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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經濟優勢及其開發＊

黃漢強＊ ＊

引 言

我們研討會的主題，是討論本澳經濟如何把握廣東建設珠江三角洲經濟區的機

遇，充分開發自己有的優勢，突破困局，繼續發展 。

當前，本澳面對日益嚴峻的經濟形勢和困難，社會憂慮不少，意見很多。持樂觀

態度者，認為澳門有自己獨特的發展經濟的優勢，目前遇到的困難是暫時的，可解決

的，前景樂觀，發展可期。但是提出發揮優勢解決問題的辦法不僅成效不彰，相反工

業方面的“內憂外患”形勢日趨加重，外資鮮有投入，本地資本卻大量流出，其他行

業的發展也顯得呆滯，問題還在於目前似還未找出突破的辦法，還未看到困難的盡

頭。因此另一種意見日見上升，他們認為，澳門發展經濟的優勢不見得就是優勢，投

資環境雖然做了一些改善，但同周邊地區比較很容易被人家比下去，這是外資不來，

本地資本難留的主要原因，前景實在可慮 。

這兩種意見和態度，都有其正確的一面，亦有其不足之處，反映了對本澳優勢的

認識和理解欠全面，對利用優勢、開發優勢缺少深入而具體的研究，因此我們今天的

研討會是有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的 。

利用優勢，開發優勢，首先要對優勢有正確的認識，做深入的研究，然後才談得

上開發和利用 。

＊ 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一九九五年八月主辦《發揮澳門優勢，促進經濟發展》研討會論文 。

＊＊ 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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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經濟優勢，就是自己擁有發展經濟的有利因素。這是相對的，同人家比較出

來的。各種有利因素中，人無我有，這是優勢；人少我多，也是優勢。因此優勢存在

是有條件的，是會轉化的，隨着主客觀條件的變化而變化，不會是一經擁有就永遠擁

有；也不會是一經擁有就會自發起作用。不是的，優勢的保持和發揮，都需要人的主

觀努力 。

經濟優勢，也有硬體和軟體兩種，前者是物質，後者主要是制度和政策，兩者互

相配合，才能發揮最大效應，否則，就會互相克制、削弱、甚至抵銷。因此，對優勢

的研究、利用和開發，應該用綜合的方法 。

任何國家、任何地區、都有自己發展經濟優勢，也有自己的劣勢。因此，國家之

間，地區之間，優勢可以互補，都有取長補短的需要，問題是程度不同而已 。

所以，利用優勢，開發優勢，就是在對優勢全面認識的基礎上，多方創造條件，

軟體優勢與硬體優勢配合，使優勢的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並保持下去，絕不能等
待優勢的恩賜。所以，澳門即使擁有發展經濟的各種優勢，但是，如果光喊優勢，缺

乏對優勢的研究和創造條件以發揮優勢作用的努力，我們就難以取得成功 。

基於以上的認識，本人認為澳門發展經濟主要有四大優勢：一、自由港優勢 ；
二、地緣優勢；三、經貿網絡優勢；四、歷史優勢。這些優勢正等待我們進一步的認

識、開發和利用 。

自由港優勢

迄今為止，在珠江三角洲當中甚至在兩岸四地這個高速發展的經濟區域中，除香

港外，自由港制度是澳門單獨擁有的，因此可以說，這是澳門擁有的經濟優勢中最大
的優勢。解決當前面對經濟發展的困難，能否充分發揮自由港的作用，是帶關鍵性

的 。

然而在自由港優勢方面，本澳只有自由港的軟件系統，即自由港制度，但缺乏完
善的自由港硬件系統，主要是缺乏萬噸以上的深水港，至於屬於硬件系統的航空港，

也是剛剛竣工還未正式運作，而連接內地特別珠江三角洲腹地的鐵路及高速公路的現

代陸路運輸系統也只是在計劃當中。即使是自由港的軟件系統，也是不完善的，還未
跟上在新形勢下發展經濟的需要，更遑論有甚麼前瞻性的更加開放的政策措施了 。

澳門自由港制度是開始於1 845年1 1月，是面對香港作為自由港崛起的威脅而實

施的。但是，一百多年來，正是缺少停泊萬噸遠洋巨輪的水深港闊的港口，加上缺乏

配套的內陸運輸系統，自由港優勢始終受到根本性的局限，當時既未能拯救澳門經濟

的沉落，現在也未能卓有成效地提升澳門的經濟地位，儘管澳門政府在改善本澳投資

環境方面做了許多努力 。

因此，在不斷完善自由港制度的同時，設法解決一個能停泊萬噸巨輪的深水港是

發揮澳門獨特的自由港優勢的關鍵所在。不過，在這個問題上，社會上似乎還未取得

應有的共識。一方面有人認為，澳門受自然條件限制，澳門難有深水港；另一方面亦

有人認為，即使澳門有深水港，也難取得經濟效益 。

關於第一個問題，本澳地區沿岸水深，都不超過負5米，就是現在路環九澳新

港，是全澳最深水的港區，也只是有負5米，因此只能停泊 5，000級海輪，而要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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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萬噸以上的巨輪，港區水深大約要在負5米以上。不過，也不是沒有辦法，根據地

