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门如何参与大湾区建设？1 
 

	
	

2 月 18 日《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已经正式发布。大湾区即将迎来高速融合发展的新时

期。2018 年末，习近平主席会见崔世安特首时也指出，澳门应“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拓展

发展空间、培育发展新动能，以新的发展成果迎接澳门回归祖国 20 周年。” 

 

从澳门的角度来看，要充分融入到国家发展大局中，至少有以下两个抓手。一方面，发

挥澳门一个中心、一个平台的定位优势，在中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另一

方面，积极参与大湾区建设，提升粤港澳的一体化程度。上述两方面的共同出发点，都是在

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发挥澳门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同时培育澳门自身发展的新动能、新空

间。 

 

但是目前，澳门在融入大湾区的建设和国家发展大局中，还存在一些挑战：其一，基础

设施的技术标准尚未与内地完全对接，某些领域的基建水平甚至还落后于内地；其二，澳门

的行政程序受到立法体系的制约，而且立法体系的效率仍有待提高，这不但阻碍了澳门融入

湾区，还对自身发展形成了制约；其三，大湾区的各城市、各地区、各项业务条线之间的政

策协调机制，过于复杂且效率不高，尤其是澳门作为一个小政府，在其中疲于应付；其四，

虽然本澳有不少科创人才、且政府鼓励新兴产业发展，但是由于澳门的博彩一业独大，科创

人才和新兴产业难以在澳门找到赖以生存的产业链生态环境，继而也难以同湾区的发展大局

相呼应； 

  

基于此，课题组在澳门进行了深入调研。我们认为，澳门可从以下领域进行对接，推动

大湾区的建设，进而培育澳门发展的新动能、新空间： 

 

一、统一基建标准，推动基建互联互通，同时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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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的定位是一个中心、一个平台，即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

务平台。同时，澳门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基点之一。但是目前，澳门的基建水平在某些领域

仍然存在短板，而且基建标准与内地不一致，这些都对澳门的上述定位、发展方向，形成了

相当的制约。 

 

具体来看，调研过程中我们了解到：澳门轨道交通发展慢，建设工期长，与内地标准不

一致，无法实现无缝对接，基建的互联互通仍然存在问题。其次，岛内交通规划也存在一些

问题，难以适应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对游客的实际承载能力。再次，澳门移动通讯和互联网宽

带容量十分有限，某些技术标准甚至低于内陆省会城市。 

 

基于此，我们的建议是：第一，增加澳门宽带容量，降低资费标准，提供公共场所 Wi-

Fi 覆盖率。第二，优化公路、轨道交通网络布局，推动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和一体化。加强

与周边机场的联航能力。第三，尽快打通港珠澳大桥的运力，研究办法有序增加大湾区通用

车牌数量，避免交通基建资源的闲置和浪费。第四，在南深（南宁-深圳）高铁增设澳门站，

将澳门纳入到全国高铁网。 

 

不过，虽然澳门政府财力雄厚，但是由于其行政、立法程序约束，由澳门出资修建相关

的高铁线将耗费漫长时间。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9 公里的澳门轻轨，几乎用了 10 年时间

修建。因此建议，参照粤澳基金的模式，由澳门出资在内地设立长期投资基金，并承诺给予

澳门政府特定的年化收益率。然后，将该笔资金交由中资企业负责建设澳门段高铁线路，在

建成后将该段高铁交给中资企业运营。中企凭借运营收益的现金流偿付其年收益。 

 

二、改善立法体系效率，变通解决障碍，提升行政效率，促进与内地对接。 

 

与内地的行政程序不同，如果澳门特区政府要推动一项政策出台，其前提是要先制定、

通过相关的法律。而且在《澳门基本法》框架下，法律文本先出葡文版，然后翻译成中文。

而在澳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背景下，澳门政府面临转型的压力，从原

来的小政府，转向适度有为的政府定位。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政策出台，也增加了立法体

系运转的压力。而回归至今，澳门的立法工作流程仍然相当漫长。这虽然有其合理性，但越

来越难以适应澳门融入区域、融入国家发展的现实要求。 

 

一种解决方案是，增加对立法会和相关部门的预算投入、增加工作人手。但是，立法过

程中的一些障碍和问题，并不是工作量的问题，而是理念问题、或者部门协调的困难。例如，

澳门建立征信体系的过程中，就受到了对个人隐私保护问题的质疑，而这对澳门金融市场的

发展则形成了障碍。再如，澳门居民享受医疗服务是免费的，但是如果到广东养老、医疗，

则不享受免费，其中现有的财政支付体系也是障碍之一。这也对大湾区的跨境医疗、养老，

甚至人员流动形成了制约。 

 

