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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粵港澳合作發展論壇 

主辦單位 澳門經濟學會 

合作單位 暨南大學經濟學院 

贊助單位 澳門基金會 

日  期 9 月 24 日 上午 9 時 

地  點 萬豪軒酒家一樓蓮花廳 

專題一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高質量發展策略與路徑 

專題二  新發展階段粵澳合作的新思路與新模式 

專題三  新時代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背景下的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策略 

論壇司儀 朱深勇 澳門經濟學會理事 

程序表 

08:30 嘉賓報到 

09:00 開幕式 

 致辭 劉本立 澳門經濟學會會長 

 致辭 張 宏 暨南大學副校長 

09:10 論壇合照 

09:15 主旨演講(每人發言時間約 15 分鐘) 

 主持人 曾澤瑤 澳門經濟學會副理事長 

 李振國 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金融及商業經濟系副教授 

 
題 目 貫徹《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精神，政策創新推進

澳門經濟適度多元 

 鍾 韻 暨南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 

 題 目 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的創新實踐與策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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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5 專題發言(每人發言時間約 10 分鐘) 

 主持人 許志樺 中國教育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業務發展總監 

 劉成昆 澳門科技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所長 

 題 目 推動區域合作創新發展促進粵澳兩地互利共贏 

 

 

鄞益奮 澳門理工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社會經濟與公共政策研

究所所長 

 題 目 澳門文化體育及會展商貿的發展策略 

 楊 英 廣東省政府參事，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題 目 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協調發展 

 楊再高 廣州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題 目 新發展階段粵澳合作發展的新思路 

 王振朋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創新發展研究院副院長 

 
題 目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探索規則銜接與機制對接的政策脈

絡、重點及未來思路 

 
張立真 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港澳研究所

經濟室助理研究員 

 
題 目 國家戰略視域下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高質量發展的實踐探

索 

10:45 沙發論壇(一) (每人發言時間約 8 分鐘) 

 主持人 劉成昆 澳門科技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所長 

 
周 平 澳門城市大學葡語國家研究院、澳門一帶一路研究中心 

教授；博士和碩士研究生課程主任 

 關 鋒 澳門社會科學學會理事長 

 劉 偉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毛艷華 中山大學區域開放與合作研究院院長、中山大學港澳珠江

三角洲研究中心教授 

 陳章喜 暨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張玉閣 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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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5 沙發論壇(二) (每人發言時間約 8 分鐘) 

 主持人 楊 英 廣東省政府參事，暨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呂開顏 澳門理工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 

 余渭恆 澳門經濟學會理事 

 王 鵬 暨南大學經濟學院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教授 

 賴文鳳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吳偉東 暨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12:40 互動交流環節及論壇總結 

主持人 柳智毅 澳門經濟學會理事長 

13:00 閉幕式 

論壇結束 



1 

主 旨 演 講 



第四屆粵港澳合作發展論壇 

 

2 

貫徹《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精神，政策創新推進澳門

經濟適度多元 

李振國 

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金融及商業經濟副教授 

 

論文摘要 

本文首先回顧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的背景，描述近年澳門產業結

構出現的變化，說明《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內涵及對推動澳

門經濟適度多元的重要性。再分析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印

發後澳門與大灣區內地城市在跨境投資合作方面的成效。此外，澳門特

區政府近期就《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規劃（二○二四——

二○二八年）》進行諮詢，本文就當中各項重點工作及涉及大灣區合作

的項目進行分析說明。總結《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規劃

（二○二四——二○二八年）》能夠貫徹《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所強調的供給側改革，有助推動生產要素、創新創意元素於大灣區 9+2

城市之間自由流動，有助推動“1+4”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並促進大灣

區市場對接及城市融合。為應對處於疫後復甦階段的經濟環境，及所存

在的各種不確定性，建議特區政府在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過程中，進

一步採用更積極主動的政策措施，包括成立類似主權基金的“經濟適度

多元發展基金”，直接參與符合條件的境內外投資項目；推出更具競爭

力的稅務減免措施；與深合區及大灣區城市聯合招商，協同提供具吸引

力的鼓勵性補貼；促進現代金融與其他新興產業聯動發展；構建涵蓋境

內外澳資“1+4”及新興產業項目的統計指標等，以加快澳門經濟適度

多元發展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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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创新实践与策略思考 

鍾 韻 
暨南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 

 

