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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財政司譚伯源司長 

談澳門經濟

- • 關於澳門堅持自由市場經濟制度

“致力維護澳門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這不僅是落實 ‘一國兩制’ 

的重要內涵，而且也是保持澳門特色和發展優勢而賴以依托的根基。為 此 ，我們 

在嚴格遵守國際經貿規則，保護知識產權，維持和加強雙邊和多邊經貿聯繫，建 

立和完善自由開放、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等方面作出了的努力，並已逐步得到國 

際社會的認同，美歐等西方國家對澳門堅持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也表現 

出信心 。” （2001年2月22日在中華總商會工商座談會上致辭）

“澳門回歸後，特區政府保持和發揮澳門自由港的優勢，維護資本主義自由 

市場經濟制度，並致力完善內部的投資環境，健全法治，改善行政，相繼開放有 

關專營行業，努力形成一個更加自由開放、公平競爭、法治嚴明的市場環境。特 

區政府的努力已得到國際社會的初步認同。今年3月 ，世貿組織在對澳門貿易和 

投資政策進行審議後，肯定澳門仍然是世界上最為自由開放的經濟體系之一。”

(2001年1 0月25日在澳門國際經貿合作會議上致辭）

二 •關於改善澳門營商環境

“我們明白，有關經濟法律條款不當或不合時宜，是影響澳門經濟發展的最 

大障礙。我們將會吸納各界意見，借鑑鄰近地區成功經驗，加快修改外貿、金 

融 、稅務、勞 工 、引進外資等有關法律的進程。與此同時，我們將進一步簡化行 

政程序，繼續完善投資環境，加大力度促進投資。” （2001年2月22日在中華 

總商會工商座談會上致辭）

“我們致力簡化行政程序，提高行政效率，加快修改和完善有關經濟法律法 

規 ，清除投資障礙，以便營造一個更加規範、更加寬鬆、法制嚴明、行政便捷、 

公平、公正的投資環境。為保持和鞏固經濟發展良好的勢頭，我們在研究制定吸 

引外資和外來人才的政策和措施，如正在籌設而即將運作的商務促進中心，將為



外資來澳發展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務。” （2002年7月26曰在內地與澳門特區商 

貿聯委會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

三 ■關於與祖國內地經濟關係

“面對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趨勢，面對中國即將加入W T ◦ 的新形勢，如 

何充份發揮澳門的優勢，強化澳門作為祖國內地與世界體系的“橋樑” 作 用 ，促 

進兩地經濟合作，實現優勢互補、共同發展，是有待我們去深入探討而具重要意 

義的課題 。” （2000年9月8日在廈門國際投資論壇上講話）

“祖國內地經濟的蓬勃發展，也給予了本澳經濟發展的強大支持。事實亦都 

說 明 ，本澳經濟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是離不開祖國內地的發展和支持。” （2002年 

2月27日在中華總商會工商座談會上致辭）

“利用本身的優勢，發展和加強對外經濟合作，包括加強與內地經濟合作， 

是特區政府發展策略之一。為 此 ，特區政府鼓勵澳門工商界朋友開闊眼界，走出 

澳 門 ，尋找新的發展商機，特區政府亦將繼續提供必要的支持與協助。” （在 

2002年 1月1 2 日 “中國入世與渝澳經濟合作發展之新形勢” 座談會上致辭） 

“澳門是中國的兩個國際貿易自由港之一，貨物、資金、外匯、人員進出自 

由 ，與國際經濟聯繫較為便利，已參加50多個國際組織，與世界上120多個國 

家和地區有經貿往來，特別是與歐盟及葡語系國家有著傳統和特殊的經貿聯繫。 

與鄰近的自EÍ3港相比，澳門經營成本相對較低，而有關發展政策亦較為寬鬆和靈 

活 。澳門可作為重慶對外經濟聯繫的橋樑，特別是為重慶加強與歐盟及葡語系國 

家經貿聯繫發揮中介作用，而重慶可作為澳門商界朋友進軍西部的“橋頭堡” 

“。（在2002年1月12日 “中國入世與渝澳經濟合作發展之新形勢”座談會上 

_

“澳門將發揮自由港以及與國際市場聯繫廣泛的優勢，在進一步完善內部環 

境的基礎上，增加澳門的人流、物 流 、資金流以及資訊流，在為珠江三角洲地區 

引進資金、技 術 、管理和資訊以及協助拓展國際市場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使澳 

門真正成為珠江三角洲地區，尤其是珠三角西部地區的服務基地。這也是澳門分 

享內地加入W T ◦ 以及新一輪改革開放和發展機遇的最直接途徑。” （2001年

7月26日在內地與澳門特區商貿聯委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



“澳門回歸祖國，澳門與內地經貿關係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 ‘一國兩制’ 

為兩地經貿合作創造了更加廣闊的空間，兩地經貿關係應當比回歸前更加密切， 

‘一國兩制’ 不應成為兩地合作的藩籬和障礙。在此，我建議，在 ‘一國兩制’和 

W T O 規則的框架下，研究建立由澳門、香港兩個特別行政區與內地組成的共同 

市場或自由貿易區，以進一步加強合作，提高合作層次》” （2001年7月26日 

在內地與澳門特區商貿聯委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

“在新世紀，面對世界經濟一體化和區域化的趨勢，面對知識經濟的新時 

代 ，面對中國即將加入世貿的機遇和挑戰，澳珠兩地進一步加強合作，提高合作 

層 次 ，實現優勢互補，共同發展，既是形勢所迫，也是兩地共同願望和發展的內 

在需要。我相信，兩個特區合作，兩種制度結合，不僅兩地同蒙其利，而且將創 

造出更大的生產力。兩地聯合招商的概念就是要集合兩地優勢和資源，形成整體 

投資環境，分工合作，為外商創造一個理想的有利可圖的投資環境。如澳門主要 

作為營商總部和行政運作中心，而珠海作為生產基地，但也可以作相反的選擇。 

總 之 ，投資者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合理進行生產經營佈局，達至最優組合，實現 

理想利潤和發展》” （ 2001年 4月20日在2001澳珠投資環境介紹會開幕式上 

镛 ）

“中國加入W T O ，對於澳門來說，關鍵取決於我們以甚麼姿態去面對挑戰 

和機遇。我們必須積極進取，調整自我，增強競爭力，提高整體質素，去迎接挑 

戰 ，並把握和利用機遇。 “ （2001年 12月4 日在立法會引介2002年財政年度 

(方針）

“加強與內地經貿合作與交流，與內地建立更加緊密的經貿關係，是特區政 

府既定的施政方向和重點。我們將繼續推動和支持澳門與內地官方和民間的、不 

同層次的交流與合作，真正使本澳擔當內地與海外經貿雙向交流的中介及合作平 

台 。” （2002年5月10日在鄂澳經濟合作洽談會開幕式上致辭）

“目前國家或地區之間結成的各類經濟區或自由貿易區紛紛崛起，北美自由 

貿易區、歐洲聯盟等區域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愈來愈引人注目。面對 

區域經濟合作的趨勢，澳門與內地應該順應世界經濟發展的大潮，加強彼此之間 

的交流與合作，在原有的基礎上，將兩地合作關係推進到更高的層次，更廣泛的 

領 域 ，從而形成更加緊密的經貿關係。” （2002年7月26日在內地與澳門特區

商貿聯委會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



“由於地緣、人緣和史緣關係，澳門與珠江三角洲地區經濟關係素來密切， 

特別是內地改革開放以來，這種關係日趨加強。因此我們認為，澳門與內地的經 

濟融合，首先是與珠江三角洲地區，尤其是與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區的經濟融合。 

我們正在致力推進這種融合，希望發揮澳門自身獨特的優勢，逐步將澳門發展成 

為主要面向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區的服務中心，為海外企業到珠江三角洲投資和發 

展提供合作的平台。通過區域經濟合作和融合，以保持澳門經濟與該地區經濟的 

同步發展，實現澳門經濟新一輪的提升和騰飛。” （2002年7月26日在內地與 

澳門特區商貿聯委會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

四 _關於澳門經濟發展路向與經濟發展定位

“短期目標是，繼續促進經濟盡快復甦，增加就業，使澳門市民安居樂業， 

並按照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制度的原則和國際慣例，進一步完善和健全澳門內 

部營商環境。中期目標是，揚長避短，有效利用澳門博彩合法的政策資源，通過 

改革和完善博彩經營和監管制度，引入競爭機制，推動博彩業朝著規範化、多元 

化和現代化的方向健康發展，使澳門真正成為亞洲地區有特色的旅遊博彩中心， 

並使旅遊博彩業有效帶動相關行業發展，促進各行業之間平衡發展，逐步改變經 

濟結構過份單一的狀況。長期目標是，透過加強區域經濟合作，尤其是與珠江三 

角洲地區經濟合作，使澳門經濟進一步融入該地區經濟發展之中，更好地發揮澳 

門的中介服務的作用，成為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其中一個服務基地。最終將澳門逐 

步發展成為現代化綜合性旅遊博彩和商貿服務城市。” （2001年7月26日在內 

地與澳門特區商貿聯委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

“特區政府已明確了未來產業發展的路向，即以博彩旅遊業為龍頭，以服務 

業為主體，各行業協調發展，將本澳逐步發展成為旅遊博彩及會展中心。在 此 ， 

我想說明的是，這個表述不可分割開來理解，我們講博彩旅遊業是龍頭，是突出 

產業重點，強調博彩旅遊業在本澳經濟中的特殊優勢和地位，但博彩旅遊業不是 

唯一的產業，政府並不忽視其他行業的發展；我們講服務業是主體，但並不放棄 

在本澳有條件發展的工業。我們講各行業協調發展，是指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只要 

能發展的產業都要適度發展，而政府將給予必要的引導和扶持，在優化傳統產業 

的同時，亦將培植和推動新興產業的發展，以形成較為合理和多元的產業結構。



總 之 ，本澳經濟不是只片面發展某個產業，而是需要各行各業協調發展，需要各 

行各業人士的共同努力。” （2002年2月27日在中華總商會工商座談會上致辭）

五 _關於就業問題

“古人說， ‘為政之道，以順民心為本’ 。施政要順應民眾的願望，要解民 

眾之所難，急民眾之所急。我們明白，就業是勞工階層最關心的問題。過去一 

年 ，因多年來經濟低迷不景氣，加之部份在台工作人員回流，造成失業率曾經一 

度攀高。我們深切理解勞工階層所遭受的壓力和困擾，有責任協助解決勞工階層 

的困難和問題。” （2001年1月3日在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慶祝澳門回歸祖國一周 

年 、五十周年金禧會慶暨第二十八屆理事第七屆監事就職聯歡餐會上的講話）

“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無論是僱主還是受僱人士，都面對日趨激烈的競爭 

和挑戰。正所謂優勝劣敗，競立爭存。我們每個人都要與時俱進，自我增值，方 

能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才能迎接挑戰，抓住機遇 。” （2002年 4月27曰在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自強不息，把握機遇，接受挑戰》研討會上致辭）

“為居民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力爭使個個有工做，人人安居樂業，是特區政 

府經濟施政的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目標。故政府在出台任何經濟政策或處理任何經 

濟問題時，都會優先考慮居民的就業問題。” （2002年 4月27日在澳門工會 

聯合總會《自強不息，把握機遇，接受挑戰》研討會上致辭）

“目前本澳失業率仍然在高位徘徊，從明年經濟環境來看，存在攀升的壓 

力 ，需要我們繼續予以重視。本澳失業問題的原因比較複雜，周期性、結構性和 

摩擦性三種失業並存。解決周期性失業問題，有賴整體經濟的復甦，解決磨擦性 

失業則要通過完善勞動力市場以及加強職業轉介。而本澳更為突出的是結構性失 

業問題，但解決結構性失業問題需要通過加強培訓，以提高勞動者質素，使其適 

應經濟結構的改變，這是一項艱巨而長期的任務，難以一蹴而就》” （ 2001年 

1 2月4 日在立法會引介2002年財政年度施政方針）

“面對2005年成衣及紡織品配額取消的衝擊，業界和受僱人士都將會受到一 

定的影響。為此我們已在未雨綢繆，研究對策措施，爭取使負面影響和衝擊降到 

最 小 ，而維護業內就業人士的就業機會將會作為優先目標。同 時 ，除了政府的協 

助 外 •我們亦希望廣大職工秉持自強不息的精神，奮發圖強，提升自我，及早準



備 ，以應付未來產業調整和轉型的挑戰。” （2002年 4月27日在澳門工會聯 

合總會《自強不息，把握機遇，接受挑戰》研討會上致辭）

〔本文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提供〕



抓緊時機，進一步加強粵港澳的溝通合作*

廖澤雲 崔世昌

澳門經濟學會名譽會長  澳門經濟學會會長

粤港澳三地各有自已獨特的優勢，長期以來，三地以互補互惠的原則，在合 

作發展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在未來的發展中，粤港澳如能進一步發揮和整合區 

域優勢，加強溝通合作，相信對於整個內地的經濟發展將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澳門特區政府今年的施政方針定出了今後澳門發展的策略方向，就是以博彩 

旅遊業為龍頭，以服務業為主體，尤其大力發展會議展覽和休閒娛樂，其他行業 

協調發展。隨著澳門博彩經營權的開放，博彩業本身固然在素質、管理和績效方 

面會有所提高，更重要的是由博彩業發展所牽動的其他行業的相應發展，包括建 

築 、旅遊、酒店、餐飲等行業。相信在未來幾年，澳門的城市面貌和建設會有更 

好的變化，而各種會議、展覽設施等亦將會相繼完備，使澳門發展會議展覽中心 

的條件趨向成熟完善。因 此 ，澳門市民對於澳門的未來發展是積極而樂觀的。據 

報 導 ，香港方面亦將會在十五年內投入六千億元發展基建項目，而廣東省方面在 

未來亦將以廣州市為中心，重新規劃其周邊城市的功能設置，開展規模龐大的城 

市建設和整合。

單從粵港澳三地未來在大型建設方面投入的資金和規模看，其產生的帶動效 

應是深遠而巨大的，再加上三地原有優勢的發揮，未來珠江三角洲地區一定能在 

祖國的建設事業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可預見的新形勢和契機面前，粤港澳三 

地應充份把握機遇，透過政府層面及民間層面進行更廣泛和更深入的溝通合作， 

共同探索新的合作模式和發展商機。

我們建議：由港澳辦，經貿部統籌，在原有的粤港、粤澳聯絡合作機構的基 

礎 上 ，再設立粤港澳聯絡合作機構，機構成員包括：港澳辦、經貿部、廣東省政 

府 、香 港 、澳門特區政府人員，以下可以再分粤港、粤澳工作委員會或小組，好 

處是在提出方案或議事過程中減少以往逐級呈報，文件在多個部門“傳遞審閱的 

公文旅行” ，既可增強溝通聯絡，又可提高辦事效率，使粤港澳三地合作在新形 

勢下更有效率地推進，從而達到更好的成果。

* 本文為廖澤S  -崔世昌2002年月在九屆全W 政協第四次全體會議大會上的聯合發言•



多重定位與全面發展

楊允中

澳門經濟學會第一副會長

一 ■合理定位的重要性

所謂定位，就是找準自己所處位置，所處座標，所處層次。這是正確認識自 

己 、認識環境，從而對自身發展作出準確設計的第一步。

定位合理、科 學 ，是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精神的體現，是正確確定發展目 

標 、發展路向、發展策略的前提，是精密配置資源與有效面對市場競爭的依據， 

是充份發揮優勢、揚長避短、趨利避害，從而順利達致預期目標的保障。

在瞬息萬變、一日千里的現代社會，提倡科學定位、提倡定位經濟學或發展 

定位學，不僅對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城市、一個企業是至關重要的，而且 

對任何發展階段、任何發展水平的社會個體成員也是不可或缺的。

二 _進一步作好自身發展的定位依然重要

澳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直接管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建立特 

別行政區是依據“一國兩制”原 則 和 《澳門基本法》 規 定 ，是對澳門特殊地位 

的肯定，也是對澳門居民的高度信任和關懷。在澳門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 

澳 、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的基本國策，不僅對澳門是前所未有的變化，就是從 

整個國家，從全球發展觀察，也是嶄新的創舉。這表明不僅澳門原有的基本社會 

制 度 、經濟制度、生活方式可以延續，可以繼續存在，而且原有的發展優勢可以 

延 續 ，可以繼續存在；不僅傳統的一些積極因素可以延續，可以繼續存在，而且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保障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新優勢。當 然 ，擁有優勢、擁有 

保 障 ，不等於前進路上沒有困難、沒有挑戰。理論上的潛在的優勢能否充份開發 

利 用 ，法理上的保障能否在現實中得到體現，依然有待對各種相關因素作出合理 

組 合 、有待於各界居民不失時機地去共同爭取。



澳門經濟疲弱已歷經十個年頭，這確實是任何人不願看到的局面，但從長遠 

觀 察 ，這種不景仍然是暫時現象，特區成立三年來整體向好、復甦景象已經逐步 

展示出來，社會受益面也在不斷擴大之中，這是作出評估的主要方面。同時應承 

認即使在不景中仍然有成功者，仍然有積極因素在主導社會的發展，因 此 ，即使 

是某個經營者失敗或個人發展受阻，同樣要持理性態度，要從整體環境的演進以 

及個人決策行為和努力程度兩大方面加以分析總結。

對發展經驗的總結、對發展規律的認識，雖然通過特區政府的努力和民間的 

配合已有很大進展，譬 如 “博彩旅遊為龍頭，服務業為主體，其他產業協調 

發展”這一認識的形成，以及眾多相關認識的推出，對下一輪協調發展的推動無 

疑是重要的，但進一步深化相關認識、進一步作出理性務實的基本判斷，包括把 

未來發展定位作好、宣傳好、調整好，是一項新的歷史性課題，對此認識不足、 

重視不足、配合不足的行為都是不可取的。

三 •澳門發展定位的多重性

從經濟上看，澳門是個微型經濟體系，這是一個基本出發點。講微型，並非 

指其樣樣都先進，樣樣都佔優勢，同樣也非指其樣樣都落後，樣樣都不行，這只 

是強調從規模上它屬於微型，是一種特定歷史與社會演變導致的客觀現實。只有 

不忘自身處境和條件，才能作好自身發展定位，才便於揚長避短，才可能在發展 

效 益 、質 量 、層次上下大力氣，作足功夫，力爭不斷實現突破，成為一個區域 

性 、國際性發達指標的參照體。

特定的發展環境造就了澳門旅遊博彩中心的地位，這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 

都是要充份開發、積極利用的。現在的問題是，博彩旅遊這個龍頭如何同龍身、 

龍尾配合，帶動後者同步發展？哪些產業構成這個龍身？哪些可能構成這個龍 

尾 ？在保持博彩旅遊這個中心前提下，其他產業有無條件逐步形成中心？博彩旅 

遊這個龍頭是否存在隱患，是否絕對萬無一失？它的替代產業或具替代功能產業 

如何盡早加以培植？在博彩旅遊這個大中心周圍應該盡快形成的是哪些輔助中 

心 ？會議展出、休閒度假、離岸中心、船舶登記、時裝化妝、地區總部等恐怕都 

是存在開發空間的。

從歷史文化上，澳門這個東西文化交流中心地位不應被淡化，澳門這個近代



國際關係博物館不能被遺忘。申請世界文化遺產工程經已啟動，這是重要的一步 

棋 ，其實構成世界級文化遺產內涵的遠不止已被認定的十幾個項目，荷蘭園葡式 

建築群、孫中山舊居、觀音堂、蓮峰廟等都可考慮列入名錄。澳門現有博物館數 

量不少，但規模過小，過度分散，不利於澳門東面文化交流中心地位的被認同， 

興建一二間既具獨特建築風格又擁較大展出空間的博物館，應是一項功在當代、 

利在千秋的適宜決定。未來的東西文化交流中心不僅是個寬鬆的代名詞，而且也 

應是務實、理 性 、智慧的標誌》

從政冶法律上，澳門已經成為驗證 “一國兩制” 科學性、可行性的示範工 

程 ，在這個問題上它同香港一樣具有不可取代的特定功能，不僅對協調兩岸關 

係 ，最終實現國家和平統一意義重大，而且對促進新時代國際關係朝著公平公 

正 、平等互利、共同進步、共同受益的理性目標發展，也有條件扮演一個積極的 

角色。這個示範基地要發揮的應是驗證、示 範 、導 向 、平 衡 、激發、緩衝等多重 

作 用 。

所 以 ，澳門是個別具一格的天然歷史博物館，是個優勢獨具的寶地，它可以 

扮演的角色不能局限於一個，不能局限於某一領域，就其首要者至少是博彩旅遊 

中心、東西文化交流中心、“一國兩制”示範中心，而這三個中心均應是備受認 

同 、達到國際水準的。

四 ■ 坐言起行，自強不息

自我定位、自我設計是一個理性化認識過程，它對社會和個人發展的重要性 

勿庸置疑，把合理科學的認知付諸實踐，轉換成積極的開發活動更形重要與迫 

切 。慶幸的是，小城澳門的民風純樸，社會凝聚力較強，守望相助、自強不息、 

積極開拓、與時俱進，已成為一種傳統，而回歸後民間主人翁、當家作主意識和 

官方依法施政與廉政意識的同步強化，更是前所未有的有利因素。當 然 ，深層次 

觀 察 ，澳門當前有待加深認識、有待全面關注、有待認真完善的空間依然不少。 

十全十美的社會從來不存在、今後也不可能存在，但力求把對公平、公 正 、民 

主 、科學理念的追求變成大多數官員和大多數居民的自覺行為，使社會運行能沿 

著更加理性化的軌道前進，也是大家所祈盼的，同時也是全社會共同的發展願 

望 、共同的追求目標。



全球化中獨特產業集群的競爭優勢

劉本立

澳門經濟學會理事長

產業集群 （industry clusters)是產業發展高度集中於某個特定地區的一 

種產業成長群聚現象。產業集群往往是生產要素國際化配置與本地化優勢（local 

niche)結合後所形成現有經濟的結果，並顯示出較強的產業國際競爭力》在開 

放經濟體系中，如果合理運用生產要素變動和經濟地理變遷的有利因素，以專精 

集約策略加快有競爭比較優勢的產業集群發展，發揮上下游或相關產業集群的效 

應 ，這對當前澳門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及提升競爭力是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 • 產業集群理論回顧

