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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第三册，第七期，19 90 No．，1 17 9 -1 8 5

正確評估和增強澳門的戰略地位＊

魏美昌 ＊ ＊

已有四百多年歷史的“濠江珍珠”即將步入九十年代，在二十世紀最後的這

個十年內將面臨“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巨變。這個變化將涉及政治、經濟、文化

及社會的各個層面。如何正確地認識、把握並促進這一變化，對於澳門在下一個

世紀能否保持安定繁榮以及澳門在華南地區能否續繼發揮它應有的作用，將具有

決定意義。

澳門的命運由三個方面主宰：（1 ）葡國總統、政府和國會；（2）澳門政

府和澳門人；（3）北京中央政府、廣東省，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區。在本世紀

最後十年間，隨着葡國管治權的下放，澳門在行政、立法和司法自主性的加強，

第一個因素將逐漸淡出，第二個因素將逐漸突出，而如何正確處理第二和第三因

素的關係，將顯得越來越重要，也是本文着重要探討的問題。

一、澳門長期落後的原因

＊在1 990年1月粤澳關係第二次硏討會上的發言稿

＊＊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副會長

澳門自從上一個世紀作爲華南地區轉口和通商口岸的優勢逐漸被香港取代之

後，其經濟長期停滯不前，同香港在各方面的差距越拉越大。即使到了七十年代

，澳門的經濟在香港帶動下開始起飛，但到了八十年代仍擺脫不了在金融、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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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投資等方面對香港的依賴。難怪香港人一向稱澳門爲“澳門街”，藐視其

