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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研究──基於《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的視角

[摘	 要] 本文以《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為研究視角，就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現狀、制

約因素進行了系統分析，並對新時期澳門融入“一帶一路”戰略、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規劃了

總體思路與合作方向，結合《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中對澳門提出的工作目標，對應制定了經濟

適度多元化發展的實施路徑，為澳門在未來一段時期內更好地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指明了方向。

[關鍵詞] 粵港澳大灣區　澳門　經濟適度多元化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一帶一路

粵港澳大灣區是指由廣州、深圳、佛山、東莞、惠州、中山、珠海、江門、肇慶九個珠三角

城市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形成的城市群，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粵

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明確了澳門的發展定位， 1  即“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

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打造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

作基地”，為澳門下一階段的發展指明了方向。通過大灣區內的資源整合，有利於實現粵港澳區

域發展的優勢互補，推進新一輪改革開放，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在此背景下，開展澳門經濟

適度多元化發展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澳門多元化經濟發展現狀
2

（一）經濟基本面保持良好

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生產總值（GDP）合計超過102,158億人民幣，其中香港佔比

23%，達23,049.14億人民幣，澳門佔比3%，達3,102億人民幣，人均生產總值為525,865元人民

幣，經濟實質增長9.1%，澳門此兩項指標均為大灣區各城市首位（表1），並終止了2017年過去

三年的經濟收縮，隨着澳門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參與“一帶一路”戰略和粵港澳大灣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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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http://www.gov.cn/zhengce/2019-02/18/content_5366593.htm#1。
2  此部分資料及內容來自澳門統計暨普查局以及中央政府駐澳門聯絡辦公室公佈的《2017年澳門經濟形勢回顧

和2018年經濟展望》文章，http://www.zlb.gov.cn/2018-05/16/c_129873891.htm，https://www.dsec.gov.mo/home_

zhmo.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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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以及澳門經濟適度多元持續推進、“一個中心、一個平台”建設不斷深化，預計未來一段時

期內澳門經濟仍將保持平穩發展。

表1　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經濟指標

城市 國民生產總值（億） 增長率（%） 大灣區內排名

香港 23,049.14 3.7% 1
深圳 22,438.39 8.8% 2
廣州 21,500 7% 3
佛山 9,500 8.6% 4
東莞 7,580 8.2% 5
惠州 3,800 8% 6
中山 3,500 7.5% 7
澳門 3,102 9.1% 8
江門 2,600 8% 9
珠海 2,554 9% 10
肇慶 2,190 5% 11

資料來源：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http://www.ccpit.org/Contents/Channel_4113/2018/0705/1028747/content_1028747.htm 。

（二）會展業穩步提質發展

根據《2017年度中國展覽數據統計報告》顯示， 1  大灣區城市廣州、深圳、東莞位列展覽面

積、場次的前三甲，澳門與之相比雖還存在不少差距，但近幾年的成績也十分突出。2017年澳門

共舉辦了1,285個會議活動，同比增長7.5%，與會人數約24.5萬人次，同比大幅增長39.2%。同期

共舉辦了51個展覽，同比下跌7.3%，入場人數160.8萬人次，同比上升7.2%。入場人次2萬或以上

的非政府機構主辦之大型展覽共21個，同比下跌8.7%，入場人數120.3萬人次，同比上升5.4%。

作為特區政府大力推動的新興產業之一，會展產業對本澳經濟的貢獻備受關注。2017年《澳門

會展產業附屬帳》的試算結果顯示， 2  隨着會議數目增多及規模擴大，會展活動在各主要相關行

業的需求總額由2015年的24.5億澳門元增至2016年的32.2億澳門元，然後再增至2017年的61.1億

澳門元。在扣除中間消耗後，會展活動的增加值總額由2015年的14.4億澳門元增至2016年的18.1

億澳門元，再升至2017年的35.5億澳門元，與2015年相比，2017年會展活動的增加值總額增加了

146.6%（表2）。在特區政府“以會議為先”的政策支持下，澳門舉辦的國際會議和專業展覽數

量與日俱增，行業規模平穩上升，影響力不斷擴大，成為打造城市特色品牌的重要內容。特別是

逐步打造了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品牌活動。例如，舉辦“世界旅遊經濟論壇”、“央企支持澳