論文摘要 

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破解澳门经济社会发展中深层次矛

盾和问题的必由之路。为此，特区政府将采取“1+4”适度多元发展策

略，在做优做精做强综合旅游休闲业的同时，持续推动大健康、现代金

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和文化体育等四大重点产业发展。横琴深度合

作区作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立足粤澳资源禀赋和发

展基础，围绕澳门产业多元发展主攻方向，聚焦发展科技研发和高端制

造产业、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文旅会展商贸产业和现代金融产业，

当前已取得初步成效。本研究认为，加强政策扶持，大力发展新技术、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可为澳门长远发展注入新动力。横琴深度合

作区与澳门的一体化发展，将不仅局限于市场的一体化，还将涉及改革

开放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并在其中推进规则衔接、机制对接，通过粤

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体制机制的运作顺畅，成为“一国两制”实践的新

示范。未来，更应坚定信心，围绕横琴空间打造新的竞争优势，把握整

体联动协调发展的态势，加快横琴深合区重大项目建设，奋力开创具有

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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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區域合作創新發展 

促進粵澳兩地互利共贏 

劉成昆 

澳門科技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所長 
 

論文摘要 

當今世界正經曆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的發展邏輯也發生著巨

大轉變。區域協調發展、新型城鎮化，新發展格局與全國統一大市場、

高水平對外開放等，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提出了新的任務和任務，也提

出了新的挑戰。 

創新發展方式，推動產業協同發展。粵澳兩地可充分發揮各自資源

優勢、產業優勢，創新發展模式，實現產業協同發展。如在中醫藥領域

加強合作，促進中醫藥產業發展，為粵澳兩地合作創造新的亮點。 

推進灣區建設，深化區域合作。通過粵澳兩地的合作，可以進一步

深化區域合作，促進大灣區的發展。如橫琴深合區可充分發揮其區位優

勢，加強與澳門的合作，促進灣區的快速發展。 

加強金融合作，增強區域金融競爭力。通過粵澳兩地的合作，促進

金融合作，提高區域金融競爭力；如開展人民幣離岸業務，設立粵澳金

融合作示範區，促進粵澳金融合作發展。 

加強人才交流，推動教育合作。粵澳合作可以加強人才交流，推動

教育合作。例如，可以通過聯合培養人才、互派教師交流等方式，加強

粵澳兩地的人才交流和培養。 

推進文化旅遊合作，促進文化交流互動。粵澳合作可以推進文化旅遊合

作，促進文化交流互動。例如，可以通過開發跨境旅遊產品、加強文化

交流等方式，推動粵澳兩地的文化旅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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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文化體育及會展商貿的發展策略 

鄞益奮 

澳門理工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社會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論文摘要 

在“1+4”適度多元發展策略中，文化體育和會展商貿是澳門四大

重點發展產業之一。回歸以來，澳門特區的文化體育和會展商貿取得了

一定的進步，但在經濟總量的比例中仍處於較低的水平，特別是在新冠

疫情的影響下，文化產業和會展商貿遭受了負嚴重的衝擊，凸顯澳門文

化產業和會展業的發展困境。未來文化體育和會展商貿要加快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的進程，特別是要深度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和橫琴粵澳深度合作

區。與此同時，要特別強調“旅遊+”的發展策略，充分發揮澳門旅遊

業的帶動輻射作用，大力發展文化旅遊、體育旅遊和會展旅遊，形成旅

遊業和文化體育及會展商貿的相互融合、相互促進和聯動發展，逐步實

現文化體育和會展商貿的發展壯大。 

  



專題發言 

7 

 

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协调发展 

杨  英 

广东省政府参事，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论文摘要 

一、实现大湾区“五大定位”的理论与现实基础 

战略性产业发展和高质量发展，需三大条件：一是拥有一批具有基

础科研能力的大学和机构；二是具有一大批能够把基础科研转化为应用

技术的企业和机构；三是具有提供金融支持的金融机构,以及形成上述

三大条件的投资软硬环境。 

改革开放创新；区域合理分工合作。 

二、发展现状 

近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表现突出。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底，粤港澳三地政府联合举行粤港澳大湾区全球招商大会，现场达成

