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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中國和拉丁世界交流的橋樑

汪海＊

引言

澳門是中國南方的一個門戶，也是一個國際性的自由港。這兩個重要因素共

同決定了澳門與中國和世界的發展，必然緊密相連、息息相通。400多年來，

澳門從人烟稀少的漁村，變成盛極一時的國際商埠；從以旅遊博彩業爲主的消費

城市，變爲初具規模的出口加工業中心，幾經滄桑，都是由於中國和世界經濟的

發展，對澳門這個彈丸之地，產生雙重巨大影響的結果。而且，無論澳門在過去

幾百年中怎樣變化，它都是中國和外部世界在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的一個重要

的戰略性交滙點。

近1 0多年來，中國和世界的經濟格局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動。相對澳門而言

，最爲突出的變化，其一，是中國實行對外開放，積極擴大同外部世界的經濟聯

系；其二，是亞洲太平洋，特別是東亞經濟迅速崛起，受到世界各國的矚目。這

些變化將極爲深刻地影響着澳門的未來，爲澳門帶來一系列新的發展機遇。

一 、中國需要架設對外開放的新橋樑

在始於70年代末期的中國對外開放中，澳門的唇齒之鄰香港，一直起着舉

足輕重的作用。据統計，中國內地吸收外商投資的三分之二，對外貿易的三分之

一，出口收滙的五分之二、接待海外遊客的十分之九，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

的四分之一，均來自香港。香港是中國對外開放最重要的樞紐，是溝通中國和外

部世界的最重要的橋樑。

＊南京市政府經濟研究中心經濟調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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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歷史的原因，香港同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英語國家聯系較