首個研究產業集群現象的經濟學家馬歇爾發現，外部規模經濟與產業集群有 

著密切的關係，產業集群的形式往往是因為外部規模經濟所致。馬歇爾提到，當 

產業集群持續成長，尤其集中在特定的地區時，會有助形成熟練勞工市場和先進 

的附屬產業，或產生專門化的服務性作業，以及改進交通和其他基礎設施。馬歇 

爾還列舉了隨著產業規模擴大而引起知識量的增加和技術信息的擴散來說明產業 

集群的現象。其 後 ，知名經濟學者保羅•克 魯 明 （Paul Krugman)在 《地理 

和貿易》一書就把勞動市場共享、專業性附屬行業的創造和技術外溢效應 

(technology spillovers)解釋為馬歇爾關於產業集群理論的三個關鍵因素。克 

魯明認為，在全球化和地方化一同發展的過程中，產業集群的發展最關鍵是結合 

本地化優勢構建自身某些核心產業的集群，並使之達至相當的規模經濟的程度。

競爭優勢學者米高•波特則從競爭經濟學的角度來研究產業集群的問題。按 

照波特的觀點，產業集群的範圍不是一個小小的產業結構而已，從產業集群的關 

連角度來看，它可能同時隸屬於不同的產業集群，在哪一個產業並不重要，關鍵 

是在那個產業可以具有優勢與別人競爭；不同地區或國家所擁有的產業集群都含 

有自身的獨特性，政府的主要職責在創造一個環境，鼓勵產業集群的專精發展，



特定產業集群發展的關鍵在於結合本地區優勢發展自身的特色，這必須有獨特的 

形 象 、技術和創作能力。

二 ■產業集群的例證

作為一個人口規模和土地面積都較小的國家，瑞士的產業集群是十分突出 

的 。瑞士不僅集中世界性鐘錶工業而聞名天下，許多其他產業也有群聚發展現 

象 。以紡織機械產業為例，瑞士在該行業的產出能力超過了經濟規模數倍之多的 

英國和德國，把瑞士在國外的小公司計算在內，瑞士紡織機械產品也屬世界第 

一 。瑞士的化工醫療製造業、食品製造業（奶 酪 、朱古力在世界上亦享負盛名) 

，同樣亦有相當高的群聚現象，這些產業生產的產品供應全球市場。此 外 ，瑞士 

的銀行業、保險業和旅遊業雖然不是製造業，但也呈現出高度集群的規律。這與 

一些經濟大國相比，瑞士的產業體系可以說不夠完整及全面，但卻相當集中，而 

且具有很好的外向出口能力，產業所吸引的發展資源國際化程度也很高。

產業集群不僅是產業成長壯大的必然過程，而且也是現代產業發展的特徵， 

不僅存在於一些細小的國家，而且在一些經濟大國也普遍存在。保 羅 •克魯明在 

其研究中提到美國“製造業帶” 一一這個在美國東北部由格林灣、聖路易斯、巴 

爾的摩、波特蘭組成的地區，直到20世紀末仍集中了三份一的美國製造業。克 

魯明還把美國的加州“硅谷” 或 “128公路” 看成是產業集群的結果，而不是高 

科技產業自身的獨有規律。在他看來，半導體產業的發展也有集群規律，許多國 

家的高技術產業也有類似的集群現象。

產業集群有可能使產業後起的國家超越原先在該產業上有優勢的國家，形成 

較強的國際競爭能力。美國加州的葡萄酒業是一個相當新的地區性產業，但卻顯 

示出十分強烈的產業集群效應。在美國加州戴維斯附近並不十分大的區域內，集 

中了多達680多家的葡萄酒讓酒企業和種植釀酒葡萄的果場，其產量幾乎是美國 

葡萄酒的全部。圍繞著釀酒葡萄的種植和葡萄酒的生產，葡萄酒的製造設備，以 

及葡萄酒瓶、瓶蓋和瓶塞、商標印刷、專業出版等附屬行業也高度集中於此。經 

過 20多年的發展，美國加州葡萄酒業在國際市場上已經具有很強的競爭力。



三 _產業集群的國際競爭力

產業集群能否有助於提高該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呢？在回答有關問題前，我們 

要認識到，在全球化經濟中，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大為增強，它們都流向產業效率 

高和產業回報高的地區。從區域經濟學的角度來說，為了應付全球化競爭的挑 

戰 ，不同國家或地區要因地制宜，結合自身的比較優勢，構建出能整合本地化優 

勢的產業集群核心。事實上，全球化與本地化是並行發展的，一方面是由於全球 

國與國、地區與地區、城市與城市之間經常都存在相互競爭，生產要素流動會流 

向具有產業效率及集群規模的地方；另方面，在創建關鍵時期需要政府的積極引 

導發展，與民眾一起致力構建本地產業的競爭優勢。越來越多的國家及地區提倡 

選擇自己最具優勢或最適合自己條件的產業來發展，這些產業集群或許在運行成 

本上不一定是最低的，但卻具有自身的特色。國際競爭情勢不斷會有新的變化， 

一個國家或地區有優勢的產業，未必始終能一直保持優勢，後起的國家或地區若 

能選擇最優化產業集群創新發展策略，就有可能後來居上。從國際產業總體發展 

來 看 ，產業集群可帶來更高的產業國際競爭力，具有優勢的產業集群，可以在一 

段不太長時間內出現，借助產業集群優勢，發揮產業集群效應，可以促使該國家 

或地區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提升得以加快實現。

在澳門特區政府行政長官所作2002年度施政報告中，首次明確提出了近中 

期澳門經濟的發展定位，將 “以博彩旅遊業為龍頭，以服務業為主體，其他行業 

協調發展” 這一定位是從當前澳門實際發展環境出發，而且是根據本地獨特比較 

優勢來提出的，使澳門未來發展路向更為清晰，不僅獲得澳門社會的廣泛認同， 

而且得到海內外的好評。

四 •澳門獨特產業集群的發展理據

對澳門而言，當前澳門的比較優勢在於其獨具特色的產業，即博彩業。經過 

四十年的發展，澳門的博彩業已有相當的基礎和知名度， “東方蒙地卡羅”已成 

為澳門的代名詞而被中外遊客所認識。作為澳門的龍頭產業，博彩旅遊業在澳門 

經濟中地位舉足輕重。2001年非本地居民在澳門消費開支約302億澳門幣，相 

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的55% (若以增添總值概念計算，博彩旅遊的生產值約為



225-230億澳門幣，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約為45-46%之間） ，旅遊及相關行 

業僱用了是澳門勞動人口的3 5 % 。去年全年旅客在本澳消費中，博彩花費為 

1 81億澳門幣，佔旅客消費的6 0 % ，住宿及其他消費為1 21億澳門幣，佔旅客 

消費的4 0 % 。2001年的澳門公共財政總收入約為100.90億澳門幣，當中有 

61.33億屬博彩專營的稅收，佔澳門稅收比例為60.78% ，博彩旅遊業支撐了本 

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為特區政府提供了穩定的財政來源，也為澳門實行低稅、免 

稅創造了條件，有利於其他產業在低稅營商環境下發展。

澳門特區政府既然定出以博彩旅遊業為發展龍頭，博彩旅遊業就可以與中西 

文化遺產、優閒娛樂、會議展覽、博覽會、地方美食、酒 店 、購物中心、私人旅 

遊 、商務旅行等連結成產業集群，以專精集約的發展策略來加快這個具有競爭比 

較優勢的產業集群發展，發揮上下游或相關產業集群的效應，以促進澳門產業結 

構的優化調整及提升其國際競爭力。由於博彩旅遊業為本地經濟發展的核心所 

在 ，旅客入境數字及消費力度與本地經濟息息相關。根據統計數字，去年全年入 

境旅客總數達1,028萬人次，比前年同期增長12.2%。今年首7 月入境澳門旅 

客總數為 649萬 人 次 ，比去年同期增 10.8% ，預計今年全年入境旅客可達 

1，1 00萬人次，比去年的增加約一成。今年1-7月 間 ，來自中國大陸的旅客約為 

222萬人次，較去年增幅40.3%，台灣旅客為89萬人次左右，增幅僅3.7% ， 

香港客有約300萬人次，較去年同期微跌約1 . 2 %，而日本旅客約為7.9 萬人 

次 _，減少6% 。

在今年1-7月入境旅客中，以來自中國大陸的遊客增幅最大，達2，219，543 

人 次 ，佔整體澳門入境旅客總數的34.18% ，由此可見內地放寬國民境外旅遊政 

策及其旅遊消費意欲提升對澳門經濟的重要性。根據近期澳門特區行政長官估 

計 ，今年澳門G D P 可望有5 % 或更樂觀的實質增長。同 時 ，澳門博彩股份有限 

公司行政總裁何鴻燊亦透露，今年暑假期間博彩業暢旺，業績比去年同期增長一 

成 多 ，相信今年該公司繳交的博彩稅可達七十億。他續表示，今年首8月該公司 

收入約為一百四十億，比去年同期增長百分之十五。

今年 1-8月澳門博彩專營稅收為48.58億 元 ，比去年的40.09億元上升了 

21.10%。首8個月澳門公共財政總收入約為69.97億 ，比去年同期54.71億元 

增收7.2%，博彩稅佔澳門公共財政收入比例為69.4% ，反映博彩業對澳門經濟 

的重要性正不斷提高。儘管如此，基於世界賭業正日益朝向美國拉斯維加斯或歐



洲消閑式的發展，加上在亞洲地區有越來越多的國家開設賭業，若澳門仍停留側 

重於發展層次並不高的博彩業上，在五至十年內澳門博彩業的國際競爭優勢將會 

減 弱 ，故必須注入新的發展元素，如休閑渡假娛樂及會議展覽旅遊。今年上半年 

澳門特區慎重及妥善地處理了賭權開放及經營權批給問題，在批給經營權三家公 

司中，二家中標新公司的發展概念將側重於休閒度假及國際會議展覽，這將可為 

澳門博彩旅遊產業集群注入了順應世界發展潮流的新發展動力。

五 •產業集群與競爭力

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教授曾澍基曾經指出，從區域經濟學角度來說，此一綜 

合體將可能達致核心（core)或至少是中心（center)的優勢，其他國家或鄰近 

國家的城市要和它作相類競爭，難度將愈來愈高。誠 然 ，澳門若能以產業集群模 

式來發展這一核心，以東方拉斯維加斯式的博彩、娛 樂 、旅 遊 、優 閒 、文 化 、節 

曰等作號召，加上外資的滲透帶動各行業競爭，將有利提升專業服務水平以及居 

民素質，最終提升在區域內的競爭力。

據報刊報道，亞洲不少國家及地區都在研究博彩業對其在經濟方面的作用， 

當中包括了已經開始發展及正在密鑼緊鼓準備發展博彩業的泰國、馬來西亞、韓 

國 、越南、印 度 、緬 甸 、台 灣 、澳 洲 、菲律賓，因而被認為是掀起了亞洲地區前 

所未有發展博彩旅遊業的旋風。

縱使不少國家仍然擔心或不敢忽視由於發展博彩業可能為該國或城市所帶來 

的一系列負面問題，並要為此制定一系列防止及監管法律措施，例如針對犯罪、 

治安、交易、會計、賬目等監管技術及法律。然 而 ，發展博彩業仍然是不少國家 

或城市在可見的短期內，用以振興經濟最為快速的方法之一。

在亞洲的柬埔寨，最近幾年柬埔寨在沿泰邊境開了十二家賭場。馬來西亞唯 

一合法的賭場一一  Kuala Lumpur外的雲頂高地的賭場已經遠遠不能滿足需 

求 ，港口 K k m g外的賭船便開始前來救駕，提供額外的服務。韓國和越南均有 

專門為外國遊客開設賭場，另一方面，現已擁有十三家賭場的澳洲和五家賭場的 

新西蘭亦不約而同地努力吸引東南亞賭客，大家互相透過博彩業吸引或爭奪別國 

賭 客 。

在發展本身國內的賭客源中，韓國最近也對自己國民開放了首家賭場，這個



賭場設於遙遠的礦區，自2001年 10月正式開放後，每天會有約3,600人次到 

該賭場豪賭，每人平均每天輸掉約260美 元 。韓國據說還將有十三家賭場陸續投 

入服務。印度亦於今年一月開設了歷史上第一家賭場，該賭場是設在西部Goa 

海岸一個用鐵錨來固定的船上，該公司希望能夠從尼泊爾和南亞次大陸賭客身上 

取得一些可觀的收入。

隨著博彩業在亞洲各地蔓延，各地政府亦實際地對博彩業進行發展研究，甚 

至成立專門研究博彩業的部門，以便更好地開展有關專業技術及管理培訓工作。 

澳門面對世界及東亞博彩業的競爭壓力與日倶增，必須從技術、管 理 、防止犯罪 

行 為 、宣傳推廣、培訓方面進行強化與推動，而更重要的是不能忽視博彩業與強 

化旅遊配套設施的緊密配合，相信只有將澳門博彩業與休閑娛樂及會議展覽兩大 

主題三者之間巧妙地結合起來，加速發展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澳門獨特產業集 

群 ，並使之在短期內取得領先亞洲其他城市的競爭優勢，才能擺出更好的態勢來 

與其他亞太區的城市競爭，這亦是追趕時間，跨越落後的可持續發展需要。

羅馬並非一天可以建成，看來澳門要實現成為亞洲地區的拉斯維加斯的宏 

圖 ，還有一段漫長且崎嶇不平的道路要走呢！



澳門房地產市場供求及前景分析

楊道匡

澳門經濟學會副理事長

一 •市場基本情況

2000年至2002年 ，雖然澳門地產建築市場的物業供過於求情況依然存在， 

但與回歸之前比較，近兩年以來市道出現了以下幾方面的變化：

1. 供求之間的差距有所改善

政府統計顯示，回歸後的第一年，H卩2000年的商住樓宇新建成單位數目只 

有 3，146個 ，比較 1999年的建成量5，389個和 1998年的 8,321個 ，分別大 

幅減少2，643個和5J75個 。而新樓宇的交易數量在2000年就有5,555個 ，比 

較 1999年的6,325個和 1998年的7,549個 ，分別減少了  770個和1,994個 》 

2001年 ，樓宇供求差距仍然繼續收窄。統計顯示，全年新建成的樓宇單位 

合計2,622個 ，而已作交易的新樓宇單位則有9,765個 。

綜合上述供求對比，顯示2000— 2001年 ，新樓宇單位交易量達到15,320 

個 ，交易總額合計有89.7億澳門幣。而兩年內已建成的單位則只有5，768個 。 

因 此 ，與回歸之前比較，目前房地產市場上樓宇單位的供求差距已經有所改善。

2. 利息補貼有助置業需求

為剌激樓市和協助首次置業人士，澳門政府在1996年8月開始，推 出 “四 

厘利息補貼計劃” 。計劃內容為政府動用財政資源，向合條件的首次置業人士， 

在向銀行申請按揭貸款時，補貼四厘貸款利息。 1 999年 1 2 月特區政府成立 

後 ，這個利息補貼制度得到繼續推行。

從 1996年 8 月計劃實施到2002年 3 月 ，有關的利息補貼貸款申請，累計



有 1 5,640宗 ，而獲得房屋局批准的成功申請，總共有1 3,558宗 。事實證明， 

這個利息補貼制度，對推動住宅樓宇的交易，產生一定的積極作用。

在 2000年 7 月至2002年 3 月實施的第四至第五期利息補貼計劃中，政府 

房屋局共接到6，350宗申請，獲得批准的有5，321宗 。政府的資料還顯示，獲得 

批准貸款的人士所購住宅單位的平均樓價為41 8,000澳門幣。平均貸款額約 

340，00(3澳門幣，涉及的貸款總額接近20億澳門幣。

3. “投資居留法”吸引外來需求

統計顯示，從 1990年到2001年上半年，澳門住宅樓宇的交易數量平均每 

年大約有8，1 00個單位左右，但市場上積壓的空置住宅單位仍然有30，000多 

個 ，如果以過往的平均交易額計算，僅靠本地居民的需求，即使以靜態計算仍要 

幾年時間才能將積壓住宅單位逐步消化。

為了吸引外來投資和外來需求，澳門政府從1995年開始就制訂了一個“投 

資居留法” ，此後幾經修訂，法例逐步完善，法例其中一項內容是在本澳投資物 

業的金額達到1 00萬澳門幣者及其直系親屬，可以獲得在本澳的居留權。

澳門特區成立以後，由於治安明顯好轉，社會環境穩定，有關政府部門在辦 

理申請手續時的效率亦有改善和提高，吸引了相當數量的人士提出投資居留申 

請 。尤其在2001年 ，此類申請個案達到1,300宗 ，而首三季實際批出亦有360 

宗 ，申請和批准的數量明顯較以往增加，對中上價住宅物業的銷售起到促銷作 

用 。

4. 稅率及利息降低成有利因素

澳門的物業交易，以往多年一直要交納“物業轉移稅” ，稅率最高為6% 

2001年 ，澳門立法會通過一項新的法例，將實行多年的“物業轉移稅” 改 為 “印 

花稅” ，稅率亦從原來的6 % ，減低至3% 。

在2001年 ，澳門銀行跟隨美國利率下調已丨1次減息，2002年的利率仍然維 

持不變。如果按揭利率以優惠利率減兩厘，而再可獲得政府四厘利息補貼計算，置 

業人士的實際供樓利息負擔僅為1厘甚或零利息，可以講是歷來最低水平。



5. 發展商多重優惠促销

房地產發展商和代理商採取降低樓價、提供住宅區內的生活康樂設施、送出 

車位甚至住宅單位抽獎、贈送多種家庭生活設施、提供更周到的售後服務等一系 

列優惠，以促進樓宇銷售。目前澳門住宅樓宇的售價，經過不斷調整已處於很低 

的水平，目前的平均樓價每呎僅為400-700元左右。

這些因素對於促進住宅樓宇銷售都會產生利好的作用。

二 •土地及樓宇供求變動

雖然目前澳門房地產市場的物業仍然明顯供過於求，但 是 ，在.“淡市”之 

中 ，因為本地人口和外來移民增加、新婚家庭的組成、以及家庭成員的分化，如 

成年子女另擇居所等幾項因素，仍然構成了住宅市場上的基本購買力。

澳門人口數量增加由三方面的來源構成：本地自然出生的人口，中國內地和 

世界其他地區的移民，以及在澳門臨時居留的商務人員和外地勞工。統計顯示， 

澳門1998-2001年的自然人口增長持續下降，四年合計只有10,277人 。相對而 

言 ，同期的外來移民卻明顯增加，四年合計20,683人 。而外來勞工合計則有 

36.253人 。此 外 ，澳門是一個開放的國際城市，住宅市場的買家除了本地居民 

外 ，還有相當部份來自其他地區的人士，他們因商務、度假等用途而在澳門置 

業 ，後三者對住宅樓宇構成了購買和租用的需求。

1998-2001年 ，澳門居民中因結婚而組成的新家庭共有5，262個 ，一般而 

言 ，這些新婚人士都會從原來的家庭分離出去，另購住宅安排自己的新居，由此 

增加了對住房的需求。

在澳門目前的物業市場中，相對較難消化的是包括寫字樓和舖位在內的多個 

商業單位。要盤活這批積壓多時的商業單位，必須有新的投資和新的商業活動才 

能產生新的需求。

至於土地方面的需求在經歷了多年的淡靜期後，在 2001年度開始重現活 

躍 ，政府在2001至 2002年初以免開投形式，批出了多幅土地。批出的土地大 

部份集中在氹仔與路環之間的填海區域，其面積合計達135.3萬平方米。批出的 

土地用途和面積詳見表1 :



