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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輔靖，國家發展改革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經濟學博士。歷任

國家發展改革委對外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中國駐歐盟使團副司級經濟參贊、經濟

組長、正司級經濟參贊、高級經濟顧問等職，有企業、教師、公務員、證券、外

交等工作經歷。長期從事宏觀經濟、國際經濟等領域的研究，出版了《全能銀行

比較研究——兼論分業經營與混業經營》《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研究》等十多部

著作，在《國際貿易》《宏觀經濟研究》《經濟學家》等核心期刊發表學術論文數

十篇，在《人民日報》《經濟日報》以及英國《金融時報》《Economist》等媒體刊

發文章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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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經濟走勢與澳門的機遇 (摘要)

葉輔靖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

今年以來，面對錯綜複雜的國內外形勢，特別是中美經貿摩擦等嚴峻挑戰，

我國始終堅持穩中求進工作基調，堅持新發展理念，主動對標對高質量發展的要

求，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着力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着力打好防範化

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統籌推進穩增長、促改革、調結

構、惠民生、防風險五項工作，經濟延續穩中向好態勢，改革開放深入推進，質

量效益持續提升。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的同時，必須看到當前經濟運行穩中有變，

面臨一些新問題、新挑戰。今年以來有兩個方面表現尤為突出，國際上表現為經

濟問題趨於政治化，我國經濟發展和轉型升級受到制約，外部挑戰增多與國內矛

盾交織疊加，經濟發展面臨許多不確定不穩定因素。

但是，中國經濟完全有能力通過擴大內需促進高質量發展來對沖影響。我們

說風險總體可控，至少有三個方面的支撐：一是中國經濟整體有韌性，二是內需

有潛力，三是市場主體競爭力在不斷增強。

中國內地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和改革開放將給澳門提供巨大政策機遇和發展

紅利。內地持續發展形成的巨大進口與消費需求，將給澳門旅遊、零售、金融、

物流等服務業發展提供長期的增長動力。內地的新一輪改革開放將為澳門企業投

資中國內地大開方便之門, 將給澳資澳企進入內地市場提供多元化投資、經營與業

務轉型的機會，也有利於澳門產業多元化,進一步提升澳門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將有利於港澳與珠三角地區深化產業合作。未來粵港澳城市群

可在大灣區建設框架下整合資源優勢，加強優勢互補，協調發展，更好發揮區域

協同效應，提升區域競爭優勢，在國家經濟發展及對外開放中發揮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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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智毅博士，現屆澳門立法會議員、澳門大學策略及規劃辦公室主任兼澳大

“澳門研究”課程研究生導師。柳博士多年來積極參與澳門社會工作和學術研究，

並兼任多項社會及公共職務包括：澳門經濟學會理事長、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

員、澳門特區政府人才發展委員會委員、澳門特區政府經濟發展委員會委員、粵

澳發展策略小組(政府組織)成員、橫琴片區專家委員會委員、哈爾濱市政協、《澳

門經濟》學術期刊主編等。曾參與多項政府部門委託的研究項目，澳門日報經濟

版《經世濟民》專欄作者。曾撰寫和發表與澳門經濟及人力資源相關的專著約 20

部，以及學術研究論文 100 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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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經濟形勢前瞻 2019 (摘要)

柳智毅

澳門經濟學會理事長 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

澳門大學策略及規劃辦公室主任

IMF 在 2018 年 8 月發表的《全球經濟展望》中預測，澳門人均 GDP 為 122,489

美元（約合 837,138 元），已經位居第二，僅次於盛產石油的卡塔尔（128,702 美

元，約合 879,600 元），並預計到 2020 年澳門將成全球人均GDP 最高城市，登上

全球最富寶座。

但自中美貿易磨擦開始，全球政治氣候風起雲湧，國際經濟局勢至今仍未明

朗，新興市場股市出現顯著調整，多國貨幣也出現大幅貶值，主要的主權財富基

金的投資表現均大幅下降，甚至出現虧損。從本澳的主要經濟數據和指標分析，

雖然中美貿易磨擦暫對澳門沒有大的影響，但本澳屬於微型經濟體，對外依賴程

度極高，在全球經濟形勢波濤洶湧的情況下，幾乎不可能獨善其身，加上美元及

港澳貨幣已明確進入加息周期，香港銀行體系港元結餘逐步減少，反映資金流出。

此外，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未減，中國消費者信心指數下跌，都有可能影響到本

澳的旅遊服務出口。由本會創設的“澳門經濟景氣指數”最近三個月的領先指數

開始有下跌跡象，反映本澳明年宏觀經濟有可能面臨一定的壓力。

本文將從不同的視角探討和前瞻性分析本澳明年的經濟形勢發展，期望有助

特區預先做好相關預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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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善文委員取得澳門東亞大學工商管理學士、廣州暨南大學經濟學碩士，以