門中葡平台建設高峰會”、“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等重大活動，對澳門整體城市

形象和知名度的提升起到了很好的拉動作用。

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4297897483349965。
2  http://www.job853.com/MacauNews/news_list_show_macao.aspx?d=0&id=722719&m=0&page&type=3&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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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按人次統計的會展活動數目及入場人次（2015－2017年）

人次 活動數目 與會及入場人次

2015 2016 2017 變化% 2015 2016 2017 變化%
會議 1,163 1,195 1,285 7.5 117,851 175,852 244,798 39.2

10-49 577 566 632 11.7 14,322 13,501 15,096 11.8

50-99 263 279 248 (11.1) 17,327 18,911 16,447 (13.0)

100-199 169 153 165 7.8 22,527 20,241 22,203 9.7

≥200 154 197 240 21.8 63,675 123,199 191,052 55.1
展覽 78 55 51 (7.3) 2,393,461 1500,324 1,608,075 7.2

政府主辦 4 6 7 16.7 244,254 211,213 289,326 37.0
非政府機構主辦 74 49 44 (10.2) 2,149,207 1289,111 1,318,749 2.3

<20,000 36 26 23 (11.5) 317,732 147,927 115,373 (22.0)

≥20,000 38 23 21 (8.7) 1,831,475 1141,184 1,203,376 5.4
獎勵活動 22 26 45 73.1 4,780 45,351 47,820 5.4

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三）旅遊產業逐步升溫

大灣區11個城市中，香港、澳門、深圳、廣州、江門均擁有豐富的旅遊資源。近年來，內地

遊客赴境外旅遊呈逐年增加的趨勢，港澳作廣大旅客的出訪重要目的地，隨着港珠澳大橋的順利

開通，赴澳門旅遊也愈發便利化。根據特區政府統計普查局的數據， 1  2017年全年澳門入境旅客

共3,261萬人次，同比增加5.4%。留宿旅客增加9.9%至1,725.4萬人次，位列大灣區各城市中第8
位，其佔比由2016年的50.7%擴大至2017年的52.9%。過夜旅客微升0.7%至1,535.5萬人次。旅客

平均逗留1.2日，與2016年持平；留宿及不過夜旅客的平均逗留時間分別維持在2.1日及0.2日。參

團旅客增加14.2%至862.2萬人次。全年旅客總消費達613.2億澳門元，同比上升16.4%；其中中國

內地遊客消費達到22.03億澳門元，同比上升11.5%。留宿旅客（497.5億澳門元）及不過夜旅客

（115.7億澳門元）分別增加18.2%及9.5%。旅客人均消費1,880澳門元，同比上升10.5%；留宿旅

客增加7.6%，不過夜旅客增加8.7%。隨着內地遊客對高端旅遊需求的不斷提升，未來在大灣區建

設過程中，澳門可協同香港、深圳、廣州、珠海、江門等打造“一站多程”式旅遊項目，在保持

內地遊客穩步增長的同時，進一步挖掘海外尤其是葡語國家的遊客市場，充分開發本地區的旅遊

產業增長潛力。

（四）中醫藥產業初見成效

在中醫藥研究與發展方面，同樣位於大灣區範圍內的珠海橫琴緊挨澳門，為澳門中醫藥產

業的發展提供了便利的空間資源，2011年4月19日，“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在橫琴新區

