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澳珠金融合作发展的 

几点建议 

 横琴创新金融研修院 

 2018.9.15 



第一部分  

关于澳门珠海金融合作 



   一、推动两地金融市场深度开放合作 

  探索珠澳机构互设、产品互认、资金互通、

市场互联的机制，用好境内外两种金融市场，服务

两地产业升级，服务居民便利往来；用好境内外两

种资源优势，促进两地金融产业链条向内外两个维

度延伸。  

珠澳金融合作备忘录（2018.5.31） 



   二、支持两地金融机构互设和申请金融牌照 

  支持澳门有关机构在境内申请金融牌照，重点

鼓励和支持澳门机构在境内申请支付牌照，积极推

动内地有关机构联合澳门金融机构共同发起设立合

资证券公司。推动珠海有实力的企业赴澳门申请融

资租赁、财富管理等牌照，并开展相关业务。 



  三、共同推动创新金融产业发展 

  以横琴为载体，打造“量化投资+金融科技+

金融教育”相结合的金融产业发展服务基地，推动

融资租赁、财富管理等特色金融产业的共同发展，

提升澳门金融人才配套服务水平，为两地发展特色

金融、量化金融、金融科技等新兴金融产业提供平

台支撑。 



  四、进一步扩大两地人民币跨境使用 

  推动QFLP、QDLP、直接投资等业务人民币

结算，不断提升双边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以

民生领域为重点，推动两地贸易往来采用人民币

计价结算。鼓励澳门金融机构支持重大跨境基础

设施、民生领域和产业转型升级项目。依托澳门

葡语系人民币清算平台，共同推动双边与葡语系

国家的人民币结算业务。 



CEPA（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即《关于建立更

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英文简称。包括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2003年

6月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中央政府与

澳门特区政府2003年10月签署的《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

的安排》。 

 

QFLP(Qualified Foreign Limited Partner 即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是

指境外机构投资者在通过资格审批和其外汇资金的监管程序后，将境外资

本兑换为人民币资金，投资于国内的PE以及VC市场。 

 

QDLP(Qualified Domestic Limited Partner 即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

允许注册于海外，并且投资于海外市场的对冲基金，能向境内的投资者募

集人民币资金，并将所募集的人民币资金投资于海外市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85%E5%9C%B0%E4%B8%8E%E9%A6%99%E6%B8%AF%E5%85%B3%E4%BA%8E%E5%BB%BA%E7%AB%8B%E6%9B%B4%E7%B4%A7%E5%AF%86%E7%BB%8F%E8%B4%B8%E5%85%B3%E7%B3%BB%E7%9A%84%E5%AE%89%E6%8E%92/788683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85%E5%9C%B0%E4%B8%8E%E6%BE%B3%E9%97%A8%E5%85%B3%E4%BA%8E%E5%BB%BA%E7%AB%8B%E6%9B%B4%E7%B4%A7%E5%AF%86%E7%BB%8F%E8%B4%B8%E5%85%B3%E7%B3%BB%E7%9A%84%E5%AE%89%E6%8E%92/788687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85%E5%9C%B0%E4%B8%8E%E6%BE%B3%E9%97%A8%E5%85%B3%E4%BA%8E%E5%BB%BA%E7%AB%8B%E6%9B%B4%E7%B4%A7%E5%AF%86%E7%BB%8F%E8%B4%B8%E5%85%B3%E7%B3%BB%E7%9A%84%E5%AE%89%E6%8E%92/7886872


  五、推动两地金融机构加强各项业务合作    

  积极推动两地金融资产交易业务合作，探索开展

不良资产、融资租赁资产等跨境交易业务。推动跨境

保险业务发展，探索推动两地保险中介机构相互代理

两地保险产品，研究探索车辆保险产品互认。 



  六、推动两地金融服务便利化 

  探索开展跨境金融服务创新，进一步推进两地

金融服务“便利化”，打造“同城化”的创新创业

、生活居住金融服务配套环境。 



       七、加强两地金融业交流合作 

    推动两地开展高端金融峰会、论坛的合作，

在珠江口西岸共同打造精品金融峰会及论坛。推

动两地金融教育及培训的合作，不断提升两地金

融专业人才水平及能力。加强地方金融风险信息

交流互通。 
 



 
 
 
 
 

第二部分   

关于澳门横琴金融合作 



一、推动横琴澳门金融机构两地互设 

 

（一）在CEPA框架下，积极争取进一步降低澳资金融机

构的准入门槛，支持澳资银行、保险及其它各类金融机构进

驻横琴。 

（二）支持澳门特色金融机构在横琴设立总、分支机构

，并将横琴作为其开拓内地市场的基地；推动注册在横琴的

特色金融企业到澳门投资，设立其境外总部或分支机构，并

依法开展特色金融业务，加快澳门特色金融机构的集聚和发

展。 



二、推动横琴澳门两地跨境投融资便利化 

 