各方面規模之小。在他們眼裏，香港是現代化繁華的國際城市，而澳門則是落後

、寧靜的“鄉村”，是供他們消遣、耍樂和撈一筆錢的地方。

內地人包括京城一些高官，對澳門亦長期採取藐視態度。一些人把澳門看成

是靠賭博混日子的小縣城。若香港是能生金蛋的鵞，那麼澳門只是生土蛋的鴿。

對澳門的處理只能跟着香港的尾巴跑，慣於把“香港模式”套在澳門頭上。至今

有些人對澳門有甚麼特點，同香港究竟有哪些區別，都還不十分清楚，對澳門的

研究遠遠落後於對香港的硏究。

對於由港澳兩地經濟上巨大差距所引起的“大香港小澳門 ”的心理上和實際上

的不平等待遇，澳門人長期以來只是忍氣呑聲，無可奈何。許多人只是把澳門當

作“過路橋”，無歸屬感。連一些土生土長的澳門人也願意把自已兒女送出國讀

書，一去不復返，人材難於挽留與生根，致使澳門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文化敎育

方面長期落後，形成惡性循環。

澳門長期落後的主客觀原因還可作更深一層的分析：

（一 ）葡國國內政局的演變對澳門有直接的影響。在薩拉沙統治時期，澳門

是離葡國最遠的海外屬地，其地位遠不如非洲葡屬殖民地重要，不值得投更多精

力去管，而讓其長期處於“半睡眠”狀態。在文化大革命“一二·三”事件衝擊

下也容忍澳門成爲中國的“半解放區”。一九七四年薩拉沙專制政權被推翻後，

在非殖民化浪潮中亦迫不急待地要把澳門這個“包袱”卸給中國。葡國建立民主

制度後，對澳門有正面影響，確認澳門屬中國領土，引進了西方“三權分立”的

民主制度，給澳門更多的自治權，制訂了澳門的“組織章程”（小憲法），使澳

門在理論上具備了比香港更爲優越的政治制度。但由於一九七四年革命後葡國各

政黨忙於“內鬥”，十年間葡國政府走馬燈式地頻繁更替，也影響了澳門政府的

穩定性和政策的連續性。來澳工作的葡官員不少抱着臨時觀點，無長期打算和計

劃。行政、法律、敎育制度的改革長期無人問津或半途而廢，致使七四年葡國革

命對澳門帶來的某些益處得不到充分發揮，行政效率，敎育質素，開放程度等便

大大落後於香港。

（二 ）基礎設施的建設跟不上。澳門這個只有十六點五平方公里面積的地方

屬典型的海島式經濟，其自然條件與香港、新加坡相似，其唯一的缺陷是地處珠

江口淤泥帶，不適宜建深水港，加上沒有機塲，沒有鐵路，大大限制了經濟的發

展。在現代化通訊方面，直到八十年代成立電訊公司之後才開始起步，才開始打

破長期的封閉狀態。銀行法到了八十年代才制訂，並開始經營離岸業務，初步建

立起金融制度。但由於基礎設施落後，長期未能形成理想的投資環境，因此澳門

經濟國際化程度長期處於低水平，吸引不到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的投資。與香

港相比，澳門亦同屬自由港，但未達到眞正國際城市的水平。自七十年代以來，

澳門經濟雖有長足進步，從人均總產値來看已可擠進亞洲“四小龍”的行列，但

基礎仍很脆弱，受各種不利因素制肘，在國際市塲上仍未擺脫“夾縫經濟”的不

利處境。
180



二、經濟發展是巨變的基礎

但澳門人並非甘居下游，特別是七、八十年代經濟取得驕人成績之後，大家

增強了在此小塊地方創造經濟奇蹟的信心。

經過多年爭論，澳門官民之間就擺脫落後狀態，已基本上取得了共識，就是

首先要狠抓基礎設施，狠抓經濟。

從葡國政府來講，情况已有改善，葡國國內政局已由多變進入相對穩定，經

濟亦有起色，相信在九二年共市進一步一體化後，葡國內形勢還會更好，有更多

精力關注澳門的事情，不再“做一天和尙撞一天鐘”，而是“百尺竿頭” “百

年大計”，進行十年的“最後衝刺”，從而完成“光榮徹退” ，使葡人在遠東這個

古老城市的業跡和影響能流芳百世。葡人這種心態和積極性不應加以打擊，而應

加以扶持和鼓勵。

在北京中央政府的積極支持下，澳門一些大型項目，例如飛機塲、深水港、

松山隧道、第二澳氹大橋等已不再是紙上談兵了，這些大型建設對於改善澳門的

基礎設施將起決定性作用，而且將大大提高澳門在珠江三角洲的地位。

關於澳門在交通運輸方面同三角洲的配合，在去年研討會上筆者已有專文分

析，在此不再贅述。在大型建設方面，尤其是鐵路、港口、機塲和公路的建設，

澳門同珠江三角洲，特別是鄰近珠海，存在一個互相配合協調的問題。但這個問

題看來未引起有關方面的足夠重視，有各自爲政、各搞一套的傾向存在，會導致

資源的不必要的浪費。

珠海正在開發西區，制訂了宏偉的規劃，擬建深水港、機塲、鐵路和高速公

路，發展能源、重工業和旅遊業。凡是能促進珠江三角洲繁榮的計劃都應加以支

持。但有兩點値得商榷：

1 、關於機塲的建設

上述計劃似未把周圍地區，尤其是澳門的關係，作爲一個重要問題來考慮。

即使考慮到了，也似乎把這種關係建立在互爭而非互補的基礎上。最明顯的是關

於機塲的建設。

本來國際機塲究竟建在澳門，還是在珠海，是有過爭論的，最後由中央裁決

建在澳門，旣是國際又是國內機塲。這個決定是正確的，是爲了提高澳門的地位

，促進澳門同鄰近地區的發展，並有利於“一國兩制”的落實。若從大局出發，

特別是考慮到九九年後澳門機塲能更有效地爲珠江口西岸的整個地區服務，不應

對此決定存有異議。

但遺憾的是在澳門機塲已動工興建的今天，在離澳門只有十多公里遠的三灶

島又要建大型機塲，把五十多年前日本人修建的舊機塲加以恢復和擴建，近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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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降 B 七三七、七五七型客機，遠期能降七四七型客機，是國內國際兩用機塲，