表1 2001/0 2年批出土地

科技大學 高爾夫球場 東亞影視城 漁人碼頭 住友公司 機場物流中心

15 71 14 10.6 2.7 22

單位：萬平方米

資料來源：綜合澳門各報資料

三 •前景分析估計

2002年 8 月中旬至9 月上旬，澳門特區統計暨普查局進行了十年一度的人 

口普查，是次普査結果顯示了澳門人口和房屋的最新情況。

資料顯示目前澳門的居住人口有435,235，房屋單位有212,477個 。而上 

一 次 ，即1 991年的人口普查結果顯示，當時的居住人口有355,693人 ，房屋單 

位有 108,886個 。10年前後的對比，澳門的人口總數增加了  79,542人 ，增幅 

22.4% ，房屋增加了 103,591個 單位，增幅高達95.1 % 。由於房屋增加的數量 

及幅度顯著超過了人口增加的數量和幅度，由此造成了地產市場上房屋供過於求 

的直接原因。

今次的人口普查結果還顯示，在被訪的房屋單位中，空置的單位多達 

51 ,339個 ，其中住宅單位33，750個 ，而包括商業及工業用途的單位則有 

1 7,589個 ，顯示房屋空置的情況雖經多年調整，但仍然未有明顯改善。

由於澳門地產物業市場供過於求的狀況未能改變，因此地產發展商在近年來 

均已普遍緩了物業發展計劃，受此影響，私人建築工程和建造業亦無可避免處 

於一個低沉的調整期。近期較為活躍的是政府的公共工程，在2001年 ，政府的 

公共投資總額為15億澳門幣。其中在大型基建和公共工程方面的支出金額就達 

9 億澳門幣，約佔投資總額6 0 % 。每次政府工程招標開投，都有多家建築公司 

參與競投。2002年特區政府用於基建方面的投資較上年有所增加，提高至1 2 

億澳門幣，估計從2002年開始，隨著博彩業牌照增加至三個之後，會吸引新的 

大型基建投資，商務活動、商務人員和遊客的往來亦會增加，由此將會為地產物 

業市場和建築業帶來新的需求和發展機會。



貨幣金融統計的經濟意義

—— 以澳門為例

陳守信

澳門經濟學會理事

— ■引言

正如貨幣學派（Monetarism)宗 師 ， 1 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 

(Milton Friedman)所 述 ：“貨幣理論就像日式花園，以簡單的外貌掩蓋其深 

邃的真象” (Monetary theory is like a Japanese garden， an appar

ent simplicity conceals a -sophisticated reality ) 。就筆者多年在澳門大學 

任教“貨幣銀行學”的經驗中亦察覺，學生對貨幣金融在經濟體系內的深層意義 

較難掌握，影響了他們作為專業經濟學家洞悉及分析宏觀經濟現象的能力。而一 

般普羅大眾雖對金錢（貨幣）作為收入與開支的敏感度相當高，但對與他們實際 

上是息息相關的貨幣金融現象卻也是不甚瞭然。

有見及此，本文嘗試從深入淺出的角度，重點解釋貨幣金融與實質經濟 

(real-sector economy )兩者間的獨特關係；並以我們身處的澳門為例，引介 

顯示貨幣金融現象的各項向公眾定期發佈的官方數據，以助讀者了解以至掌握應 

用這些具經濟意義的貨幣金融統計資源。

二 • 貨幣、金融與宏觀經濟

貨 幣 、金融與宏觀經濟的互相關係，可綜合為以下數點：

1. 貨幣作為現代社會的必要交易媒介，其發展應當反映宏觀經濟的總量，這就 

是由著名的 “貨幣數量說”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及 “劍橋方程 

式” 引申出來的傳統理論—— 亦即經濟單位持有的貨幣量與生產/所得總 

值保持一穩定的正面關係。例 如 ，貨幣量增加在一定時差以內，將伴隨生產



總 值 一 特 別 是 名 義 生 產 總 值 一 增 加 ；而相反亦然。

值得注意的是，現代貨幣的概念不單是指現金或流通貨幣，還包括各類銀行 

存 款 。隨着持續的金融創新，現時一些先進工業國甚至將一些存款以外的金 

融工具如貨幣市場證券亦包括在貨幣供應量內。

2 . 貨幣單位確立延期支付的標準，以作信貸活動的基礎。在現代社會，信貸是 

推動消費和投資的主要動力。信貸的擴張意味消費和投資活躍及經濟增長； 

而信貸的創造則有賴金融中介一銀行一的業務運作配合。貨幣及信貸 

結合金融中介，即顯現其 “一體兩面”的相關性，分列在銀行的資產負債表 

兩 邊 。

銀行賴以放貸的資金源自存款貸幣（負債），而銀行的資金主要應用在為政 

府 、工商機構及個人提供信貸（資產）》銀行在發放信貸的業務過程中，貸 

款大都以存款的方式保留在銀行體系內。因 此 ，銀行同時亦扮演了創造存款 

貨幣的角色，故亦稱作 “貨 幣 （創造）機構” 。

3 . 貨幣或信貸市場的價格，亦即由貨幣、信貸供求，以至其他外生變數(如中 

央銀行/金融管理局貨幣政策）決定的利率，對消費、投資等實質經濟活動 

構 成 影 響 。例 如 ，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利率下降可降低借貸成本， 

剌激以信貸支持的消費及投資。這 就 是 貨 幣 經 濟 學 家 經 常 提 及 “金 

融 傳 導 機 制 ” （Transmission Mechanism) ;意謂貨幣數量變動影響透 

過利率傳送至實質經濟的過程。

4 . 貨幣的、單位價值”恰與物價成反比。例 如 ，貨幣數量的增長速度若長期明 

顯快於實質產值增長，意味貨幣單位價值（一個貨幣單位等同的購買力）必 

須下降—— 通貨膨脹，才能使整個經濟體系內以購買力量度的實質貨幣需 

求 ，與實質貨幣供應保持平衡。另 外 ，貨幣的 “外部價值” ，即匯率變動， 

亦會影響一個經濟體系與境外世界的相對價格，因而改變出入口的數量，以 

至經濟增長。例 如 ，在以本國貨幣量度的出口產品價格不變的情況下，本國 

貨幣眨值意味以外國貨幣量度的出口貨價下跌，對出口因而造成剌激作用， 

有利以外部需求推動經濟增長》

由於貨幣在現代經濟肩負不可替代的功能，以及金融產業與貨幣/信貸存在

獨特的相關性，其持續發展與穩定遂構成了宏觀經濟健康發展的必需條件。這也

是為什麼金融產業對宏觀經濟的重要性，不能如其他產業一般，純粹從它佔本地



生產總值及整體就業人口的份額來衡量的基本原因。

因 此 ，掌握貨幣金融狀況，對了解及分析一個現代經濟體系的發展十分重 

要 ：而要從現實的角度掌握一個經濟體系的貨幣金融狀況，就必須以各項貨幣金 

融統計數據為切入點。這些統計包括貨幣供應或總量、信 貸 、貨幣機構資產及負 

債 、利 率 、匯率等。這些貨幣部門數據結合其他宏觀經濟數據如經濟增長、消 

費 、投 資 、失業率及通貨膨脹，才足以全面勾劃出一個經濟體系的發展情況。過 

去 ，古典經濟學派經濟學家曾試圖將“實質部門” （Real Sector)和 “貨幣部 

門”（Monetary Sector)完全區分來分析宏觀經濟現象。但正如上所述，現代 

經濟體系的實質和貨幣部門兩者實際存在不可分割的關係。

三 _澳門的貨幣金融統計

澳門的官方貨幣金融數據的定期編制及發佈，是順應澳門發行機構 

(Instituto E m isso r  de M a c a u ， 澳門金融管理局前身）在 1 9 8 0 年成立，始於 

1 9 8 0 年代初期。根據法令3 5 / 8 2 / M 號付與的權力，澳門發行機構於1 9 8 4 年 6 

月正式發出第1 / 8 4 - G E E 號通告，建立銀行按月申報統計系統。早期的貨幣金融 

數 據 ，主要是透過《澳門發行機構年報》向公眾發佈。另 外 ，由於澳門經濟在 

1 9 7 0 及 1 9 8 0 年代經歷了由製造業帶動的經濟起飛，公眾及政府均意識到有迫 

切需要系統性地捜集及編制統計資料，以作澳門社會及經濟發展的分析及規劃。 

因此 “澳門統計資料體系” (Sistem a de Inform ação Estatíst ica  de M acau, S IE M  ) 

亦在 1 9 8 4 年透過公佈法令第2 3 / 8 4 /  M 號建立。編制及發佈貨幣金融數據的工 

作 ，遂在澳門官方統計法律框架內明確介定為澳門發行機構的權限》

有關統計法規隨著經濟環境及政府金融部門組織架構的變易，在過去十多年 

雖有修改，但大體仍是沿襲第1/84 - G E E號通告及 “澳門資料統計體系”的中 

心內容。就最近修訂的法令第62/96/M號規定，澳門金融管理局為除統計暨普 

查局以外，唯一的澳門官方統計編制機關，享 有 “技術自主” ，可 以 “獨立之方 

法”編制及發佈澳門官方貨幣金融統計資料。同 時 ，法令第14/96/M號附件（澳 

門金融管理局通則)第十一條亦明訂澳門金融管理局的一項職能是促進貨幣及金 

融統計之編制。

現 時 ，澳門官方貨幣金融數據的按月編制及發佈是金管局屬下研究暨統計辦



公室的職責。金管局透過向本地傳播媒介發放新聞稿、《金融統計月報》、《金 

融管理局年報》、金管局網頁、《澳門經濟季刊》（由統計暨普查局、經濟局及 

金管局合編）及統計局編制的《統計月刊》及 《統計年鑑》向公眾發佈》而國際 

社會亦可查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編制的《國 

際金融統計》月刊及年刊中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專頁”，獲得最新的澳門貨幣金 

融統計資料。

從最詳盡的金管局《金融統計月報》及 《金管局年報》觀 察 ，澳門的貨幣金 

融統計方法及數據種類大体與國際標準接軌。按《金融統計月報》目錄，其內容 

可引介如下=

1.貨幣供應量

包 括 （i)以M l 及M 2 定義的貨幣供應量及其組合種類一 流通貨幣、活 

期存款、準貨幣負債（包括儲蓄存款、通知存款及定期存款），以及其組合貨幣 

- 澳門幣、港元及其他貨幣；（Ü ) 貨 幣 （發展）概 況 （Monetary Survey) 

分 析 ，即結合銀行及金管局（兩者均為 “貨幣機構”)的綜合資產負債表，分析 

導 致 貨 幣 供 應 轉 變 的 因 素 一 包 括 “對 外 （非居民）資產淨值” （Net For

eign Assets )、“本地（居民）信貸”（Domestic Credit)及 “其他淨值”（Other 

Net Items/Sundries)。 “其他淨值”可視作餘額 （residual) ，因 此 “對外 

資 產 淨 值 和 “本地信貸” 實為貨幣供應轉變的兩大主導因素。 “貨幣概況”涉 

及較為艱深的貨幣理論，但其應用大体可從表一顯示：



表 1 貨幣概況分析

2000 年 2001 年 轉變

1=2+5=9+12-15 1.廣義貨幣供應量M2 84,302.6 91,340.0 +7,037.4

2=3+4 2.狹義貨幣供應量Ml 4,330.2 5,706.4 +1,376.2

3.流通貨幣(澳門幣） 1.740.0 1,977.4 +237.4

4.居民活期存款 2,590.2 3,729.3 +1,139.1

5=6+7+8 5.準貨幣負債 79,972.4 85,633.3 +5,660.9

6.居民儲蓄存款 15,452.9 19,364.5 +3,911.6

7.居民通知存款 772.5 841.5 +69.0

8.居民定期存款 63,747.0 65,427.3 +1.680.3

9=10+11 9.對外資產淨值 74,975.5 85,222.4 +10,246.9

10.金管局對外資產淨值 30,646.2 33,426.7 +2,780.5

11.其他貨幣機構(銀行)對外資產淨值44，329.3 51,795.7 +7,466.4

12=13+14 12.本地信貸 31,103.5 27,716.1 -3,387.4

13.對本地公共部門信貸 -7,932.3 -8,574.8 -642.5

14.對本地機構及私人信貸 39,035.8 36,290.9 -2744.9

15.其他淨值 21,776.5 21,598.5 -178.0

註 ： 丨. 罟民存款包括所有幣锺（澳門幣、港元及其他貨幣）。

2 .其他淨值為綜台所有貨幣機構資產負債表內扣除所有貨幣資產（對外資產淨值及本地信貸）及所有貨幣負債（澳門幣流通 

貨幣及存款）的餘額。

3 .對澳門公共部門信貸出現負值表示公共部門在貨幣機構的存款大於借貸。

單位：西萬澳門幣

資料來源：澳門金融膂理局《金融統計月報》2(X)2年 4 月號》

表 1以 2000及 2001年澳門的貨幣供應數據為例，從貨幣概況分析，近年 

澳門的貨幣供應量增加，基本上是由對外資產淨值膨脹，而非本地信貸擴張所導 

致 。簡單地說，由於澳門奉行貨幣發行局/聯系匯率制度，貨幣供應並非外生變 

數 ，由中央銀行或金管局所左右；而是由國際收支平衡（外匯供應）所決定。

本地信貸出現萎縮，則對貨幣供應量構成收縮性的影響；因此貨幣供應量的 

增加只能透過對外資產淨值的增加來配合。同 時 ，對外資產為國際收支平衡中金



融帳的一部份，其數額的上升（資金外流）正好抵銷了流動帳的盈餘，使國際收 

支保持平衡。

從以上貨幣概況分析亦解釋了為何近年在貨幣供應量有一定增長的情況下， 

內部需求（消費及投資）卻仍然保持疲弱。這是由於貨幣供應的增長並非本地信 

貸膨脹所導致。

表2 貨幣供應、本地信貸與内部需求增長

年份 貨幣供應M2 本地信貸 內部需求

1999 +6.3 +2.6 -1.1

2000 -1.2 -13.8 -10.2

2001 +8.3 -10.9 -1.0

單 位 ：u/o

資料來源：澳門金融《理 局 《金融統計月報》2002年 4月號及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本地生產總值2001 z

2. 居民存款及本地私人部門信貸

包括（i)以存款種類、貨幣種類、定期存款到期時間分類的存款數據及（Ü ) 

以信貸類別（貸款及墊款、金融投資、票據貼現及其他）、貸款及墊款到期時間 

及按行業分類（不包括金融投資）的本地信貸數據。其中以行業分類之本地私人 

部門信貸可大致反映經濟體系內各個環節的投資及發展情況。



表 3 按行業分類之私人部門信貸結構

1999 年 2000 年 2001 年

漁農業 5,128 3,855 5,297

採礦工業

製造工業 2,818,476 2,537,097 2,622,941

糧食及飲品 63,574 48,077 45,062

製衣 1,362,639 1,104,331 1,179,074

其他紡織業 272,182 415,056 529,660

皮革製品 23,997 20,123 17,671

傢甩 30,603 30,358 20,856

陶瓷 10,616 7,218 485

紙及出版業 44,317 38,916 64,105

玩具 52,595 54,394 58,097

機器、電器及電子製品 294,148 277,045 25,890

人造花 1,403 2,213 2,111

其他（未指明） 662,402 539,366 453,930

電力、氣體燃料及水 311,719 199,172 342,178

建築及公共工程 7,320,336 7,650,623 6,410,745

商業 5,768,255 4,772,414 4,088,207

酒樓、餐廳、酒店及有關行業 1,783,306 1,417,011 1,434,946

運輸、貨倉及通訊 303,861 492,129 792,568

非金融團體 589 107,413 39,724

其他信貸 23,536,592 21,603,241 20,345,386

私人信貸（居住用途） 11,290,227 10,603,956 10,413,022

私人信貸（其他用途） 4,134,250 2,917,287 2,526,821

其他 8,112,115 8,081,998 7,405,543

總值 41,848,262 38,782,955 36,081,992
單位：千澳門幣

資料來源：澳門金融管理局《金融統計月報 ) ; 2(X)2年 4 月號。



3. 其他貨幣機構综合資產負債表

這部份為銀行業的財務數據，主要反映銀行體系的業務狀況；從中亦可觀察 

貨幣概況內貨幣供應、對外資產淨值、本地信貸及其他淨值各細項的構成。

4. 本地銀行同業市場（貨幣市場）交易統計

貨幣市場對傳導貨幣政策扮演主要的角色，原因是貨幣政策的轉變應最先在 

貨幣市場反映出來。此類統計包括按幣種及到期時間分類的銀行同業拆借 

(Interbank Borrowing/Lending ) 、銀行與金管局的金融票據及掉幣合約交 

易 、與及澳門票據交換所（Clearing House )統 計 。從這些交易數據可觀察銀 

行的流動資金及金管局貨幣市場操作情況，對貨幣基礎（Monetary Base)(指 

銀行在金管局的存款，可供同業市場交易結算之用）及短期利率具一定啟示。

5. 對外關係數據

包 括 （i)以種類（存放在外地銀行資產、外國證券、非居民貸款等）及幣 

種分類的銀行對外資產；（ii) 以種類（非居民存款、對海外銀行之負債等）、 

幣種及非居民定期存款到期時間分類的銀行對外負債。兩者均為貨幣概況及澳門 

國際收支平衡金融帳的組成部份。

國際收支平衡是實質（對外貿易）及金融部門（跨境投資）的混合統計，記 

錄本地居民與非本地居民的所有交易情況，對開放型的經濟體系尤為重要。正如 

上 述 ，在聯系匯率的制度下，本澳的貨幣供應最終亦取決於其國際收支平衡情 

況 》現 時 ，金管局已聯同統計暨普查局，在本年開展了各項統計試查工作，相信 

在下年底前將可提供全面的國際收支平衡數據。而 “對外關係”統計亦可作全面 

補 充 。

6 .澳門幣匯率及利率

包括澳門幣對主要貨幣的雙邊匯率、澳門幣貿易加權匯率指數（Trade-



weighted Effective Exchange Rate丨ndex) 及本澳各類儲蓄存款、通知存 

款 、定期存款及銀行同業拆借利率。在聯系匯率的制度下，澳門的利率大致追隨 

香港及美國利率走勢。金管局在貨幣市場的操作亦只是被動地順應外圍利率的轉 

變 。澳門的貨幣政策雖然沒有“主動性” ，但匯率與利率分別對外部需求、消費 

及投資的客觀影響依然存在，故不損害這類數據的參考及應用價值。

四 •結論

和其他具有一定發展基礎的經濟體系一般，澳門的貨幣、金融及宏觀經濟存 

在不可分割的關係。經過近20年的發展及累積，澳門現存的貨幣金融統計數據 

已成為公眾及政府分析澳門經濟的重要工具。

然而與其他可直接“解讀”的宏觀統計如經濟增長、失業率等不同，貨幣金 

融統計的有效應用實有賴用者能掌握各項數據代表的“貨幣部門”與 “實質部門” 

之間的關係。

本文試圖從深入淺出的角度，希望能讓讀者對深邃複雜的貨幣理論有初步的 

了解，並較為詳盡地介紹了各類澳門現有貨幣金融數據。當 然 ，本文的目標衹是 

提供一個運用貨幣統計工具分析澳門經濟的起步點。若要探討個別貨幣金融變數 

對主要宏觀經濟變數的細緻量化影響，以及其影響的穩定性（Stationarity) ， 

則仍須利用現有的數列作深入的計量經濟分析。

參考文獻：

1.饒餘慶著： <現代貨幣銀行學> 。香 港 ：商務印書館，1985年 。

2. Milton Friedman. 1994. Money Mischief.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0.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atistics Manual. 

