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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合作體制機制，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1

劉本立博士

澳門經濟學會會長

我想以最近的中美貿易戰作為引子開始我今天的發言。大家都知道，最近

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美國宣佈從5月10日起對2,0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商品加徵

關稅，其後中國不得不宣佈採取反制措施。5月13日，央視新聞聯播發佈的“國

際銳評”，其中有句話我印象特別深刻：“無論外部風雲如何變幻，對中國來

說，最重要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斷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實現經濟高質

量發展。”這最後一句話實際上就呼應了我們今天研討會的主題—如何實現粵

港澳大灣區的高質量發展。所以，我覺得今天研討會的主題非常好，切合了當

前國家包括粵港澳大灣區在內的發展需要。

“高質量發展”是2017年十九大首次提出的新表述，表明中國經濟由高

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今年3月5日李克強總理在人大會議上所作的

《政府工作報告》中，有8處提到“高質量發展”。從實踐來看，高質量發展是

能夠滿足人民日益增長對美好生活追求的發展需要，是體現了新的發展理念，

使創新成為發展第一驅動力，協調成為內生特點，綠色成為普遍形態，開放成

為必由之路，共享成為根本的發展。

一、“高質量發展”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今年2月18日公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闡明了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的六項基本原則，分別是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和“一國兩制”。

除“一國兩制”原則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特有的原則外，其他五項原則都貫

1 此文是澳門經濟學會劉本立會長於5月17日在暨南大學經濟學院舉行的“高質量發展與粵港澳深度合作”學術硏討會上

所作的主題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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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了國家的“新發展理念”，體現了“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並且《規劃綱

要》在“指導思想”部份明確提出，要在粵港澳大灣區“打造高質量發展的典

範”。所以說，推動高質量發展，既是推動我們國家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

要求，也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基本理念，是保持港澳特區長期繁榮穩定的重

要基礎。

需要注意的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不是在一張白紙上做文章，而是這個地

區已經具備良好的發展條件和合作基礎。大灣區經濟實力雄厚，2017年大灣區

經濟總量已達到約10萬億元人民幣，其經濟規模相當於世界第十二大經濟體，

對外貿易總額、利用外資總額等重要經濟指標已和國際三大灣區處於同一行

列；區位優勢明顯，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港群、空港群，發展腹地廣闊；創新

能力突出，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總數截至2018年底已超過1.89萬家，居全國首

位，有華為、騰訊、大疆等世界級創新企業；國際化水平領先，是中國國際化

水平最高和全球投資最活躍區域之一；合作基礎扎實，近年來，粵港澳在基礎

設施、投資貿易、金融服務、科技教育、休閒旅遊、生態環保、社會服務等領

域合作成效顯著，已經形成了多層次、全方位的合作格局。總體來說，粵港澳

大灣區已具備建成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基礎條件，未來要進一步努

力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然而，要實現《規劃綱要》的發展願景，粵港澳大灣區仍要面對一些問題

和挑戰。例如，大灣區經濟總體供給與需求結構不平衡、不匹配，經濟增長內

生動力有待增強；大灣區內部城市之間發展差距依然較大，協同性、包容性有

待加強，部份地區和領域還存在同質化競爭和資源錯配現象；由於實行“一國

兩制”，粵港澳三地之間生產要素尚未能高效便捷跨境流動，制約了市場的互

聯互通；香港經濟增長缺乏持續穩固支撐，而澳門經濟結構相對單一的問題尚

未得到根本的解決；港澳居民到內地就業、創業、發展、生活等各方面仍存在

一些障礙。這些都與高質量發展的目標，與三地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訴求，

仍然存在落差。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有不少都是涉及體制機制方面的問題。

為了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我認為必須要創新粵港澳合作的體制和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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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國兩制”是粵港澳大灣區區別於其他世界著名灣區最顯

著的特點，既是優勢也是挑戰

習近平主席去年11月在接見港澳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週年訪問團時指出：

“對香港、澳門來說，‘一國兩制’是最大的優勢，國家改革開放是最大的

舞台，共建‘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國家戰略實施是新的重大機

遇。”根據上述判斷，當“一國兩制”的最大優勢與大灣區建設的重大機遇疊

加在一起，便會形成了粵港澳大灣區最顯著的區位特徵。在粵港澳大灣區範圍

內，港澳實行與內地不同的社會制度，內地可以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

發揮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而港澳地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作為自由貿

易港及獨立關稅區，可以發揮低稅政策，不實行外匯管制，資金進出自由，一

般貨物不徵收關稅，憑著自身制度優勢，如能充分發輝“兩制”之利，大灣區

的發展潛力將是巨大的。

然而，從實事求是的角度看，要實現大灣區市場一體化協同發展並非易

事。由於粵港澳分處不同的法律體系和關稅區域，中國內地、香港特區、澳門

特區又都是WTO的成員單位，WTO的基本規則必須要遵守，比如無歧視待遇

原則、最惠國待遇原則、國民待遇原則、透明度原則、貿易自由化原則、市場

准入原則、互惠原則等。這些原則的貫徹實施在給不同關稅區域帶來便利的同

時，也為一國之內不同關稅區之間取消關稅和消除所有非關稅貿易壁壘，造成

了一定的障礙。這些年，CEPA在這方面已經做了很多有益的嘗試，並取得了一

定的成效，但要真正實現大灣區一體化協同發展，由於體制上的差異，仍然會

存在一定的障礙。

三、大灣區建設要想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在合作體制、機制和

制度上尋求突破，推動跨境生產要素的便捷高效流動

中國有句古話叫“不破不立”，要打破不同行政區域之間條條塊塊的束

縛，由各自為政的發展模式走向協同合一的發展模式。現在我們要建設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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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努力的方向是逐步將三地建設成為一個統一市場或“類統一市

