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粵澳合作新機遇： 
 

         澳門與廣東大廣海灣經濟區合作 



課題研究背景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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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大廣海灣經濟區交

通區位、港口條件、濱海資
源、發展空間、政策創新潛

力和華僑優勢，在粵澳合作

中具有不可多得的戰略地位。
2013年大廣海灣經濟區上升

為廣東省級新區，並被定位

為珠江西岸粵港澳合作重大
平臺 

    2015年，粵澳合作

聯席會議在廣東江門召開
，澳門與江門兩地政府簽

署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府與江門市人民政府推進
雙方合作意向書》，為粵

澳合作提供了新的機遇 

      澳門回歸以來，粵澳

合作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
步和巨大的成就。澳門先

後與廣東珠海橫琴、廣州

南沙、中山翠亨共建粵澳
合作園區，為自身發展開

拓了空間，也將粵澳合作

推向更深層次 

      雙方明確提出探索實

施“共同規劃、合作開發
共同管理、共用利益”的

粵澳合作新模式，依托廣

東大廣海灣經濟區，打造
珠江西岸粵澳合作重要平

臺 

    進一步擴大兩地合作空間、深化兩地合作內容，為經濟社會
發展和民生福祉提高注入新的活力和動力，成為兩地的共同願景 



報告起草過程 

    2015年6月份，成立了
澳門經濟學會理事長柳智
毅博士為主持人的聯合課
題組。 

    課題組成立後，開展
了深入調查研究，廣泛收
集了各方面的資料，召開
多次江門市政府相關部門
參加的座談會、廣東大廣
海灣經濟區所在市（區）
政府部門座談會、有關企
業座談會，詳細瞭解情況
和各方面對於江澳深度合 

作的意見和建議。期間，結合江門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課題組邀請澳門中聯辦原
副主任李本鈞先生到廣東大廣海灣經濟區調研，共同謀劃廣東大廣海灣經濟區發展。 



    課題組還先後到蘇州工業園等內地的產業合作園區考察學習，詳細瞭解
廣州南沙、珠海橫琴、中山翠亨等新區開發建設以及與澳門合作情況，認真
總結其經驗做法和存在問題不足。 
    2015年9月，江門市委政研室課題組成員赴澳門與澳門經濟學會課題組
成員進 

行了深入交流，並拜訪澳門相關的專家、學者以及部分社會賢達，聽取他們
的意見建議，認真探討報告起草工作。 



報告的框架結構 

澳門與廣東大廣海灣經濟區合作的背景與意義 

澳門與廣東大廣海灣經濟區合作潛力分析 

廣東大廣海灣經濟區基本情況 

澳門與廣東大廣海灣經濟區重點合作領域與項目分析 

澳門飛地模式的構想和思考 

澳門與廣東大廣海灣經濟區合作政策定位與保障措施 



第一章：廣東大廣海灣經濟區基本情況 

廣闊的發展
空間 

良好的港口
條件 

優越的交通
區位 

廣泛的華僑
人緣聯繫 

強大的政策
創新潛力 

廣東大廣海灣經濟區
的優勢（廣東省面积
最大的經濟區） 

特色優勢  

產業基礎 

豐富的 

生態資源 



 廣東大廣海灣經濟區位于珠江西岸、江門市東南部、珠三角與粵西及泛珠三
角的連接點，距離澳門47海裏，陸路距離60公裏，總規劃面積約3240平方公
里，是廣東省面積最大的省級新區。 

廣
東
大
廣
海
灣
經
濟
區
區
區
位
圖  



空間結構佈局規劃 

 2013年12月，廣東省政府常務會議審議通過《大廣海灣經濟區發展總
體規劃（2013—2020年）》。根據《總體規劃》，廣東大廣海灣經濟
區未來將形成“一帶三軸、一核三片” 生態型組團式空間格局。 

 

 一帶：貫穿廣東大廣海灣經濟區東西向的沿海黃金發展帶。 

 