USA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賭權開放後的澳門經濟形勢分析

柳智毅

澳門經濟學會會員

- _ 澳門賭權開放的背景分析

澳門的賭業早於1847年 （清朝咸豐年間）風 行 ，當時的賭檔遍佈澳門，亦 

未有專營的賭場。於1896年期間，葡萄牙政府曾禁止賭博，而導致當時的博彩 

業在法律的邊緣經營，直到1 961年 ，葡萄牙政府才頒佈特許在澳門開辦博彩娛 

樂 業 ，確定澳門地區為“旅遊區” ，這時澳門博彩業才完全合法化。至 今 ，博彩 

業已成為了澳門主要行業之一，去年博彩稅收益為51.6億澳門幣，約佔政府總 

財政稅收的一半；而旅遊博彩業的就業人口約佔全澳總就業人口的三成，顯示該 

行業的發展對本澳經濟有著主要的影響。

在澳門回歸袓國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政治理念使澳門的 

賭權開放成為可能並且變成了現實， 根據《澳門基本法》第 ]18條規定，特區 

可以 “ 根據本地整體利益自行制定旅遊娛樂業的政策 ” 是澳門實現賭權開放最重 

要的法理依據。

澳門賭權開放的構思其實早在1999年初已初露端倪，“加強博彩業監管機 

制 ，提高經營管理水平”的思路是何厚鏵競選特首時的競選政綱之一，在何厚鏵 

上任後隨即表示將成立具國際性博彩經營管理經驗的獨立工作小組，研究本地博 

彩業的前景，於2000年7月 初 ，特區政府正式成立了博彩委員會並由何厚鏵兼 

任主席並委託安達信國際顧問公司，依據 “既要管好，又要發展”的原則對澳門 

博彩業進行研究。

在 2001年特首的施政報告中亦正式提出了在博彩領域引入競爭機制的思 

路 ，並加快了開放賭權的步伐。在3月 份 ，澳門曾派團赴美國考察拉斯維加斯賭 

城 ，吸取其經營管理的經驗；在7月 份 ，向立法會提交《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 

律制度》修訂草案作審議，並得到一般性通過。打破澳門數十年賭權的獨家專營 

制 度 。8 月 3 0日 ，立法會全體會議表決通過《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 ，便奠



定了賭權開放的法律框架。隨後特區博彩競投委員會成立並開始接受賭牌申請的 

意向書，受關注的三個博彩經營牌照歸屬於2002年 2月8 日正式揭盅，標誌著 

澳門的賭權正式開放，澳門特區的產業結構亦正式定位為“以博彩旅遊業為龍 

頭 ，以服務業為主體，其他行業協調發展” 。

二 •澳門經濟現況分析

澳門是一個微型經濟體系，產業結構簡單，在過去的經濟方面曾經有過兩次 

大的發展，一次是70年代中期，出口加工業快速發展時期，在配額制度及各方 

面的經營成本較低的情況下，製造及加工業極速發展，繼而帶動澳門整體經濟。 

另一次是80年代的內地改革開放，澳門發揮了窗口和橋樑的角色，與珠三角形 

成前店後廠的經營模式，再加上中資企業在澳門進行大規模投資，從而促進了澳 

門的經濟發展。

在過往十年裡，澳門經濟遭到較多的不利影響和衝擊，尤其是過去的一年， 

包括美國的“9.1 1 ”恐怖襲擊事件後，美 國 、歐盟及日本等全球的主要經濟因此 

正在調整當中，目前，多個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正在放緩，甚至面臨或已陷入經 

濟衰退，反映了全球經濟的形勢仍十分嚴峻。至於澳門多年來受到外界的經濟環 

境變化影響，房地產業的衰落和中資企業相繼陷入財務危機，繼而產生經濟結構 

轉 變 ，目前更面臨經濟增長下降、通縮情況仍然持續、就業問題仍然嚴重、出口 

形勢不斷惡化：但由於澳門是一個微型經濟體系，受國際環境影響不會太多，經 

濟調整亦相對容易及簡單。在澳門回歸袓國後，在特首何厚鏵的領導下，特區政 

府採取了一系列的開放政策，例如打破了電訊專營權，並把產業結構定位為“以 

博彩旅遊業為龍頭，以服務業為主體，其他行業協調發展" ，帶領澳門經濟走出 

谷底，至今已稍有效果，旅客數目持續上升、博彩收益亦繼續增加、零售業及市 

面投資氣氛略有所好轉。再加上國內經濟方面，中國已正式加入世貿組織 

( W T O )，預期國內經濟將保持高速增長，因此而成為澳門經濟的強大後盾，對 

未來澳門經濟發展有重要推動作用。澳門在特區政府成立以來，由特首何厚鏵的 

領導下，扭轉了過去連續7年衰退的局面，連續第二年取得正增長(見圖一）。



圖一最近十年的澳門經濟增長率

三 _ 賭權開放後的澳門經濟形勢分析

旅遊博彩業長期以來都是澳門經濟發展的主要命脈，尤其是博彩業，其專營 

權終於告屆滿，特區政府立法機關已一般性通過“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開 

放賭權，打破了專營制度。本澳各界人士一般都認為，賭權開放將能夠剌激本澳 

旅遊博彩業，繼而帶動本澳各行各業，促進澳門的整體發展。以下是本人對賭權 

開放後對本澳經濟影響作初步分析：

1. 博彩業方面

澳門的賭權在公平、公 正 、公開和審慎的原則下正式開放，娛樂場博彩經營 

牌照從一變為三，必將對澳門今後的社會、經濟發展造成重大的影響。

按特區政府的構思，未來澳門的博彩活動可謂多姿多彩，除了傳統的幸運博 

彩方式，彩 票 、獎 券 、泵波拿等主要靠運氣贏出的活動，以及 “角子機”等機動 

博彩外，也將首次引入“互動博彩”概 念 ，即透過電腦、電 話 、傳真或接駁視頻 

設備而參與博彩（包括在澳門各賭場的桌上或機動博彩）。經營互動博彩須另行 

申請經營牌照，但牌照數目不限，且不妨礙幸運博彩經營者申請經營互動博彩有 

優先權。

除賭場外，澳門政府有見於旅遊業的重要性及與博彩業緊密發展，可批准在 

澳門註冊的船舶、飛機當處於澳門以外的航線上經營及進行幸運博彩，以及在澳 

門國際機場的已清關區域內經營機動幸運博彩。由此可見，未來澳門博彩業經營 

者除在陸地上設置賭場經營博彩外，還可以名正言順在澳門註冊開辦賭船，豐富



博彩活動，拓展更多客源。

2. 整體經濟方面

特區政府推行“固本培元、穩健發展”的施政方針，開放賭權，引入競爭機 

制 ，據透露，幾年內三家賭牌新得主將投入180億港幣建設相應的軟硬體，新博 

彩經營商的加入不單將為澳門帶來金錢方面的利益，而且透過競爭，將促進澳門 

博彩業的發展，由於博彩業具有較強的“連鎖效應”，能帶起其他相關行業的發 

展及帶來正面的機遇，例 如 ：旅遊業、酒店業、飲食業、手信業、客 運 、建築 

業 、房地產業等等》還將提供更多就業職位，牽動整體經濟，為澳門發展注入新 

的動力。

賭權開放後，當 然 ，最大受惠的行業首先是旅遊業。由於賭權開放，估計在 

互相競爭的環境下，各賭場經營商將各施其法以吸引客戶來澳進行博彩活動，這 

必定能增加遊客來澳：再加上隨著內地的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居民收入增，以及 

國家對外匯與個人出入境管理的放寬，近 年 ，中國內地的旅客數目突飛猛進，相 

信未來中國內地來澳遊客人數會穩步增加。另 外 ，特區政府繼續不斷投入大量資 

源推動旅遊配套設施建設，吸引更多旅客來澳，這必定對旅遊業的發展有正面的 

影響。同時本澳的各行各業，例 如 ：零 售 、飮 食 、手 信 、娛樂等行業亦會因遊客 

增加而有所得益。

此 外 ，未來博彩經營者將對商業及住宅樓宇、地皮等的需求必定增加，價格 

方面亦會隨之而上升，建築業亦會從而得到受惠和發展：其 次 ，未來博彩經營者 

硬體配套設施、旅遊推廣等多方面估計也有融資需求，因此對銀行的授信業務帶 

來新的發展空間；澳門的金融業除此之外，亦由於與鄰近國家或地區相比還是相 

對簡單，本地儲蓄額亦較高，在中國內地加入世貿後，澳門的資金可以作為外商 

融資的渠道，因此澳門金融業未來的發展可以說是正面的。

雖然賭業能有助推動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但亦會對其社會各方面產 

生不同的影響，所以一般國家和地區對賭業仍存有限制，而澳門亦因此成為世界 

三大賭城之一，享有亞洲“蒙地卡羅”的美譽。但隨著亞洲區的經濟發展，博彩 

及旅遊業已日漸受到澳門鄰近國家所關注，更有甚者，一旦香港、台灣、越 南 、



馬來西亞的賭業漸盛時，這無疑將在客源、消費等方面對澳門構成挑戰，直接影 

響本澳的旅遊博彩業。據 悉 ，從1 999年開始，香港賭船活躍，與澳門的娛樂公 

司鬥搶生意，過去來澳門豪賭的日本、臺灣及香港的賭客已經大為減少。

賭權開放雖然有助澳門各行各業的發展，尤其是娛樂事業的發展，但是“水 

能載舟，亦能覆舟” ，亦會很容易對社會整體造成負面影響，特區政府必須謹慎 

處 理 ，否則澳門的社會治安將受影響，從而拖累整體經濟發展。

四 ■結論

澳門回歸袓國後，推行 “固本培元、穩健發展”的施政方針，並將產業結構 

定位為“以博彩旅遊業為龍頭，以服務業為主體，其他行業協調發展”，兩年來 

先後開放了電訊和博彩專營權，打破了長期以來專營及壟斷局面，引入了競爭機 

制 。澳門未來的經濟形勢在賭權開放的帶動下，毫無疑問，各方面的商業活動將 

預料有所增加，旅客來澳門旅遊、博彩及娛樂將成為熱潮，這亦意味著旅遊業、 

酒店業、飲食業、手信業、客 運 、建築業、房地產業等等將大有可為。預測本澳 

的失業情況便會得到改善，失業率高企的問題得到緩解，雖 然 ，短期內對本澳的 

整體經濟仍沒有明顯的影響，但本人深信隨著特區政府各項利好政策的相繼出台 

後 ，連續幾年的經濟負增長可望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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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港澳大三角旅遊區”之品牌建樹