理專家的意見，一種辦法是挖掘本身港口的潛力，另一種辦法是“借雞生蛋”。

例如，中國科學院廣州分院地理研究所徐君亮教授在前年就提出，在路環島東岸

修築海堤開發港口的建議。廣州中山大學港澳研究所副所長鄭天祥教授去年在佛山舉

行的粵澳關係研討會上也提出了借用珠海市東澳島建立澳門外港的意見。本澳專家也

有類似的設想 。

澳門港口管理公司一位專家最近向筆者展示兩個設想，一是向珠海租用九澳港東

面1 2公里處的一個海島建設外港；二是在九澳港東面偏南8公里的海區深水槽處建

鑽台式碼頭。

這些意見，富有新意以及開拓性和建設性，值得認真研究 。

至於第二個問題，澳門開發和建設深水港的經濟效益問題，也是可以論證的 。

以世界第一大貨櫃港—— 香港而言，去年香港貨櫃碼頭處理貨櫃1，100萬個標準

櫃，其中有300萬個是香港無法負荷而要中流作業，就算9、1 0及1 1號貨櫃碼頭其

中一個能即時啟用，也只能額外負擔1 00萬個，仍有200萬個需中流作業，而且貨櫃

處理每年以1 00萬至200萬個的速度增長。因此，港府規劃環境地政司梁寶榮認為，
即使大陸港口發展蓬勃，南部新貨櫃港如蛇口及鹽田等相繼出現，香港作為南中國主

要進出口港的地位將不會動搖，香港還有需要進一步發展更多貨櫃碼頭，以配合中國
來港日益增加的貨物流量。

從本澳九澳貨櫃碼頭的經營來看，儘管受到水淺港窄的局限，只能進出5000噸

以下的船隻，但通過經營者的努力，近年開通了連接內地的澳台航線，處理貨櫃量迅

速增加，今年以來每月處理來自台灣的貨櫃有1 000個，其中六成是轉往大陸的，並

且呈增長勢頭。中山市航運機構認為，開通中山—— 澳門——台灣集裝箱運輸線路，

給在中山市乃至周邊地市的台商帶來福音。目前，該市每周有兩趟貨櫃船到澳門接載

從台灣運來的貨櫃，單船載量可達200至250個標準櫃，運輸成本比陸路轉口減少三

成以上 。

以上情況反映了內地經濟特別是珠江三角洲經濟的高漲，存在對港澳轉口運輸的

需求，此種需求在今後一段頗長時間內，不會由於內地港口的發展而減弱。正如港府

規劃環境地政司指出的，貨櫃碼頭港不是只要有一個碼頭就能夠良好運作，還需要其

他設施配套，如過關，清關及邊防檢查，以至裝箱設備等均十分重要。因此本澳貨櫃

碼頭只要有先進而完善配套設施，發揮自由港軟件的優勢，相信會富吸引力而大有作

為，對海港是這樣，對空港也是這樣，因此，當務之急是澳門自由港的硬件和軟件的

完善和配套 。

地緣優勢

澳門的地緣優勢是它處於世界上經濟發展最迅速地區的中心，緊靠中國經濟增長

最快的珠江三角洲，它同香港一起，成為這個增長三角的橋樑和門戶。因此，按照近

水樓台先得月的規律，它既易於接受周邊地區經濟發展幅射之便，又得以珠三角為腹

地之利，完全可以利用這個得天獨厚的優勢，特別是利用同珠江三角洲尤其同珠海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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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的地緣優勢，突破自身土地面積和資源的局限，使經濟繼續發展，問題在於要有長

遠眼光和新的意念來規劃我們的行動。香港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本澳賀田工業也是

一個很成功的樣版。

香港的經歷是很值得我們重視的，香港同澳門一樣，在過去的十多年時間，作為

香港經濟主要支柱的工業受到周圍地區愈來愈大的競爭壓力，勞動力短缺、高工資、

高地價和高通脹的威脅，香港企業家擴大自己的視野，利用地理之便，不僅在思想上

而且在行動上把珠江三角洲以及整個華南地區作為腹地，同時亦將大陸及東南亞地區
視為香港的本銷市場，將勞動密集的產品生產大量向內地轉移，形成“前店後廠”的

格局，產品在內地加工，香港提供經銷、採購、設計、科技開發、保險、融資、運銷、

倉儲、信息等服務。據估計，現在香港八成多生產線，包括玩具九成、服裝、塑膠、

皮革、電子各八成左右已遷入內地。其中香港廠商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就設有23，000

