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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深合區融合發展新機遇 

——寫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公佈之際 

劉本立博士 

澳門經濟學會會長 

2021年 9 月 7日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於近日公佈，這無疑是澳

門社會各界期盼已久令人振奮的好消息。《總體方案》是中央支持澳

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推動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大舉措，

這將為今後澳門發展注入了新動力，提供了新空間，創造了新機遇。

正如《總體方案》所描繪的那樣，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將致力打造成

為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新平台、便利澳門居民生活就業的新

空間、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新示範、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新

高地。 

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粵澳合作體制機制創新力度空前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將建立粵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體制，這

是一種全新的嘗試。共商共建共管方面，合作區將建立三個機構行使

管理和執行職權。一是管理決策機構。粵澳雙方將聯合組建合作區管

理委員會作為合作區的管理決策機構，統籌決定合作區的重大規劃、

重大政策、重大項目和重要人士任免。合作區管委會實行雙主任制，

由廣東省省長和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共同擔任，常務副主任由澳門特區

委派。二是執行委員會。作為管委會的開發執行機構，執委會履行合

作區的國際推介、招商引資、產業導入、土地開發、項目建設、民生

管理等職能。執委會主要負責人由澳門特區政府委派，廣東省和珠海

市派人參加。粵澳雙方根據需要組建開發投資公司，配合執委會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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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區開發建設。三是屬地管理機構。合作區上升為廣東省管理，成

立廣東省委和省政府的派出機構，集中精力抓黨的建設、國家安全、

刑事司法、社會治安等工作。 

共享方面，粵澳雙方將探索建立合作區收益共享機制，創新合作

區國民經濟相關數據統計方式，研究編制合作區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

元發展的指標體系等。 

趨同澳門，對接國際，規則制度體系改革創新 

總體方案提出，在遵循國家憲法和澳門基本法的前提下，逐步在

合作區構建民商事規則銜接澳門、接軌國際的制度體系。將研究制定

合作區條例，用好用足經濟特區立法權，建立完善多元化商事糾紛解

決機制。總之，合作區將立足分線管理的特殊監管體制和發展基礎，

推進粵澳兩地的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打造具有中國特色、彰顯“兩

制”優勢的區域開發示範，加快實現與澳門的一體化發展。 

如此，適用於合作區的政策法律制度將極大創新，行政長官賀一

誠先生 2020 年 4 月 20 日回答記者提問時提出的“希望橫琴引入澳

門制度”的願望將變為現實。合作區民商事制度規則與澳門的趨同，

將為澳門企業在橫琴營商、澳門居民在橫琴生活帶來極大的便利，減

少由於制度規則不一造成的適應和磨合成本，從而加速兩地一體化融

合發展。 

方案出台後，關鍵在於落實執行 

橫琴的開發，如果從國務院 2009年 8月 14日批准《橫琴總體發

展規劃》算起，已經足足有 12 年。其間，粵澳合作開發橫琴，取得

了一定的進展。如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和横琴澳門青年創業谷

已經起步，橫琴新口岸旅檢區域於 2020年 8月 18日正式通關並實施

“合作查驗、一次放行”新通關模式，澳門單牌車入出橫琴自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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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20 日落地實施以來至今已增加至 10,000 个配額等等。但總

的來說，澳門參與橫琴開發建設，依然呈現碎片化的發展情況，政策

優勢和吸引力沒有得到彰顯，横琴存在着實體經濟發展不充分，對促

進澳門適度多元發展的服務支撐作用還不明顯的現實問題，離 2018

年 10 月習近平主席視察橫琴新區時所強調的“建設橫琴新區的初心

就是為澳門產業多元發展創造條件”還有較大差距。 

回顧過去橫琴開發建設的發展歷程不難看出，政策制訂和制度設

計非常重要，影響全局。有見及此，今次發佈的《橫琴粵澳深度合作

區建設總體方案》，就是關於橫琴粵澳深合區建設的頂層設計，體現

了中央關於橫琴開發建設的最新指導思想、發展思路和戰略部署。現

在橫琴粵澳深合區的發展藍圖已經繪就，關鍵在於落實執行。中央對

橫琴粵澳深合區建設發展寄予厚望，未來澳門特區政府及社會各界應

當主動、認真學習《總體方案》的要義，政府有關職責部門應加緊跟

進研究制訂方案中的細化配套政策，讓《總體方案》早日落地執行，

社會各界亦應抓住《總體方案》實施的重大機遇，充份用好有關政策，

推動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取得實質進展和顯著成效，以此加快澳

門經濟適度多元的發展步伐，譜寫具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實踐新

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