早義

澳門經濟學會會員

1 *  —

— ■ 刖 ã

中國加入世貿，必將進一步促進“粤港澳大三角旅遊區”的加快建設，而在 

急劇化的市場環境與制度環境中，三地合作發展的理念、行 動 、政策需要有新的 

思維和突破，才能切實拓寬合作的領域，延伸合作的空間，探索新的合作方式，

提升合作的層次和水平。

二 ■產業競爭力的整合

“粤港澳大三角旅遊區”建設是三地競爭力共同所在》粤港澳旅遊業各有所 

長 ，各有特色。香港具有亞太區旅遊中心的優勢，澳門以中西文化會萃及博彩旅 

遊為名，而廣東則以嶺南文化及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為特色。隨着粵港澳回歸、 

“一國兩制”政策的順利實施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經濟的高速增長，粵港澳經濟一 

體化趨勢將成為全球經濟一體化總趨勢中的先行區域而日益顯現出來，從而形成 

了粤港澳旅遊發展強大的合力與區域優勢。

近期該地區在旅遊業政策、實 施 、品牌創新方面不斷有新的動作，使得“粤 

港澳大三角旅遊區” 作為一整體品牌的吸引力大大加強。首先在政策方面， 

2 0 0 0 年 1 0 月國務院批准予港澳旅遊的外國團隊進入廣東1 0 市實施 1 4 4 小時便 

利簽証；2002年內地取消了 “港澳遊” 配額制，並且大幅度增加了享有經營權 

的旅行社的數量，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目前，經營出境遊的國內組團社有 

5 2 8 家 ，其中廣東9 9 家 ；香港接待社6 8 家 ；澳門接待社7 7 家 。據 統 計 ，上半 

年 ，廣東入境人數6 6 0 .3萬 ，增長1 1.34%  ；粤港旅客7 5 0 .0 3萬人次，上升1 2 . 8 % ， 

其中內地旅客增加2 5 . 7 %  ；訪澳旅客5 4 7 . 6 8 萬人次，上升9 . 3 % ，其中內地旅 

客增長3 7 . 5 5 % 。其次在實施、品牌方面，香港迪士尼樂園定於2 0 0 5 年建成第



一期項目 “夢幻王國” ，2007年建成第二期 “明日世界” ，必將使香港旅遊業 

錦上添花，估計首年遊人560萬•’澳門博彩業專營權開放使旅遊業迎來新的局 

面 ，大型娛樂場所漁人碼頭、威尼斯水城、拉斯維加斯式酒店等極具吸引的項目 

已經動工或落實了投資計劃，澳門未來將形成區域性的博彩旅遊、休閑度假、會 

議展覽中心；在廣東，有關各方也一直不懈地加強發掘、保 護 、開發和提升自然 

與人文景觀的力度。一系列的項目開發與措施，有助於確立“粤港澳大三角旅遊 

區”的品牌地位，有利於弘揚“一國兩制、三顆明珠”的特殊魅力，致力把該區 

建成著名的國際旅遊區。

然 而 ，過去20多年來，包括廣東在內的中國旅遊產業的規劃與發展基本上 

是以目的地競爭為導向，表現在宏觀層面上就是“大力發展入境旅遊、積極發展 

國內旅遊、適度發展出境旅遊“，中觀層面上則是強調本地接待國內外旅遊者的 

數 量 、旅遊收入，在微觀層面上也是強調企業的本地化，強調接待能力。實際 

上 ，從跨國旅遊企業集團的發展歷史來看，從來就沒有哪一家旅遊企業是靠做地 

接做起來的。這種類似於經濟史上1 5 至 1 7世紀的歐洲重商主義的旅遊發展戰 

略 ，已經不再適應今日粤港澳合作的需要。為了適應中國入世的挑戰和三地互動 

的新契機，粵港澳三地旅遊業發展的理念必須跳出目的地競爭的圈子，從旅遊產 

業競爭力體系的高度謀劃和佈局旅遊資源和生產要素，加強多層面的合作，讓資 

金 、人 才 、品牌、公司在區域內更加方便地流動起來，真正做到優勢互補，利益 

共 享 。

三 ■旅行社的整合

時至今日，“粵港澳大三角旅遊區”的發展需要引入新的合作方式，這就是 

要有大的投資機構介入，聯手打造跨區域、跨國界的旅遊企業集團，在此進程 

中 ，關鍵是要緊緊依靠資本的力量，依靠市場機制，構建一個可持續的合作框 

架 》目前在這方面的合作，比如香港康泰旅行社和廣東國旅假期，香港永安旅遊 

與廣州廣之旅的合作，還只是策略層面上的。從戰略層面上考慮，廣東內地區國 

有旅遊企業的轉型與變革，大型旅遊企業的品牌化和網絡化、資本運作的金融支 

持都是港澳地區相關機構可以優先加以關注的目標領域。

中國入世後，外國獨資旅行社將被允許進入中國內地，勢將對廣東為數不少



的小型旅行社業務發展造成冲擊》2001年廣東有2,300家旅遊企事業單位，大 

多數是小型機構，未能形成規模經濟，其中一些機構資金實力較薄弱、管理水平 

低 、行業行為不規範，不少還帶有計劃體制的流弊，要適應新形勢，廣東的旅行 

社勢必進行新的整合。澳門旅行社目前大概有100多 家 ，絕大部份規模小，甚至 

僅是夫妻店，大的旅行社不多，相信在未來的合作發展中也有整合的需要。隨着 

生存競爭的加劇，會促使現代信息手段的加快運用，網上交易比重日益增長以 

後 ，組 團 、地接的界限將進一步消失，旅行社的組織形式、經營方式會發生重大 

變 化 ，“優勝劣汰” 的結果將使旅行社普遍存在的“小散弱差”問題在調整中走 

向解决。總體而言，港澳旅行社不僅與廣東同業有厚實的合作基礎，而且其國際 

化程度較高，完全可能捷足先登，在廣東旅行社的兼併重組、規範經營以及從業 

人員質素提高的過程中發揮積極的作用。現 在 ，廣東中旅集團已與省內及港澳的 

中旅企業合作，組建了廣東中旅股份有限公司，這是廣東傾力打造的第一艘旅遊 

企 業 “旗艦” ，也是全國第一家粤港澳資本聯合的旅遊企業。

誠 然 ，粤港澳三地旅遊市場具有更深層次、更廣範圍內的資本推動，還有更 

大的創新空間。比 如 ，在商務旅遊市場和旅遊的金融、房地產、諮詢等衍生產品 

群的合作方面，三地的旅遊企業和政府主管機構的合作還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 

努力探索和實踐。

四 •縱深合作的政策取向

粤港澳旅遊業合作是多層面進行的，包括三地旅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合作、 

大型旅遊經濟組識間的合作、旅遊企業民間團體之間的合作、政府旅遊主管部門 

之間的合作等。過去粤港澳旅遊業合作大多是三地企業之間的經濟合作，今 後 ， 

粵港澳三地還要尋求大型旅遊項目合作，尋求旅遊民間團體之間、政府旅遊主管 

部門之間等更高層面的合作。先易後難，通過不同的方式，進行多層次的立體全 

方位合作。具體而言，在政策取向和配套、聯合促進等方面可以着力爭取、協 

商 、實施以下幾點。

首 先 ，簡化出入境手續逐步完善已實行的 “144小時便利措施政策”，爭 

取按國際慣例實行更方便的免簽手續，如爭取國家支持，允許免簽証到港澳的成 

員遊客赴廣東實行免簽；降低港澳居民進入廣東的門檻，取消港澳居民回鄉証，



使以粵港澳身份証即可進入廣東旅遊；取消內地居民進入深圳、珠海特區的邊防 

証手續；最終達成粤港澳之間旅客僅憑身份証就可以出入境的制度安排。

其 次 ，進一步放寬“港澳遊”政 策 。允許廣東的暫住人員參加“港澳遊” ； 

爭取珠江三角洲地區能開展異地戶口辦証赴港澳旅遊，這若能實施，對粤港澳三 

地的旅遊業將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

第 三 ，實施“一地兩檢”，便利通關。目前羅湖、拱北口岸每天人流絡驛不 

絕 ，高峰時達200多萬和40多萬人次，要進一步提高通關效率，除應用智能身 

份証等電子化手段外，三地政府、相關部門還應儘快協商，爭取深港口岸、珠澳 

口岸的聯合辦公，將 “兩道綫變成一道綫” ，互相按照各自政策進行檢驗。這種 

做法在國際上已有成功的先例，比如南美的巴西和阿根廷在環境上就實行這種聯 

合辦公模式。

第 四 ，做好旅遊綫路的規劃和銜接。三地應着手規劃粵港澳旅遊綫路的銜 

接 ，形成跨國（地區）的遊覽路，把海外到港澳遊客吸引到廣東，形成海外一港 

澳一廣東遊覽綫路：把港澳遊客吸引到廣東、內地，形成港澳一廣東一內地遊覽 

綫 路 ：把內地到廣東的遊客吸引到港澳、東南亞，形成內地一廣東一港澳一東南 

亞遊覽綫路。在粤港澳合作的基礎上，形成以廣東、港澳為中心，向海內外輻射 

的旅遊綫路。

第 五 ，加強聯合宣傳促銷。三地要樹立大市場的觀念，充份發揮粵港澳旅遊 

推廣機構的功能和作用，密切在旅遊方面的交流、溝通和協商等，研究共同關心 

的問題，解决在旅遊方面出現的摩擦，進行多元化的推廣活動。具體來說，可做 

好以下方面，充份利用三地在海外開辦的機構和企業，通過緊密聯系合作，形成 

促銷合力，塑造 “粤港澳大三角旅遊區”的新品牌：聯合制作旅遊地圖、旅遊小 

冊 子 ，直郵世界各地主要旅行社：充份利用粤港澳旅遊網平台，快速溝通信息和 

廣泛宣傳促銷；可在海外主要旅遊客源國聯合設立旅遊辦事處：聯合組織赴外國 

舉行推介會、說明會，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宣傳格局，提高整體形象。



二板市場的持續發展和香港創業板初探

甘樂年

澳門經濟學會理事

_  ■刖 5

二板市場相對於主板市場的概念，提供一個不能滿足主要板市場上市規格但具 

有市場的發展潛力，同時需求資金營運的企業上市市場，也稱作創業板。二板市場 

針對高新企業融資而產生，風險投資是推動二板市場成立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通 

過公開上市形式，二板市場為風險投資退出提供渠道。上市企業同樣可在二板市場 

再集資的方法讓企業持續發展。在二板市場掛牌的企業原則上是高科技、具前景和 

創意的中小型企業，其後轉變為大型企業的例子亦不少。上市公司與二板市場互相 

依存，科技成功發展推動二板市場壯大，二板市場的成功反饋相助企業健康成長。

二 、二板市場的發展與預期收益

世界各地的二板市場並非全部成功扶持高新企業發展，1995年美國的E C M 、

1 996年英國的U S M 以及1 997年法國的二板市場皆不能逃離關閉的命運。大部份 

地區為免二板市場不能產生效應，紛紛提高對上市公司的審批和嚴格的資訊披露要 

求 ，低於主板市場的週期業績報告，確保公眾對公司運作更加清楚，減少不平衡資 

訊的誤差，更能精確評價投資風險和回報的或然率。

美國N A S D A Q是成功的二板市場典範，位於美國加州矽谷內的科技公司微軟 

(MICROSOFT)、英特爾（INTEL)、戴爾■ 撞（D E L L )、太陽® 1 ( SUN) 、 

CISCO等等均在N A S D A Q上市，二板市場為這些高新企業繼續發展提供融資渠 

道 ，原來持有公司股票的員工，發揮股權激勵制的成效，使投入產出合理分配，知 

識加努力轉化為財富收入。N A S D A Q 的成功不是單方面依靠完善的證券交易制 

度 ，N A S D A Q內上市公司的產品基本主導世界I.T.業的發展和需求供給。內部管 

理完善，每年從技術上的突破，產品的推出佔據世界絕大部份的市場，公司的盈利



和潛力完完本本反映在本身的證券價值上。1990年來，美國絕大多數的高科企業在 

N A S D A Q上市，截止20世紀末，高科技公司佔上市公司的40% ,約為2,000家 ， 

這些高科技包含的範圍有電子配件、醫藥生物技術、電腦軟硬體及外圍設備、通訊 

設備等等。NASD A Q成立20多年，發展速度快於世界各地的主板市場，特別是科 

技泡沫未爆破前，世界知名的投資公司皆是場內的做市商成員（N A S D A Q採取做 

市商制度交易） ，摩根士丹利、美林、高盛、所羅門兄弟這些世界一流的基金管理 

經理人買入賣出市場內企業股票，市盈率高達100是平常事故。二板市場的產生對 

科技公司及其他新興產業機構起推拉的作用，幫助風險投資者順利退出企業，回收 

報酬。同時增大投資的層面，有利社會閒置資金增加投資的層面。很多美國及境外 

的投資者的資金投入增長神速的公司，回報率以幾何級數計算，分享推動科技發展 

的成果》根據一項中國學者研究分析，風險資本投資的創業公司上市增加100萬美 

元 ，風險投資總額增加3.6萬美元，©此項研究說明企業上市成功對風險投資的激 

勵成正比。由於N A S D A Q的成功創立及持續發展，世界各地，特別是先進地區， 

先後推出二板市場。世界各地的二板市場的發展大有超過主板市場的趨勢，相繼建 

立的二板市場至20世紀末的成立列於表1 。

表 1 全球主要二板市場成立曰期

國家及地區 二板市場名稱 成立年份

美國 N ASD AQ 1971

英國 AIM 1980

法國 新市場 1996

德國 新市場 1997

歐洲 EA SD A Q 1996

新加坡 SE SD A Q 1987
資料來源：各二板市場之相關網頁-

各地二板市場的管理和上市要求並不盡相同，但一般有其共同之處。二板市場 

上市的企業針對於中小型企業希望通過對公眾人士、機構投資者、風險投資者集 

資 ，開放公司的股權及增大股東的份額，使中小企業能夠免除資金營運的憂患。二

© <風險投資與實踐>



板市場的上市規則一般免除對盈利的要求，以香港創業板為例，對申請上市的公司 

不設盈利要求。香港的主板市場對申請上市公司的公司需求過往三年合計5,000港 

元盈利，最近一年須達2，()00港元。前兩年合計3,000港元之盈利以上的上市規劃。 

兩者比較，創業板的寬鬆情況極高，且有別於主板要求，無需對盈利作出預測報 

告 。©上述對創業板上市公司的預留空間說明二板市場有利企業缺乏盈利支持下的 

繼續生存。

二板市場的企業，特別是未成熟的二板市場，企業一般未有盈利，高市盈率或 

企業需要資金繼續投入而不派發股息。這些行為對傳統有關證券分析的技術無用武 

之地。股票的未來市場價格使用預期理論，投資收益來源於股票的溢價。以數學形 

式考慮投資於二板市場的資金收益的外生變量為市場資金利率和股票未來的升跌價 

格差。即 ：C = f ( r ，A p ) ，其中r為利率，A p為股票價格差，當預期價格收益 

(價格差- 必須繳付的手續費）大於利率收益才可投資於股票，有 ：

3 f  ( r , p) á  f  ( r ，p) 
d r _  3 p

若利率（r)處於上升期，則股票的預期收益受壓。圖一代表未來利率變動趨勢 

(r )與回報收益的關係，利率預期上升的速度越快，貝(J資金回報收益R越高。其中 

Rr為利率在不同的升幅變動下的組合曲線，若y軸P’ 股票預期升幅變動率，則兩 

者可作比較。若以利率不變動計算有M  (1 + r)n < M  (P t + n/p t x 100)由 於 r 隨政 

府公佈利率變動而言，故不為靜態，首先討論利率上升期，有投資股票的必須條 

件 。

(1 +  n )(l +  r2)(l +  r3) ........ (1 +  r!) <  P t +  n/p  t x 100)

若任何時間都估計股價升幅率大於利率的升幅，此時出現圖二的情況，組合曲 

線Rc位於利率預期升幅組合線Rr的右端，這個假設不滿足預期理論的實際條件。 

利率的上漲對企業的營運帶來負面作用，無論從消費及儲蓄角度，資金投資收益成 

矛盾。實際上的股價升幅預期線如Rn的形式出現。股價分析用綜合市場取代時，用 

指數1取代個別股票收益R 。此時兩者相交於E 點 ，E 點為平衡點，在這平衡點以 

下 ，投資於股票有利，以上則投資於貨幣市場收益較大。

② 〈香港創業板上市規則〉。



圖一 圖二

上述的推論’筆者使用電子計算機模擬出曲線上彎的情況，說明在利率預期上 

升時通過某程度的增幅空間，才有效抑制股票市場的狂熱且樂觀的回報收益。對短 

期投資者而言，上述提及的利率由r/l 2變成r/365，高利率的收效未能即時反應。 

政府使用利率政策不是純顧及股票市場，主要是視乎整體經濟運作需求，面對於使 

用聯繫匯率的地區更只能處於被動的狀態，利率政策一般未如理想。從另一角度而 

方 ，若處於減息期，自然對股票的影響較大和直接。投資於股票市場收益率的機會 

成本f (r)減少，有利f (r，p ) 中的正數值結果（若股價預期為負時，根本不會 

投資於股票市場，故無需討論）。

2001年世界科技泡沫爆破，美國9.11事 件 ，恐怖集團劫持民航機撞擊世貿中 

心及五角大樓成催化劑。世界經濟運轉速度減慢，各地消費意慾不振，自然對產品 

需求下降。股票市場承受最直接的衝擊，二板市場的熱門企業生意前景不妙。美國 

N A S D A Q指數從2000年3月的5，()1 4點高峰一至下跌至2001年 1 0月份丨,700點 

才能喘定。股票價格單憑預期升幅支持不足，回歸至盈利率、股息派發等實質支持 

資 料 ，正如上述函數í' (r，p )對於有盈利及股息派發的股票引入盈利率p/e和息率 

g ，組合後的f (r，p ，p/e，g ) 的正值取向高於那些單憑前景推測作招來的企業。 

二板市場今後的發展以務實為主，投資者更緊慎選擇，短期不易再興風作浪。

三 • 二板市場的持續發展

二板市場可協助初生企業上市，風險投資籍公開上市的方法可得到最高的收益 

率 。風險投資、二板市場與企業發展成為三角關係，提高社會的人材需求，對技術 

創新、就 業 ，教育起促進的作用。工業企業家由物質資料（包括虛擬經濟）生產者



變為金融資產管理者，對整個經濟生產產生負面影響，以上論據是馬克思的理論。 

工業資本轉向金融資產，結果速使停滯惡化，導致危險的惡性循環。二板市場成為 

上述不利因果的中間媒介，投資者通過金融投資轉身為新興企業的股東，資金回流 

至生產系統，形成有效的流轉程序。二板市場能否持續持發展基於該地區新興企業 

設立和持續性，資金能否增值，企業業績與二板市場可謂唇齒相依。市場氣氛良 

好 ，不良企業可由泡沫經濟支撐，但當步入熊市時，企業的產出為投資者的參考因 

素 ，優良企業才是二板市場繼續發展的基石。世界一般的二板市場，如馬來西亞的 

K L S E，新加坡的S E D A Q ，台灣的ROSE內上市的企業以本地企業為主。企業的 

設立和關閉決定於當地的法制，人才素質，政府政策等等這些參數。在此，集中探 

討不同的勞工政策對企業設立時需要考慮的成本負擔。就業市場穩定，人力資源分 

配合理與及企業盈利間的平衡取捨對社會發展起重要的作用。

美國勞工法例寬鬆靈活性高，有助美國的企業創立，過去十年一直增長的國 

勢 ，經濟學家和政界人物推崇這些政策所創做的大量新增職位。然 而 ，隨全球經濟 

放緩，跨國公司的合併或痩身行為，皆以精簡人手落筆，這個裁員趨勢擴散至中小 

型企業。十年內，長遠3,900英里的光織取代常規的網制電線傳導系統，過熱和過 

多的供應與虛擬需求並不平衡。I.T.泡沫在2001年內破滅，多家大公司股票價格一 

落千丈，有盈利者可以支援生存，大批企業倒閉’整個I.T.行業拖欠5，0()()億債務。 

25萬電訊業的工作被裁掉，70多萬互聯網員工失去職位，且短期內很難再次獲得 

受聘。©這個裁員之風並未停止，日本富士通全球裁員15,000人 。惠 普 （Hewlett- 

packard )成功合併康柏電腦（Compaq Computer ) ，將大幅削減公司員工十分 

一 ，達 15，()0()千 人 ，節省薪津25億美元。© 其他科技公司通過裁員控制成本，對 

整體經濟運作起長遠的影響，教育人材與市場需求長期並不匹配，浪費極大的社會 

資源。美國政府這一套的勞工法也使裁員更當容易和節省。勞工法與企業設立與持 

續經營有莫大的關係，美國與歐洲和日本有較大的分歧。歐洲和曰本的慣常做法跟 

隨合約訂定不能隨便解僱員工，甚而規定員工的有薪假期天數，工人罷工時不能以 

臨時工人替代。當地的投資收益須顧及當地居民的利益，利潤分配不單以企業為核 

心 ，與美國公司和僱員互相決定，相互關係截然不同。上述的差異表現於完全競爭 

與社會穩定發展的不同版本，兩者選擇有其優劣之分。以法國電訊阿爾卡特

③香港》報 ' 2001年9 月7 曰 •

④香港信報，2001年9 月6 曰。



(Ateatal)為例，以170多億美元進行連串收購打入美國市場，2001年的電訊泡沫 

爆破，該公司立即關閉美國剛收購的工廠，裁減人手數目超過美國境內僱員的四分 

之一，人數達5，00()人 。而在歐洲受僱的7萬多員工中不能隨便裁掉，工會領袖威 

脅發動全國大罷工，公司不能以賺錢為目標，忽視員工存在地位。儘管第二季度虧 

損 27億美元，只能在百多間工廠中關閉一間，裁員人數只達十七分之一，共削減 

4，()00多個歐洲員工職位。©其他例子包括美國電訊業朗訊(Lacem Technotipin) 、 

化工企業杜邦（Qupont ) 、汽車零件廠Aephi Automofive System、芬蘭的 

N O K I A，德國化工BASF等裁員時以美國員工首先開刀。現今世界生產力的大幅 

攀升，20%的人員工作能維持100%的需求。較少的法規和行政干預有利企業設立 

和人材競爭，但穩定的工作環境有利當地財富的內部分配和企業的長期運作。美國 

N A S D A Q市場的成功及持續發展離不開該國的自身特色，美國現有資源、高層次 

的教育系統和社會保障政策，有條件讓企業在高科技產業的全方位發展，廣闊的行 

業空間不致人力資源流失。歐洲國家人口結構相對較少，重點專案發展有利企業的 

規模結構，保衛較強的勞工法規有利當地居民生活穩定和科技事業的順利發展和提 

供技術突破的環境。健康的二板市場依靠業績良好的企業，若企業過份容易開設和 

關閉 ’投資收益就不能演繹下去，持續發展受到衝擊。

四 _ 香港二板市場的簡介和現狀

香港創業板於1 999年 11月 1 5 日成立，香港聯合交所以2000年 3 月 1 7 日為 

基準日推出創業板指數，基準點訂定為1000點 ，至2002年3月中在創業板掛牌上 

市的企業為127間 。創業板標誌風險投資的發展，不單面向機構投資者，且直接接 

受公眾認購，與世界其他地區的風險投資比較，可以說是進程較快的地區。以 I.T. 

及互聯網為首的創業板企業上市日超額認購，籌集資金容易。上述公司一時資金充 

足 ，財務穩定，大規模招兵買馬，I.T.人材即時供不應求，香港變成中國一個充滿 

希望的科技城市》這些被認購股票的公司往績未見盈利且未有受市場歡迎的產出製 

成 品 ，居民的對創業板上市的熱烈反應，基於樂觀回報的投機心理。隨世界經濟放 

緩和科技泡沬爆破，消費從虛擬領域回歸至實質的消費。世界各地的二板市場急速

⑤ 香 港 （信報> ，2001年8 月1 0日 •



滑 落 ，香港創業板不能獨善其身，截止 2002年 3 月 2 1日 ，創業板指數收市為 

208.76，市值蒸發8 0 % ，大部份投資者未能獲得任何收益。創業板前景不妙，對 

香港風險投資帶來深遠的影響。參考表2 ，使用2000年 3 月佔比重頭8間企業與 

2002年 2月之市值統計，市值蒸發612億港元，跌幅達7 7 % 。其中上市時超額認 

購 669倍及21 8倍的TOM.COM LIMITED及新意網兩間代表香港科技創新的 

企業，股價分別從高位15.35元及17.45元曾下跌至最低位的2元及1元 ，香港創業 

板股價以泡沫居多，缺乏長期投資的前景。

表2 創業板企業市值統計

公司 代號

2 0 0 0 年 3 月 2 0 0 1 年 8 月 2 0 0 2 年 2 月 2/2002
3/2000
%

市價總值 

(百萬港元）

佔市場

總額

市價總值 

(百萬港元)
佔市場

總額

市價總值 

(百萬港元)
佔市場

總額

Tom.com 8001 31.764.21 36.63 6,148.19 11.30 12,304.79 17.96 -61.26

新意網 8008 26,000.00 29.98 2,193.85 4.03 3,183.75 4.65 -87.75

香港網 8006 9,216.00 10.63 1,332.94 2.45 1,404.73 2.05 -84.76

天時軟件 8028 3,731.25 4.30 498.48 0.92 407.09 0.59 -89.09

裕興電腦 8005 3,320.00 3.83 300.00 0.55 280.00 0.41 -91.57

愛達利網絡 8033 1,983.38 2.29 455.99 0.84 492.47 0.72 -75.17

長達科技 8026 1,789.38 2.06 219.84 0.40 106.34 0.16 -94.06

菱控電子商業 8009 1,758.21 2.03 238.66 0.44 218.34 0.32 -87.58

總值 79,562.42 11,387.95 18,397.51 -76.88
資料來源：香港聯合交易所資料庫•

創業板推出初期，企業以配售和公開發售以供股認購的方法上市，由於投資者 

的資金大幅流失（參看表3以公開認購上市方法的企業股票價格變化情況） ，公眾 

對創業板漸失信心，企業集中於向機構投資者以發售認購的方式上市，資金籌集層 

面減少。1999年上市時包括發售以供認購方式的企業佔上市企業的85.7 % ，2000 

年是25.5%，2001為 15.8%。2001年上市的57企業成功集資41億45萬港元， 

與2000年 47間上市企業籌集的丨48億 1千萬港元相比不足2 8 % 。截止2000年3 

月 ’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為16間集資金額1 5億港元，發售以供認購的形式只佔3 

間 。香港聯交所2001年9月26曰公佈的創業板第十次修定關於最低公眾持股量的



比 例 ，市值40億港元以下發行人最低持股量為2 5 % 。市值40億以上發行人的公眾 

持股量為10億港元（以上市時計算）或20% (以較高者為準） ，公眾持股量與未修 

訂前增加5-10 % 。新規定增大二板市場企業的公開操作，減低公司股東不合常理的 

違規和違背信用的套利行為。若根據規例，已上市公司必須向公眾沽售公司擁有的 

超份額股權。®事實上，投資者對部份已上市企業的股票失去興趣，不容易增大公 

眾持有量的份額。新規例豁免在2001年 10月1 日前在創業板已上市的發行人執行 

上述的修定。統計數據和現狀顯示，創業板未如預料中理想。

表3 上市方法以公開供認購之股份記錄

上市曰期 市價總值(百萬港元） (2001 年8 月)

(年/月/日） 公司名稱 認購倍數 (2000 年3 月) (2000 年 3 月)(2000 年 3 月) 股份頒

1999/11/25 浩倫農業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58.70 220.00 365.00 65.91% 化工

1999/11/26 松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66.00 1,040.82 300.43 -71.14% 電子