密切。据《香港經濟年鑑》，香港的十大貿易對象中，除中國大陸和鄰近的東亞

國家外，英語國家佔五分之四；法國和意大利，均是世界十大經濟強國之一，實

力在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之上，而對港貿易額却低於這些英語國家。香港的

四大投資來源地——英國、美國、中國、日本，英語國家佔了一半。香港人外

出旅遊，在非東亞國家中，以去美、英、加、澳者居首，去英國、加拿大的竟比

去世界旅遊大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的多十幾倍。來港外國遊客的分佈狀况同

樣如此。在港外籍人最多者，又是通用英語的國家：菲律賓、印度和美、英、加

、澳；港人移居海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去了英語國家。

香港同英語國家聯系之所以如此密切，原因在於香港形成了中英文並重的語

言文化環境。香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學以英文爲教學媒介，因此，絕大多數港

人會說英語，爲香港發展同英語國家的密切聯系打下了深厚的根基。

英語雖是世界上最爲廣泛使用的語言，但它遠不能覆蓋全球。事實上，只有

七十多個國家和地區不同程度地通用英語，僅佔世界總數的三分之一。就在港人

移民的首選地加拿大，還有五分之一的人只講法語。在南歐、非洲和拉丁美洲，

大部份國家都以法語、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等拉丁系語言爲國際溝通媒介，英語

的使用就大受限制。香港普遍地使用英語，從正面來看，促進了同英語國家的交

流；但是，這也造成了負面的影響，因而難以與非英語國家溝通。

香港是中國對外交流的門戶。香港的對外聯系受限，也就制約了中國的對外

開放。最近，中國經香港轉口美國的貿易，已引起中美間嚴重的貿易爭端。實際

上，香港轉口到美國約一百億美元的中國內地產品中，有相當部份輸美後，被美

國再轉口輸往墨西哥，甚至又被墨西哥轉輸到其它拉丁美洲國家。由於缺少溝通

，中國對墨西哥的直接出口，在外貿較正常的一九八八年，僅有一千三百多萬美

元；對整個拉丁美洲的出口，也只有三點八億美元，此數同中國對通用英語的巴

基斯坦的出口幾乎相等，在這種相等中，包含着一個經濟中等發達的大陸同一個

經濟較落後的發展中國家相比的巨大不平衡。

世界上，以法、西、葡等拉丁系語言爲第一語言的拉丁國家，主要分佈在南

歐，非洲和拉美，約有三十多個，人口佔世界九分之一，國民生產總値約佔六百

分之一，經濟實力相當雄厚，但其對華貿易額僅佔中國外貿總額的百分之七點七

，來華直接投資僅佔外商對華投資總額的百分之一點二，與拉丁國家的經濟實力

和國際地位極不相稱。究其原因，就是因爲中國和拉丁國家之間缺少一個像香港

那樣的國際交流媒介。

中國作爲一個實行對外開放僅十多年的大國，面對複雜的大千世界和多變的

國際市場，僅有一個香港是不夠的，必須多開辟幾座通向世界的橋樑。八十年代

後期，隨着中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化，就已提出了“再造幾個香港”的構想，許

多內地城市也都紛紛制定成爲“第二香港”的各種方案。對此，香港報刊在予以

讚賞的同時，多引用西諺“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相評。的確，香港廣泛的國際

聯系和發達的自由港條件，都不是內地城市在一朝一夕中所能成就的。最有可能

成爲“第二香港”、即香港式的國際交流媒介的，是和香港唇齒相依、命運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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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澳門。澳門的自由港條件，與香港相似；作爲國際交流樞紐的歷史，則更爲久

遠。早在四百年前，就形成以澳門爲中心，東經菲律賓至拉丁美洲，西經非洲至

南歐的環球貿易航綫。若單純就對外聯系的歷史作一比較，澳門對於香港，猶如

雅典比之羅馬。

澳門在歷史上，對推動中國同歐、美、非等各大洲的貿易和文化聯系，起過

重要作用，它曾是中國古老的東方文明和歐洲西方文明溝通的唯一樞紐。至今，

澳門依然有廣泛的國際聯系，同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保持着貿易往來。在澳門，
居住着來自五大洲五十多個國家的外籍人和數萬歸僑。就國際聯系和自由港等條

件來看，澳門可說是一個現成的“第二香港”。對這樣好的條件，不加利用豈不

可 惜 ！

在中國對外開放的大背景下，澳門廣泛的對外聯系和完善的自由港制度等優

勢，突出地顯示出來，它完全能夠像香港那樣，成爲溝通中國與世界的一座重要

橋 樑 。

二、世界需要架設聯系東亞的新橋樑

二十一世紀被許多國家的輿論稱之爲“太平洋世紀”，而位於太平洋西岸的

東亞，經濟更爲活躍。近二十年來，東亞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今世界各國刮目相

看。据日本大藏省預測，東亞地區的國民生產總值，到二○一一年將超過北美，

到二○一五年將超過歐洲，居世界各地區之首。

面對東亞的崛起，世界其它地區的國家都力圖與之加強交流。連實力強大的

美國也是如此。美國很有影響的《商業周刊》最近載文提出利用太平洋中島嶼夏

威夷鄰近亞洲的地理位置及其美亞多元文化條件，使之轉化爲具有戰略意義的財

富，把夏威夷建爲“通向太平洋世紀的大門” 、“連接美國和亞洲的文化橋樑”

、“到亞洲經商的跳板”①。

世界其它國家要了解東亞的國情，研究東亞的市場，尋找在東亞的投資機會

，都需要在東亞建立，有利於不同經濟、文化背景的國家間展開交流的橋頭堡。

對英語國家而言，地處東亞三大區——東北亞、東南亞和中國大陸之間戰略要冲

、具有中英雙語文化環境的香港，是一個更爲理想的橋頭堡。近年來，所有的英

語國家，從美國到澳大利亞，都加強了對香港的投資。

①《環太平洋經濟的全球化與地區化》，美國《商業周刊》。

對非英語國家而言，香港則不能完全令人滿意。世界第五經濟大國，也是最

發達的拉丁國家法國就是如此。法國輿論最近紛紛提出：“亞洲本身正在成爲多

極發展中獨立的一極”，是“世界最有活力的市場”，由於“美國工業結構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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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東歐的嚴重困難、歐洲共同體經濟增長的緩慢和中東形勢的不肯定狀態，必