合作项目 853 个、投资总额达 2.5 万亿元人民币； 2022 年粤港澳大湾

区经济总量超 13 万亿元人民币。 

理顺“粤港澳经济合作与粤港澳大湾区”之异同及关系（粤港澳经

济合作-在互补互促合作中寻求各自最佳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促进

三地整体高效发展），以推进大湾区的整体发展，已成为粤港澳社会各

界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基本共识及着力点。 

三、大湾区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及趋向  

1. 港澳与珠三角的协调发展 

香港北部都会区三个片区与深圳相应片区的共同发展；横琴之于澳

门和珠海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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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大都市圈的协调发展： 

广州、深圳和珠西三个都市圈的协调发展。  

3. 城市间协调发展 

广州、深圳核心城市及其与周边城市的协调发展。如广清、广佛

肇…… 

4. 城市内部的协调发展 

如广州市十一个区之间关系协同，深圳市十个区之间关系协调。 

五、相关建议 

1. 突出经济区功能。 

2. 国家要加强对大湾区的统筹。 

3. 强化湾区办职能。 

4. 增强区域与城市规划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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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阶段粤澳合作发展的新思路 

杨再高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论文摘要 

2023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在全

国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广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广东深化改革开放的大机遇、大文章抓紧做实，

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

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简称“一点两地”）。新发展阶段，粤澳要顺应

新形势、抢抓大机遇，探索纵深合作新思路，谱写合作发展大文章。要

以推进“两化”（市场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促进粤港澳大湾区

成为畅通国内大循环、连通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要以

深化“三业”（科技创新、现代产业和对外开放事业）融合联动发展，

共同建设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成为高质

量发展的示范地；要以共建“三区”（共同富裕区 、现代文明区和优质

生活区）示范共享，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展

现新发展阶段粤澳合作发展的新成就新图景。 

  



第四屆粵港澳合作發展論壇 

 

1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探索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的政策脉络重点

及未来思路 

王振朋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创新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论文摘要 

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党和国家推动形成全

面开放新格局的新举措，也是进一步丰富“一国两制”事业的新实践。合

作区处于“咸淡水”交汇处，《横琴方案》提出“要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立

法权，推进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彰显“两制”优势的

区域开发示范加快实现与澳门一体化发展”的任务，对照 2024、2029 及 

2035 的阶段性发展目标及终极使命，更需要对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这一

“关键性”问题进行深度研究。 

从粤澳两地的制度差异、市场规则差异、法律规制差异金融及货币

体系差异、财税政策差异、治理模式差异等方面来看 “泾渭分明”的

“地域特征”极为特殊。在“两制之利” 的进一步发挥和效能释放下，

不同的规则和机制交错共存的内在逻辑需要进一步厘清，在“两制”框架

下的规则体系、规则差异及规则衔接的现实成果需要在合作区建设两年

的进程中予以明晰，在“两制”框架下的机制安排、机制差异及机制对接

的现状、壁垒及成效和亟待突破的“质化“架构需要在合作区建设两年的

进程中予以明确，从而对“两制之利”进行制度价值的再深化和价值形式

的再确认，克服“两制之弊”带来的新规则与新机制建构的阻碍，化解

“两制之异”的藩篱与具体的负向表征，达成“两制之和”所期望的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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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在推动市场一体化建设、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跨境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产业多元化协同等方面承担着“综合性改革”的

使命，以制度创新和政策清单为工具推动了专门机构的建立及具体的工作

规程，确立了具体的规则衔接路径，编制了按年两批次百余项的规则衔接

清单，实施了一系列的衔接事项；在新的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治理机制下

机制对接从制度安排演化为决策形式和政策实施策略、人事安排等内容，

在推动合作区建设方面取得了预期的成效，也有很多值得思考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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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略视域下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 

張立真 

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港澳研究所經濟室 

助理研究員 

 

论文摘要 

横琴面积不大，但地理位置独特，政策资源丰富，战略价值极高，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的建设更是国家在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战略落子。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三次到横琴考察，并多次就横琴的发展

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横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两年

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的开发建设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效，含“澳”量越

来越高。但也客观存在诸多问题，其建设距规划设想和大家期待还有一

定差距。下一步，应继续围绕服务澳门适度多元发展这条主线，多措并

举地实现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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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横琴粤澳合作新阶段的新思路、创新合作的新模式 

