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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珠澳合作发展论坛发言材料二 

 

珠澳海洋经济发展探讨 

澳门经济学会理事、青年委员会主任  刘熹明 

 

一、珠澳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背景 

珠海与澳门均坐落于太平洋西陲边沿，处于亚热带地区，

全年气候温和。且两地皆位于珠江西岸一带，同为南中国海沿

岸城市之一。由于拱北与澳门两陆相连，横琴与澳门离岛仅隔

一河之距。故此在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下，孕育出两地之间经

济交流与合作。 

早于明朝中叶时期，澳门作为‚珠三角‛西部主要通往葡

语、拉丁语系及欧洲国家和地区，并藉由国内外有利形势，几

乎独占中转港的东西方国家的国际贸易。虽然在鸦片战争以后，

英国殖民势力逐渐取代葡国在东亚的势力，加上澳门港处在珠

江口西侧泥沙回淤地段，自由港的功能和地位逐步由香港所取

代，但珠澳两地合作没有间断。澳门在葡萄牙人管治时期，水、

电和农副产品供应长期依靠内地通过珠海供给；内地改革开放

后，澳门商人率先在珠海投资建厂，涉足宾馆酒店等服务性企

业。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澳门成为珠海吸引外资最为重要的

来源地之一，而珠海对澳门的投资也逐步发展，投资范围涉及

金融、贸易、房地产、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等，两地之间的投资

带动了贸易的快速增长。 

当澳门回归祖国后，珠海与澳门经贸合作进入新的发展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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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在 2003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珠澳跨境工业区，目的是解决

澳门就业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维持澳门经济和社会稳定，对珠

海经济发展起到一定推动作用。而跨境工业园区的设立，是‚一

国两制‛构想下的区域经济合作上的全新实践，不仅为澳门制

造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而且跨境区的成功设立，为区域经

济发展开创了新模式，为日后拓展区域经济合作提供较大发展

空间。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跨境工业区作为两地在地域上的合

作，毕竟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其中既有经验，也有一些局限，

需要我们认真总结，但两地这股不断勇于实践的精神和所取得

的成果，将继续成为推动珠澳合作发展的动力。 

  2008 年 12 月 31 日，国务院通过并颁布了《珠江三角洲地

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赋予珠江三角洲地区发

展大的自主权，为全国科学发展供示范。此外，《纲要》首次

将与港澳紧密合作的相关内容纳入，强调要推进珠三角地区与

港澳更紧密合作，包括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对接、加强产业合作、

共建优质生活圈、创新合作方式。其中在加强产业合作方面，

支持粤港澳合作发展服务业，巩固香港为国际金融、贸易、航

运、物流、高增值服务中心和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地

位。并建立港深、港穗、珠澳创新合作机制，规划南沙新区、

前海地区、深港边界区、珠海横琴新区、珠澳跨境合作区等，

鼓励港澳三地优势互补，联手参与国际竞争。在创新合作方式

方面，支持粤港澳三地在中央有关部门指导下，扩大就合作事

宜进行自主协商的范围。鼓励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与港澳共

同编制区域合作规划。《纲要》推出后，加快推进珠三角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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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合作的互动与交流，有利于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保持

港澳地区长期繁荣稳定，且有利于深化区域合作体制及机制创

新，对建立实现科学体制发展提供新经验和思路。 

  其后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

年)》的基础上，于 2009年 8 月 14 日，国务院正式批覆了《横

琴总体发展规划》，明确赋予横琴为珠三角‚科学发展、先行

先试‛创造经验，推进与港澳紧密合作发展。并透过以横琴为

载体，通过新合作机制与管理模式，共同打造跨界合作创新区，

发挥弥补港澳土地资源有限和劳动力相对短缺的劣势，逐步改

变澳门经济结构比较单一提供新空间，促进澳门经济济适度多

元发展和港澳地区长期繁荣稳定提供重大的战略意义。《规划》

落成后，一定程度有助于粤港澳三地发挥各自优势，克服市场

及管理制度差异。有利于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和维护港

澳地区长期繁荣稳定；也将有利于共建珠澳国际都会区，重塑

珠海发展新优势、促进珠江口西岸地区形成新的增长。 

二、珠澳海洋产业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一步加剧发展，世界经济布局日益向沿

海地区聚集，而自 2010年起，我国将逐步发展成为海运、船舶、

海洋旅游强国。故此，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不仅是我国经济发

展所需，更是我国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因此，早在

‚十二五‛规划中，推进海洋经济发展的内容已被列入‚转型

升级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一篇中。其后‚十三五‛规划对海

洋经济的关注度有所提高，提出要‚拓展蓝色经济空间，坚持

陆海统筹，壮大海洋经济，科学开发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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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 