 三軸：東部江門主城區—銀湖灣拓展軸、中部臺山主城區—廣海灣拓              

         展軸、西部恩平主城區—鎮海灣拓展軸。 

 

 一核：銀湖灣——廣海灣濱海核心區。 

 

 三片：銀洲湖沿江產業片、上下川國際旅遊片、鎮海灣海洋生態發展 

         片。 



廣東大廣海灣經濟區空間結構佈局圖  



2 

背景 

1 

粵澳合作進入一個全新的歷 
史時期、創造了良好的機遇： 
合作機制日益完善 、經貿合
作不斷深化 、民生合作不斷
改善、基礎設施穩步推進 

CEPA和《珠江三角洲地區改
革發展規劃綱要》的實施、
國家“一帶一路”等戰略的
提出等中央政府一系列戰略
部署，創造良好機遇 

澳門與江門互動日趨頻繁，互
訪對接活動深入開展，簽定了
一系列的合作協議，等等，奠

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二章：澳門與廣東大廣海灣經濟區合
作的背景與意義 



2 

意義 

1 
可以打造珠江西岸新的增長極，
解決珠三角東強西弱問題；可以
推進區域協同發展，促進粵港澳
地區努力打造亞太地區最具活力
和國際競爭力的城市群，成為對
內對外開放的重要門戶 

澳門拓展經濟發展腹地，延
展優質生活圈，培育新經濟
增長點，推動經濟適度多元
可持續發展 

江門加快經濟發展，促進產
業轉型升級，提高社會服務
水平，對接全球的便捷營商
環境 

合
作
發
展
的
內
在
需
求 



第三章：澳門與廣東大廣海灣經濟區合
作潛力分析 

1.歷史淵源深厚，合作基礎扎實 

經貿交
流活躍  

緊密、豐富、
健康的文化
交流 

旅遊合作成
果豐碩， 

“世遺游”
成為精品代
表 

地緣相近，
人緣相親， 

同根同源  



2.經濟互補性強，合作前提充分  

資金互補 
人力資源互補 

土地資源互補 地理區位互補 

資源互補  



2013年澳門產業結構圖  

2013年江門產業結構圖  

產
業
互
補  



3.成本優勢明顯，合作潛力巨大  

可連片開發的

土地面積大 

土地開發 

成本低 

土地開發 

強度低 

人力成本低 

總面積相當於

于珠海、中山

總和，核心區

超過520平方

公里，萬畝以

上可連片開發

的有多處。 

土地開發強度

僅為5%，大

部分區域仍處

於低強度的初

級開發階段。 

低於珠三角核

心區域，也低

於珠海橫琴、

廣州南沙、中

山翠亨等粵澳

合作園區。 

從業人員年平

均工資等人力

成本低於廣州

、珠海、中山

三市水準 。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粵澳合作中遇到的合作空間有限、合作範圍過窄以

及澳門難以深度參與等問題，可探索多個合作選址、多元合作產業多樣合作模

式等粵澳合作新模式。 



4.承載國家戰略，合作前景廣闊 

    依托廣東大廣海灣經濟區，深度參與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粵港澳大灣

區、珠江—西江經濟帶建設以及南海戰略大開發，攜手打造承接國家戰略的

重要平臺。  

廣東大廣海灣經濟區與珠江—西江經濟帶戰略關係圖  



飛地經濟模式 可行合作模式 保稅區模式 

工業園區模式 

經濟開發區

模式 

       根據澳門與大廣海灣的經濟

發展水準、稟賦資源，借鑒他山

之石，發揮“一國兩制”的政策

優勢，合作的模式包括： 

第四章：澳門與廣東大廣海灣經濟區重
點合作領域與項目分析 



1.合作的切入點和突破口  

旅遊休閒業 商貿物流 

金融業 

養老養生
產業  

基礎設施
建設  

先進製造業 



2.重點合作專案及初步構想  

3 

2 

1 

6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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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江國際濱海旅遊度假合作區 