然會導致法國企業對亞洲市場的美好前景給以更多的注意”，但是，“法國的企

業在遠離本土的地方開展經營活動是有困難的”。隨着東亞的發展，特別是印度

支那恢復和平，法國正積極重返與之有傳統聯系的印支市場。据法國《解放報》

報道，“顯然，希望在印支投資的法國企業缺泛支撑點”，因此，“法國公司在

東南亞準備跳板，以便更好地向印支半島各國特別是越南發展”②。一個可供法

國選擇的地點是泰國的曼谷，但曼谷不具備有利法國企業展開活動的自由港條件

和語言文化背景。相比之下，澳門更值得考慮。澳門鄰近印度支那，特別是越南

，並與整個東南亞經濟保持着千絲萬縷的聯系；澳門緊靠香港這一國際經濟活動

中心，信息十分靈通；澳門是有悠久歷史的自由港，有利開展國際交流，澳門更

具備有利法國同東亞交流的語言文化背景。因此，澳門完全可以成爲拉丁大國法

國同東亞交流的一個橋頭堡。實際上也是這樣，在金融這一最敏感的經濟活動領

域就已反映出來，法國在澳門已有二家銀行和一家財務公司，在澳開設銀行之多

，僅次於葡萄牙。在鄰近澳門的珠江三角洲，法國也有許多大型投資項目，法國

在華百分之六十的技術人員都在這裏工作。

對於葡萄牙而言，澳門更是一個傳統的同東亞和中國交流的樞紐。

隨着世界各國日益矚目東亞，隨着香港作爲東亞國際交流樞紐的地位日益突

出，東亞許多國家紛紛提出創設“第二香港”的構想，試圖以香港式的自由港條

件爭取國際經濟資源，促進本國開發，在亞太和世界經濟競爭中佔据有利位置。

這一“香港熱”，從海參威到新加坡，已在東亞各地蔓延開來。

在東亞經濟崛起的大背景下，澳門的地理位置和自由港等優勢突出地顯示出

來，它所具備的某些國際聯系優勢，甚至連香港也難以與之相比，澳門完全能夠

成爲世界通向東亞的一座重要橋樑。

三、中國和東亞聯系拉丁世界的橋樑

澳門的經濟，目前高度依賴博彩旅遊業和出口加工業，在國際經濟發展環境

的巨大變化下，正面臨日趨嚴重的挑戰。美國麥健士顧問公司所作《澳門未來十

年發展前景》研究報告中指出：目前澳門的這種發展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進

行經濟結構的戰略調整，逼在眉睫。

中國的對外開放和東亞的經濟崛起，給澳門經濟的發展帶來一個新的契機。

澳門應把握這一不可多得的機遇，爭取像八十年代的香港那樣，及時實行發展戰

略的重大轉換，大力發展貿易、金融、保險、航運，旅遊、科技、文化、信息、

房地產等服務產業，早日成爲中國和東亞溝通世界的一個國際經濟樞紐。

②《法國公司在東南亞準備跳板》，法國《解放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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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和香港，同是自由港，這兩個近在咫尺的城市，如果又同是國際經濟樞