  2015 年 3 月 28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

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愿景与行动》，其中提到‚应发挥海外侨胞以及香港、澳门

特别行政区独特优势作用，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以至近期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的梦想。‛并提到‚香港、澳

门发展同内地发展紧密相连。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

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

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

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 

  澳门作为一个高度开放微型经济体，资源短缺，经济适度

多元政策效果未见显着，故区域合作是澳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良方，亦是唯一的解决途径。而澳门自古以来作为西方文化进

入中国的起点、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对于我国‚一

带一路‛发展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加上珠澳两地经济关

系唇齿相依，而两地坐落于南中国海，有众多美丽岛屿及丰富

海洋资源未曾利用及开发，具无限的发展空间。因此，推进珠

澳海洋经济合作共赢、互利开发，打造成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

示范区。不仅对澳门多元化经济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更重要的是，将珠澳组成命运共同体，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有

利于深化珠三角区域之间合作，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开放引

领，以及加强‚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作用，从以促进湾

区城市群优势互补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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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珠澳合作发展海洋经济存在一定挑战，由于本澳地

域有限，近年在不断填海造陆，对周边水文、环保、生态构成

一定影响，加上澳门邻近水域污染严重。根据《澳门环境状况

报告 2015年》指出，虽澳门沿岸水质重金属评估指数呈下降趋

势，但非金属污染程度近年持续加剧，除路环和机场地区的 4

个监测点外，其余监测点水质非金属污染评估指数均超标，而

内港水质则污染最严重，在珠澳合作发展海洋经济的前提下，

管好水域，用好水域，改善海洋污染是当今珠澳两地的新课题。 

此外，本年 8 月底台风天鸽掠过澳珠两地，造成两地重大

死伤，澳门经济损失超过 100亿澳门元，珠海经济损失逾 50 亿

元人民币。天鸽事件，警醒珠澳两地防灾基础工作相对薄弱，

生命线工程及重要基础设施设防标准不高，突显城市防卫较为

脆弱。因此，发展海洋经济同时，须加强对防范风灾、水灾的

应急机制，以及提升相关防灾基础设施，借着推进海洋产业合

作的契机，加强相关工作，以减轻珠澳两地经济损失的风险。 

三、珠澳两地海洋产业合作的重点 

珠澳合作发展海洋产业，是大势所趋，也是两地所需。专

家学者对这方面近年已有很多研究，提出了相当多的好建议和

实践方向。但千头万绪，关键是顶层思路要有所为，有所突破。

在这方面，我建议在现阶段主要抓住：法律、科技、产业三个

方面作为突破口，其它环节的合作紧随其后，逐渐扩大成效。    

  （一）加快推进珠澳两地海洋产业合作开发机制，共同办

好海洋产业的开发事业 

  澳门与内地法律存有差异，在制定海洋产业合作开发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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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下，两地政府须就有关问题进行磋商，在制定法律时

为长远合作顺利开展预留空间。重中之重是制定法律须同时兼

顾重视海洋环境保护，做到生态用海、科学用海、集约用海，

保护珠江口水域的海洋生态环境。 

  （二）加强珠澳科研合作，提升技术水平，促进海洋事业

持续发展 

  珠澳两地进行海洋研究合作，建立海洋开发生产基地及研

究中心，通过共同研究与吸收海外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开发

利用丰富的海洋资源，发展海洋工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

新能源利用等。对提高海洋科学技术水平和实力，以及促进海

洋事业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三）深化珠澳两地经济合作，携手发展海洋旅游产业 

  珠澳两地在经济、文化己有千丝万缕关系，在这良好的基

础上，结合‚一带一路‛及‚粤港澳大湾区‛雄伟战略目标下，

珠澳海洋经济开发合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推动海洋产

业合作，特别是珠澳海域旅游产业合作起着支持作用。 

现时海岛游作为当今旅游热点之一，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

而在中国南海有桂山岛、万山群岛、万山列岛等美丽岛屿，具

良好的自然环境，具备旅游资源挖潜空间。而澳门作为世界旅

游休闲中心的功能定位，借着多年来发展旅游业经验，与珠海

合作，共同开发及建设岛上旅游项目，通过简化过境旅游通关

手续，发展‚一程多站‛旅游产品。并积极探索游艇‚自由行‛，

带动两地海洋旅游休闲产品多元化、高端化，实现珠澳两地海

洋产业合作互利共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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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提出一个想法：建议两地政府对上述三个方面共同探

讨研究，在取得共识之后，在一两年内制定一个合作发展海洋

产业的共同规划，作为珠澳产业合作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