澳江健康服務合作區  

澳江物流合作區  

澳江商務合作區  

臺山深水港  

葡國風情小鎮  

澳江環保產業合作區  



濱
海
旅
遊
度
假
區 



健康服務重點項目： 

廣東銀葵醫院 



澳
江
環
保
產
業
合
作
區
圖  



銀湖灣規劃效果圖  



    飛地經濟模式（Enclaves economic model）是指兩個相互獨立、經濟

發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地區打破原有行政區劃限制，通過跨空間的行政管理

和經濟開發，實現兩地資源互補、經濟協調發展的一種區域經濟合作模式 

第五章：澳門飛地模式的構想和思考 

瑞士巴塞爾機場就屬於較為典型的飛地合作模式。

法國提供土地，瑞士提供建設資金共同建設巴塞爾

機場，機場收益按照協議比例由法國和瑞士兩國分

享，真正實現了共同建設、共同管理、共同受益 

中國和新加坡兩國政府合作建立的蘇州工業園是我

國境內的跨國飛地經濟。其合作的核心內容就是通

過建立合作制度和機制，實現雙方共同規劃、共同

建設、共同招商、共同獲益   

國
外
實
踐 

國
內
實
踐 



良好的溝通協調管理機
制是成功合作的保障  

共同規劃是成功合作
的前提 

堅持市場化運作是成功
合作的基礎  

共同開發是成功合作的
核心 

合理的利益分享機制是
成功合作的關鍵  

飛
地
模
式
的
啟
示 



合作內容  
澳
門
飛
地
合
作
構
想  

治理方式  

    堅持“共同規劃、共同開發、共同管理、共
同獲益”的合作原則，澳門飛地以粵澳政府雙向
合作為前提，以澳門特區政府為主導，共同管理
飛地發展，在飛地引入澳門行之有效的城市管治、
包括民事、商事制度 

    在廣東大廣海灣經濟區內劃定一定面積的一
個或多個選點的土地，由澳門企業向江門市政府
購買或租用，規定土地使用年期，由澳方企業負
責管理與營運，內地有關部門配合協助。除了博
彩業之外，澳門其他產業均可移植或延伸至該區
域，同時具有接納澳門分流人口並提供就業機會
的功能。可定名為“澳門家園”   



建設澳門飛地是涉
及一國兩制的大事，
需要中央政府決策。  

建設澳門飛地必須
得到澳門政府的實
質性支援。  

建設澳門飛地的投
資來源尚存不確定
因素。  

對飛地的人員和貨
物進出管理非常複
雜，需要中央相關
部門的大力支持。  

澳門飛地合作障礙 



第六章：澳門與廣東大廣海灣經濟區合
作政策定位與保障措施 

政策
定位 

共同
願景  

發展
方向 

合作
目的 

推進雙方在重點領域重點項目深度合作，爭
取打造“澳門家園”創新合作模式。 

在一國兩制、粵澳合作的大前提下，推進澳
門與廣東大廣海灣經濟區合作應該以有利於
粵、澳、江三地經濟民生的發展為共同願
景。  

1、建設成為實現國家戰略的重要節點。 
2、建設成為新型商事管理及片區治理開發區。 
3、建設成為服務業示範基地。 
4、建設成為推動粵澳合作的引擎。 

1 



2.1.基本原則 

 

2.合作進度路線圖 

        合理劃分每一階段重點領域、重

點任務，合理安排短、中、長期的行
動計畫和目標體系，分步推進，重視
實效，逐步達標。 



2.2.合作步驟 

 

       根據雙方合作的政策定位，並結合《大廣海灣經濟區發展總體規劃

（2013-2030）》的“五年打基礎、八年見成效、十八年大發展”發展目標，

從2013年廣東大廣海灣經濟區規劃頒佈時開始到2030年，分三個階段實施。 

第一階段:啟動階段

（2013年至2017

年）。 

第三階段:成熟階段

（2020年至2030

年）。 

第二階段:中期階段

（2017年至2020

年）。 



第一階段:

啟動階段 

第二階段:

中期階段 

第三階段:

成熟階段 

以落實2015年粵澳合

作聯席會議澳門與江

門兩地政府簽署的合

作協定為重點，共同

推進廣東大廣海灣經

濟區合作，完善交流

機制，引入澳門優質

服務機構和先進管理

體制，推進重點領域

合作，加快重點項目

建設，推進重大交通

基礎設施建設對接。 

實行全方位的合作，

建立起多層次、多領

域、多管道、多形式

的經濟合作關係。根

據“共同規劃、共同

開發、共同管理、共

用利益”的合作機制，

雙方積極探索深度合

作新模式，推動重點

領域的合作取得實質

性進展。 

持續推進重點領域合

作，并在合作領域、

模式、機制、政策等

方面不斷探索創新，

逐漸形成一套較為完

整的制度機制。爭取

中央政府的支持，突

破政策障礙，加快在

廣東大廣海灣經濟區

進行“澳門家園”的

建設。 



 健全政府間的互動和協調機制——在廣東省級層面，爭取成立“廣東省推進

廣東大廣海灣經濟區粵澳合作工作協調小組”；在澳門特區政府層面，建議

增設“澳門江門合作領導小組”；儘快設立廣東大廣海灣經濟區澳江合作專

責工作組，形成兩地行政首長決策、專責小組策劃統籌、政府部門組織實施

的長效合作機制。 

 

 建立業界和民間交流機制——行業協會、商會等社會和民間組織合作，在澳

江門籍鄉親、民間機構參與，學界、媒體交流，專業機構和專家研究互動，

推進澳門江門更緊密的合作。  

3.加強政府和民間合作機制對接 



4.加強交通基礎設施對接 

廣
東
大
廣
海
灣
經
濟
區
綜
合
交
通
示
意
圖  

統籌區域基礎設施建設，加強兩地交通基礎設施的對接，構建一體化交通網絡 



5.提高制度契合與完善兩地相關法律及
政策 

  

  

推動兩地制度改革，推動
試點工作，提高制度契合
，賦予粵澳兩地政府在廣
東大廣海灣經濟合作區更
多的自主權，提供更多的
優惠政策們提供更強大的
制度機制支持，推動兩地
的共同發展。 

推動粵澳兩地間的政
策研究，統一思路，
增強政策契合，協同
發展，讓兩地在政策
上相互合作、相互銜
接。 



6.加強相關配套政策對接  

 

6.1澳門方面政策制定建議 

6.3雙方共同爭取中央政府和廣東省支持的特殊政策  

6.2江門方面政策制定建議 



6.1澳門方面政策制定建議  

1.支持提升廣東

大廣海灣經濟區

戰略層面 

2.以澳門投資發展股

份有限公司帶動澳門

企業參與廣東大廣海

灣經濟區合作  

4.探索社會福利

制度對接  

5.支援江門粵澳中

小微企業金融服務

創新試驗區建設  

3.制定產業扶持

政策 



6.2江門方面政策制定的建議  

4.加大用地用海政策支持  

5.積極營造良好營商環境 

6.加強社會福利政策銜接 
3.強化金融政策支持  

2.制定財政扶持政策  

1.同等條件下優先支持澳門

參與廣東大廣海灣經濟區建

設 



6.3共同爭取中央政府和廣東省支持的特殊政策  

3.積極爭取建設用

地指標等用地政策 

2.爭取給予廣東大廣海灣經濟區

適當的改革創新許可權，推進在

深化改革方面先行先試 

6.優化口岸環

境及通關模式 

5.爭取稅收和

社會保障政策 

1.爭取自貿區政策  

4.爭取完善創新用海政策 



最新進展情況 

      《意見》明

確提出“支持
廣東與澳門共
建江門大廣海
灣經濟區”，
標誌著廣東大
廣海灣的建設
被提升至國家
戰略層面，成
為國家重大合
作發展平臺，
澳門與江門更
緊密合作的條
件更加有利，
基礎更加堅實 



“江門政研” 微信 “江門智庫”微博 

http://www.eyefulpresentations.co.u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