正式奠基，成為粵澳合作產業園區的首個落地項目。 2  經過六年的發展，澳門中醫藥產業初見成

效，2017年，澳門共有8間製造中藥的場所，在職員工115人，收益4,580.8萬澳門元，增加值總

額1,482.5萬澳門元，同比下跌27.0%。澳門自2011年起建立國家首個中藥品質研究國家重點實驗

室，多年來在推動中藥品質鑑定技術、藥理研究、參與標準制定以及產業化等作了大量的工作，

為中醫藥國際化及標準化打下基礎。橫琴粵澳中醫藥產業園亦即將建成符合歐盟標準的GMP中試

大樓，為大灣區中藥產業化提供更便利的台階。

1  https://www.dsec.gov.mo/Statistic.aspx?NodeGuid=d45bf8ce-2b35-45d9-ab3a-ed645e8af4bb。
2  http://www.sohu.com/a/122128510_4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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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澳門多元化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

自1999年12月20日回歸以來，由於貫徹了“一國兩制”方針和得到中央政府堅強支持，澳門

經濟快速發展，社會和諧穩定，民生明顯改善。國家“十一五”、“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支

持澳門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化”，特區政府近幾年也努力推進澳門經濟向適度多元化調整，但是土

地、水域、人力資源、產業結構等問題卻一直是很大的制約。

（一）土地、水域等空間限制

作為一個微型經濟體，土地的緊缺已成為澳門發展的主要瓶頸。根據特區政府統計普查局的

數據， 1  截至2017年，澳門常住人口為65.3萬人，全區陸地總面積為30.8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

人口密度為21,201人。另據特區政府旅遊局公佈的數據，2017年來訪澳門的遊客總數有3,261萬

人次。綜合上述兩項數據，澳門已成為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在粵港澳大灣區11個城市

裏，澳門的土地面積處於最後一位，是真正的“彈丸之地”（表3）。按照《粵港澳大灣區規劃》

要求，澳門的城市定位為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特區政府在2015年度施政方針中，提出要

制定涵蓋宜居、宜業、宜行、宜遊、宜樂在內的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五年規劃。然而，澳門回

歸19年來，因為經濟快速增長，人口增加以及大量遊客到訪，引至交通堵塞、樓價和商鋪租金高

漲，面對這樣的困局。全社會都在思考：“宜居尚未解決，休閒從何做起？”除了土地緊缺外，

澳門原來劃定的空域和習慣性海域也十分有限和狹小。這些都嚴重制約着澳門可選擇的產業領域

和發展空間。由於空間的局限，澳門旅遊基礎設施和綜合配套服務體系都遠不夠完善。沒有能停

泊大型郵輪的深水港，澳門機場缺少遠距離跨洋國際航班。城市公共交通體系不健全，旅遊巴士

和計程車服務品質不高。除了賭場建築豪華外，缺乏大型綜合旅遊休閒娛樂設施。這些都影響了

澳門旅遊業品質和競爭力的提高。

表3　2007－2017年澳門土地面積及人口

2007 2012 2015 2016 2017
土地面積（平方公里） 29.2 29.9 30.4 30.5 30.8

人口密度（千人/平方公里） 17.8 19.0 21.1 21.4 21.1

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二）人力資源短缺及內部需求疲軟

在大灣區城市裏，香港、澳門兩地均面臨人力資源短缺的問題，而澳門在這一方面尤為突

出。自回歸以來，澳門失業率持續下降，大體實現了充分就業，但其背後卻隱藏着極大的人力資

源缺口。根據特區政府統計普查局的數據， 2  2017年澳門總體失業率為2.0%，同比上升0.1%，

本地居民失業率為2.7%，與上一年持平。就業不足率為0.4%，同比下降0.1%，勞動人口38.74萬

人，同比下降2.4%。澳門人力資源現狀呈現出勞動人口總量不足、結構不合理、就業領域過於集

中及對高層次人才缺乏吸引力等特徵，難以適應澳門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也不利於推動澳門產

業多元化發展。造成澳門人力資源短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人口老齡化及人才培養、就業、