場”。

由於粵港澳三地分屬三個不同的關稅區，是三個獨立的市場，人流、物

流、資金流、信息流的流動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當務之急，我們必須要找到

突破口，打通大灣區的“任督二脈”，實現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在大

灣區的高效便捷流動。

歐盟是由二十幾個國家組成的國家聯盟和單一市場，已經實現了商品、服

務、資本和人員的自由流動。由此可見，只要我們不斷努力，尋求突破，大灣

區是可以逐步實現建成一體化統一大市場。舉個新近取得突破的例子，今年4月

2日，澳門特區政府與中國銀行簽署了《中國銀行配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融

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服務合作協議》。協議約定，在符合相關金融監管政策的

前提下，中國銀行將為澳門企業搭建跨境資金池，打通粵港澳乃至全球的資金通

道。這一舉措，將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澳門方面的資金流在大灣區的高效流動。

再說人的流動。在我看來，人的流動包括即時流動和長期流動。推動即時

流動，要通過改革和簡化通關模式來實現；推動長期流動，鼓勵更多港澳居民

到大灣區生活和發展，粵港澳三地必須在民生機制銜接方面提供更多的便利，

比如醫保等社會福利的銜接問題。澳門特區政府近期表示，已經與粵方達成了

共識，特區政府將為在粵持有內地居住證的澳門居民購買醫療保險，購買醫療

保險的先行先試舉措將會在今年七月起率先在珠海橫琴開展試點，若效果理

想，再在珠海市全市乃至大灣區九市逐步推開。

高質量發展不僅是經濟方面的，也包括社會和民生方面。“不積跬步，無

以至千里”，建立粵港澳大灣區統一市場，建設大灣區宜居、宜業、宜遊的優

質生活圈，就是需要以上這些不斷的、大膽的創新探索和嘗試。

四、提升大灣區市場一體化水平，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要建立

與國際接軌的統一市場規則體系

提升大灣區市場一體化水平，必然要求建立統一的市場規則體系，尤其



19

在經貿投資方面。《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在內地管轄權和法

律框架下，營造高標準的國際化市場化法治化營商環境”，“支持珠三角九市

加快建立與國際高標準投資和貿易規則相適應的制度規則”，“深化粵港澳合

作，進一步優化珠三角九市投資和營商環境，提升大灣區市場一體化水平，全

面對接國際高標準市場規則體系，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可見，在大

灣區範圍內構建與國際接軌的、高標準的、開放的投資和貿易規則和體系，既

是大勢所趨，也是發展必然。

由於大灣區範圍內以香港特區開放程度最高，市場經濟體系最為成熟和完

善，其法律法規亦能與國際接軌，故可以考慮以香港特區在投資貿易領域的法

律制度作為參考藍本，內地依據《立法法》的規定由有權主體進行相關立法，

澳門也健全相關的立法，透過這樣做法逐步達致統一的市場規則體系應該是務

實可行的。這樣既符合“一國兩制”的基本要求，又可以提高立法效率，還可

以保證所立之法規具有最大程度的國際性和先進性。

五、要以寬廣的胸懷迎接大灣區時代，融入大灣區發展，實現互

利共贏

大灣區時代是合作的時代，也是競爭的時代，總體而言城市之間合作要遠

遠大於競爭。在澳門作演講時，我就經常講，我們一定要以寬廣的胸懷迎接大

灣區時代，擁抱大灣區，融入大灣區，突破行政壁壘和本位利益，避免同質化

競爭，實現區域協同發展，互利共贏。

3月21日，國務院批覆了《橫琴國際休閒旅遊島建設方案》。表面上看，橫

琴建設國際休閒旅遊島的發展目標與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出現了

競合，有些人擔心橫琴會分流澳門的客源，衝擊澳門的市場，對此我倒持樂觀

態度—別人願意跟你相向而行，朝着一個一致的目標共同努力，若能做到產業

對接，合理佈局，錯位發展，把共同的市場做大做強，使雙方都受益，又何樂

而不為呢？

通過參與你追我趕的競逐，是能促進彼此的共同發展。從正面看，由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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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三種效應。一是“鯰魚效應”。挪威漁民將鯰魚放入沙丁魚魚槽裡面，克

服了沙丁魚的惰性，保持了沙丁魚旺盛的鬥志和生命力，一時間充滿活力的沙

丁魚在市場上供不應求。同理，城市之間相互競合，不敢懈怠，積極創新，所

有城市的競爭力在此過程中也都會得到提升。二是“共生效應”。當一株植物

單獨生長時，顯得矮小、單調，而與眾多同類植物一起生長時，則相互影響、

相互促進，所有植物都根深葉茂，生機盎然。同樣，一個城市旅遊業的發展與

周邊城市往往也會有共生效應，周邊城市旅遊業發展良好，旅遊產品豐富，會

同時增強相鄰城市的整體吸引力，而不會削弱了其中一方的旅遊吸引力。三是

“乘數效應”，也就是“放大效應”，在區域合作中兩個城市之間地理距離越

近，合作的乘數效應就會越強，合作的成效就會越明顯、越理想。

所以，我的結論是，大灣區時代已經來臨，只要我們勇於參與競合，在你

追我趕的競逐中深化彼此合作，同時積極創新合作的體制機制，粵港澳大灣區

必將掀開高質量發展的嶄新篇章！

好了，我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