周  平 

澳门城市大学葡语国家研究院、澳门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课程主任 
 

論文摘要 

1、 横琴粤澳深合区提出以来，经过不断探讨细化和推进，已经将

横琴粤澳深合区建设作为实现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重要和关键一环； 

2、 在建立管理机构方面，经过三个阶段：一与粤省市协商；二配

合中央政府部署；三成立机构、进入角色、有效推进。 

3、 对经济适度多元的认识也经历了由浅入深的不同阶段：从种形

式和追求表现方式多元；到思考经济多元效果，GDP 占比；再到 1+4 的

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略及其形成支柱产业的发展设计； 

4、 新阶段特点：明确机构职责，与中央部署对标；在政策沟通、

体制对接、机制衔接方面不断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着在

新局面、新阶段的挑战；如何创新粤澳合作的新模式仍具有很大空间。 

5、 深入思考口岸经济的发展思路；思考极点城市的多元驱动方式；

探索在“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背景下的合作思路、合作范畴和合作模式。 

善用口岸的调节作用； 

变澳珠极点为多点带动； 

发挥澳、琴、珠的带动作用，同时发挥大桥、深中通道对珠江西岸

带来的区位和引力作用；真正形成大湾区发展合力与一体化发展模

式； 

游客、设施的旅游资源溢出效应； 

合力培育中葡平台功能拓展的产业链； 

找准未来支柱产业，坚持不懈地营造与之相适应的配套政策、措施，

形成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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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背景下的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策略 

關 鋒 

澳門社會科學學會理事長 

 

摘  要 

澳門經濟多元道路面對著增長與穩定之間中長期平衡之策略選

擇。在給定的要素稟賦下，利用比較優勢促使生產要素的有效運用，

進而改變產出組合，使長期經濟成長創造最佳的社會福祉。這樣的增

長格局的優化，可以理解為澳門宜以博彩業為基礎，借鑒研究其他

小型開放型經濟選取主導行業之經驗和邏輯，制定合適政策，鼓勵

扶持新的主導行業發展，通過區域合作， 在博彩業繼續帶動經濟

發展的同時，逐步提供其他行業生存與發展的空間，特別是為新興

行業（1）儲備所需的人力資本、（2）“一國兩制”下的制度創新、

與（3）灣區城市群合適的政策傾斜，逐步改變依賴勞動力驅動的

服務業發展，讓澳門經濟在大灣區內高附加值產業發展的同時，帶

動相關服務業在澳門的發展。理想的短期策略目標可以是透過積極

開拓海外旅客和相對便捷的交通網絡，以澳門這個世界遺產中心品

牌為起步點，著力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的“一程多站”旅遊服務，在

科技創新應用下誘領其他產業有序發展，最終讓澳門和大灣區城市

增加產出，達至雙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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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澳合作打造横琴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撑体系 

刘 伟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论文摘要 

横琴粤澳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和高质量发展应在数字化赋能提质增

效、标准化促进品质提升和区域化协作共建共享等方面实现新突破，为

迈向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枢纽提供有力的支撑。一、数字化

赋能提质增效。数字文旅是以网络为载体，以数字技术和信息通讯技术

与文旅业的深度融合而形成的新产业形态，可重构产业格局。未来粤澳

通过数字化赋能文旅产业推动行业提质增效。大力发展电子竞技、电子

商务等数字产业，探索在横琴设立期货交易所的可行性研究以及数字人

民币的落地方案，有效促进数字旅游产业发展。二、标准化促进品质提

升。横琴应当充分发挥粤澳合作优势，成为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全

球的文旅标准宣传推广高地。文化和旅游标准发布后，各级文化和旅游

行政部门、相关技术委员会应开展标准宣传，做好标准解读。鼓励企事

业单位和相关社会组织开展文化和旅游标准宣传和业务交流。三、区域

化协作共建共享。琴澳两地文旅产业区域化、一体化共建共享，充分发

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和自贸区的制度优势、区位优势为前提，从优化

创新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政策体系，加大对港澳内地游学、新兴文旅

业态、数字内容生产制作、青年创新创业等领域集中发力。四、科学化

培育专业人才。横琴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文旅融合示范地和世界级旅游目

的地枢纽节点，需要培育具有国际化思维和融汇中西文化能力的文旅复

合型人才，加大对高层次、稀缺性人才引进，营造良好人才成长环境。

五、国际化开展文旅营销。围绕文旅融合主题，找准营销传播定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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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文旅宣传主题口号，制作横琴形象宣传片、宣传品、动漫游戏、影视