1  https://www.dsec.gov.mo/Statistic.aspx?NodeGuid=d45bf8ce-2b35-45d9-ab3a-ed645e8af4bb。
2  https://www.dsec.gov.mo/Statistic.aspx?NodeGuid=d45bf8ce-2b35-45d9-ab3a-ed645e8af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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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引進、外勞等政策的不完善都是重要的原因。緩解澳門人力資源短缺問題，是特區政府的主

要責任，特區政府應發揮主動性和扮演主要角色，但也需要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在人才培養、

就業扶植、人才引進等方面協助特區政府緩解人力資源短缺問題。

（三）博彩業止跌回穩周邊環境競爭壓力增大

自2006－2016的十年間，澳門地區從事博彩行業的企業數目一直維持在十家，2016年博彩行

業的全職僱員為55,794人，同比減少了423人。根據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公佈的數據顯示，2017年

澳門博彩毛收入達到2,657.43億澳門元，增長19.1%，也是近三年來首次實現正增長。相關數據顯

示，2017年12月份博彩毛收入226.99億澳門元，按年增加14.6%。也是連續第17個月錄得按年升

幅，但按月則下跌1.4%。澳門博彩收入近三年來首次實現增長，首先得益於旅遊業的穩步發展，

每年超過3,000萬的遊客到澳門旅遊，特別是過夜旅客的增加，給澳門博彩業帶來原動力；其次是

博彩業中場業務引領復甦。澳門博彩業的滑坡成因較為複雜，其中固然存在博彩行業在運營管理

制度上的一些弊病，但更重要的是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紛紛開賭，給澳門博彩業造成了巨大的競

爭壓力。隨着2020年舊的博彩牌照到期，如何完善制度法規，平穩度過這段調整和改革期，是澳

門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

（四）酒店數量制約旅遊行業發展

由於土地面積有限，澳門境內的酒店數量顯然不能滿足廣大旅客的需求，根據特區政府統

計普查局的數據， 1  2017年底澳門有營業的酒店及公寓共111間，同比增加4間，可提供客房增加

2.3%至37,117間。酒店及公寓住客有1,315.5萬人次，同比上升9.6%，酒店入住人數方面，2017

年澳門酒店入住總人數為1,315.5萬人，其中中國內地遊客達863.7萬人，佔比高達65.7%。全年酒

店及公寓平均入住率為86.9%，同比增加3.6個百分點。各星級酒店及公寓的平均入住率均有所上

升；其中四星級（89.4%）及五星級酒店（87.8%）分別增加3.1%及4.1%，二星級酒店（75.1%）

更顯著增加了6.7%。目前，澳門酒店的新增客房大都集中在四五星級的高星級酒店，而擁有博

彩經營權的高星級酒店將對非博彩酒店和地理位置較差的酒店造成明顯的市場擠壓。酒店主要向

商業便利的市中心、遊客出入的近東區碼頭和風光優美的離島集聚，寸土寸金的環境決定了短時

期內澳門無法大規模興建星級酒店，未來酒店的供求矛盾會進一步加劇，面對逐年增加的外來遊

客，適度開發民宿領域的空間迫在眉睫。

三、粵港澳大灣區背景下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總體思路

與合作方向

在新形勢之下，澳門經濟必須堅定不移地走適度多元發展的路子，關鍵是認清國際國內經

濟新的走向和新的格局，以更加務實開放的姿態，發展與內地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城市之間的區

域合作，《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中對澳門的功能定位的首條即是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特

區政府要圍繞建成“一個中心”的目標，真正將澳門打造成為名副其實的休閒旅遊城市、宜居城

市、安全城市、健康城市、智慧城市、文化城市、善治城市，這是澳門未來長期發展的願景，也

是澳門參與大灣區建設的中心任務。圍繞上述中心任務，在今後的一段時期內，本文認為，特區

1  https://www.dsec.gov.mo/Statistic.aspx?NodeGuid=d45bf8ce-2b35-45d9-ab3a-ed645e8af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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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開展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的總體思路是：“要以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為龍頭、廣東旅

