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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澳門提升在珠西地位與功能  經濟學會提出建議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國家

戰略，是新時代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舉措，也是推動“一國兩制”事業

發展的新實踐。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給澳門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澳門經濟學會對

如何提升澳門在珠江西岸的地位和功能組織專題硏究。今日，澳門經濟學會假萬

豪軒舉行新書發佈會，向媒體介紹了上述課題硏究的最終成果。劉本立會長，原

楊允中會長，原柳智毅理事長，原副理事長曾澤瑤、李振國等出席了發佈會。 

《如何提升澳門在珠江西岸的地位和功能》一書，一方面結合區域經濟相關

理論與方法，對統計數據進行定量分析，另一方面，根據調研結果進行相關資料

的定性分析。本研究旨在探討粵港澳大灣區所面臨的發展機遇基礎上，深入挖掘

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時期的發展新契機，進而結合澳門的定位，探討在粵港

澳大灣區的宏觀視野下，澳門如何提升在珠江西岸本身的地位與功能，提出發展

的總體戰略，以及近期工作的策略與重點。 

在充分認識作為國家戰略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圖、為澳門帶來的機遇基

礎上，課題組首先對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中的三個功能定位進行瞭解讀。進而，

通過回顧與剖析澳門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合作發展歷史與現狀，總結成效和存在

問題，系統梳理了澳門與大灣區合作的制約因素。為令澳門與區域中其他城市的

關係論述更具科學性，本研究還借鑒聯鎖網絡模型(interlocking network)方法，定

量測算了澳門與珠三角其他城市之間的關係，以期能跳出澳門看澳門，對澳門在

區域中的城市關係做更為全面、準確的判斷。 

課題組認為，澳門的網絡地位受制度差異影響顯著，尚有較大提升空間，粵

港澳大灣區內城市的競爭力差異逐步減小，存在均衡化趨勢。具體就澳門的城市

競爭力變動而言，十年間，澳門的競爭力排序總體上保持穩定，位居大灣區三個

世界一線城市，即香港、深圳和廣州之後，與珠海、佛山的水準大致相當，明顯

高於其他城市。 

為提升澳門在珠江西岸區域的地位與功能，課題組從四個方面提出了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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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首先，要創新區域合作機制，明確合作重點與目標。特區政府要爭取在合作

制度創新的頂層設計機制中發出強音；並將合作從經濟領域逐步擴展至民生領域，

包括加強教育、醫療等領域的合作；與重點合作平台簽署協議，通過頂層設計推

進合作項目的落實；共建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擴大澳門青年發展空間。 

第二，始終關注旅遊休閒產業，通過合作發展旅遊休閒產業，提升澳門城市

地位。以“一程多站”模式共同打造“海上絲綢之路”著名旅遊目的地；推進與

橫琴、南沙翠亨新區、大廣海灣新區等重點合作平台的旅遊產業對接，創新旅遊

合作模式。 

第三，圍繞中葡平台、“一帶一路”培育新興產業，具體包括會展業、特色

金融業和以中醫藥產業為龍頭的科技創新產業。在會展業方面，通過發展會展業，

深化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服務平台作用，達到一種“一看到澳門的名片，巴

西和葡萄牙的企業便會想到透過澳門進入大灣區市場，而內地企業也會想到通過

澳門開發葡語國家市場”的聲譽。在特色金融業方面，配合國家發展戰略以及

“中葡金融服務平台”定位，發展澳門特色金融業，打造葡語國家人民幣清算中

心、葡語國家企業融資平台、葡語國家融資租賃平台等業務。在科技創新產業方

面，搭建中醫藥在國際領域交流與合作的新平台，為中國的中醫藥走出去搭建橋

樑。 

第四，創新區域合作模式，發揮深度合作平台作用。目前，廣東自貿區橫琴

新區、中山翠亨新區、江門大廣海灣新區和廣東自貿區南沙片區等四個區域，是

粵港澳大灣區中與澳門聯繫最為緊密的四個合作平台。充分挖掘橫琴新區與澳門

合作的優勢與基礎，深化現有合作；嘗試以“政府為主導，企業做主體”的原則，

積極推進與中山翠亨新區共建“粵澳全面合作示範區”，在翠亨新區建設一個綜

合性的澳門生活社區；在江門大廣海灣試行“飛地經濟”合作模式，由兩地政府

簽訂協議，共同開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