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黄明健 

  

 

职称 : 副教授 

学院/部门 : 法学院 

电邮地址 : mjhuang@must.edu.mo 

电话 :   (853) 8897-2247 

传真 :   (853) 2882-3289 

办公室 :  R 771 

邮件地址 :  澳门凼仔伟龙马路 澳门科技大学法

学院 R 771 

教研领域 

民商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法理学 

 

学历 

2005 - 2008   澳门科技大学 /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 博士  

1995 - 1998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 经济法学 / 硕士  

1983 - 1987   厦门大学 / 法学 / 学士  

 

教学经验 

现职         澳门科技大学 / 法学院 / 副教授  

2001 - 2007   福州大学 / 法学院 / 副教授、教授、综合教研室主任、至诚学院法律系负责人 

1994 -2006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1987 - 2006   福建警官学院 / 法律教研室 / 助理讲师、讲师、高级讲师、客座副教授、客座

教授 

1987 –1988   福建上杭通贤中学（扶贫支教）/英语教研组代理组长 

 

学术成果 

期刊文章:  

论我国企业破产的现状及其对策，《福建法学》1996 年第 3 期。 

简论依法治吏的条件，《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 1997年第 5 期。 

论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 1998 年第 8 期。 

试论环境保护预防为主原则及相关法律制度,《中国法学》2001 年增刊 

我校职专生教学的思考--从<民法>课程谈起，《福建监狱工作论坛》2001 年增刊 

论我国罪犯人权及其保障，《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 年第 2 期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现状及其对策研究,《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 4 期 

对大学生进行环境教育的若干思考，《高等教育研究》2002 年第 4 期 

法律上环境概念探析,《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 年第 2 期 

生物多样性锐减原因探析,《中国法学》2003 年增刊 

我国环境法基本制度探析,《武汉法学》2004 年第 2 期 

环境法学的概念和特征,《当代法学》2004 年第 6 期 

从资源产权制度论水土保持政策,《水土保持应用科技》2004 年第 5 期 

刍议水权市场的建立,《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04 年第 4 期 



我国森林资源物权法律保护探析,《林业经济问题》2005 年第 2 期 

论行政合同的基本特性，《行政与法》2005 年第 6 期 

水行政执法程序及其模式设计构想,《水资源保护》2005 年第 1 期 

我国生物多样性法律保护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安徽农业科学》2005 年第 2 期 

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利用与惠益分享，《行政与法》2005 年第 4 期 

资源产权制度反思,《水资源保护》2006 年第 1 期 

澳门水污染防治和循环经济立法探析，《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学报》2006 年 6 月  

论生态标志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 年 9 月  

论作为整体公平的生态正义，《东南学术》2006 年 6 月（2006 年 10 月 16 日《光明日报》第九版<

理论周刊>转摘评述）  

我国环境污染转嫁的成因及防治对策, 《科技信息》2006 年第 4 期 

环境立法目的刍议，《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7 年第 3 期  

论澳门世界遗产保护与旅游经济发展，《澳门研究》2008 年第 4 期  

澳门填海造地与可持续发展，《澳门日报》2008 年 4 月 23 日莲花广场版 

综合评估填海正负效应，《澳门日报》2008 年 4 月 30日莲花广场版 

完善立法会间选制度的建议，《澳门日报》2012 年 4 月 11、18 日莲花广场版 

澳门海域管辖权取得途径刍议，《澳门科技大学学报》2014 年第 2 期  

澳门海域使用管理的生态化思维，《澳门日报》2015 年 7 月 1 日 第 D06 版：莲花广场 

新形势下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研究，《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4 期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生态保护与监管的法律机制研究，《澳门科技大学学报》2020 年第 2 期  

 

学术专著:  

21 世纪法学创新系教材《环境资源法学》（合编），2003 年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ISBN7-80161-526-X/D∙528； 

《环境法制度论》（专著），2004 年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ISBN7-80209-041-5/X∙604； 

 新世纪多科性大学法学应用规划教材《法理学》（副主编），2005 年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 

ISBN7-80078-950-0/D•839；  

《政法类专业基础知识》（主编）， 2000 年、2001 年、2003 年、2004 年、2006 年共五版，厦

门大学出版社出版，ISBN 7-5615-1588-X/D．153； 

高等学校法学精品教材系列《法理学》（合编），2007 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ISBN 