遊資源為依託，發展綜合性旅遊服務。依託澳門國際商貿服務平台，對接國家‘一帶一路’戰略、

廣東產業轉型升級和‘走出去’戰略，打造粵澳產業升級發展新平台。集聚國內外優質資源，強

化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動力，提升大珠江三角洲區域與歐盟、東盟與葡語國家等的合作水平”。

澳門與大灣區各城巿的區域合作如下︰

（一）與珠海橫琴的合作

橫琴自貿片區是對接珠三角、香港和澳門的經濟門戶，在戰略上處於港珠澳中軸的位置。

不僅獲批國家級新區、自由貿易試驗區，也是全國唯一的粵港澳緊密合作示範區，有條件優先試

行各類優惠政策，並可給予澳門一定的政策傾斜。一是用好橫琴制度創新等綜合優勢，打造與國

際規則相銜接的制度平台，將國內外優勢資源與橫琴對接，為澳門中小企業到橫琴創新創業創造

更多機會。二是把握港珠澳大橋通車機遇，加強珠港澳現代服務業合作。以澳門旅遊博彩業為龍

頭，橫琴新區開發為先導，以物流、旅遊、會展、金融、文化創意等重點產業為紐帶，以各方利

益為基礎，促進珠港澳在區域協作、產業價值鏈分工方面形成更緊密聯繫，以現代服務業發展支

持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三是積極開展社會、民生方面的合作。要建立兩地更便利的通關

機制，進一步提升通關效率。

（二）與廣州南沙的合作

廣州南沙是廣東自貿區面積最大的片區，具有發展臨港產業和遊艇旅遊業的巨大優勢，該片

區重點發展航運物流、特色金融，建設國際航運中心和航運樞紐。澳門可利用南沙的土地、港口

等資源優勢與澳門自由港優勢相結合，加強兩地航運物流合作，有選擇性地深化兩地高端製造業

合作，建設以生產性服務業為主導的現代產業新高地，特別是為加強內地與葡語國家經貿往來提

供便利，提升澳門“一個平台”地位。

（三）與深圳前海的合作

深圳前海蛇口片區重點發展金融、港口服務等戰略性新興服務業，建設我國金融業對外開放

試驗示範窗口、世界服務貿易重要基地。澳門可拓展“一個平台”的服務功能，與前海合作開展

針對“一帶一路”沿線葡語國家、東盟國家的特色金融服務，物流服務及專業服務，豐富為內地

企業赴海外投資的服務內容。

（四）與江門市的合作

江門市是中國第一僑鄉，濱江臨海，風光秀麗，擁有世界文化遺產開平碉樓等豐富的旅遊及

人文資源。澳門可以江門市新區銀洲湖區等作為重點投資合作平台，近年來，以世界文化遺產江

門碉樓、澳門大三巴牌坊聯線遊為突破口，海灘海島生態區休閒遊和華人華僑僑鄉歷史文化遊為

支撐項目，開發吸引國際遊客，開通從澳門至開平碉樓的旅遊專線，並提供澳門機場旅客的接載

服務。未來，兩地合作發展世界文化遺產連線遊，都有着非常大的空間。

四、粵港澳大灣區背景下澳門經濟多元化發展實施路徑

結合上文針對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現狀及制約因素的分析，使澳門更好地融入到大灣區

建設中，本文試提出以下實施路徑：

（一）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

在粵港澳大灣區的11個城市中，澳門的土地面積最為狹小，但澳門在土地和水域等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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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劣勢，恰恰是珠海等珠江口西岸城市的優勢所在。但這些資源目前都不可能隨意得到。在此

形勢下，應摒棄傳統觀念，不能把合作僅僅理解為向周邊地區“要土地、要資源”，而應當通過

發揮自身優勢，確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理念，加強與珠海等地更緊密務實合作，共同拓

寬發展的空間。澳門方面要確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理念，加快與珠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

進程，把一些不具有優勢的旅遊休閒項目和環節向外延伸，帶動周邊區域共同發展。研究若干有

利於共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項目：（1）為節省空間和提高運營服務效率，以珠海三灶機場為基