（三）支持澳门金融机构与横琴金融机构合作开展跨境人

民币创新业务，在深化跨国企业集团人民币资金池管理改革

等方面先行先试。 

（四）支持横琴区内金融机构与澳门金融机构合作开展融

资租赁资产、信贷资产跨境转让业务试点。 

（五）支持澳门投资者在横琴发起设立外商投资股权投资

基金企业，为其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提供便利化支持。  



三、推动横琴澳门两地金融市场双向开放 

 

（六）支持两地银行同业间开展多方位业务合作，以促

进澳门葡语国家人民币清算中心的建设。 

（七）探索推动横琴企业充分运用澳门债券发行机制，

支持其使用所募集资金参与横琴的开发建设和“一带一路”

建设。 



四、围绕“一带一路”，支持两地金融机构开

拓市场 

（八）支持两地金融机构联合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及葡语系国家的市场；推动横琴企业在澳门设立葡语系

国家业务分部，利用澳门中葡金融服务平台，发展其与葡

语系国家的经贸往来。 

（九）支持横琴金融机构为澳资企业及“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及葡语系国家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探索“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及葡语系国家的金融机构在横琴新区内试点金

融创新业务。 



五、大力支持澳门发展融资租赁业，开展跨境租

赁业务 

（十）鼓励和推动内地大型企业，尤其是船舶、游艇、

飞机、海洋工程、大型设备等制造企业及有规模的融资租赁

企业与澳门企业共同在澳门发起设立融资租赁企业，发挥内

地制造业及融资租赁业的发展优势，充分利用澳门良好的税

收环境和市场环境；鼓励和支持澳门的融资租赁企业在横琴

设立分支机构或SPV项目公司。 



六、设立澳门特色金融产业园，支持服务澳门

特色金融机构集聚发展 

（十一）探索为澳门的融资租赁、财富管理、国际商业

保理、跨境业务中心等特色金融机构提供优质的办公环境

和配套设施，开放并允许企业注册在澳门、在横琴实际办

公并开展跨境业务；探索通过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等

方式，将园区部分事务委托第三方机构运营管理。 



七、支持两地旅游、消费金融合作发展，为往来

旅客提供便利化支付金融服务 

（十二）推动银联多币种卡粤澳互通使用，为两地旅游、

消费等支付业务提供便利。 

（十三）支持两地金融服务机构为两地的旅游企业提供金

融支持，为往来旅客提供旅游、消费方面的便利化支付类金

融服务。 



八、加强两地金融领域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两地

金融稳定繁荣 

（十四）推动两地金融行业协会的交流合作。加强两地

金融人才的交流与培训；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为两地机构开

拓市场、风险管理、投融资对接等方面提供支持。 

（十五）充分利用澳门与内地的反洗钱合作机制，加强

琴澳两地政府、司法机关、金融机构、行业协会间的反洗钱

经验交流。 



九、提升澳门金融人才在横琴的配套服务水平，强化通

关、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 

（十六）为澳门的金融人才在横琴居住、办公和创业提

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加快推进人才公寓建设，为符合条件

的澳门金融机构及人才优先提供住房保障，并制定相应的

购房及租赁优惠政策；放宽澳门金融人才单牌车进入横琴

的标准和条件，开设便利的横琴与澳门之间的通勤专线，

并为澳门的金融人才提供便利化的通关措施；为澳门金融

人才的子女教育提供支持；探索将澳门金融人才的社会保

障及医疗服务延伸覆盖至横琴。 

  



 
 
 

第三部分   

澳门特色金融产业园（横琴） 



一、建设澳门特色金融服务基地的必要性 

（一）深化对澳合作，服务澳门特色金融发展的需要 

长期以来，博彩业在为澳门经济和财政收入带来了巨大

拉动作用的同时，吸附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和土地等社会资源

，对其他行业发展资源形成了挤压，产业结构日趋单一，使

得特区经济抗周期的风险能力明显不足。经历近年来的经济

深度调整后，澳门社会各界意识到必须“适度多元化”发展

，摆脱过度依赖博彩业的发展现状，以提升澳门总体经济的

抗逆力和竞争力。 



  在充分调研和分析基础上，澳门政府于《2016年财政年

度施政报告》中首次提出研究结合澳门的“一国两制”制度优

势，以及作为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发展定位

，在澳门发展特色金融产业，更好地参与国家整体发展，推动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其后，特区政府在《澳门特别行政区五年