紐，很可能造成功能重叠、互相競爭的現象。以澳門之小，是難與香港競爭的，

只有在廣闊的國際經濟活動空間中，對澳門作出恰如其份的定位，發揮澳門不同

於香港的優勢，爲香港所不爲，爲香港所不能爲，才能找到澳門發展的餘地。並

以澳門之長，補香港之短，互相影響，互相促進。

澳門與香港最大的差異，是語言文化環境及與之相關的對外聯系方位的不同

。香港具有中英雙語文化環境，並且對外經濟聯系是以英語國家爲主。而澳門，

則是中葡雙語並存，爲中國的東方文化和葡萄牙的拉丁文化之唯一交滙處。

世界上，使用葡語的國家，除葡萄牙外，還有巴西、安哥拉、莫桑比克等1

0多個國家和地區，有1 億多人以葡語爲母語。

更爲重要的是，葡語和法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等同屬拉丁系語言，它們

均由古拉丁語演變而成，故其語音，語法和詞滙有許多相同之處。以拉丁系語言

爲第一語言的國家，有法國、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巴西、墨西哥、阿根廷

等三十餘國。這些拉丁國家，除語言外，在民族、文化、歷史、宗教、法律等方

面，都有十分鮮明的共性，因此，相互間聯系與交流十分密切，構成世界經濟和

文化生活中一個獨特的單元。除三十多個拉丁國家外，世界上還有五十多個國家

和地區通用拉丁系語言。兩者合計，有八十多個，佔世界國家總數三分之一強，

比通用英語的國家還多。拉丁語言中的法語是僅次於英語的第二大國際通用語言

，通行於四十多個國家和地區；西班牙語是第三大國際通用語言，以西語爲母語

的有三億多人，僅次於漢語和英語；葡語和意語，都是世界十五種使用人數最多

的語言之一。

通用拉丁系語言的國家，廣泛分佈於世界各大洲，以南歐、拉美和非洲爲主

。這些國家不僅爲數衆多，而且在當今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拉丁歐洲 。歐洲的拉丁國家，大到法國、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小到摩

納哥、梵蒂岡，聖馬力諾、安道爾，加上比利時、盧森堡、瑞士等雙語國家，共

有十多個，皆位於歐洲南部。法國和意大利，分別是世界第五和第六經濟大國，

科技文化也十分發達。意大利把當代先進科技和傳統拉丁藝術應用到消費品工業

上，成爲世界現代勞動密集產品設計與生產中心，借鑒其成功經驗，對澳門工業

產品的更新與升級，有着重大戰略意義。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加入歐共體後，發展

速度一直居歐洲前列。在歐洲統一大市場形成後，這兩個南歐國家將以其怡人的

陽光，海水和沙灘，吸引大量資金和人材，成爲“歐洲的加利福尼亞”。一些拉

丁歐洲小國也很有特色。澳門被稱爲“東方蒙地卡羅”，而西方的蒙地卡羅就在

摩納哥，但該國的覩業早爲工商、旅遊等產業所替代，覩博收入佔稅收的比重，

從三分之二降至百分之三，摩國已成爲地中海高級旅遊中心，雲集世界各國名流

其發展經驗很值得澳門學習。

拉丁美洲 。有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二十餘國。拉丁美洲是一個有着巨大

發展潛力的大陸，而葡語國家巴西又是拉美之最。巴西國土居世界第五位，人口

居世界第六位，地大物博，各種資源極爲豐富，亞馬遜地區是世界爲數不多的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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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巨大寶庫之一。巴西在八十年代初就已躋身世界十大經濟強國之列，雖然目