及國家行政學院與北京大學合辦的公共管理碩士。

黃善文早年任職於私人機構，曾擔任會計領域及傳媒工作者，後於 1989 年

加入公職，歷任統計暨普查局技術輔導員、技術員及高級技術員，並於 1999 年

獲委任為統計暨普查局處長。自 2002 年，黃善文調任澳門特區行政區經濟財政

司司長辦公室，先後擔任技術顧問及顧問。

自 2018 年 6 月起，獲委任為澳門金融管理局行政管理委員會委員。



澳門經濟論壇 2018
3

3

6

澳門有關特色金融業本年度的工作進程及未來展望 (摘要)

黃善文

澳門金融管理局行政管理委員會委員

配合國家發展戰略及以“中葡金融服務平台”定位為依託，澳門特區政府明

確提出推動具有發展潛力的“特色金融”業務發展，以新的增長點培育金融業成

為特區的另一支柱產業。與鄰近成熟的金融中心優勢互補、錯位發展，並選定融

資租賃、中葡人民幣清算和財富管理作為現階段特色金融發展的主要領域，服務

面向內地泛珠三角區域（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葡語國家及“一帶一路”沿線

國家和地區等。

自訂立發展特色金融業務的方向以來，特區政府積極完善澳門的金融基礎及

營商環境。

在融資租賃方面，為吸引更多內地及海外融資租賃公司落戶澳門，特區政府

正在重新訂定現行融資租賃公司法律制度以及相關稅務優惠。特區政府亦正在研

究將融資租賃公司納入《企業融資貸款利息補貼》範圍。同時，融資租賃公司牌

照申請和商業登記的程序均會加快審批。

在拓展財富管理業務方面，特區政府正加快完善相關金融法制環境及金融基

礎設施，同時，積極推動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在澳門發行和銷售，豐富本地

金融機構理財產品的種類。

結合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

特區政府正致力完善澳門人民幣金融基礎設施，積極與內地金融監管機構合作和

加強向內地及葡語國家宣傳，推動澳門中葡人民幣清算中心的建設。

除以上金融服務以外，國內外經濟及金融發展環境以及國家發展戰略和進一

步開放政策，為特區特色金融發展帶來了新的內涵，發展綠色金融和將澳門打造

成為貴金屬和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亦被納入特區特色金融發展內容。

期望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透過特色金融產業的發展，將有效促進澳門產業

多元，優化產業結構，推動就業多元，為年青人創造具吸引力的職業生涯規劃，

並為特區經濟適度多元和經濟長期穩健增長作出貢獻。



澳門經濟論壇 2018
3

3

7

主題發言嘉賓簡介

葉桂平，教授，現任澳門城市大學協理副校長，葡語國家研究院院長，澳門

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他先後在中山大學、北京大學、國家行政學院和中

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取得經濟學學士、管理學碩士、公共管理碩士(MPA)和經

濟學博士學位，並曾在武漢大學政治學博士後流動站從事博士後學習與研究。其

主要研究方向為國際關係、葡語國家和澳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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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中葡平台在粵港澳大灣區中的作用探析 (摘要)

葉桂平

澳門城市大學協理副校長，教授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中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實踐平台。澳門

特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助力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既是中央

政府對澳門發展的大力支持，更是澳門應盡的義務和擔當。本文認為，澳門應把

加快建設“中葡平台”與特區五年規劃、國家“十三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以及與配合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出台有機結合，如此才能為經濟社會發展注入

新動力，讓廣大居民取得更大的獲得感和安全感。本文建議澳門特區應繼續鞏固

和發揮“中葡平台”的重要作用，以延伸擴大其功能的方式，將之與粵港澳大灣

區戰略對接連結起來，以獲得一種獨特的疊加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