礎，澳門與珠海共建一個高水平大容量珠澳國際機場（現在的澳門機場可改建為航空旅遊和運動

用機場）。澳門這邊只建一個候機室，通過輕軌連接至三灶機場登機口。（2）爭取中央政府給予

關稅和外匯支持政策，將澳門打造成國際化的通用飛機會展及交易中心、國際化航空金融中心及

內地通用飛機產品市場的離岸交易中心。促進澳門與內地、尤其是珠海（通用航空製造之都）在

通用航空產業領域進行深度合作，成為內地通用航空器產品的外銷窗口。（3）以土地租賃或其他

合作方式共同開發萬山群島的黃茅島（與澳門距離僅僅20公里）及附近島嶼的旅遊業，建立國際

郵輪母港，吸引國際郵輪靠泊。（4）在一線放開，二線管住的前提下，合資合作建設橫琴與澳門

一體的輕軌觀光交通系統，紓解澳門過於密集的旅遊人流。（5）借鑑新加坡經驗，合作規劃和打

造橫琴與路環至氹仔十字門水道“一河三岸”綜合旅遊區。在此建設一些大型標誌性建築、城市

雕塑、船舶博物館、遊艇碼頭、慢行綠道、餐飲和酒吧等，定期合作舉辦龍舟賽、煙花匯演、音

樂燈光匯演和水上巡遊等高質量旅遊休閒娛樂活動。

（二）積極參與國家“一帶一路”戰略，打造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商貿合作平台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要充分依託“一帶一路”戰略的支撐，

澳門對參與國家“一帶一路”戰略非常積極，澳門各界紛紛發表支持，為澳門發揮自身優勢、擴

大旅遊產業合作、開發旅遊資源潛力、牽頭沿線國家聯合打造具有絲綢之路特色的國際精品旅遊

線路和旅遊產品等提供了良好時機，澳門在國家“十三五”規劃及“一帶一路”戰略的帶動下，

可以將會展、文創、博彩娛樂、加工食品等產業推向東南亞巿場，並把握與東南亞國家相應產業

對接的先機，擴展創業及海外貿易的新空間，特區政府要努力提供澳門特色金融產品，參與“一

帶一路”建設。目前，澳門初步明確將開拓東盟市場和葡語國家市場，作為參與海上絲綢之路建

設的重點區域，並通過特色金融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從國家公佈的“一帶一路”建設規劃

以及內地省區做法來看，現階段集中的是示範性大項目、大企業、大通道為主，對於澳門企業而

言，尚不具備條件直接參與其中。為此，在研究制定澳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促進內地與東

盟市場、葡語市場合作中，要形成差異化定位，量力而行，分步施策。鼓勵澳門企業參與內地特

別是廣東、福建等省與沿線國家間的城市、園區、文化等領域的多層次合作，特區政府可為此搭

建平台，或聯手上述省份共建“一帶一路”建設專項投資基金，促進三方企業合作；支持澳門骨

幹企業國際化戰略的制定和實施，帶領與之合作的當地中小企業赴沿線部分國家開展投資合作；

對文化、教育、藝術類社團赴沿線國家參演交流加大資助規模，積極爭取國家將海上絲綢之路研

究中心或相關國際論壇會議放在澳門舉辦；在澳門每年一度的國際貿易投資博覽會中增設“一帶

一路”，特別是海絲專場推介活動或高峰論壇。建立中葡跨境電子商務平台。打造及提升澳門葡

語商品品牌知名度。將葡語國家中小企業商貿服務中心、葡語國家食品集散中心和中葡經貿會展

中心統一協調起來，促進跨境貿易發展；擴大澳門、內地及葡語國家企業雙向考察交流，擴大貿

易投資發展。加強珠澳合作，建立培訓基地聯合培養葡語、西語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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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力推遠洋文化遊輪旅遊