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提出了发展特色金融的具体内

容。 



  粤港澳大湾区必然是世界级的金融创新高地，发展特色金

融是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的助推器，也符合粤港澳大湾区

金融产业创新发展的需求。但想要走出一条与香港、深圳等国

际金融中心错位发展的特色金融道路，澳门也受困于自身短板

。首先，澳门地域空间狭窄，市场规模小，金融产业单一，以

银行业为主，缺乏足够的场地空间和专业金融机构，金融业务

需要依靠内地支撑。其次，金融法规政策方面现行的主要法律

还是20多年前制定的，许多领域存在监管空白，难以适应当下

形势需要。再次，由于人口及行业规模局限，澳门本地缺乏具

有实践经验的特色金融人才，加上出入境及劳工政策等问题，

也限制了外地人才的引进和流动。这些都对澳门发展特色金融

，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化的发展埋下了重重障碍。 



 深化对澳合作，促进澳门经济多元化发展是国家赋予珠海

和横琴的历史使命。2018年上半年，珠海市金融局与澳门金管

局签订《珠澳金融合作备忘录》，旨在建立珠澳金融领域深度

合作机制，携手打造跨境金融领先的开放创新示范区和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支点。该备忘录中明确提出共同推动创

新金融产业发展，以横琴为载体，打造“金融产业发展服务基

地，推动融资租赁、财富管理等特色金融产业的共同发展，提

升澳门金融人才配套服务水平，为两地发展特色金融、量化金

融、金融科技等新兴金融产业提供平台支撑。”同时，横琴新

区也已出台支持澳门特色金融发展的《横琴新区关于支持和服

务澳门发展特色金融业的若干措施》。 



  在横琴新区规划建设澳门特色金融服务基地正是契合了

澳珠金融合作的共识和发展目标，有利于进一步提升珠澳金

融产业融合发展，共同突破瓶颈，互补短板，促进澳门特色

金融产业及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与澳门毗邻的横琴新区目

前已集聚6000多家各类金融机构，现代金融体系已经初具雏

形，无论从金融机构数量，还是从自贸区金融政策优势方面

，都是助力澳门发展特色金融产业的不二选择。 



（二）珠海金融产业自身创新发展升级的需要 

“一带一路”沿线、东盟、西语系及葡语系国家大多为发

展中国家，也是珠海市重点推进对外合作的目标，它们的基

础设施建设需求旺盛，将衍生出庞大的融资租赁、项目融资

及工程保险等特色金融服务需求；同时，随着我国与上述国

家地区的合作深入，预期也会产生新的、大量的贸易及投融

资需求，包括货币流通、贸易结算、跨境投资、理财产品等

，也迫切需要如特色金融服务基地的载体和平台将相关服务

与业务落地，提升珠海和横琴金融对国内外的辐射力，成为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产业发展的重要一翼。 



• 二、澳门特色金融服务基地规划构想 

 

  充分发挥横琴区位、环境和政策优势，打造环境优美、

配套完善、促进特色金融业态发展、“专家+管家”服务式的

澳门特色金融培育服务基地。通过“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

的管理运营模式，相关部门形成合力，使澳门特色金融服务基

地具有品牌效应、市场优势及运营效能。 



  2017年10月，横琴新区金融服务局与珠光集团共同签署了

关于促进特色金融发展的框架合作协议，珠光集团是珠澳双总

部市属国有企业、市政府驻澳窗口企业，担任了澳门中国企业

协会资深副会长和内设的创新创业和人力资源培训委员会主委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澳门特色金融委员会

委员等，与市人社局在珠海共建市人力资源产业园，与市商务

局在澳门共建珠澳经贸平台，具有丰富的珠澳两地资源和产业

园运作经验。横琴拟委托珠光集团作为澳门特色金融培育服务

基地运营主体，发挥其在澳门的政府渠道、企业关系及产业合

作平台等方面的资源优势。 



    澳门特色金融服务基地将服务于澳门特色金融发展战略

与珠海及横琴金融产业，致力于服务和培育各类特色金融机

构，如融资租赁、财富管理、跨境支付清算、国际商业保理

及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各类跨境机构等。其可从以下四个

角度助力澳门突破障碍，实现特色金融创新发展： 

    一是发挥横琴新区独一无二的区位、政策和配套服务优

势，吸引国内特色金融行业优秀资源，就近培育和集聚特色

金融机构，并输送到澳门注册设立业务平台，弥补澳门本地

缺少特色金融专业机构和产业氛围的短板； 



  二是为澳门提供优质完善的配套办公场地、行业资源和业

务场景，培育本地特色金融企业，同时吸引内地人才落地横琴

，就近开展业务支持澳门特色金融产业发展，从而打破澳门本

地场地狭窄、外地人才入境不便和就业受限等发展瓶颈； 

  三是打造澳门特色金融企业和创业团队开拓内地市场的服

务平台和桥头堡，为港澳特色金融机构和人才跳出本地市场，

开拓国内业务铺路； 

  四是探索港澳特色金融机构与内地金融机构双向开展金融

创新业务，拓展跨境金融科技、融资租赁等特色金融业务，服

务实体经济走出去。 



谢 谢 大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