前受債務束縛，經濟停滯，但它只是一個正在午睡的巨人，遲早會醒來。据法國

經濟學家謝內斯預言，從巴西經濟和人口潛力上看，到二十一世紀將成爲世界第

三大強國。巴西是世界最大的葡語國家，與澳門有數百年的經濟聯系，僅從這一

點着眼，就應把澳門建爲中國和巴西交流的橋樑。除拉美國家外，加拿大的魁北

克省，也是美洲重要的拉丁系語言地區。

拉丁非洲 。在非洲，以拉丁系語言爲第一語言的國家雖然不多，但有約五分

之三的國家和地區，都以法、葡、西語爲通用語言和國際交際語言。其中，以法

語爲官方語言的有扎伊爾、喀麥隆，塞內加爾等二十餘國；以葡语爲官方語言的

有安哥拉、莫桑比克等五國；以西語爲官方語言的有赤道幾內亞等國。非洲是一

個資源豐富的大陸，與中國和東亞的交流有待加強。

其他各洲 。在亞太地區，也有一些國家使用拉丁系語言。澳門的近鄰，越南

、老撾、柬埔寨，都通用法語。近年越南經濟發展較快，爲許多國家投資者看好

，在最近由日美歐大企業家進行的亞太投資環境評估中，越南排名緊接馬來西亞

之後。中東的黎巴嫩，有百分之四十的人會講法語。黎巴嫩曾被稱爲“中東的瑞

士”，金融業發達，現內戰已結束，有可能重新成爲集聚中東石油美元的金融中

心 。

一個由八十多個國家組成的洋洋大觀的拉丁世界展現在澳門面前，與之擴大

交流，有着極爲廣闊的前景。

語言是人類相互溝通的最基本的工具，也是國際間政治、經濟、科技、文化

等一切交流的主要媒介。澳門同拉丁國家有着相同或相近的語言文化環境，十分

有利於發展同拉丁國家的交流。

四百多年來，澳門同拉丁國家有着傳統的廣泛的經濟、文化、科技聯系。澳

門曾是亞洲聯系歐、美諸拉丁國家的貿易中心；直至本世紀六十年代，澳門產品

還以葡語國家爲主市場，至今，法國、意大利、葡萄牙等拉丁國家，仍是澳門的

主要貿易對象。澳門的外資銀行，以葡、法、巴西等拉丁國家居多，其中一家還

是從通用葡語的安哥拉遷來的。歷史上第一個全面溝通中西文化的意大利人利馬

竇，是從澳門進入中國的；目前，澳門的外籍居民中，還有來自像幾內亞比紹、

洪都拉斯這樣的拉丁小國；澳門的歸橋中，甚至有許多來自遙遠的非洲法語國家

馬達加斯加。中國和拉丁國家初始的科技、文化交流，均以澳門爲樞紐；號稱“

萬園之園”的北京圓明園，是中國古代文化藝術瑰寶，圓明三園之一的長春園，

就是由意大利人郎世寧、法國人蔣友仁參與設計的中西合壁式園林，它代表着十

九世紀以前中拉科技、文化交流的最高水平，是中拉人民智慧的寶貴結晶。

澳門和拉丁國家有相同的語言文化環境、傳流的經濟貿易聯系和便利交流的

自由港條件，這在中國以至東亞都是獨一無二的。根据中國和葡萄牙兩國政府關

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這些條件都將予以保留。利用這些有利條件，加以進一

步的培育和發揮，澳門就能夠逐步成爲一座溝通中國、東亞同廣大拉丁國家交流

的宏偉橋樑。

286



四、構筑橋樑的具體對策

目前的澳門，人材缺乏、地域狹小、基礎設施落後，嚴重束縛着澳門的發展

，必須採取強有力的甚至是特殊性的措施加以解决，才能實現澳門未來的發展目

標 。

1．培訓和引進中拉雙語人材 。發展澳門與拉丁國家的交流，前提是要擴大澳

