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金融业助力澳门融入大湾区1 
 

	
	

2019年是澳门回归20周年，回归以来澳门经济取得迅速发展。目前，澳门人均GDP已超

过8万美元，成为全球人均GDP最高的经济体之一。但是，澳门面临的结构性矛盾也不容忽视，

长期以来博彩业一业独大。1999年，博彩业占澳门GDP的30%，2017年则超过了49%。为此，

中央政府提出了“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培育新动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等发展

思路。近期发布的《大湾区规划》更是给澳门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从区域融合的角度来看，澳门如何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如何参与大湾区建设？这似乎是

一个难题。澳门的产业结构高度集中、主要依赖博彩业。而由于在全世界大部分地方博彩业

都受到严格限制，所以澳门不可能向其他地区输出博彩业。同时，澳门其他产业的竞争力严

重不足。在此情况下，澳门参与大湾区的建设有些力不从心。如何充分发挥澳门所长、服务

国家迫切所需？本文指出，以金融业为突破口发展澳门经济，这是一条可行思路。 

  

一、当前澳门经济仍面临较大结构问题 

 

对于一般的微型经济体而言，产业结构单一并不是严重问题。但是对于澳门来说，博彩

业独大在经济、社会、政治领域产生了以下问题：其一，澳门的6张赌牌，逾半由美资控制，

而澳门本地的两大赌王均年事已高，美资对博彩业这一经济命脉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其二，

澳门博彩业过大，挤出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对当地创新、创业产生了消极影响。其三，博彩

业高度依赖外部客源，容易受到外部形势变化的冲击，也容易受到周边国家赌业开放的冲击。

其四，以博彩业为支柱的澳门经济，难以融入到国家发展大局当中。 

 

2014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十五周年，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积极推动澳

门走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道路”。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会见崔世安特首时再次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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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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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指导思想，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澳门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中心、一个平台的鲜明

定位，即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在此过程中，澳门尝试扶

植了多个新兴产业方向，例如：会展业、文化创意产业、中医药产业、海洋高新技术产业、

休闲购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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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动能的目标差距甚远。 

  

二、以金融业为突破口培育新动能、融入大湾区，具有可行性 

 

首先，金融业在澳门经济中已经具有相当规模。2017年，银行、保险、基金、租赁为内

容的狭义金融业，已经占到澳门GDP的11%，如果再加上不动产金融，广义的金融业占比则可

达到22%。 

 

其次，澳门的资金来源充裕，但目前尚未充分利用好这一优势。一方面，澳门特区政府

拥有巨额财政盈余，财政储备足以支撑政府5年内无收入运作。另一方面，澳门个人财富存

量充裕，而且还通过博彩业不断有资金净流入。 

 

再次，除了同样具有一国两制的体制优势之外，澳门发展特色金融比香港还有更多优势。

澳门税收主要依赖于博彩业，因此其他行业税率较为优惠。例如，企业所得税率仅为12%，

低于香港的16.5%。同时，由于澳门是一个微型经济体，因此澳门发展金融业、对接国家战

略的试错成本远小于香港。此外，澳门“一个平台”的定位，也是香港所不具备的。 

 

最后，从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的角度来看，粤港澳三地一体化，下一个最重

要、最快见效的突破口，将是承载着资金流和信息流的金融业。从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

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来看，目前港澳同内地之间的货物贸易自由化程度已经很高。

同时，CEPA虽然对金融合作有所涉及，但是拓展空间还很大。 

  

三、澳门发展金融业可四管齐下 

 

其一，构建和开放本土征信体系，理顺法律体系和金融创新的关系，完善本地金融基础

设施。 

 

长期以来，澳门金融业发展面临一个瓶颈，就是缺乏本土的征信体系。澳门是一个微型

经济体，因此在历史上，澳门金融业发展过程中征信问题的解决：一是靠街坊文化，即熟人

社会的口口相传、四处打听。二是靠砖头文化，即通过房屋局查找相关个人或企业有没有抵

押房产。但是，金融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信息不对称问题。在征信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