1999/12/02 上海實業醫藥科技（集團） 

有限公司

495.20 1,233.80 998.20 -19.10% 製藥

1999/12/02 大誠電訊科技有限公司 200.25 359.04 112.88 -68.56% 通訊設備

1999/12/16 亞洲訊息（控股）有限公司 394.00 379.20 49.53 -86.94% 網上資訊

1999/12/17 乾隆科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312.00 244.18 181.03 -25.86% 應用程式

2000/03/01 Tom.com limited 669.00 31,764.21 6,148.19 -80.64% 網上資訊

2000/03/17 新意網集團有限公司 218.00 26,000.00 2,193.85 -91.56% 資訊科技

總 數 61,241.25 10,349.11 -83.10%
資料來源：香港聯合交易所資料庫。

五 •香港創業板的前景

香港為亞洲一個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歷史悠久，具有健全的金融體系和貨幣 

管理機制。市場和法律規條完善，軟硬體設備齊全，可使用原有設施和熟練的金融 

交易人材，相對邊際成本較低，創立二板市場提供充分條件。香港本地企業提供職 

位佔全部就業人數的6 0 %，設立二板市場鼓勵本地企業創新，優化產業結構，同時

® {香港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11.2 3及 25.0 8條 "



帶動新的就業空缺是良好的意願。世界經濟論壇2001年 10月的研究報告顯示，香 

港的全球競爭力由去年的第7位急挫至13位 ，香港及新加坡歸類為科技創新型。香 

港能否從科技普及型轉身為科技創新型才是新興企業的落腳點。香港是一個全方位 

開放的國際大都會，高新科技企業的產品面對國際級產品的競爭，起點要求極高。 

香港就業人士的失業率由2001年上半年4.6%攀升至2002年3月的6.8% ，具代表 

性的香港電訊盈科從2001年 7 月至2002年 3 月總共裁員1,654人 次 ，佔總職員 

11.2%，®香港失業人士超越21萬人數，對於那些沒有盈利和實質務支持的創業板 

市場企業能否繼續集資，維持營運令人置疑，精簡結構是必然相伴而來。一項有關 

工時的國際調査顥示，香港員工平均每週工作52小時，在亞洲區排行第四，全球排 

行第七。@香港勞工法例對受薪階層的保衛極低，香港港九工聯合總會調查報告提 

及香港是一個沒有設立最低工資和工資談判機制的地區，失業保險、退休制度和生 

育保險等等遜色於亞洲其他地區，甚至落後於孟加拉、印度這些發展中國家。香港 

現有法例和生活情況與發展科技需求條件並不吻合，居住條件不足，沒有支援科學 

基礎研究的學術機構，不穩定的就業前景和高昂的生活費用都顯示香港不具備基礎 

研究和創新科技產品的條件。城市空間不足，生活緊張，資方完全優勢的不平衡勞 

工法規，思想空間受制，願望與設立規則相違背，環境因素不足，只會走向死胡 

同 。與科技掛鈎的科網股成為創業板的主力企業，隨泡沫爆破，以香港為基地的企 

業上市集資出現困難。需求融資40多億港元的的數碼港工程如期完成與否，依然是 

未知之數，數碼港概念的科技發展不能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主力艦，新的施政方針 

回歸至金融及旅遊業。以香港市場為開拓對象的企業受經濟萎縮和消費不足牽引， 

短期不會是創業板的新增客戶。具本地色彩的二板市場新添企業只限於資訊服務及 

一些應用科技作號召的企業。投資者對創業板企業投資更加謹慎，對帶動經濟的成 

效未如意願的良好。

香港創業板允許在百慕達、開曼群島和中國大陸註冊的企業掛牌，充分發揮國 

際金融中心的中介地位。在創業板只有5間公司以香港為註冊地，佔上市公司4% 。 

中國的二板市場將短期設立試行，但基於外匯管制並未完全開放，加入世貿的金融 

開放有規範的進度過程，相對的法律完整性對國外資金的吸引力還不足夠。企業在 

中國的設立需遵守中國的法規，對員工的保障負相當的責任。以深圳特區為例，企

⑦ 《東方日報》 • 2002年 3 月2 6 曰。

⑧ 香 港 （信報> • 2(X)1年 7 月1 2日》



業需代員工向深圳市社會保險管理局繳交月薪9%的養老基金和7% 的基本醫療保險 

費 ，®企業利潤需顧及員工的投入。中國亦積極推動每周五天工作日和工時上限的 

政 策 ，讓國民休養生息。中國現行的國策，注重教育，生活空間充足和思想空間的 

開放有利科技創新和內部消費市場的運轉，前景應被看好。中小型企業使用香港創 

業板作資金籌集的跳板是一個非常好的途徑，互惠互利的情況下，香港創業板在這 

方面的發展是樂觀的》香港創業板正如香港過往與中國的關係一樣，行 使 “壟斷大 

陸” 效應，發揮金融服務的效能，舒解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的難關。

創業板的創立對香港整體所產生的功能以金融服務業為首，對增加社會的資源 

運 作 ，提供就業機會，促進科技發展和創新未能發揮較佳作用。香港市民勇於參加 

高風險的金融資產投資活動，經歷香港創業板這次有跌無升的滑浪過程，受創的痛 

苦短期未能復原。寄望在創業板上市的個別企業製成品受市場接受，為投資者帶來 

高增值回報，回復創業板的活力。

〔上述有關創業板上市公司資料來源於香港聯合交易所之網上圖書館。〕

參考文獻：

1. 弗朗索瓦• 沙 奈 ：《金融全球化》 ，中央編譯出版社，2()()1年

2 . 李國麟、吳若陶：《風險投資與科技企業》 ，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 。

3 . 陳 燕 、謝 湲 ：《風險投資與實踐》 ，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0年 =

4 . 劉少波（á ) : 《風險投資》 ，廣東經濟出版社，1999年 。

® 深圳市社會保險局關於深圳市企業員工基金及保險費繳交條例。



曰本經濟的發展與旅遊

劉健豪

澳門經濟學會會員 

- • 高成長率的曰本資本主義

曰本經濟發展的最大特徵，就是它與其他國家相比，其發展非常快速。 曰 

本自從明治維新開始成為一個由封建的帝制變成君主制的民主國家，從此踏上資 

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道路，至今已一百多年。這一百多年來，日本經濟急遽成長。 

儘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它的經濟基礎十分之薄弱，然而1968年 ，也就 

是明治維新後一百年，其經濟力已超越西德，它的國民生產總值(GNPH堇次於美 

國 ，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第二位的工業大國。這種舉世罕見的經濟高度成長，就 

是明治維新運動所播下種子的成果。

二 •明治時代的經濟政策和發展

當時明治政府為了趕上歐美各國的科技及經濟發展，不但派遣使節團到西歐 

考察文物制度，更聘請外國顧問來教導法律、制 度 、軍 事 、產 業 ，教育等西歐先 

進知識領域。明治政府從西歐學習的技術及工藝包括：紡 織 、礦 業 、鋼 鐵 、造 

船 、鐵路等，同時也引進郵政、電 信 、電話等制度。這時期引進的西方制度中， 

最重要的是當時歐洲尚未十分普及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度。 1 878年 （明治十一 

年 ） ，東京證券交易所於兜町（K A B U T O C H Q U )正式設立，當時已有足夠數 

量的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在富國強兵、殖業興業的政策下，日本明治政府將這近 

代化的財源，取之於農民的租稅。並大力興建官營的工廠及造船廠後，將之移交 

民間經營，因此形成了一些大企業及財閥。基於那種政府主導的急速近代化政策 

中 ，也產生了不少問題。茲列舉戰前日本經濟的特徵如下：1 ) 主要的產業由三 

井 、三 菱 、住友等財閥所佔據。2 ) 工業發展快速，但農業相對落後，仍保留封 

建的地主及佃農的關係。3 ) 近代的勞資關係並未確立，勞工薪資及勞動條件惡



劣 。4)勞工及農民生活水準低落，國內消費需求不高，導致不得不往海外市場發 

展 。然 而 ，在這時期的大企業，已經出現兩種日本企業的特徵。第 一 ，日本的初 

期股份有限公司中，已 具 “所有權與經營的分離” 的特質》然而這種特質是西方 

經濟學家於1932年才提出來的。譬 如 ，財閥三井家族雖擁有眾多的公司，但其 

經營是完全委任給大學畢業的優秀經理人材，三井家族絕少插手公司經營運作。 

這項傳統，直到現在仍保存著。日本企業只將部份利益分給股東，他們較注重的 

是設備投資與公積金（企業為了維持再生產，從盈餘中扣除紅利、稅金等之後， 

保留資金在企業內）。第 二 ，大企業的經營，並非私人的行為，而是一種奉獻。 

因 此 ，在當時的歐洲，除了銀行外，很少有企業採用大學生》然而日本的實業 

界 ，從一開始，就吸引了帝國大學（現在的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 、商法講習 

所 得 （現在的一橋大學）、慶應義塾等畢業生。加入它們的企業，確立了它們高 

水平的管理模式。

三 •戰後的復興及高度成長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的經濟，由於它的領土減少了約44% 、生產設備 

的荒廢、原料的不足、住宅燒毀等因素，導致嚴重的糧食短缺，通貨膨脹，以及 

失業率暴增。佔領日本的盟軍，向日本政府要求財閥解體、農地改革、扶持工會 

等幾項經濟民主化政策，以掃除日本經濟的軍事與封建色彩。所謂財閥解體，就 

是解散財閥家族所組成的持股公司，令其支配下的企業分離及獨立。接著又制定 

了獨佔禁止法（1947年 ）為其後續措施。這些獨立的企業，由於互相競爭，形 

成爾後高度成長的基礎。農業方面採取“農地改革” ，就是將農村地主所擁有超 

過1公頃的非自耕地，由國家強制收購，然後便宜地賣給佃農。由於佃農變成自 

耕 農 ，使生產效率得到提升。其經濟情況顯著改善，農民的購買力增加，也構成 

經濟成長的原因之一。勞資關係方面，藉由培育工會來保護勞工為目的的勞動三 

法 （1946年的工會法，1947年的勞動關係調整法）分別施行，使勞工在經濟 

地位也大幅提高。以 上 的 “經濟民主化” 進 程 ，是決定戰後日本社會結構的主要 

因素。另一方面，日本政府透過通產省（經濟部MIT[)，採 用 “傾斜生產方式” 