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是澳門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中心任務。 1  其獨特的博彩文化

也是其餘10個大灣區城市所不具備的，“東方摩納哥”、“亞洲拉斯維加斯”，這些稱號都是世

界各國對澳門博彩業蓬勃發展的充分肯定，但如今澳門博彩業發展遭遇瓶頸，而亞洲周邊國家和

地區（諸如新加坡、馬來西亞、韓國等）博彩行業開始逐漸起步，雖然在短時間內不能撼動澳門

亞洲賭業第一把交椅的位置，但實質上已經形成了合圍之勢，以往赴澳門旅遊的遊客遭遇分流，

長此下去，澳門未來的博彩業生存空間將不斷遭受擠壓。澳門由於土地空間極其狹窄，進一步增

發賭牌、擴大賭場規模和數量都不現實。向海洋要空間，向海洋要發展，是澳門未來發展的必由

之路，未來將海洋與旅遊相結合、將澳門博彩業與遠洋遊輪相結合，打造集博彩、娛樂、休閒於

一體的移動式綜合觀光遊覽模式，促進澳門旅遊業利益雙重化發展。旅遊線路規劃方面，近期可

探索遠洋遊輪東南亞沿線遊、印度洋國家沿線遊等周邊區域，遠期規劃世界一周航行線路，推出

麥哲倫環球航線遊之類的歷史文化特色的旅遊線路（表4）。可以參考新加坡濱海灣模式，共同開

發珠海橫琴和澳門路環至氹仔十字門水道“一河兩岸”綜合旅遊區。“一河兩岸”的範圍包括橫

琴富祥灣至灣仔，澳門路環竹灣、荔枝碗至舊城區的內港碼頭。在此區域沿岸可以設立大型標誌

式建築、具有特色的城市雕塑、船舶博物館、遊艇碼頭、沿岸慢行綠道、餐飲、酒吧和娛樂休閒

設施；定期在十字門至前山水道共同舉辦龍舟賽、煙花匯演、音樂燈光匯演和水上巡遊等活動，

以及合作發展高質量旅遊休閒度假項目，促進珠澳旅遊合作發展和橫琴綜合開發。

表4　澳門開發遊輪航行規劃表

階段目標 旅遊載體 航行範圍 遊客群體

近期目標 遊艇類 澳門水域附近島嶼 大陸、香港遊客

中期目標 近海遊輪 南海、印度洋 大陸、香港、東南亞國家遊客

遠期目標 遠洋遊輪 環繞世界一周航行 世界範圍內遊客

（四）打造文化交流合作基地，宣傳澳門城市形象

“打造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是《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

中對澳門發展的重要定位。澳門的一些街巷、酒店作為香港《澳門風雲》系列等多部影片外景

地，開始揚名海外，一些美食老店經過內地遊客口口相傳，開始人氣爆現，像蛋撻、手信等等小

食品也做成大產業，有的銷售額過億，說明澳門小微企業和小街小巷也可以做出大品牌，關鍵是

包裝與宣傳。澳門已經擁有亞洲最為密集的高檔酒店和會展娛樂設施，完全可以有意識打造自己

的城市品牌、企業品牌，以品牌贏得競爭先機。為此，特區政府可與主要行業社團聯手，爭取內

地支持，將一些國際性展會活動或時尚展覽的組織者及機構邀約至澳門，以優惠的合作條件吸引

他們入駐，鼓勵本地企業參與其中。策劃邀請人氣網絡紅人、影視明星、知名CEO等作為澳門旅

遊形象大使或作為澳門中小企業群體的代表，進行市場推介宣傳。對於已經具備一定影響力的澳

門展會活動，例如環保展、賽車展、活力澳門週等，支持相關承辦方進行國際化運營，並與內地

知名品牌展會開展全面合作。依託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契機，集聚全球資源策劃設計澳