作品等向海外投放。建立立体化文旅宣传推广矩阵，开展粤澳联合宣传

推广，建立国际旅游营销沟通和合作机制，多层次、多渠道与海外各方

建立合作关系，相互开展高水平开展“走出去、请进来”文旅盛事活动

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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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问题 

毛艳华 

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院长、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教授 
 

论文摘要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是推进横琴建设的基础性文

件。《总体方案》体现了粤港澳三地通过合作平台的制度创新推动大湾

区建设的决心，包括在要素跨境流动、经贸和社会规则衔接、行业准入、

合作体制机制、创新能力开放合作等领域的新突破，对于促进澳门经济

适度多元发展、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推动

澳门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都具有重要意义。“一国两制”下横琴深合

区建设固然有其独特优势，但不可否认横琴深合区与全球典型的离岸经

济中心的开发运营模式极不一样，如何处理好“一岛两制”的规则标准

冲突，如何发挥好“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新机制的优势，如何加快产业

培育早日形成内生发展动力，如何构建与澳门趋同的生产生活环境更好

吸引澳门居民就业创业，如何对标国际典型自贸园区实现高水平的要素

便利流动，这些问题都事关横琴是否能够实现在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中

脱颖而出，以综合优势吸引创业与投资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有

力支撑澳门－珠海极点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引领作用，辐射带动珠江西岸

地区加快发展。在创新性实施《总体方案》过程中，要深刻理解粤港澳

大湾区“一点两地”的新战略定位，大力发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

新产业，加快建设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家园，着力构建与澳门一

体化高水平开放的新体系，不断健全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体制，

推动横琴深合区高质量发展，全面彰显“一国两制”强大生命力和优越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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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岸金融：粤澳深度合作区金融发展的目标方位 

陈章喜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论文摘要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

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及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提供了重要

的规划指导，方案中所确立的横琴发展四大战略定位，为琴澳合作勾画

出了新的蓝图，也为琴澳金融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及想象空间。为实现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的战略目标，粤澳深度合作区不仅要实现商品

贸易的自由流通，还要实现投资自由便利、跨境资金流动自由流动，只

有建立起高度发达的离岸金融体系，才能更好地为离岸商品贸易提供相

配套的跨境资本结算、贸易融资、贸易信贷等金融活动，才能满足粤澳

深度合作区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的要求。 

文章认为，离岸金融中心是指拥有与非居民开展金融业务的数量较

多金融机构的司法管辖区，该辖区具有更宽松温和的金融监管、提供低

税或零税，具备银行保密和匿名性等特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是横琴

与澳门融合发展的区域，建设目标是面向国际的自由贸易港。在此前提

下，文章对粤澳深度合作区离岸金融中心建设的基本依据和宏观背景、

离岸金融中心形成的一般特征、粤澳深度合作区离岸金融中心的功能定

位及粤澳深度合作区离岸金融中心运作的政策措施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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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琴粤澳深合区应以扩大市场准入为抓手推进规则机制深度对接 

张玉阁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研究员 

 

论文摘要 

一、创新“跨境会展”模式。在横琴联合举办跨境会展，存在签注

（签证）限制、商品征税和参展商品进入合作区不便等问题。应给予参

展商品暂时进境便利政策；允许会展人员和国外游客依规办理多次入境

有效签证；对限额内进口商品免税放行；对从“一线”进入合作区货物

物品免予检验检疫等。 

二、降低金融机构准入门槛。合作区发展现代金融业，需要解决准

入门槛高，审批标准不明确等问题。应实行对标国际的内外统一的金融

审批标准；以绿色债权为切入口制定统一发债标准；在试点银行、投资

者资格、理财产业类型、资金跨境流动等方面进行适度放宽，打造“跨

境理财通”集聚区。 

三、推进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监管。在合作区内探索跨境资本自由流

入流出和资本项目可兑换，需要解决投资进出受到严格管制的问题。应

发挥自由贸易账户等机制，探索合作区与境内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的

新模式；探索设立港澳保险服务中心；探索开展合格境内投资者境外投

资试点（QDIE）；支持银行机构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 

四、探索数据跨境监管模式和机制。合作区促进国际互联网数据跨

境安全有序流动，需要解决数据跨境互联互通政策制约、“琴澳通”申

请难及使用不便捷不畅顺等问题。应探索有效的数据跨境监管模式与机

制；重点加强产业和科研数据的跨境流动；以医疗数据（电子病历）为

试点推进数据跨境流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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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澳跨境流動之影響分析 