作為復興經濟的手段》所謂的傾斜生產方式，就是利用有限的資金、資 源 ，來發 

展重點工業。當時的重點工業是能源工業的煤炭業，及工業生產所不可或缺的鋼



鐵 業 ，還有化學肥料。它奠定了往後日本經濟成長的基礎。當然日本經濟改革成 

功的背後，是由世界經濟的景氣，特別是美國的景氣所支持，而國際形勢方面， 

由於美國與蘇聯進入冷戰時期，使日本在軍事、政治和經濟處於有利的發展空 

間 。而在金融政策上，經濟顧問道奇的指導下，藉由削減補助金，及強化徵稅等 

超均衡預算來抑制通貨膨脹，並訂定1美元兌360日圓單一外匯匯率，作為振興 

貿易的手段。

曰 圓 （YEN ) ¥ 是日本的通用貨幣。於 1948年改為單一匯率以來，直到 

1 971年 “史密斯松寧協議” 為 止 ，約二十二年都固於1美元兌360日圓的匯率。 

史密斯松寧協議後，許多國家的通貨都經過調整，日圓的價值變更為〗美元兌 

308日圓 。 1 973年春天、日本開始採取浮動匯率制。此 後 ，由於日本貿易順差 

不斷增加，日圓也不斷升值，至 1995年 4月丨9 日 ，日圓升為1美元兌79圓75 

錢 。

1950年 （昭和二十五年）韓戰爆發，由於軍事物資之特別需要，日本的生 

產及輸出急遽擴大，至五十一年，礦工業生產已恢復到戰前水準。日本經濟直追 

先進工業國的所謂高度成長期，是指從1955年開始，到 1973年 的 “第一次石 

油危機” 為止的期間。這段期間雖經景氣及不景氣之反復循環，但約二十年的 

經濟成長率，維持平均年率1 0 % ，為歐美先進國的兩倍。結 果 ，日本的國民生 

產 總 值 （G N P  ) 僅次於美國，在資本主義世界居第二位，晉升經濟大國的行 

列 。

曰本經濟高度成長的最重要因素是：1 ) 驚人的技術革新與優越的企業管 

理 。2 ) 快速的重化學工業化。3 )大量的高品質勞動力。4 ) 國民的高儲蓄率。 

5 )通產省（經濟部）的領導有方。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教育普及特別在農村， 

擁有眾多工作意願旺盛的年輕勞工。這些年輕勞工，在經濟高度成長期，將其勞 

動力提供給化學、鋼 鐵 、機械等工業，再加上技術革新與設備投資，帶動了快速 

的經濟成長。此 外 ，日本國民具高儲蓄性傾向，故能供給巨額設備投資所需的資 

金 。其次低的勞動分配率（附加價值中所佔工資比率）使得資本積蓄提升。而 

且銀行也以低利率融資提供給企業界，以利企業投資。最 後 ，戰後實行的經濟民 

主化政策的成效，與所得的增加相結合，導致企業家的高度生產意願，及民眾的 

消費意欲提高，這些都是高過度成長的因素。

為了確保經濟可以持續增長，日本政府在直接進行經濟宏觀指導，並協調勞



資相方的利益。1960年 ，池田內閣提出 “所得倍增計劃” ，結果至1967年就 

達到實質國民所得倍增的目標，比其預期早三年。在發表所得倍增計劃的同時， 

勞工運動也開始以“春鬥方式” 進 行 。所 謂 “春鬥” ，就是工會於春季進行一年 

一度的團體談判。因此罷工也只在春季舉行，和其他國家比起來，日本的勞工運 

動顯得有秩序，而且也有效率。

1965年 （昭和四十年）是日本戰後面臨的第一次真正不景氣，故稱為四十 

年不景氣。但這次不景氣，一年就結束了。在意那次不景氣時，日本企業怕被外 

國企業，特別是美國的企業所收購合併，特別是美國的企業，所以就利用關係企 

業 間 ，互相持有股份，以避免被收購。這些關係企業不僅互相持有股份，連向銀 

行借融資或經理的派遣，也相互進行，於是就稱之為 “系列” 。六大系列，就是 

在這時期形成的。這六大系列是：三 井 、三 菱 、住 友 、芙 蓉 、三 和 、第一勸業。 

這些企業與舊財閥的不同之處是，舊財閥利用其持股總公司來控制手下其他公司 

的資本。而系列之間的資本關係非常微弱》例 如 ：三井系列二十三個公司的董事 

長 ，於每月第二個星期四聚餐（稱為二木會） ，藉以規劃新事業，並調整新事業 

的地盤，其間並無特定的辦公室或領導者。像三井、芙蓉這以金融中心的企業稱 

為水平系列》這些水平系列之外，又有豐田、日立、松下等製造業集團，又稱為 

垂直系列（即大廠商與其旗下的零件業者的關係） ，三菱商事、三 越 、伊 藤 、 

Y O K A 堂等流通集團，還有日本獨特的私人鐵路集團。這私人鐵路集團，例 

如 ：阪急電鐵是包括阪急百貨店、新阪急飯店、阪急商店、寶塚歌劇團、東寶影 

片 等 ，而西武鐵路是包括西友、西武百貨公司、西武棒球隊、國土計劃開發公 

司 、王子飯店等，跨越不同業界的集團。通常系列化的進行，會導致大企業的增 

加 ，但這樣的情況並沒有發生。因為日本不斷出現系列外的新企業，這新企業以 

新 力 、本田為代表。

戰後的日本，從一片廢墟中，終於建設了最新的工廠設備、高樓大廈，大型 

公 寓 ，由新幹線與噴射機連結的交通網絡。此 外 ，電視機、電冰箱、自用汽車等 

耐久消費財非常普及，升學率顯著上升，大部分的日本人都認為自己是中產階 

級 。可是另一方面，在高度成長期，由於急速的重化學工業化，導致公害變得嚴 

重 。又由於都市化，導致生活環境惡化，農漁村人口大量流失，物價上升等種種 

問 題 。有鑑於此，日本也開始重視起福利設施和環境保護的建設。



四 •經濟步入低成長

在高度成長期，日本經濟仰賴廉價的進口石油。直至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 

爭 ，阿拉伯產油國大幅提高原油價格，使得原料漲價，消費者物價上揚，通貨膨 

脹加速。為了抑制通貨膨賬，日本政府採取“總需要抑制政策” ，使過剩生產開 

始表面化。1 974年 ，日本經濟終於陷入戰後初次的負成長。如 此 ，日本經濟步 

向低成長，經歷了幾次蕭條。企業倒閉增加，開始實施裁員與封閉工廠等縮小經 

營 ，及致力於節約能源與資源。 1 979年伊朗革命引起的第二次石油危機來臨 

時 ，日本已有能力抵禦它的衝擊。1 970年代中期，經濟蕭條而導致稅收不足， 

為了彌補此不足，對赤字公債（特別公債）的依存度就提高了。日本政府為了重 

建財政，除努力於削減公債依存度外，另一方面也採取抑制財政支出的財政緊縮 

政 策 。第二次石油危機以後，世界經濟同時進入蕭條時期。但到丨983年 ，美 

國 、日本、西德都開始恢復正常。

五 _產業結構的高度化

由於經濟的高度成長，日本的產業結構產生巨幅的變化。不管在就業人口的 

比 率 ，或在生產額的比例方面，第一產業（農林漁業）的比重低落，第二產業 

(製造業、礦 業 、建築） 、第三產業（服務業、電 力 、瓦 斯 、金 融 、通訊等）的 

比重增加。這種傾向，稱為產業結構的高度化。第二產業中，重化學工業（金 

屬 、機 械 、化學）所佔的比率極高。但 在 “第一次石油危機” 之 後 ，鋼鐵或鍊 

鋁 、水泥等材料工業直走下坡，代之以汽車、工業機器人、電腦等組合加工產 

業 ，或尖端科技產業開始興盛。這種機械工業發達的結果，導致日本國際競爭力 

的增強，貿易順差遽增，也成為與其他國家貿易摩擦的主因。為了修正這種傾 

向 ，必須轉換過度依賴工業產品出口的產業結構，以適應新的國際分業體制。此 

外 ，進口的自由化、擴大內需、農業的改革，都是今後的新課題。

另一方面，第三產業的就業人口接近六成，經濟走向 “服務化、資訊化、軟 

體化” 。所 謂 的 “經濟軟體化” ，是指隨著經濟的發展，與鋼鐵、機 械 等 “硬體 

產業” 相 比 ，雖是無形，但服務或利用技術、資訊等附加價值高的軟體部門的比 

重提高，而且國民生活中的文化面也受到重視。日本經濟企劃廳將服務類細分為



八大類 ：1 ) 資訊服務類（軟體設計、資料庫、市場調查、研究開發等） ；2) 經 

營服務（技術顧問、設 計 、租賃等） ；3 ) 文 化 、休閒娛樂服務（文化中心、運 

動倶樂部等） ：4 )醫療、健康服務（初步的醫療、心理保健等） ；5 ) 生活方面 

的服務；6 )教育服務：7 ) 公共服務；8 ) 其他。再加上新媒體（光纖或通訊衛 

星等新的通訊手段）及多媒體的發展，企業間的通訊聯絡網路普及化，整個社會 

對資訊的依賴度不斷增強，可以說開始邁入高度資訊社會。美曰兩國的高科技水 

準其實相差不多，但是日本的企業只顧開發獨特技術，而沒和其他國家的企業相 

聯 繫 ，所以形成規格獨立。而且曰本在外交、產業政策、以及文化影響力方面較 

為落後，以至於在未來的資訊化發展處於劣勢。

六 •平成景氣與泡沬經濟的破裂

曰本經濟從1986年 11月至1991年丨至3月持續展現生氣，這段期間稱為 

平成景氣。這段過程，譬如1989年 12月29日 ，日經指數到38,915.87天 價 ， 

為1987年底的2.97倍 。在地價方面，1991年東京都住宅區的實際地價為1983 

年的2.87倍 。造成泡沫經濟的主因，在於1987年2月之後的日本銀行的超低利 

政策。經過了平成景氣，資產額（以股價與地價為中心）遠遠超過了經濟的基礎 

條 件 ，故日本政府開始對土地投機加以壓制；另一方面，日本銀行也擔心波斯灣 

戰爭引起通貨膨脹，於是調高重貼現率(rechscoimt rate)。結果1990年2月股 

價與 1 991年地價雙雙大幅滑落，泡沫經濟於是破裂。在股票市場方面，1 989 

年底曰經指數從38,915歷史高點，下跌到14,309 (1992年8月18日）。跌幅 

達6 3 % ，創歷史性最高跌幅記錄。依照國土廳公佈的1 994年的公告地價顯示， 

全國平均公告地價已連續三年繼續下跌。東京及大阪一帶的商業用地跌幅均達兩 

位 數 ，其他小城市跌幅則很輕微，可見小城市並無地價高漲問題。依照日本經濟 

企劃廳估計，1 991年的土地資產價值的資本損失，高達1 1 0兆 日圓（對比GNP 

下跌了 2 4 % ) 。1994年的地價與前年比較亦相差十分之大。

另一方面，1995年 4 月 19日 ，日圓升值到1美元兌79圓 75錢 ，而製造 

業加速遷移到海外，產業空洞化的危機已經顯現。日本的汽車生產量於1980年 

超越美國，連續十三年維持世界第一。至1 993年 底 ，幾乎又被美國迎頭趕上。 

過去日本的就業情形，可說是賣方的市場。大企業往往在大學生還沒畢業前就先



內定僱用的方式，吸納優秀的人才。但是據統計，1994年7月的失業率也上升 

到3 % ，為1951年以來的最高記錄。日本從1990年至1994年 7月的不景氣， 

又稱為複合不景氣》其原因有二。第一個原因是“金融的因素”導致泡沫經濟的 

破滅。泡沫經濟的起因在於金融過度寬鬆與金融緊縮時機過遲；而泡沫經濟的破 

滅 ，在於金融緊縮過於急遽。複合不景氣之第二個原因是“景氣循環的因素” 。 

1988至1990年民間的設備投資持續維持1 4 %的成長。從這裡顯示，實物經濟 

面的過度生產以及過剩的設備投資，成為不景氣的重大原因。曰本泡沫經濟的破 

滅引出不少重大問題，除失業率增加之外，銀行的呆壞帳成為日本政府最頭痛的 

燙手山芋。據1996年3月底日本經濟新聞的統計，日本十大銀行的呆壞帳達到 

十四兆八千二百億日圓。

七 ■幣值對曰本經濟之影響

日本自1997年金融暴後日圓值下跌以剌激國內經濟，增加出口，同時也因 

此吸引了世界各地許多旅客前往日本遊玩，大大增加了往曰旅客人數。低幣值大 

大剌激了日本對外貿易和旅遊業。但也引起一些負面影響，原因是日本為一個天 

然資源極度貧乏的國家，所有源料都須進口，低幣值加重了成本負擔，同時亦影 

響了國民生活水準。

八 ■ “九 -------- ”事件帶來影響

中華等航空公司於2001年 9 月 2 6日已通知航空貨運報關承攬業者，空運 

運費自1 0 月丨日起加收兵險附加費，歐 、美 、加等航線每公斤加5元 ，東南亞

地區 2 元 ，廠商空運成本又將升高。廠商自美國九----事件後驟增的空運成

本 ，近期將再度調高。

美國九 —— 事件前，美 、加等地區每公斤空運運費約40元 ，甚至還有不 

到 30元的超低行情；歐洲線每公斤也僅近50元 ，各航空公司幾近虧本經營。 

九 —— 事件後，美 、加航空運費用每公斤率先揚升到1 00元 ，在反恐怖戰事一 

觸即發期間，航班減少又造成歐洲線運量不足，運費水漲船高，已達到80元水 

準 。除此之外，有些客機也減少載貨量，造成此時出口貨物訂不到班機現象，而



被迫訂到下星期的航班，所以廠商不但要付高成本運費，還可能無法及時出貨。

由於這樣，日本對外貿易仍然向下，順差大幅減少，2001年8月的順差 

為 3，203億日圓，較去年同期大跌47.2%，期間出口減少8.8% ，進口則下跌 

2.4% 。

九 ■以旅遊發展帶動經濟

曰本為了加強旅遊業的發展，正向著中國入手，目標更鎖定在廣東省，因市 

場顧問認為廣東省是中國發展最早的地區，民生活水平全國最高。在近年到東南 

亞旅遊的中國遊客數量亦以廣東為首。為吸引中國游客前往北陸地區一一靠近曰 

本海的福井、富 山 、石川三縣等，日本政策投資銀行北陸支店（石川金澤市）不 

僅策劃了遊覽東京等大都市、北陸溫泉旅館以及各觀光地的旅遊行程，還總結出 

應該把宣傳目標鎖定為廣東省的建議。

很多情況下，中國遊客在遊覽了東京秋葉原的電器街、東京迪斯尼樂園、以 

及大阪和富士山等地方後，還會安排一次箱根溫泉（神奈川縣）旅館的住宿來 

“體驗日本文化” 。

但 是 ，據北京市、上海市以及廣東省的代理旅行社調查得知，北陸地區完全 

不為人知。因 此 ，北陸支店提議把宣傳重點放在廣東省，因為南方人對雪景和北 

國風情特別鍾情，今後將把溫泉、立山黑部、東尋坊、以及兼六園雪景等北陸名 

勝搭配在一起作為東京以及大阪的後續旅行。

另一方面，北陸的遊客接待部門指出有必要作好準備，配備優秀的漢語導 

遊 ，以及設置漢語指示牌等。

去 年 ，中國赴海外旅行的遊客大約為1,047萬 人 ，而前往日本的僅有大約四 

萬人。中國部份地域的旅行禁令剛剛被解除，日本方面期待著今後的遊客數量能 

夠有所增加。隨著中國經濟力量不斷強盛，國民個人財富的增加，消費能力也日 

益提昇，國民對精神和物質生活的要求同時亦有了新標準，出國旅行成了一個新 

時尚。而日本是最具旅遊吸引力的國家之一，它不但是科技和經濟大國，還代表 

著潮流的先驅者，不論大至汽車、電腦或小至唇膏、眉筆都有其嶄新的概念，憑 

其新式造型，花巧功能深深打動著廣大消費者的心，而在其本土形形式式的產品 

成了人們旅日的推動力，正好能感受一下日本獨有的文化氣息。



十 _ 曰推廣動畫遊爭海外客

鑑於全球動畫迷對日本動畫興趣日增，日本最大旅行社日本旅遊局正計劃明 

年開辦新的旅行團，讓海外遊客參觀動畫製作室及與各名導演見面，首團將可配 

合來年2 月 1 5 日舉行的國際動畫節。

該局發言人道： “我們會先為美國人開辦旅行團，因為他們有很多曰本動畫 

迷 。然 後 ，我們也會為歐洲及其他亞洲國家辦旅行團。”由美國紐約到日本東京 

的六天行程，團費約一千美元（約八千港元） ，行程包括參觀動畫製作室和動畫 

博物館，以及跟日本動畫迷聚會交換心得等。

目前，全球六成動畫出自日本，《小飛俠》 、《寵物小精靈》 、《多啦A夢》 

和 《龍貓》等更是風靡世界各地。而有關動畫桁生的一系列產品也應運而生，在 

曰本大行其道，更遠銷世界各地，但始終不及日本本土產品更新更快，款式多， 

因此也吸引了許多動畫迷專程來到日本搜羅他們的心頭好。這是日本旅遊業的一 

大客源，也是典型的旅日心態。

H —  •曰本旅遊重點推介

東京是日本的首都，是一個充滿朝氣活力的國家際大都會。這裡是全國政 

治 、經濟、交通及文化藝術的中心，更加是亞洲最具潮流氣息的城市，不少香港 

人每年都要到來作潮流的“朝聖” 。無論何時，東京的市區街道都人潮如湧，非 

常繁忙，比香港人的步伐還要緊張。作為遊人亦無不被其獨一無二的魅力所吸 

引 。而當地百貨公司臨立，風格各異的店舖多得不可勝數，新潮玩意連綿不絕， 

要走遍每一個地方實在好不容易，而每個小區都有各自特色，豐富程度令人目不 

暇給。一次的旅遊，實不足以欣賞東京的所有特色，因 此 ，很多人都不辭勞苦， 

每年到來一次。

大阪是日本的第三大城市，自十六世紀以來，已是日本的商業重鎮。然 而 ， 

比起東京，大阪卻少了一份緊張，多了一份輕鬆和懷舊感。當地人排隊不像東京 

般有規矩，街上大聲說話的人較多，其爽朗個性盡情流露。而市內風格多元化， 

新舊建築並立，非常有趣；餐館商店到處皆是，目不暇給，歷年來更享有“飮食 

之都” 的美譽。所 以 ，若然你是愛吃一族，這裡一定不會令你失望。此 外 ，大阪



也是很多遊客到神戶、京都的出發站，所 以 ，當地旅遊事業也十分發達。

據日本財務省公報：2001年8月結關後貿易順差較去年同期下降47.2% 。最 

大貿易伙伴一一美國結關後貿易順差持平於去年同期，為 5,435億日圓。

曰本過往幾十年都以亞洲經濟的火車頭為傲。雖現今似乎疲態畢現，周邊地 

區的經濟自1 997金融風暴後已漸漸恢復生機，其中以南韓的經濟恢復最為突 

出 。日本近一兩年的經濟數據與宏觀變化也表現得比較平穩，而在今年6月份公 

佈的經濟領先指標也令人鼓舞，或許九十年代以來，日本政府多次採取所謂景氣 

剌激措施漸見成效。但 是 ，沒有人可以確定日本的經濟什麼時候可以真正地走出 

經濟衰退的谷底，然而，日本政府為了挽救經濟，旅遊業便成為了嘗試的策略之 

一 。現今日本仍然是亞洲的金融中心，附加值較高科技產品的製造者，更是亞洲 

旅遊業的王國。它的旅遊硬件有強大的競爭力，旅遊產品多元化，再加上它的國 

民水平相當高，只要政府和旅遊界互相協調，它一定能為日本經濟作出供獻，帶 

領亞洲的旅遊業走在世界的前列。



在 “粵港澳區域合作現狀與評估研討會”上 

的歡迎辭

崔世昌

澳門經濟學會會長

各位來賓：

今天本來是一個家庭聚會的假日，承蒙各位放棄閒暇休息，尤其承蒙廣東和 

香港的貴賓專程來訪，出席我們的“粤港澳區域合作現狀與評估研討會” 一起就 

粤港澳三地的合作和發展各抒己見。在這裡，首先讓我代表澳門經濟學會，對大 

家的光臨和參與，表示熱烈的歡迎和衷心的感謝。

基於地緣、血緣等因素，粤港澳一向關係友好，彼此支持合作。自從港澳兩 

個特別行政區成立之後，三個地區已盡在“一個國家”的基本框架底下，三地的 

合作關係總體上朝著發展的方向邁進，港澳兩地和廣東省已經設立了常設的官方 

聯絡溝通機制，旅 遊 、治安等領域的合作成效尤其明顯。當 中 ，澳門能商借到三 

不管地帶修建新邊檢大樓，更體現了國家，首先是廣東對澳門的支持，彰顯了 

“一國兩制” 的巨大創造力。

我們還須重視的是，全球化的迅速推進、內地改革開放的新格局，三地產業 

結構的變化都對粤港澳的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對不斷出現新變化和新挑戰， 

如何提升區域合作層次、擴寬合作的廣度、增加合作的深度，是我們三地共同面 

對的迫切課題。毋庸諱言，在區域合作過程中，總難免會面對局部利益之間的矛 

盾 ，但假如我們能秉承互補合作的原則、以雙贏、多贏為共同的戰略目標，進一 

步健全整個區域的常設協調溝通機制，合作的步伐將肯定得以加快。另一方面，

“一國兩制”畢竟是新生事物，如何在區域合作中恰當、充份發揮“一國兩制”的 

優越性，需要我們以新的、開放的思維，一起作出積極不懈的努力。

在今天的研討會上，三地的學者不但會回顧和總結三地合作經驗，更將就加 

快大珠江三角洲的合作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同 時 ，研討會亦將安排時間讓在座的 

來賓就會議的主題各抒己見，本會希望，不斷深化的研討會能為加速粤港澳三地 

的合作產生一些催化的效應。

我的講話到此結束，謹預祝研討會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發展潛力巨大、共識有待加強的 

粵港澳區域合作

楊允中

澳門經濟學會第一副會長

— ■港澳回歸為粵港澳區域合作提供歷史性契機

香港回歸已屆五年，澳門回歸也已近三年，在 “一國兩制”方針指引下兩個 

特別行政區成功地開創了各自的發展路向，儘管社會、經濟領域有待正視、面對 

的課題不少，但兩個特別行政區都安然渡過了開局的考驗，本地華人為主體的有 

效管治證明“一國兩制”不僅具有很高科學性，亦具有無可爭辯的可行性、可操 

作 性 ，這一科學構想不僅對確保政權平穩過渡發揮了巨大威力，而且也必然指引 

港澳兩地不斷實現經濟全面復甦和新一輪發展的到位。作為兩地過渡的見證人、 

作為兩地開始全面驗證“一國兩制”的見證人，本人始終認為港澳的兩個特別行 

政區的發展剛剛開始，“一國兩制”的社會、經濟制度既保持原有適用的制度， 

又增加了國家憲法和基本法的有效保障，形成法制保障之“強強聯合” ，因 而 ， 

當前依然未臻全面復甦的經濟現狀，絕非是“一國兩制”的制度所使然，恰恰相 

反 ，新的制度性優勢必將引導兩地盡快地擺脫不景，盡早地進入新一輪發展高峰 

期 。

二 •改革開放造就的廣東奇蹟仍在延伸與擴大過程中

受益於改革開放，廣東省已迅速提升為全國發展的火車頭，進入2丨世紀更 

率先成為G D P第一個過萬億的大省。廣東發展的一個特點是一、二 、三產業較 

均 衡 ，珠江三角洲已成為國家的主要製造業中心之一，服務產業突飛猛進，人 

流 、物 流 、信息流帶動的商業活躍，對外聯繫頻繁，新興高科技產業也初具規 

模 。廣東經濟的另一特點是由上至下現代發展意識到位，思維開闊，同國際接軌



較自然嫻熟，因 此 ，相信新世紀新廣東的發展繼續保持全國領先地位，將是無可

置疑的。

三 • 共同利益、共同命運中的三地合作

無庸諱言，港澳也好，廣東也好，在發展過程中從來不是，也不可能是一 

帆風順的，尤其是當前，各種潛在的隱患正在浮現；香港受泡沫經濟，過熱經濟 

影響至今復甦乏力，將近8 %高失業率反映結構性調整步履艱難；澳門通過果斷 

開放市場，使整體經濟保持正增長，但市場疲軟仍非一時半時可以擺脫；廣東高 

速發展已20多 年 ，但結構性欠帳正逐步擺到面前，環境代價、社會協調指數下 

降已到不容掉以輕心的地步。總 之 ，“各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各家都有自己 

要面對的難題。三地所面對的困難也好，挑戰也好，都是前進中、發展中所難以 

迴 避 ，但卻可以克服的問題，即不存在或根本不存在可能導致不能繼續發展的前 

景問題。歷史經驗表明，過去二十多年來，三地主動而有效的互補合作，是三地 

特別是廣東加速發展的重要因素，今後只要三地政府和各界人士在區域合作上採 

取更加理性科學的積極心態，使三地互補性很高的資源配置與利用達到更高標 

準 ，那麼這項合作就會為三地經濟全面走出困境並保持有競爭力、後續力的發展 

態勢帶來更大的促進。

四 ■三地合作導向模式的選擇

面對中國正式入世、面對21世紀科技和管理意念發展的新要求、面對國際 

市場結構性的調整，粤港澳經濟整合要有新的觀念、新的舉措，要用全新的現代 

發展觀來回應現實中各種挑戰。這裡一定要繼續堅持科學定位觀，要把三地的因 

素納入各自的定位思考中，只有實事求是地作好定位。明確自己的再出發起點與 

目標，那麼才會令各自的新一輪發展循序漸進，穩步提升，方能在經濟上促進資 

源合理配置，文化上有助自我價值的提升，方法理論上推動認識體系的逐步完善 

以及行為取向上具有時空感、方向感、節奏感。

二是要建立現代競爭觀》現代化不僅標誌著各項發展指標位居國際前列，具 

有可以站得住腳的國際競爭力，而且也標誌著人的觀念跟上時代潮流，其思維應



屬開放形、創新型、共贏型；不僅意味著各項經濟活動伴隨著合理的效益，包括 

時間在內的社會資源得到充份開發利用，而且也意味著這個社會不論整體還是個 

體都充滿活力，都是公平競爭的積極參與者：不僅預示著在競爭中可以立於不敗 

之 地 ，至少是勝多負小，而且也預示著會受到包括競爭對手在內的普遍重視與尊

重 °

三是要有穩定的開放觀。開 放 、開誠、開明是事業進步、社會進步的重要條 

件 ，唯開放可以吸收新鮮空氣，可以瞭解外面世界，可以推進生產要素的交換和 

價值觀念的調整，可以增進對內對外的競爭優勢，可以促進科學、民主、發展、 

進步這些最能體現當代人類文明結晶的概念，立足生根，開花結果，傳播擴散。

四是把握思維創新觀。在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 的時代，唯有效的制度創 

新 、觀念創新，方可使人盡其能、物盡其用的理論得以實現，方可通過以智取 

勝 、以技取勝策略縮短生產和流通周期，並保持自身的相對競爭優勢，方可使有 

抱 負 、有作為的 “知本家”(或智本家）隊伍迅速擴大，方可使身為“萬物之靈” 

的人類思維模式更加理性化、更加智慧化、也更具威力。

五 ■粵港澳三地區域合作要有新思維

江澤民主席在今年兩會期間要求各級領導幹部“必須善於運用馬克思主義唯 

物辯證法的觀點來分析和把握形勢，既要看到改革和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 

題 ，又要看到各個方面的有利條件和新的機遇，特別是要在眼前的困難中看到長 

遠的希望，在嚴峻的挑戰中找到新的機遇。既要有迎難而上的勇氣，又要有知難 

而進的辦法。努力做到加快發展有新思路，深化改革有新舉措，擴大開放有新 

局 面 。” © 這一分析不僅對廣東，而且對實行 “一國兩制” 的香港、澳門特別行 

政區同樣也是適用的。

“發展是硬道理” ，發展是永恆的主題。發展是個質量提升過程*是個資源 

轉化過程，是個認識深化過程。在圍繞發展問題上作大文章，提升整體運行活力 

和對外競爭力，既有客觀形勢的要求又有主觀認識上的要求。在現代社會裡，發 

展的重要性和關聯性已經受到越來越多人士的高度認同：“增加綜合國力，改善

①江澤民： ••參加九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海代表團會議時的講話" ，（中國人大> 5-6期 （2(X)2年），第27頁



人民生活，離不開發展，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增強社會主義的凝聚力和生 

命力，離不開發展；保持社會穩定，實現國家長治久安，離不開發展，提高國際 

競爭力，在國際較量中掌握主動權，離不開發展，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實現中華 

民族的偉大復興，也離不開發展” 。②

客觀上，每個地方都有發展的要求和條件，大的地方要發展，小的地方也要 

發 展 ：先進的地方要發展，相對後進的地方也要發展。主觀上，我們要正確理 

解 、認識發展的一般規律，理性地適應、協調發展規律，不失時機、 “不違農 

時”地確定發展目標、提出發展策略、推進期望中的發展目標得以達致。把澳門 

建設成一個活力充沛、競爭有序、各得其所的現代文明、民 主 、進步城市，是澳 

門社會各界的共同使命和歷史責任。發展是個相對性概念，是個永無止境的追求 

目標。因 此 ，講發展就要有整體目標和局部目標、大目標和小目標，長目標和短 

目標，一步一步地追求，一件一件地落實。澳門的發展目標應在於建成一個精品 

型社會，在於小而精、小而強、小而有影響有活力，成為國際間高發展指標的代 

名 詞 。而且這個目標絕非遙遙無期，而應限定在二三代人之間完成。

澳門可以發揮的作用有限，但澳門的特定角色不可取代，澳門的獨特價值需 

要予以肯定，澳門在區域合作中理應受到來自更多方面的關注：鄰近地區以至中 

央政府和全國各地。澳門不祈求、不期望成為區域一體化的龍頭，也無意在區域 

合作中得到格外關注與照顧。但因為有它參加，這個合作模式便帶有許多新的特 

點 ，如合作參與方的廣泛性、合作內容的多層次性與強烈互補性，合作形式的靈 

活 性 ，合作效果的可預期性，等 等 。在合作中唯實實在在的互惠互補，其運作方 

可以長期維持，才有後續力和競爭力。

六 _對推進新時代粵港澳區域合作的幾項建議

1. 儘快建立廣東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之間三方高層合作協調指導機制，由三地政府輪流主持三方政府首腦會晤並按輕 