門知名企業系列形象標誌，促進澳門所有、世界知名品牌的創建與宣介活動，支持澳門工業、服

1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http://www.gov.cn/zhengce/2019-02/18/content_5366593.ht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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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等品牌的發展。加快利用互聯網和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建設管理更加精明、信息更加透明、生

活更加便利的新型智慧休閒城市和世界旅遊度假勝地。打造綠色交通系統，推廣新能源車。引入

內地和國際上知名的科技企業在澳門設置分部、或是為澳門推出量身定制的業務，使遊客在澳門

享受到世界一流的數位化生活體驗。通過多種媒介宣傳形態，提高澳門新形象在內地的能見度。

可在央視等主流媒體和土豆優酷等新媒體上同步推出澳門新形象紀錄片，以推廣澳門在博彩之外

精彩紛呈的旅遊形象；可在內地主流新聞媒體網站開設澳門頻道，全面展示澳門政經社會、風土

民情；可開通運營更多新媒體帳號，通過專業化運營及獎勵旅遊等活動推廣，提高內地民眾對澳

門的關注度。

（五）加快澳門智慧城市建設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中明確了對智慧城市的建設任務，在全球化時代，信息和數據是

生產力，也是競爭力。澳門每年有2,000多萬人次的遊客，充分認識這些遊客及其在澳門出入、

購物、觀光、評價等數據，並平台生成引導澳門企業優化經營策略、塑造自身經營優勢的重要依

據，更能成為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重要參考。與其他旅遊城市不同，澳門建設統一開放

的大數據平台有明顯優勢，城市地域較小，開展全天候、全區域信息收集工作成本較低，遊客進

出主要集中在2－3個陸路口岸，其中80%以上是在拱北，遊客參觀澳門的路線相對一致，採買的

商品品類也較為集中，這都有利於政府部門與大數據公司合作收集、加工整理信息並無償提供給

中小企業使用。以此為基礎，通過全面跟蹤的內地數千萬遊客的消費偏好，還能夠成為澳門企業

進入內地市場的長期信息服務保障，增強本土小微企業進軍新市場的信心。建立大數據平台的功

能不只是為了深度挖掘市場資源，還可以作為一段時間內政府及時掌握政策實施成效，以及準確

把握中小微企業成長狀況的重要媒介。將基於旅遊會展企業發展的大數據平台納入智慧城市建設

之中，對澳門長遠發展十分重要。目前，可考慮由特區政府統計局等多個部門先行啟動局部區

域和部分行業大數據平台建設的招投標和相關法律保護的探索，將不同部門、金融機構、商業網

點、賭場酒店等數據信息等作進一步集成、加工、綜合和應用，再逐步增加功能、擴大影響。

（六）依託行業社團，推進文化創意、會展旅遊、醫藥等企業專業化

與大灣區其餘10城市不同，澳門各類工商、社會文化社團以及博彩業界協會在經濟發展中

具有承上啟下的獨特作用，完全可以發揮制定行業標準、強化行業自律、企業員工培訓、拓展周

邊市場、密切對外交流等多項任務，特別是澳門小微企業達數萬之多，政府相關政策資源要實現

個性化設計、整體性推進，從行政成本上難以做到一對一貼身服務，而數千個本地社團就能夠分

工承擔提升企業經營管理能力、塑造誠信理念的要求。目前，特區重點發展的產業門類如文化創

意、會展旅遊、中醫藥等初步形成了由3－4個主要社團牽頭、部分專業社團參與的發展格局，下

一步特區政府可通過設立專項基金、搭建平台等形式，鼓勵這些社團與重點企業合作，適當集成

產業鏈發展的相關服務職能，健全配備專業人員與機構，在職業教育培訓、高校專業設置等方面

對工商社團專業人員提供更多機會。同時，創新外地僱員引進管理方式，鼓勵社團聯合招聘內地

及香港文創、會展、中醫藥制銷等專才來澳，擔任社團指導或顧問，與內地、香港、葡語國家工

商社團、企業家協會等完善人員互派、信息互換、機構互設等機制。

[責任編輯　陳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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