多家全資企業和80，000家來料加工工廠，僱用了300萬內地工人，由於內地工人工
資僅及香港工人工資的十分之一，每年節省工資開支就達到2000億港元，大大增加

了香港產品的競爭能力，有利於香港產品在內地和東南亞開拓市場，逐步實現了香港
經濟結構由工業經濟形態向服務業經濟形態的轉變，由製造業中心變成服務業中心。

誠然，本澳企業家中的有識之士，也同香港企業家一樣，甚至更為先知先覺，中

國改革開放以來，內地第一家中外合資的工業企業和第一家中外合資的酒店，都是本
澳商人在珠海創辦的。根據內地統計，近十年來澳門在內地設立的各種“三資”企業

約4，1 1 7個，在投入大陸的外資中，僅排在港、台、美、日之後的第五位，總投資
額超過43億美元。而本澳與珠江三角洲的經貿往來更為頻繁，發展更為密切，1 987－

1 994年6月，澳商設在廣東的“三資”企業達2，688家，協議總額為35．4億美元，
實際利用金額為967億美元。問題在於我們沒有將內地市場和東南亞市場當作本銷
市場而致力開拓，更沒有像香港一樣在工業生產工序遷往內地時致力於本澳社會經濟

結構的轉型。

關於這個問題，當然同本澳的先天不足的地理條件有關，相信亦同人的主觀認識

有聯繫。十多年來，對於經濟的持續發展，社會的注意力多集中在如何維護工業的發
展方面，其中又特別專注於工業的轉型和多元化問題上，維持一個以加工業為中心的

小而全的經濟體系。這種理念雖然可以理解的，但是由於過於理想化而脫離實際，殊

不知在周邊地區都致力於改革開放吸引投資和拓展市場的環境下，澳門工業及其發展
已明顯處於劣勢，原有勞動密集的工業如果沒有出口配額的保護而難以生存，技術密

集的工業因受經濟規模及融資的限制而一時難以實現，即使是提升原有工業的技術亦

因受微型經濟條件的局限而進展有限。顯然易見，在周圍地區經濟的發展都引入市場
機制從而通過國際市場擴大聯繫的今天，工業是否需要和能否保持在澳門經濟體系中

的核心地位和多元化的模式，還是利用本身的地緣優勢另闢蹊徑走具有自己特定的專

業化道路？

在亞當·斯密的經典著作中，一個著名的原理是勞動分工是一個社會繁榮發達的

唯一源泉。然而，地區之間的分工，又是受當地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制約的，按

“優勢互補”的原則形成的 。

顯而易見，本澳經濟的發展路向，應該着重發展面向中國大陸特別是珠江三角洲

經濟區和海外資本的服務經濟，而此種服務經濟又應打上澳門特定的印記，發揮自己

的所長，既是香港服務經濟的補充，又有澳門的個性。例如作為服務行業的金融、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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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運輸、信息的服務取向方面以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區、歐共市、拉丁語區以及台灣

等地區為主。至於面向全中國及世界的旅遊業的發展，則要突顯本澳旅遊業的歷史傳

統和中葡文化交匯的特色。為西方企業及跨國公司進入中國或在中國經營提供後勤服

務，為國際組織提供會議服務等，也是澳門服務業的重要業務 。

工業的出路，也只能是利用地緣優勢發展，一方面強化有較好的基礎的服裝工業

和玩具製造業，提升技術和管理水平，引導其向專業化發展，生產澳門的“國際名

牌”服裝和玩具等，例如賀田工業的努力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加強同珠海合作，擴大

工業的發展空間，例如合作開發珠海市橫琴島，將橫琴島變成澳門工業生產腹地。這

個建議早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初在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同廣東省社會科學聯合會組辦的

粵澳關係研討會上提出來，並且得到廣東省有關方面的重視，最近又提出了珠澳合作

建立“橫琴一一路環經濟區”的構想，體現了利用地緣優勢的精神 。

如果深入研究澳門的地緣優勢，相信還可以提出更多的有益有建設性的建議 。

網絡優勢

本澳今天同世界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有經貿往來，形成了廣闊的網絡系統，通過

這個系統進行產品交換，贏取外匯，同時引進資金和技術，實現生產和擴大再生產。

這個網絡系統，對於澳門海島式微型經濟體系來說，無疑是生命之源，是生命網絡。

它不僅覆蓋面廣，而且歷史久遠，因此富有靭性和彈性，相對地享有歐美國家較多的

貿易優惠。此種網絡優勢是中國大陸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目前一時難以完全擁有的，甚

