSCOhost) 

 Gale Virtual Reference Library 

 GreenFILE (EBSCOhost) 

 IEEE/IET EL    

 OECD iLibrary 

 ProQuest Central (ProQuest) 

3. 工具書 

 葡漢漢葡法律雙語詞匯 

 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 

 香港法例漢英詞彙                 

 香港法例英漢詞彙                  

 中國知網(CNKI): 中國工具書網絡出版總庫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line Academic Edition 

 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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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line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4. 論文資源 

 澳門科技大學電子學位論文      

 超星期刊      

 港澳期刊網                   

 臺大學術期刊資料庫              

 臺灣博碩士論文知識加值系統 

 月旦法學知識庫 

 中國知網(CNKI): 中國期刊全文資料庫 

 中國知網(CNKI): 中國重要會議論文全文資料庫 

 HeinOnline 

 LexisNexis Academic Universe 

 Legal Collection (EBSCOhost) 

 JSTOR 

5. 電子書資源 

 超星數字圖書館 

 華藝中文電子書 

 臺灣圖書書目資訊網  

 Books in Print Global Edition (GBIP) 

 Cambridge Books Online 

 eBook Collection (EBSCOhost) 

 IG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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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ine Library of Liberty 

 Project Gutenberg 

 ProQuest Ebook Central 

 SAGE Knowledge 

 Taylor & Francis eBooks 

6. 歷史古籍 

 古今圖書集成 

 四庫全書(Si Ku Quan Shu) [只限 1 位並發用戶] 

 中國基本古籍庫[限校園內訪問，只限 1 位並發用戶] 

 中國方志庫[限校園內訪問，只限 1 位並發用戶] 

 全球地圖中的澳門 

 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 Online 

 Western Books on China up to 1850 Online 

7. 標準、專利及統計資料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國家統計局 

 國泰安系列研究數據庫 

 中國知網(CNKI)：中國標準題錄資料庫 

 中國知網(CNKI)：中國專利全文資料庫 

 中國知網(CNKI)：中國統計年鑒資料庫 

 incoPat 全球專利數據庫 

 CEIC [5 con-current us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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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報刊資料 

 大成故紙堆資料庫 

 華僑報歷史資料庫 [只限 1 位並發用戶] 

 慧科新聞資料庫 (Wise News) 

 人民日報 People's Daily (1946 - Present) 

 申報數據庫[限校園內訪問，只限 1 位並發用戶] 

 中央日報 

 中國近代報刊庫•要刊編(1-3 輯合集) [限校園內訪問，只限 1 位並

發用戶]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archive 

 The BBC Video Collection 

（二）期刊  

  圖書館目前訂購有下列紙本法律期刊。如果需要的期刊沒訂購，或需

要某篇文章，請聯繫圖書館法學學科聯絡人。圖書館的文獻傳遞服務(DDS)

可以通過館際合作幫您獲得論文全文，同時，也會根據某一份期刊的文獻

傳遞數量來確定是否新訂該刊。 

 澳門大學法學院學報            

 澳門法政雜誌 

 比較法硏究 

 東吳法律學報 

 法理學, 法史學 

 法令月刊 

 法律科學 

 法律適用 

 法商硏究 

  

 現代法學 

 憲法學, 行政法學 

 刑事法學 

 刑事法雜誌 

 月旦法學 

 政大法學評論 

 政法論壇 : 中國政法大學學報 

 政治與法律 

 中國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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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學 

 法學家 

 法學評論 

 法學硏究 

 法學雜誌 

 法域縱橫 

 法制與社會發展 

 國際法學 

 國立臺灣大學法學論叢          

 河北法學 

 華東政法大學學報 

 環球法律評論 

 經濟法學, 勞動法學 

 民商法學 

 民主與法制 

 人民檢察 

 人民司法 

 訴訟法學, 司法制度 

 台灣法學雜誌 

 中國刑事法雜誌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報

 中外法學 

 American Criminal Law Review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Asia Pacific law review 

 Cambridge Law Journal 

 Columbia Law Review 

 Harvard Law Review 

 Hong Kong law journal 

 Th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Soochow law journal 

 Stanford Law Review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Yale Law and Policy Review 

 Yale Law Journal 

（三）圖書及其他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館目前館藏超過 171 萬：32 萬餘冊圖書、6 萬多種

期刊（含全文電子期刊）、1800 多種報紙、130 萬種電子書、九百多萬篇

學位論文，140 餘種電子資料庫，7 千多種多媒體光碟。澳科大圖書館致

力於發展館藏和與兩岸四地的著名圖書館開展館際合作與資源共建共享，

是中國國家圖書館、北京大學圖書館、中國教育部高校社科人文文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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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HL) 、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系統(CALIS)、大學數字圖書館國際合

作計畫(CADAL)、國家科技圖書文獻中心(NSTL)、香港中文大學圖書館、

臺灣大學圖書館等多家圖書館或文獻保障機構在澳門地區的合作館。  

  如果需要的圖書沒訂購，或需要參考全書或章節，而大學圖書館無館

藏，可先訪問“澳門文獻港-澳門高校圖書館聯盟電子資源中心”14，查看本

澳其他高校圖書館有無館藏，或者聯繫圖書館法學學科聯絡人。圖書館可

通過館際合作幫您獲得圖書或章節，同時也會考慮是否新購該圖書。 

（四）搜索工具  

 科大學術搜索 

 百度學術 

 Academic Search Ultimate -ASU (EBSCOhost) 

 Google Scholar （穀歌學術搜索） 

 Semantic Scholar 

（五）引文工具  

 臺灣期刊論文索引系統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索引資料庫（TCI-HSS） 

 中文社會科學引文索引(CSSCI)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ESI)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SciVerse Scopus 

 Web of Science (WOS) 

 
14 “澳門文獻港-澳門高校圖書館聯盟電子資源中心”網址為： 
   http://library.um.edu.mo/html/org/mala/index_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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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參考文獻工具  

 EndNote Desktop 

 EndNote Web 

 Refworks (new version) 

 Refworks (old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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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2009 年，為法學院本科生、研究生的畢業論文寫作提供一般性指導規

範，本院曾編寫頒布《澳門科技大學法學論文寫作指南》（2009 年版），期

間在 2010 年、2012 年有簡略修改，沿用至 2020 年。該指南對規範本院學

生畢業論文寫作、提升畢業論文質量，發揮了重要作用。 

  現今，中文法學論著的引註規範化取得重大進展，由主流法律刊物和

出版社共同制定並使用的《法學引註手冊》（2019 年版）已發佈。大學圖

書館的信息化和智能化建設取得重大進展，且專門開闢“法學學術資源導

航”主頁，極大便利法學院師生的學術研究與論文寫作。寫作指南當吸收

和反應最近之進展成果，同時，亦須針對論文寫作中普遍存在的問題，将

舊版指南刪繁就簡，以更有效規範指導。 

  本次新版寫作指南係在法學院方泉院長組織下，由謝耿亮助理教授編

輯初稿，並吸收王傳輝副教授、陳博助理教授、肖惠娜助理教授以及本科

生教學秘書葉雅穎小姐、研究生教學秘書楊綺莉小姐、邱曉檳小姐的意見

和建議而修訂，最後經法學院學術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 

  特別感謝澳門科技大學圖書館趙洗塵館長、戴龍基前館長、楊迅凌助

理館長、圖書館法學學科聯絡人黃碧霞小姐對本院的教學和研究資源支持！ 

 

 

                                          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 

   

                                         二O二O年八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