澳门本地居民、企业可能出现过度融资，而银行等金融机构则可能因为担忧信用风险不可测，

而提供过少的融资。 

 

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的征信体系也相对割裂、没有完全统一。这也使得大湾区的跨

境金融合作缺乏基础，提高了大湾区金融体系运作的风险和成本。随着现代金融业的不断发

展，澳门缺乏健全的信用体系，越来越制约着本地的金融业发展。 

 

因此我们建议，通过多个渠道来推动澳门、以及澳门所在大湾区的征信体系建设：1. 本

地官方渠道。澳门政府应高度重视征信系统的建设，向民众解释建设征信系统和个人隐私保

护之间并不矛盾，并在推进建设征信系统过程中，着力完善个人隐私的立法保护，肃清征信

系统建设的立法障碍。2. 本地民间渠道。中资金融机构在粤港澳大湾区具有最为重要的地

位，这些金融机构有条件以非官方的身份，先行推动行业内的征信体系共建、共享。虽然这

一征信体系仍然存在盲点，但已经可以覆盖绝大部分经济主体。3. 中央层面。人民银行可

以协调、推动粤港澳三地建立统一的大湾区征信系统，然后将其作为公共产品，提供给金融

机构。 

  



其二，基于“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定位，澳门可以选择有潜力的大宗

商品，建立商品期货交易所。2003年开始，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已经运行了15年。

但是目前仍然缺乏实质性的重要进展。一个可探讨的切入点是，在澳门建立商品交易所。品

种可以从葡语国家的主要出口商品中筛选，例如，咖啡、可可、腰果、甘蔗、剑麻、玉米、

大豆、乌木、紫檀木等各类木材等等。一方面，澳门可以密切对接葡语系国家，推动上述商

品交易。另一方面，澳门可依托于内地庞大的市场需求，争取到上述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在

一定程度上融入到国家发展的大局当中。 

 

基于一个平台的定位，澳门还可以作为重要节点，促进中国与葡语国家的货币金融合作。

目前，澳门金融机构已经与葡语国家的几十家金融机构建立了业务联系，在澳门推动建立葡

语国家人民币清算中心。但是由于人民币在这些国家的使用规模较为有限，因此这方面要发

挥更大作用尚需时日。 

  

其三，基于“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定位，澳门发展融资租赁业务需要考虑与香港的差

异化定位，同时中央政府也可考虑给予一定配套支持措施。澳门发展融资租赁具有一定的资

金优势，政府、企业、个人均有大量的储蓄盈余。另外，同样是融资租赁业务，澳门的发展

思路可以和香港有所差异。基于“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定位，澳门应选择私人飞机、游艇、

豪华轿车等个人奢侈品作为业务发展方向，而不是选择大飞机、船舶等生产、商业用的资产

作为业务发展方向。不过，澳门本土的业务空间较小，如果要向内地扩展，则涉及到跨境资

本流动的问题。在这方面，尚需要人民银行有配套措施，通过对特定资本账户的额度审批、

许可，逐步为融资租赁业务的跨境开展提供更为宽松的政策条件。 

  

其四，发挥试错成本低的优势，对接国家战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澳门在发展金融业、

对接国家战略方面，具有试错成本低的优势。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作为一个袖珍

经济体，澳门的人口仅为香港的十分之一左右，经济规模只有香港的近七分之一。在澳门推

动跨境金融业务、人民币国际化的试点，其风险和影响更具有可控性。（2）和香港相比，

澳门的经济、社会结构更加稳定，澳门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沟通也更加通畅。在此背景下，

更适合在澳门进行跨境金融合作试点，然后再推广到境外其他地区。 

 

例如，在充分讨论和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澳门可以转向作为首个钉住人民币的联系汇率

制度经济体。这可以为中央相关的宏观、金融部门积累一定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可以

为其他国家试行钉住人民币的联系汇率制度提供经验支持。总之，可以发挥试错成本低的优

势，将澳门作为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创新的实验区，将澳门的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

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新动能、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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