至比香港還有優勢之處，如果能夠好好利用和開發，必然大有可為，特別是有針對性

地對香港和台灣作更大的開放 。

由於地理上和歷史上的原因，這個生命網絡中，澳門同香港的關係，今天已成了

“港澳一體化”的格局。對澳門來說，香港已成為澳門貨品的主要市場，資金和技術

的重要來源，旅遊業最大的客源地，以及遠洋運輸的中轉港。例如1 994年在澳門入

口產品中，港產商品達51．4億元（澳門幣，下同）佔30％，居第一位；在澳門產品

出口中，有1 1．2％銷往香港，佔第四位；在從外港碼頭入境的近600萬人次的旅遊

客中港客有457萬人次，佔76．7％；在入住酒店的224萬人次中，港客達1 44萬人

次，佔64．3％，均居首位；遠洋運輸，無論海運和空運，差不多全賴香港，至於建

築地產及金融業務也跟香港有密切聯繫，此外，在澳門的外地資金中，估計除中國資

金外就是香港資金，居第二位，生產技術和產品訂單，很多也來自香港。因此在一定

意義上可以說，沒有香港的繁榮就難有澳門的發展，今天如何強化和擴大與香港的聯

繫，就更具意義，因此提兩點建議：

第一、向香港全方位開放，包括市場、投資、銀行信貸以及人員的往來與居留，

盡量撤銷對港人港資的限制而盡量提供方便，吸引港人港資以及在香港的外資來澳。

如此，須檢討和修正目前在這些方面所執行的政策措施，例如對港人在澳居留的政策

就須檢討和修正，又如本澳地產界人士提出的修建連接香港的澳門至大嶼山大橋之類

的緊密兩地交通的建議，也值得重視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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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對台灣的開放也應實施有吸引力的政策和方便往來的特別措施。有跡象顯

示，台灣對澳門有較濃厚的興趣，而台灣亦將成為有潛質的經濟伙伴，特別是在本澳

貸櫃碼頭及國際機場分別開通澳門—— 台灣航線以後，兩地的經貿關係的發展更會樂

觀。事實上，在過去幾年間，澳門經濟中的台灣因素已有很大的發展。從1 990年到

1 994年，在澳門產品出口貨值的比重中，對台灣出口的比重由0．23％上升到1．1 6

％，金額由0．31億元增加到1．72億，三年增加了4．55倍。台灣來澳遊客亦由78，

854人次增加到1 64．771人次，增加逾一倍，在從外港碼頭入境旅客中的比重由1 ．

33％上升到2．77％，同時，其中入住酒店的台灣旅客亦由40，755人次增加到67，

149人次，增加了64．68％。還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客人每人在澳門的消費，在所有

旅客中（不包括中國旅客）佔第二位，僅在東南亞旅客之後，比香港旅客還高，且遠

遠超過平均水平。例如1 990年旅客平均每人消費為626元，台灣客則為1 087．44

元；1 994年前者是909．1元，後者是1 404．2元。

澳門有必要主動對台灣實施開放的政策，像對香港開放一樣在人員入境及居留、

投資、兩地交通電訊的聯繫等方面給予帶鼓勵性的寬鬆和方便。成功的因素在於能否

排除政治干擾 。

此外，本澳的經貿網絡爭取更大的活動空間，要改變過去那種忽視中國大陸及東

南亞市場的意識和做法，在這兩個區域國際公認為當今世界經濟發展最迅速和最有潛

力的地區力求進取，香港已經把兩大地區視作港貨的本銷市場而努力開發，澳門也應

如此，不能落後 。

歷史優勢

澳門的歷史優勢，主要是指它“開埠”以來曾經是中西方貿易的樞紐和東西文化
交匯中心，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座重要港市，因而在國際經貿和文化交流領域中有源

遠流長的廣泛的聯繫，而且亦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優勢。例如澳門城市具有獨特而濃厚
的東西方文化結合的色彩，是一座東西文化交匯的歷史博物館；澳門同西歐共市及葡

萄牙語區有特殊的親密關係，今天是歐共市的一個特殊的“伙伴”，簽有貿易及合作

協議；也是溝通中國同拉丁美洲的一座特殊的通道和橋樑。經濟學家已經預言，在亞

洲經濟高速發展之後，下一個經濟高速發展的地區就是拉丁美洲，因此，澳門此種歷

史優勢是十分獨特而頗具潛力的。開發之道是設法保留和增強澳門此種國際形象的特

色，近年有人提出澳門設立拉丁／葡萄牙文化亞洲研究中心之類的機構，專注拉丁地

區的發展，也是一項有建設性的建議 。

結 論

綜上所述，澳門發展經濟是擁有自己獨特的優勢的，問題是如何認識利用和開發

這些優勢，關鍵在於人的主觀努力，其中起決定性作用是政府的施政意識，行政效率

以及利用和開發優勢的政策措施。如果沒有政府因勢利導卓有成效的努力，儘管擁有

優勢，也於事無補，這是問題之所在 。

276


	澳門經濟優勢及其開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