同澳門機塲的功能完全一樣。在如此距離內同時建兩個機塲，在國際上是罕見的

。由於客源貨源有限，勢必造成惡性競爭，兩敗俱傷。更嚴重的是，它將挫傷澳

門這個自由港地位，因爲澳門機塲服務的範圍不僅是澳門一地，而是珠江口西岸

地區，起香港機塲分流的作用，就同深圳機塲起廣州機塲分流作用一樣，所不同

的是深圳機塲只是內陸機塲，而澳門是國際機塲，與其自由港地位相適應。若加

挿一個三灶機塲，則是畫蛇添足，弊多利少，不如節省這筆錢，搞好三灶（即珠

海西片）通往澳門的公路網和水路網建設，兩地相隔不過是二、三十分鐘的路程

有人說 ，機塲建在澳門 ，出入不便。這個理由不能成立。因爲澳門機塲不同於

香港機塲，是國內國際兩用機塲，分國內與國際兩個不同的通道，其中國內通道

由國內海關自行管理。瑞士邊境某機塲由兩個國家共用，分開通道管理，長期使

用，無絲毫不方便之處。旣然兩國如此，那麼澳門同珠海同屬“一國”，爲何不

能共用一個機塲？

2 、關於鐵路、港口建設

筆者在去年研討會的論文中曾主張興建通貫珠江三角洲西片連接三（水）茂

（名 ）的鐵路，使大西南、西北的鐵路線有多幾個出海口，並與自由港澳門相連

，減輕對廣州和香港的運輸壓力。修這條鐵路對於開發大西南、西北，促進這些

地區的外貿，對於發展珠海經濟以及擴大澳門機塲和港口的腹地，都是有戰略意

義的。關於鐵路的走向，筆者曾建議不要與穗珠高速公路走向重覆，以免影響其

經濟效益。廣東地理學會鄭天祥等三位學者，經過實地調查，主張鐵路經江門、

台山在新興與三茂線相接，經珠海與澳門相連。他們還考慮到高欄深水港建設，

還主張把鐵路延伸到高欄。他們在澳門《行政》雜誌第五期上發表的這篇文章把

鐵路建設方案同開發大西南、促進珠海和珠江口西岸地區、同擴大澳門腹地，提

高澳門的自由港地位有機地結合起來，其主導思想是正確的。

反觀珠海西岸的發展計劃，鐵路建設似乎只顧本區的需要，只考慮高欄深水

港同鐵路連接，保證高欄港有足夠的吞吐量，而未考慮將鐵路延伸到澳門，與澳

門深水港、機塲相連。高欄港的自然條件固然優於九澳港（前者是十萬噸級而後

者只是萬噸級以下），但九澳港是自由港，從外貿角度來看，具有高欄港所不具

備的優越條件。高、澳兩港若能互相配合，取長補短，在珠江口西邊將發揮更大

的經濟效益，就如深圳和香港在東邊所起的作用一樣。把鐵路延伸到澳門，還有

利於解決建鐵路的集資問題。

下面再談談與澳門經濟起飛有關的若干問題。

1 、產業轉型

澳門經濟轉型是內部和外部條件逼出來的，轉則興，不轉則衰。由於國際市

塲上競爭加劇 ，靠廉價勞力和落後生產和經營方式所賴以維持的低成本優勢已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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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在前一個時期，澳門一些廠商還能利用珠江三角洲的廉價勞力，靠“三來一