978-7-5615-2791-7/D•342； 

高等学校法学课程学习宝典《法理学备考与拓展》（参编），2009 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ISBN978-7-5615-3338-3 

《环境政策学》（合著），2009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ISBN978-7-03-023913-6； 

 高等学校法学精品教材系列《法理学》（第 2 版）（副主编），2013 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ISBN 978-7-5615-2791-7/D•342；  

《生态正义与环境法治——基于比较法的跨域观察》（专著），（待出版） 

 

专著章节:  

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应有之义，载米健主编：《一国的保障，两制的体现》，澳门科技大学 2009

年 2 月出版。 

本科生论文写作要领，载米健主编《法学论文写作指南》，澳门科技大学 2009 年 10 月出版。 

澳门法制现代化思索，载米健主编：《澳门法律改革与法制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 1 月出版。 

先进立法技术是制定良法的基本保障，载王禹、郑伟编：《濠江法律文丛：澳门立法技术讨论文

集》，濠江法律学社出版 2013 年 12 月版。 

澳门实施环境法制教育的若干思考，载米健主编《澳门发展中的法治利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15 年出版。 

澳门绿色化法治保障措施探析，载袁周主编：《绿色化与立法保障：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 6 月版。 

中国与巴西农业、环境和海洋合作的回顾与展望，载张曙光主编：《中国与葡语国家关系发展报

告：巴西篇 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 8 月版。 

 

会议论文:  

浅谈法律教育应渗透德育内容，1992 年参加中国华东地区警察院校年会学术交流。 

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初探，《1999 年福建省律师实务研讨会论文汇编》，主办单位：福建省律师

协会。 

论生态伦理的法律化，《2006 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年会）论文集》，2006 年 8 月北

京  

论环境保护区域合作与国际交流，2008 年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年会《“一国两制”实践

中的法律问题》论文集。 

澳门环境法制建设评述——以环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视角，《2009 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 

会（年会）论文集》，2009 年 8 月  

环境与城市持续发展的法律对策，载 2012 年 11 月 8 日官乐怡基金会澳门法律反思研究及传播中

心举办的“环境与城市持续发展讨论会（法律意见：问题与解决方法）” 

论孙中山生态环境保护思想及其当代价值，2014 参加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单位主办第四届孙 

中山法治思想研讨会，载《孙中山法治思想研究（四）》 

澳门发展海洋文化产业的政策分析，载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 2016 年 4 月。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生态保护与监管的法律机制研究，载《“深化法治国际合作  服务共建“一带

一路”  中国法治国际论坛（2019）”“第 11 届内地与港澳法律研讨会”论文集》。 

 

研究项目 

2004 - 2006  环境法制度研究 

2009 – 2011 澳门环境法律问题研究 

2013 – 2014 澳门海域取得问题研究 

2015 – 2016  澳门海域资源绿色管治制度构建 

 

学术机构及社会任职 

中国法学会，会员  

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全国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通讯评议专家 

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司法理论研究基地，研究员 

福建省普法讲师团成员（福建省委宣传部、福建省司法厅、福建省法学会、福建省法制宣传领导

小组办公室聘任）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评审专家 

澳门环境科技研究协会，特邀荣誉顾问 



澳门学者同盟，常务理事 

澳门濠江法律学社，副社长  

厦门大学澳门校友会，副理事长  

澳门创新发展研究会，副监事长 

澳门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会长  

福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珠海国际仲裁院，仲裁员  

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专业资格认证及奖项 

1985 年 3 月在《民主与法制》杂志社举办的首届法制知识学习竞赛中获奖； 

1993 年 7 月在全国律师知识大赛中获奖；  

1993 年 9 月被福建省监狱管理局评为教坛新秀；  

1993 年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资格证书； 

1994 年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书； 

1996 年 9 月被福建省司法厅评为教坛新秀；  

1996 年 11 月《实行法治，依法从严治吏是强国之路》被中国当代兴国战略研究编辑委员会评为

优秀论文； 

1997 年 9 月被中央司法警官学院评为优秀教师；  

1998 年 9 月被评为福建省优秀教师并授予福建省优秀教师奖章（证书编号：第 98052 号）；  

2007年8月被福建省高等学校教师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评为法学教授（证书编号：闽 G001-10022）； 

2011 年参加澳门环保局、澳门教育暨青年局主办的“绿色学校伙伴”计划之《环保教案设计奬

励计划》被评为优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