門的中拉雙語文化環境。澳門的語言問題一直是個重要問題。隨着澳門進入過渡

期，無疑必須確立中文的官方地位。但是，未來的澳門如果僅僅使用中文，將會

像果阿或東帝汶那樣，失去國際化城市的特色；如果以中文和英文爲主要語言，

則澳門將被香港的強大輻射力所覆蓋，淪爲像荃灣、元朗那樣的衛星城或加工區

；如果中文和葡文並用，仍有一定局限，澳門的對外聯系僅限制在十多個葡語國

家範圍內，因此，除保存葡語作爲主要正式語言外，還應引入與葡語相近的法語

、西班牙語等拉丁系國際通用語言，澳門才能成爲聯系拉丁國家的橋樑。形成中

拉雙語環境，首先要有大批中拉雙語人材。目前澳門十分缺乏這類人材。應鼓勵

澳門的葡裔居民學習中文，鼓勵澳門的華人學習葡語和法、西、意等拉丁系語言

。還可考慮引進內地的中拉雙語人材和內地在拉丁國家的留學生；此外，也可從

拉丁國家引進通曉中文的雙語人材。

2．盡快開發橫琴島 。澳門爲一彈丸之地，面積僅十七平方公里，人口僅五十

萬。以如此之小的空間，不可能成爲國際經濟樞紐。僅靠塡海造地，也不能根本

扭轉地域狹小的劣勢。澳門要發展成國際大都市，開發鄰近的橫琴島是唯一出路

。橫琴島面積達四十七點六平方公里，三倍於澳門，按照目前澳門的人口密度，

開發後足可容納數十萬人。如果把橫琴島的土地租讓給澳商開發，按遠低於澳門

的地價計，就可收入數十億元資金。爲促進橫琴島的開發，並鑒於這種開發的特

殊性，應考慮成立橫琴特區，實行比深圳、珠海特區更爲特殊的經濟政策，與澳

門實現人員、商品和資金的自由進出，創造同澳門類似的經濟環境，吸引澳商前

來投資和經營。橫琴島開發成功，就可催育澳門盡快成長爲國際大都市。

3．加強基礎設施建設 。基礎設施落後，長期以來制約澳門的發展。現正在建

設國際機塲、深水港、第二澳氹大橋等，但僅有這些還不夠。爲開發橫琴島，應

修建氹仔、路環至橫琴的離島海堤，使之聯成一體。淡水緊缺，嚴重影響澳門離

島的開發。在離島海堤筑成後，可把諸島間由海堤圍出的十字門水域適當浚深，

引入和積蓄淡水，使之成爲一個約有五平方公里的淡水湖。如把十字門湖浚深至

四米，就能獲得二千萬立方米淡水，約相當近年澳門供水總量的三分之二，大大

緩解用水不足的矛盾。廣珠澳鉄路對澳門發展十分重要，如能開發橫琴島，可獲

數十億元土地租讓費，足以建設這條鉄路。澳門發展成百萬人口大城市後，需建

跨越珠江口的港澳大橋，加強同香港的聯系，並可更好地利用香港國際機塲、深

水港等基礎設施。

4．規劃、建設澳門國際大都會 。未來的澳門，將由六平方公里的澳門半島和

約六十平方公里的橫、路、氹大離島構成，其空間格局類似由九龍半島和香港島

組成的香港。它的總面積和香港島相近，按港島人口規模推算，完全能容納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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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以上人口，成爲具一定規模優勢的大城市。澳門未來的人口重心，將逐步南移

到空間廣闊的離島。在離島中央的十字門湖，由於西江泥沙爲海堤杜絕，清澈的

湖水可給澳門帶來一片碧蘭色。湖四周則是離島青葱的山嶺，形成“藍心綠環”