補”來維持這種低成本優勢，使珠海及鄰近地區在某種程度上成爲澳門製造業的

加工區。這種趨勢本來是正常的。但“六·四”以後，隨着國內政治氣候的變化

及受中央緊縮政策影響，使珠江三角洲的加工業出現“滑波”，促使澳門資本另

謀出路，紛紛向東南亞，特別是向投資環境好、成本低的泰國轉移。如果不再下

大功夫調整產業結構，向產品多元化、高檔化以及市塲多元化發展，則澳門製造

業將面臨萎縮的危險。八九年上半年出口增長率下降是不祥之兆。如何提高勞工

質素，培養技術人才，改善經營管理，是擺在政府、工商界、敎育界面前的嚴重

任務。無節制地輸入內地廉價勞工只能拖產業轉型的後腿。

在保護主義日益抬頭的今天，長期依賴歐美市塲是危險的，應不懈努力開拓

新市塲，尤其是開闢目前處在急劇轉變中的東歐市塲。

在不斷改善投資環境的努力中，要大力引進台灣、日本、歐美資本，限制內

地資本，避免不公平競爭，提高投資質素和國際化水平。

在開闢離島和塡海工業區時，要加強規劃性，鼓勵高科技、低成本、有競爭

性的工業，而限制汚染環境，無競爭性的低檔工業。

2 、大力發展旅遊業

在發展製造業的同時，要注意發展旅遊業，因旅遊業（包括博彩業）是不受

任何政治風波影響的“一枝獨秀”。在“六·四”冲擊下，廣東、香港的旅遊業

都在滑波，唯有澳門仍門庭若市，繼續興旺。它成了澳門政府一項穩定的、不斷

增長的財源，使政府的財政預算年年有盈餘，是擴大投資 ，實現經濟、社會現代化

的重要支柱。

澳門是具有四百多年歷史的、有豐富中西文化遺產的博物館式社會，是澳門
所獨有的，應化更大氣力予以保護和整理，作爲發展旅遊的重要資源。同時還要

根據澳門自然環境的特點發展大型的、能大量吸引遊客的項目。最近提出的改造

南灣的計劃以及在離島建世紀換千紀念碑“希望與幸運巨塑”，若能落實，將大

大提高澳門在國際上的知名度，大大促進整個珠江三角洲旅遊業的發展。

3 、邁向新的金融中心

在旅遊業和製造業的帶動下，澳門的金融業一直穩步發展，銀行業不受政治

風波影響而不斷上升，存款多於貸款，外滙儲備十分充足，爲金融制度的進一步

改革，爲開闢澳門自己的股票市塲，以及爲澳門幣的逐步國際化提供了條件，也

有利於進一步開展離岸業務，爲珠江三角洲的經濟發展提供更多的資金。

展望下一個世紀，澳門有可能發展成爲遠東地區僅次於香港、新加坡的另一

金融中心，從而徹底擺脫對香港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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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經濟若能保持目前每年百分之七至十的增長速度，並把人口限制在七

、八十萬，則到本世紀末，人均總產值可達七千甚至八千美元的水平。屆時可徹

底摘掉“落後”帽子，而名符其實地列入“新興工業國”行列。它對內地尤其是

珠江三角洲西部在信息、技術、市塲、 管理等方面的橋樑和輻射作用將會比現在

更顯著。

4 、發展多方面的合作

澳門與內地鄰近地區多年來已形成的、建立在互利互補基礎上的經濟合作關

係，今後應繼續發展和加強。去年研討會上大家提出的建立多渠道、多層次和多

方面的合作，應力求逐一落實，推動民間的、半官方直至官方的合作。若有可能

，應在近期內成立半官方的協調機構，以推動各方面的合作。只有通過多方面的

合作，才能逐步形成珠江口西岸強大的經濟實體，以加強在國際市塲上的競爭能

力，達到共同繁榮的目的。

要消除合作中的種種障礙，特別是“六·四”後出現的一些消極的、人爲的

障礙。具體來說，就是要保持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和經濟特區原有的開放、優惠

政策，繼續發展市塲經濟，使它在各方面更合理化、制度化，並得到充分的法律

保障，這是投資者和人們的信心所繫，不僅是個經濟問題，而且是個政治問題。

三、保持澳門的政治穩定和開放是關鍵

眾所周知，沒有先進的政治法律制度就沒有經濟的飛躍，沒有開放的政策，

就沒有自由的經濟，而沒有先進的敎育制度，就難以維持先進的政治經濟制度。

過渡時期如此 ，九九年後更是如此 。經過這幾年的探索，官民都看到了澳門政治

、法律、敎育制度的改革，其難度比香港還大，原因就是本文第一部分所分析的

，各種改革起步太晚，問題成堆，不易一下解決。無論是行政、法律還是敎育制

度的改革，尤其是各方面人材，特別是雙語人材的培養，若不下大氣力，上下左

右同心協力，則難以完成，光着急是無濟於事的。澳門政府的工作重點由抓基礎

設施轉向這三大制度的改革，是正確的，需要各方面配合，促其實現。

要在過渡時期裏擴大行政、立法和司法的自主權，必須修改澳門的組織章程

。大家都在努力排除修改組織章程中出現的種種障礙。過分顧慮組織章程的修改

會與基本法脫節是不必要的，中葡聯合聲明是修改的基礎，晚改不如早改，分階

段把它改好。應當相信澳門政府，立法會和澳門人可以把它改好。

過渡時期內的一些事，凡是有利於澳門安定繁榮 ，應放手讓澳門政府、澳門

人自己去幹，而不要過多地干預或指手劃脚。

不要害怕和反對澳門人說“剌激性” 的話 ，不要動不動給人扣上“反對或顚

覆中央政府”的大帽子。澳門的言論自由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應鼓勵別人提

出不同意見和批評性的意見，以利克服官僚主義，增強中央與地方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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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起草基本法時，除聯合聲明所規定的體現國家主權的防務、外交等屬中央

所管之外，應具體規定澳門在行政，立法和司法方面的高度自治，而不要過多地

限制。澳門人在九九年後所享受的自主和自由起碼不應少於澳門組織章程及葡國

憲法所規定的。在這方面只能前進，不能倒退。只有這樣，才能增強澳門人對前

途的信心。有了信心才能使這個自由港自由地運轉下去，否則運轉不靈，甚至停

轉。

國內“大氣候”的變化隨時在影響澳門的“小氣候”。人們只是希望擋住一

些負面影響，使這小小的“濠江珍珠”得到保護，不致慘淡沒落，而能繼續閃耀

其燦爛光輝，與對岸的“香江珍珠”爭艷，使它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在珠江三

角洲、華南以至遠東地區能繼續發揮它應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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