重緩急每次會晤推出一至二項合作議題達成共識。

2.盡快就港澳珠三地之間跨海大橋的興建進行深入務實的論證，並邀請三

① r t í f K :  “參加九屆全國人大五次齊議h海代表團會議時的講話" • ( 中國人大> 5- 6期 （2(X)2年） • 第 2 7 頁 。



地政府官員、企業家、學者參與就立項、選 址 、勘 測 、設 計 、施 工 、管理等進行

深入研究。

3 . 就三地進一步簡化邊境出入境管理進行討論研究，並及時推出改善措 

施 ，力爭在三五年內基本上達到歐盟各國、美加之間的方便程度。

4.三地貨幣一體化已有一定成效，但遠遠不夠》宜在保持三地貨幣匯率基 

礎 上 ，盡快實現三地直接流通，減少中間兌換交易費用，為人流、物 流 、資金 

流 、信息流的擴大創造條件。

5.三地技術人員的交流應有更大彈性和空間，應創造條件使碩士以上專業 

人士的異地直接就業有等同機會和待遇。

6.作好管理人員進修、培訓的統一規劃，三地由於目標認同性高，可以定 

位成國家級或區際級培訓中心，不僅開發本地人力資源，而且也開發國家其他地 

區以及亞太地區的人力資源。

7.在信息共享上要建立深層開放意識，既防止盜版、走私等侵權行為，又 

要千方百計擴大資源轉換效率和質量。

8.認真推進法制與法治建設，為市場公平競爭的到位創造更佳的環境，以 

期逐步告別以權謀私，權錢交易，黑箱作業，違約無信等傳統惡習，重塑誠信中 

國形象。

. 七 •結語

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嶄新的時空，我們已經擁有一個有利的出發陣地。我們有 

一百個理由說要繼續攀登，與時並進，我們沒有半個理由說可以在新形勢下放慢 

腳步。在中華民族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發展的第三步宏偉目標過程中， 

在已經具有不低起步點，總的發展成果廣受認同的大前提下，我們要高度重視自 

身的不足和制約，但我們絕不能忘記依然有效的運行經驗，不能忘記我們傳統的 

和新生的優勢，我們不能自亂陣腳，模糊視線，我們不可動搖信心指標，不可偏 

離既定的發展目標。在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長征中，粤港澳是一個義無 

反顧的排頭兵；在驗證“一國兩制”方針的長河中，澳門特別行政區同香港特別 

行政區一樣，將衝破迷霧，排除障礙，繼續展示出新生命體之無與倫比的生命 

力 、生存力和競爭力。



粵港澳區域經濟合作的新階段與澳門的發展

陳廣漢

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主任 

一 ■粵港澳區域經濟合作的新階段

1.區域經濟一體化與粵港澳合作

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世界經濟的整合或一體化與區域經濟的聱合或一體化 

是決定和影響這一個進程的兩股重要力量。20世紀30年 代 “以鄰為壑”的區域 

貿易排他性政策引發的區域之間的貿易戰，使一些國家之間經濟合作的努力違背 

了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新一輪世界經濟區域化浪潮 

是一種 “開放性的地區主義” 。它具有開放性和排他性並存；區域經濟一體化 

和經濟全球化並行不悖和相互促進的特點。當中國歷經20年的談判加入W T O  

後 ，我們發現世界上一些國家又在致力於建立區域性的雙邊和多邊貿易協定。中 

國積極參與和推動的“中日韓” 和東盟經貿合作的“10+3” 框 架 ，中國與東盟 

建立自由貿易區的構想都是中國政府應對世界經濟區域化挑戰而採取的行動。面 

對世界和亞太地區區域經濟發展的新趨勢，粵港澳之間唇齒相依的經貿關係必須 

加強和提升。

2.粵港澳經濟合作的第一階段與反思

真正意義上的粤港澳經濟合作是從中國的改革開放（20世紀70年代未和80 

年代初)以來開始的，我們將其稱之為粤港澳經濟合作的第一階段。在這一階段 

裡 ，港澳與珠江三角洲地區城優勢互補的基礎上建立起了  “前店後廠”式跨境加 

工貿易體系。這種以比較優勢為原則，以市場選擇為基礎的區域內的資源合理配 

置 ，形成了港澳與珠江三角洲地區之間的產業分工，這種分工可以簡單地概括為 

兩個中心形成：港澳服務業中心和珠江三角洲的製造業中心，或者說港澳的服務



業經濟體系和珠江三角洲的製造業基地。在新的形勢下，粵港澳之間的經濟合作 

在觀念上要有新突破，策略上要有新思路，以適應中國加入W T ◦和三地經濟發 

展的需要。

第 一 、從觀念上看：我們需要正確處理好“一國兩制”的關係，用長遠眼光 

認識港澳在區域經濟和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位置。

第 二 、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是通過不斷減少或最終消除商品和生產要素在區 

域內自由流動的各種障礙，擴大市場範圍和產業分工，減少交易成本和生產成 

本 ，促進地區的經濟發展和增進區內人民的生活福利。商品和生產要素的自由流 

動需要相應硬環境（發 達 、便捷的基礎設施）和軟環境（公 平 、透明和有效的經 

濟規則） ，並體現雙向與互惠原則。

第 三 、功能性與制度性經濟整合必須相互促進。與過去相比，三地政府應該 

在推動三者經濟合作中承擔起各自的責任。

3.粵港澳經濟合作的新模式

開放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模式。

第 一 、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區域經濟分工體系的建立。港澳地區的商貿和金 

融服務平台與珠江三角洲的製造業基地的互補和整合。

第 二 、以自由貿易原則的統一市場包括產品和生產要素市場的形成。具體表 

現為物流、.人 流 、資金流和資訊流的暢通。

第 三 、功能性經濟整合與制度性經濟整合相互促進的推進策略。

第 四 、政 府 、市場和企業互相協調的合作機制。

二 ■澳門在區域經濟合作中的定位與發展

澳門回歸之後，特區政府根據澳門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比較優勢確立了以博 

彩旅遊業為龍頭，服務業為主體，將澳門逐步發展成為現代綜合性旅遊博彩和商 

貿服務城市的發展定位，並提出了階段性的發展目標。短期目標是促進經濟復 

甦 ，增加就業，使市民安居樂業。同 時 ，按照自由市場經濟的原則和國際慣例， 

健全和完善澳門的營商環境。中期目標是通過引入競爭機制，改革和完善博彩經



營和監管制度，推動博彩業朝著多元化、規範化和現代化方向發展，並通過博彩

旅遊業帶動相關產業發展。使澳門成為亞洲地區獨具特色的博彩旅遊中心。長期 

目標是通過加強區域經濟合作，尤其是與珠江三角洲地區經濟合作，使澳門進一 

步融入該地區經濟發展中，更好地發揮澳門的中介服務的作用，成為珠江三角洲 

地區的其中一個服務基地。最終將澳門建設成為現代化綜合性旅遊博彩和商貿服 

務城市。特區政府上述關於澳門經濟發展的定位和目標思路體現了近10多年來 

社會各界共同研究和探索的成果，突顯了澳門在區域經濟中的比較優勢和產業分 

工 ，符合澳門經濟發展的實際。接下來的是如何實現這一宏偉的目標。下面我將 

談一點個人看法，以教於各位。我想要實現上述目標，澳門應該著手建設三大基 

礎性工程。

1 .體制工程。新古典經濟學假定制度是外部給定的，各類經濟主體能很好地 

適應制度規則。但是這種假定在許多經濟體系中並不能成立，制度在經濟發展中 

的作用越來越引起經濟學的高度重視。“一國兩制”確保澳門繼續實行資本主義 

市場經濟制度》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是私有制基礎上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 

其上層建築是以法冶精神和司法獨立為原則的司法制度。因 此 ，市場經濟也就是 

法治經濟。澳門是一個自由港，它需要有一套完善的制度和法規將自由市場經濟 

的理念和自由港概念變成經濟現實》特區政府開放電信市場和博彩業的舉措就是 

一項重要的制度工程和體制創新，符合自由市場經濟的理念。香港是世界上公認 

的 “全球最自由的市場經濟體系” ，並且具有比較完善的司法制度。我們可以將 

香港作為一個參照，借鑑國際的經驗和做法，適應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健全和 

完善澳門的金融、貿易等經濟法規和制度，營造一個自由開放、公平競爭、法制 

嚴明的市場環境，使澳門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自由港》

2 、人材工程。澳門教育與人材培養問題一直是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的問題。 

澳門要實現上述經濟發展目標必須要有一支多層次、高素質的紮根本土的人材隊 

伍 。要在澳門聚集這樣一批人材，首先需要有一個開放和包容的社會，吸引八方 

人 材 ；其次要加強本地人材的培養；再 次 ，擴大與內地和國外人材和學術交流。 

現在澳門的大學在內地招生以及澳門的學生到內地大學學習就是一種較好的合作 

方式。

3 、拓展空間。澳門的人口、市場和空間都有限。澳門的經濟發展對外部具 

有很強的依賴性。因 此 ，澳門需要不斷的拓展發展空間，它包括有形空間和無形



空 間 ，前者主要指地域的空間的延伸，後者指經貿關係的擴展。這裡我們需要思 

考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a.與珠海的合作，拓展有形發展空間。澳門經濟學會與珠海經濟學會合作的 

研究報告《珠澳合作邁向新世紀》 ，提出了一些具可行性的發展思路。

b.珠江三角洲西岸鐵路、高速公路的發展對澳門經濟發展空間的影響。

c.粤港澳大橋的建設對澳門經濟發展的影響。

總 之 ，澳門應該以博彩業的開放為契機，從硬體和軟體兩方面與珠江三角洲 

和香港建構在人流、物 流 、資金流和資訊流的順暢通道，通過制度完善和經濟開 

放將澳門自由市場經濟的理念和自由港的概念變為現實，不斷拓展澳門發展的有 

形空間和無形空間，在有限的澳門土地上，創造無限的澳門經濟。



促進粵港澳三地合作的契機

何灤生

香港經濟學會會長、嶺南大學經濟學系主任

粤港澳須加強合作已是不爭的事實。問題是：三地政府顯然仍未能積極回應 

市場上的需要，在區際合作的領域上沒有充份發揮“領導” 、“協調”和 “支持”

的作用。

“領導” ：不論政府推動與否，實際上三地的私人組織或民營企業都已經自 

發地發展了分工生產、互補不足以及交流訊息等跨地區性的經濟和文化交流活 

動 。隨著世界市場全球化，以及資訊科技的長遠發展，區際經濟加強整合和互補 

變成生存之道。但過去十多年來三地政府似乎遠遠落後於民間合作的速度，完全 

沒有發揮領導的作用。這點我是深感遺憾的。

就以交通為例，我們見到很多主要的跨境基建項目的初步構想，都是私人部 

門提出，使人不禁追問政府的領導角色在哪裡？我是一個相信市場經濟的經濟學 

者 ，但是有感於基建項目，尤其是跨境的基建項目的社會意義和瀉出效應 

(Spillover Effects ) >確認政府有責任、有義務去從社會整體利益的立場評估 

形勢。私營部門不賺錢的項目從社會角度去著想仍往往可以很劃算。譬如港澳珠 

大橋顯然是促進三地合作交流的基建項目，社會意義重大，不容個別私營公司從 

自身的出發點去否決，我們有沒有好好地做一個認真的社會成本效益分析？有個 

別利益集團認為基建項目必須自負盈虧。我讀了經濟學幾十年，從來沒有聽過有 

這麼的一條定律。我們的政府去了哪裡？

眾 所 周 知 ，世界上不少大城市的集體運輸系統都是虧本的。三藩市的 

B A R T 、多倫多的TTC地 鐵 ，何嘗不是連年虧本？這並不證明建造它們、營運 

它們是錯誤的決定。

我們渴望三地政府從區域發展的整體利益去衡量跨境的基建項目、乃至影響 

跨境利益的政策。

再多舉一例。香港從廣東輸入的東江水，多年以來都按協議落實輸送，而完 

全忽略實際需要。在雨水多的時候，香港往往一邊輸入東江水一邊把食水放進大



海 。這是完完全全沒有需要的。須知珠江三角洲用水量與日倶增，不理實際需要 

輸出東江水無必要地把地下水的水位拖低，這是不可取的。長遠而言，這對於珠 

江三角洲的環境保護殊為不利。兩地政府的領導力（Leadership)去了哪裡？

“協調” 和 “支持” ：民間的分工和交流活動有些時候可由三地政府協調而 

事半功倍。譬如文化交流，如果三地政府多一點支持，交流當可更為頻密。作為 

一個大學教授，我就深感我們的學生可多作交流，我們可大膽推動半年乃至一年 

的交換生計劃。然而這些不是大學自己可以作主的。

在某些層面，譬如打擊跨境犯罪方面，三地政府看來合作很好。然而當涉及 

利益衝突時，合作就往往出現問題。當基建項目或政策影響到私人利益（不論是 

正面或負面）、當基建項目、引資政策、跨境買賣水電政策影響到政府支出和收 

入 ，困難就出來了，就住往缺乏了一個整區利益的盤算。而這正就是跨境問題的 

核 心 ，即是粤港澳三地合作的核心課題。



粵港澳區域合作現狀與評估研討會 

互動討論紀要

在研討會三位主講嘉賓陳廣漢、何灤生、楊允中發言後，隨即進行互動討 

論 ，氣氛相當熱烈，現將互動討論內容摘紀如下：

香港經濟學會副會長羅祥國認為，港澳兩地特區政府在重大政策協調溝通方 

面並不暢順。他表示，近年港澳兩地經濟政策常有競爭和利益衝突，其實兩地有 

很大的合作空間，如在博彩和旅遊等方面。早前澳門賽馬會單方面提出開設彩池 

投注香港賽馬，顯示出兩地溝通嚴重不足，使矛盾公開化，對港澳合作有負面影 

響 。在粤港澳區域合作問題上，較高層次政府政策層面合作尚未開展，現有的機 

制又具有粵港、粤澳雙邊的一環，港澳環節尤其薄弱，加上香港部份官員更有 

“大香港”主義心態，阻礙兩地合作發展，甚至會影響到整個珠江三角洲地區的 

發展。

澳門航空貨運聯合會理事長潘國慶稱，粤港澳三地在區域合作中，彼此關係 

經常不對等。他認為，香港往往忽略澳門的作用甚至存在，即使澳門在某些時期 

為香港提供了特別的支援，如香港新機場貨運出現問題時，澳門成倍地提升了自 

身的空運能力以配合香港疏導物流，但事後香港有關方面卻一直無視澳門貨運業 

的發展，亦沒有兼顧澳門同業的利益。如果區域合作的任何一方對其他參與方的 

角色不予重視的話，這個合作的基礎是不可靠的。

澳門經濟學會副會長梁維特表示，在區域合作的過程中，澳門地方小，亦有 

其獨特比較優勢，例 如 ，本澳可發揮輔助支援的功能，澳門方面應善自珍惜，廣 

東省和香港方面也需要多加善用》

澳門銀行公會主席張鴻義認為，大家都非常注意區域合作的重要性、迫切 

性 ，對現狀亦作出了客觀的分析，他還請主講嘉賓可否談談區域合作的目標，以 

及合作所帶來的發展前景是什麼？張感到，也許目標和意義明確之後，合作將有 

更大的動力。

香港經濟學會會長何灤生指出，任何地區都存在比較優勢，區域經濟加強整 

合和互補是現今世界經濟大環境中的生存之道，最根本的是讓整個地區獲得長遠 

發展的利益，粵港澳三地要加強區域合作，才能取得最大的效益。遺憾的是，目



前粤港澳三地政府彼此在區域合作上領導協調、支持力度不足，使粤港澳整體利

益未能凸顯出來。

澳門經濟學會第一副會長楊允中認為，粵港澳區域合作的目的應是明確的， 

三地區域合作的最佳結果，將是整體提升該範圍的整體經濟實力和地位，並將可 

能成為遠東地區一個重要的經濟中心，其地位和作用應比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 

角洲更顯突出，並在世界經濟中有很強的競爭力。

澳門經濟學會副理事長楊道匡表示，區域合作一向存在很多困難，進展很 

慢 ，民間反應強烈。不久前召開的粤港澳交通問題研究會，會上的主流意見是加 

速建設三地間的交通運輸網絡。顯然這可以作為三地區域合作的較佳切入點，課 

題和效益都較為實際，有較多的可操作性。因 此 ，未來一段時期的區域合作，可 

能較傾向於這一方面。

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主席楊俊文認為，粤港澳三地要從相互加強溝 

通 、促進了解著手，以縮窄彼此合作文化包括觀念利益的差異。區域合作在前期 

是不可能由政府推動的。官方未必看到合作的需要，公務員系統往往看不到社會 

利益所在，看到也沒有迫切感。因此合作的前期準備肯定是民間推動，先由學術 

界 、專家及研究人員探討，提出各種方案，逐步完善成熟，再導入商界，通過利 

益驅動及取得社會認可，從而影響政府。因而區域合作的實踐就需要有一個系統 

推進的過程。

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委員吳志良表示，區域合作各方需要面對客觀現實， 

客觀評價各方的條件，不能要求別人如何對待自己。首先要清楚自己有什麼長 

處 ，善於向外推銷自己，取得各方的接受和認同。最近港澳之間出現的一些小摩 

擦 ，其實都不應影響大局，完全可以通過協商解決。各方都應心平氣和，多進行 

交流、溝 通 ，取得越來越多的共識，才可能找到合作的途徑。合作需要誠意，不 

可能勉強。同 時 ，也要給政府一些時間和機會。



澳門經濟學會近期活動紀要

(1) 2001年 12月完成了 “推動粤、港 、澳區域經濟合作” 研究課題。

(2) 2001年 12月7 日 ，與中國外經貿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赴澳門考察組成 

員座談交流兩地經貿發展及合作關係。

(3) 2002年 3 月7 日 ，召開全體理、監事會議制定全年工作計劃。

(4) 2002年 4 月20日下午三時，假座富豪酒樓舉行“開放天空及香港航空政策” 

專題演講會，特邀香港經濟學會副會長羅祥國作了精彩的演講。

(5) 2002年5月1 8至1 9 日 ，組織會員往廣東省南海市參觀考察。先後參觀了南海 

軟件科技園、鹽步內衣城的“中國內衣科技創新中心” 、南海市信專網絡中心 

的 “電子政務應用平台” ，以及參觀了南海市的市政建設，會員們對該次活動 

留下深刻的印象。

(6) 2002年5月23至27日與深圳大學區域經濟研究所劉會遠所長、中國地理學會 

秘書長張國友、華東師範大學杜德斌教授、福建師範大學王曉文副教授等一行 

組成的赴澳考察團交流座談，共同探討了澳門獨特的經濟地理優勢，以及開 

發澳門旅遊資源等問題。

(7) 2002年 7月23日 ，召開全體理、監事會議研究落實下半年會務計劃並商定本 

年度會員大會的準備工作。

(8 ) 2002年9月召開“粵港澳區域合作現狀與評估”學術研討會，由粤港澳三地學 

者作了主題發言，會上討論交流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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