呂開顏 甘俊傑 

澳門理工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 

副教授 

澳門理工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 

公共政策博士研究生 

 

論文摘要 

通行便利程度對城市的社會經濟活動有重要影響。隨著近年來粵港

澳大灣區的建設如火如荼，澳門在積極融入大灣區和增加與周邊地區通

行便利性的同時，迫切需要解決人員跨境流動的問題。本研究的目的在

分析橫琴口岸通行狀況對於澳門和橫琴的影響，同時研究跨邊界活動和

居民跨界行為的因素，希望為澳門與橫琴之間通行政策的進一步優化提

供決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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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經濟引領澳門中小企業發展的效應、機制與路徑選擇 

余渭恆 

澳門經濟學會理事 
 

論文摘要 

中小企業是澳門實體經濟的核心，澳門註冊的企業有超過百分之九

十屬於中小企業，可見中小企對澳門經濟發展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澳門

中小企業經歷過去幾年新冠疫情的嚴重衝擊，導致經營壓力倍增，同時

需要面對資金緊絀、融資困難、人力短缺等問題，而澳門中小企業高度

依賴於本地的營商環境，企業結構和經營模式決定了澳門中小企業的生

存和發展空間。隨著數字經濟時代來臨，帶來了新技衝、新業態、新模

式，數字經濟有助於推動傳統產業升級轉型，降低生產運營成本，提升

生產鏈各個環節要素資源配置能力，從而從整體上促進企業發展。本文

將論述數字經濟賦能中小企業發展的理論基礎，釐清當前澳門中小企業

發展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進而提出具針對性的發展策略，探索數字經

濟引領澳門中小企業發展的可行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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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现代金融服务业的主要内涵和实施路径 

王  鹏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教授 
 

论文摘要 

新形势下做好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开发开放，是深入实施《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重点举措，是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重大部

署，是为澳门长远发展注入的重要动力，有利于推动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对于促进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出了新的战略定位，即立足粤澳资源禀赋和发

展基础，围绕澳门产业多元发展主攻方向，加强政策扶持，大力发展新

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澳门长远发展注入新动力。其中，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现代金融服务业的主要内涵包括：积极发展现

代金融产业，创新跨境金融管理体制，扶持和简化投融资管理程序，建

立健全风险管理机制等。同时，横琴实体经济发展还不充分，金融产业

服务澳门特征还不够明显，与澳门一体化发展还有待加强，促进澳门产

业多元发展任重道远。因此，有必要在坚守“一国”之本的同时，善用

“两制”之利，充分用好国家一系列惠澳政策措施，通过多项实施路径

并结合现有优势，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大力发展现代金融服务业，并

将其作为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及服务湾区实体经济的良好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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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高技术制造业重心空间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赖文凤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论文摘要 

在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下，文章选取

粤港澳大湾区 2007-2021 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为主要研究指标，运用

重心分析方法对粤港澳大湾区高技术制造业的重心变化轨迹及发展差距

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大湾区几何中心点在广州市南沙区凤凰大道，

2007-2009 年高技术产业重心位置一直位于东莞市虎门镇，2010 年重心

位置移动到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道，2011 -2017 年又返回东莞市虎门镇，

而 2021年又移动至东莞市厚街镇。大湾区高技术产业重心一直偏离几何

中心，高技术产业的区域发展差距主要表现为珠江东西两岸的差距，南

北相对均衡静止的状态，东西方向也是湾区高技术产业重心主要变动的

方向，2007 至 2010 年主要向西变动，靠近地理几何中心，东西差距逐

渐缩小，2010 至 2017 年则向东位移，东西差距又逐渐拉大，2017 至

2021 年则有向西位移，东西差距在缩小中。变动轨迹呈现 Z 型轨迹，表

明大湾区高技术产业城市间差距先缩小后又扩大再缩小。其主要原因是

港澳从改革开放以来发挥不同的扩散效应、及珠江对香港向西岸阻隔效

应及高技术产业的聚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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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居民前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跨境就业意愿分析 

吴伟东 

暨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论文摘要 

跨境就业意愿，是影响澳门居民前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就业的重

要问题。本次研究运用 989 份澳门居民的调查问卷数据，使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开展分析，发现居民身份、教育程度、专业背景和了解程度等

因素对澳门居民前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跨境就业意愿存在显著影响。

根据调查数据分析结果，本次研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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