的城市基本色調，爲把澳門建成像新加坡、日內瓦那樣的花園城市，提供了優美
的背景空間。在十字門湖中，可用浚出的泥沙堆起一座湖心島，上建高大標誌性

雕塑，構成離島風光的聚焦點。澳門有關人士已在等建一座巨塑，迎接公元二○

○○年的到來。在環湖綠地，則發展澳門未來的主導產業——貿易、金融、旅遊

、科技、文化、藝術等，建造展覽貿易中心、國際金融中心、拉丁藝術中心、中

拉大學、拉丁研究中心、國際科技園等現代建筑羣。爲增加澳門的國際吸引力，

應重點建設一批代表拉丁和東亞文化精華的設施，例如，代表拉丁文化的法國歌

劇院、意大利雕塑園、西班牙鬥牛塲、拉丁名畫廊、拉美珍奇植物園、巴黎時裝

表演中心等；以及代表東亞文化的緬甸金塔、泰國佛寺、馬來村舍、日本花園和

體現中國文化的各類設施，其中最有價值的，是復建“圓明三園”之一的長春園

，建設這一中拉文化交流的瑰寶，難度不大，却具有重要意義，成爲體現澳門這

一中拉文化交流樞紐的重要標誌，成爲一處有着世界影響的旅遊資源。

5．發展對外聯系 。建設澳門國際交流橋樑，還需加強對外聯系。澳門和一些

葡語國家的城市，保持着友好城市關係。今後，可進一步發展。像法國地中海旅

遊城市戛納、意大利水城馬可波羅故鄉威尼斯、瑞士名城日內瓦、加拿大最大法

語城市蒙特利爾、巴拿馬金融貿易中心科隆等，都可與之建立友好關係。目前，

澳門通過舉辦國際汽車大賽、國際烟花節、國際音樂節等吸引遊客，此類活動亦

可增加，如舉辦拉丁藝術節、拉美文化節、意大利歌劇節、巴西狂歡節、拉丁國

家足球邀請賽等，都會加強澳門的對外聯系。

澳門向一個國際交流樞紐發展，可從已有較好基礎的旅遊業起步，漸次開發

國際旅遊、貿易、金融、科技、文化等產業，即“先聚人，再聚物，後聚財、聚

智”。今後隨着澳門國際機塲建成，可重點發展國際旅遊業，促進澳門與拉丁國

家的人員往來；人員交往增加和深水港建成後，重點發展國際貿易，可舉辦拉丁

國家商品博覽會、東亞商品博覽會等，促進商品交流；在人員和商品交流擴大的

基礎上，再發展國際金融業以及科技、文化產業。這樣，澳門能逐步成長爲國際

貿易、金融、旅遊、科技、文化中心。

五 、中拉交流橋樑的重大作用

澳門成爲中國、東亞與拉丁國家交流的橋樑，將發揮多方面的重要作用：

——促進澳門經濟全面繁榮。澳門作爲溝通中國、東亞同八十多個拉丁語系

國家經濟文化交流的橋樑，必將大大擴展對外聯系，給澳門帶來強大的

發展動力，推動澳門的貿易、金融、運輸、旅遊、科技、文化、房地產

等產業日趨發達，成爲主要經濟支柱。澳門的制造業，也有可能在發達

的拉丁國家密切的科技交流中受益，逐步向高科技工業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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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培養大批管理澳門的人材，保証澳門社會的安定。澳門發展與拉丁

國家的交流，有利於打破語言障碍，培養中葡、中拉雙語人材。也可以

更好地安置澳門的葡裔居民，發揮他們在語言等方面的專長，爲中拉交

流服務，未來澳門社會將更加穩定。

——澳門和香港可以取長補短、共同發展。香港側重於發展同英語國家的交

流，澳門則側重於溝通同拉丁國家的聯系。澳門和香港，旣可互相分工

，各展所長，又可互相促進，共同繁榮。香港已和英語國家的金融中心

倫敦、紐約組成了使用英語的環球金融網，澳門也可和拉丁國家的巴黎

、盧森堡、蒙特利爾、里約熱內盧等組成使用拉丁系法、西、葡語的環

球金融貿易網。掌握了英、法、西等國際最通用語言的香港和澳門，其

對外聯系能形成覆蓋世界絕大部份地區的龐大經濟交流網絡；兩個國際

經濟樞紐又近在咫尺，更能互促彼此的繁榮，達到“1 ＋1 ＞2”的效

果 。

——帶動珠江三角洲和內地工業升級換代。目前，珠江三角洲和中國沿海地

區，以中低檔次的勞動密集工業爲主，可通過澳門，引入法國、意大利

的現代化、高增值勞動密集產品與高級消費品的設計與制造技術，發展

高級時裝、化妝品、珠寶、工藝品、食品等生產，向高檔次的勞密工業

和消費品工業升級。

——全面促進中國、東亞與拉丁國家的雙向交流。澳門將繼香港之後，成爲

中國又一個重要的對外開放門戶和聯系世界的橋樑，爲中國的現代化建

設引入更多的資金、技術，爲中國商品打入國際市塲，提供更多的渠道

。還可以通過澳門，更好地了解、研究拉丁國家，推動中拉交流深入發

展。拉丁國家如葡萄牙、法國、意大利、巴西等，也可利用澳門這個具

有歷史傳統的橋頭堡，擴大同中國和東亞的交流。隨着現代交通、通訊

的日益發展，國際間交往必將日趨密切，澳門將成爲推動世界各國友好

合作與交往的一個典範。

可見，把澳門建成中國、東亞和拉丁國家交流的橋樑，無論現在和將來，無

論對澳門、對香港，對中國大陸、對葡萄牙，對東亞、對拉丁國家，對世界和平

與發展，都有重大的積極作用。

結語

澳門在中國和世界地圖上，只是很小的一點，可如果在這裏架起中國、東亞

通向拉丁國家的橋樑，它將成爲一個知名於世界的繁榮的國際經濟樞紐，爲人類

的和平與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正因爲這樣，我們現在就可以着手，架設這座

宏偉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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