要解决上述问题，提升行政效率，还需要有变通的解决方法。在此过程中，可以充分发

挥澳门行业协会、社会团体等自律组织的作用，突破立法方面不必要的制约。例如，征信系

统的建设方面，金融机构或其行业协会，可以非官方的身份，先行推动行业内的征信体系共

建、共享。再如，跨境医疗服务方面，可以由澳门本地医院到内地开设分部，来进行对接和

协调。 

 



三、以重大项目为切入点，有效统筹大湾区的跨区协调机制。 

 

当前，大湾区的内部协调机制，涉及各城市、各地区、各业务条线等不同维度，协调机

制过于复杂。从澳门角度来看，其参与的协调机制包括四层，分别是：与珠海、中山、广州、

深圳 4 市建立的年度合作机制；与香港的高层合作机制；与广东省政府的协调机制；与中央

政府相关部门的联络和协调机制。同时，还有填海、飞灰处置、危险废弃物处置等的跨区协

调问题。 

 

目前，澳门特区政府已经设立了 27 个专职小组，专门对接上述各种协调机制。尤其是

澳门作为一个小政府，政府部门设置较少，因此往往会出现一个部门要负责对接多个协调机

制的情况。 

 

同时，目前的协调机制虽然数量较多，但是效率不高。例如，澳门就废旧汽车处理与广

东省进行协调，已经推动了 10 年才在 2018 年得以实现。再以填海项目为例，珠海、中山、

江门分别与澳门就选址等细节进行协调，之后上述三地分别向广东省汇报，然后广东省再与

澳门特区进行协调。仅此一项，澳门就需要在 2 个层面，与 4 个主体进行对接和协商。再

者，以横琴的合作为例，澳门对其定位是支持本澳发展的后花园，而珠海则将其作为新的增

长点。两地出发点不同，协调过程中也必然多有障碍。 

 

基于此，我们的建议是：第一，在涉及到整体利益的时候，需要中央加强整体利益的统

筹协调。第二，各城市和地区，也要着眼长远，做到局部让利、整体互利，短期让利，长远

共利。第三，可以通过重大项目作为切入点，由中央进行统筹协调，例如填海、环保等关键

项目。 

 

四、澳门要充分利用湾区的产业生态圈，发展澳门的科创产业 

 

澳门已经尝试鼓励一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如文化创意产业、中医药产业、海洋高新技术

产业、环保产业、电子商贸新产业等等。不过这些产业的发展均遇到各种问题，距离多元化、

新动能的目标差距还甚远。 

 

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之所以遇到障碍和瓶颈，并非人才因素、资金因素的制约。实际上，

澳门青年创业人才储备、资金支撑相当充足。目前，澳门每年约有 60 人进入国际一流大学

深造，仅在美国硅谷就有数百名澳门青年在从事技术工作。此外，澳门的大学还拥有 4 间重

点实验室（分别为澳门大学的中医药实验室、集成电路实验室、物联网实验室，澳门科技大

学的月球科学实验室），在多个科技领域多有见树。事实上，真正制约澳门科创、新兴产业

发展的，是缺乏其生存的产业链生态圈。 

 

由于澳门的博彩业一业独大，1999 年，博彩业占澳门 GDP 的 30%，2017 年则超过了 49%，

其中有多个年份的占比甚至达到 63%。如果加上博彩相关的酒店、餐饮、购物等，则博彩业

对澳门经济更为至关重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有新的技术发明，科创人才和新兴产业也

难以在澳门找到赖以生存的产业链生态环境，继而也难以同湾区的发展大局相呼应。 

 

如前所述，澳门政策出台的前提之一，就是要通过立法程序。而在立法过程中，一项政

策对于本澳居民就业、福利的影响，往往是重要的考虑因素，这也是诸多政策备受质疑、招



致立法程序障碍的重要原因。 

 

因此澳门在融入大湾区建设的过程中，仍要立足于本澳的人才优势，采取两方面措施。

一方面，要充分融入湾区的整体产业生态圈，将大湾区的金融业、制造业优势，以及消费市

场优势转化为澳门的腹地优势，在此基础上吸引、激发科创人才的创业热情。另一方面，澳

门政府可采取一条龙的人才、产业政策，从学校的专业设置、学习课程、奖学金补贴、留学

进修方向、就业、创业、产业政策各个环节出发，为澳门未来的新兴产业储备人才、培育产

业生长环境。而且，这个过程绝对不是短短的两年年，要长期坚持做下去。从中央层面、大

湾区整合的层面来看，这也不只是一、两项短期的优惠政策可以实现的效果，需要从长期安

排的角度进行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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