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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地处沿海，历史上就是一座因
海而立的城市,也是中国连接东南亚、印
度洋直至欧洲大西洋海上丝绸之路的一
个重要节点。以公元 16 世纪之初，明朝
政府将市舶司泊口 （即今日的贸易港
口） 移至澳门为开埠标志算起，澳门从
海边小渔村转型为贸易转运港至今已历
经 400 多年。从 16 世纪之初至 17 世纪中
期，澳门作为欧洲与中国、东南亚和日
本海上贸易的转运港，凭借丝绸、茶叶
和陶瓷贸易曾经兴盛了 100 多年。事实
上，无论从早期的小渔村、之后的贸易
转运港到今日的自由港，澳门都是与海
洋有着密切关联的。

在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对外合作
发展方略的大趋势之下，澳门真的可以
继续发挥海上丝绸之路节点的作用，依
循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发展方向拓展海上
旅游。仅从陆地面积看，澳门地小人多
确实受到有限空间的制约，但是，如果
将视野转向海洋，澳门的空间将会扩
展，并有可能再次借势向海而兴。

2013 年，与澳门邻近的珠海在制定

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时，就提出了“滨海
与海洋海岛旅游、商务休闲旅游目的
地”的总体定位发展目标。其中包括了
海岛度假、游艇海钓和邮轮旅游等系列
项目，并提出方案，以桂山岛为枢纽，
开通连接香港、澳门以及万山群岛的海
上航线，拓展海上旅游和海岛旅游。近
年来，在邻近澳门的东澳岛和大、小万
山岛上，已建成了一批精品酒店，为拓
展海岛旅游奠定了基础。

在此基础上，澳门和珠海合作，尽
快开通澳门直达万山群岛的航线，包括
开通游艇自由行，将为澳门的国际旅游
休闲中心建设拓展新的空间。近年来到
澳门旅游的游客总数逾 3000 万人次，大
量的客流可以同时带动珠海的海岛旅游
和海岛开发。从更宏大的布局看，澳门
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方略，可以
沿着当年欧亚贸易的海上航道，连接欧
洲、北非、中亚至东南亚沿岸港口城
市，通过特区政府派驻海外的经贸、旅
游机构、民间商会以及与葡语系国家的
联系，充分发挥世旅休闲中心和中葡经

贸服务平台的积极作用。
澳门经济的实质是一个综合旅游经

济体，这个定位既是澳门多年历史发展
累积的比较优势，也是澳门这个微型经
济体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专业化分工
中，创造竞争优势的结果。确定建设世
界旅游休闲中心目标，澳门的长期发展
策略应当依循实施大旅游经济的布局。
大旅游经济的含义不仅意味着旅游产业
的多元化，同时更重要的是政府管理、
系统经济协同发展的概念。即通过产业
之间、经济部门之间，以及经济与社
会、城市规划、城市建设、文化教育、
生态环境保护等系列的协调发展，达到
旅游效益的最大化和整体社会的和谐。

为此，澳门在目前建设世界旅游休
闲中心、推动经济适度多元的经济发展
策略同时，应该借助国家实施“一带一
路”方略的推展之势，并且要适应世界
竞争的发展潮流，把发展的重心从维持
地区比较优势向创造地区竞争优势转
变,把澳门真正建成具有世界知名度的休
闲旅游经济中心。

澳门：乘海上丝路之势 建休闲旅游中心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发展委员会委员 杨道匡

编 者 按 “ 一 带 一
路”构想不仅引起了相
关国家、地区乃至全世
界的高度关注，港澳台
专家学者的目光也聚焦
于此。专家认为，这一
宏伟构想有着极其深远
的意义，蕴藏了无限的
机遇。澳门是一个中西
文化交会的地方，也是
古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
节点，在国家推动“一带
一路”建设中可以发挥
独特优势，并在此过程
中使其经济适度多元发
展目标获得提升。

澳门受空间发展所限，产业长期过
于单一，2014 年下半年以来，受多种
因素影响，澳门本地生产总值一直是
负增长，2015 年第一季度按年实质收
缩 24.5％，跌幅较前一季度的 17.2％
又扩大了 7.3 个百分点。国家“一带一
路”发展方略为澳门打开了“机会之
窗”。虽然澳门在城市规模、经济总
量、产业结构等方面处于相对劣势，
但是在社会共识、文化包容性、与国
际接轨并同时发挥桥梁作用方面具有
明显优势。具体表现在：

一是澳门社会政治生态环境良好，
特区政府能够凝聚共识，社会各界积极
配合，政策推动效率高。澳门在与国家
战略融合中，从特区政府到民间，从官
员到社会各界都高度认可且积极主动。

二是澳门社会的巨大开放性和文化
包容性优势。澳门作为一个充分融合了
西方元素的中国城市，不同民族、文
化、宗教、信仰的人和睦相处，澳门是
中华文化与其他文明和平融洽相处的典
型代表。“一带一路”方略对我国最大
的挑战不是基础设施建设、人才、资金
等有形因素，而是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
融，不同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下人民
的沟通与共识。澳门中小企业众多，无
论是自己“走出去”还是协助内地企业

“走出去”都具有较大的优势，澳门企
业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将其优势
推广扩大，积极推动国家“一带一路”
方略的实施。

三是澳门自古是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节点，是连接内地与世界尤其是
葡语国家的天然“桥梁”。澳门是欧亚
海路开通后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口
城市之一，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枢
纽城市。回归之后，澳门与欧盟国家
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经济合作与互
动关系，同时与拉丁语系国家尤其是
葡语国家具有天然紧密的联系及语言
优势，因此在协助内地企业开发非洲
及拉美等葡语系国家市场时，可以凸
显作为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商贸服务平
台的作用，担负起中国与葡语系国家人
民币清算中心的角色，通过推动我国与
葡语国家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文

化、旅游、贸易等方面的合作，从而提
高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合作水平。

澳门在国家“一带一路”方略中，
尤其是推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方面能发挥的优势和作用非常明

显。国家“一带一路”方略是引领澳门
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实现适度多元的重
要机遇。抓住机遇将会使澳门成为国家

“一带一路”方略的受益者，改变目前
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产业结构单一，地

域发展空间有限等瓶颈问题。

图 1、图 3 澳门街景。

图 2 澳门大三巴牌坊前游人如织。

本报记者 廉 丹摄

抓住实现经济适度多元的重要机遇
国务院港澳办港澳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刘文娟

《海峡两岸避免双重课税及加强税务

合作协议》（简称两岸租税协议） 签署无

疑是近来两岸工商界最关注的事情。两

岸租税协议历经坎坷，6年努力终磋商成

文，这份互利多赢的协议如能最终生效，

将为密切两岸经济联系、促进台湾经济发

展提供新的助力，打开便利之门。

一 直 以 来 ， 两 岸 经 济 互 动 活 跃 、

贸易投资关系紧密，台湾对大陆投资

占对外投资总额的 62%，大陆早就是台

湾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但

是两岸之间却一直没有税收减免和争

议解决的机制。两岸租税协议签署不

仅可以减少两岸经济往来中的双重课

税 现 象 ， 减 轻 两 岸 投 资 者 的 税 收 负

担；而且能提供协议优惠税率，创造

良好税收环境，并建立相关争议解决

及税务交流合作机制。

两岸租税协议生效后将创造一个互

利多赢的效应。就台湾来说，两岸租税

协议可以有效减轻企业和个人税负，增

强台商在大陆的竞争力，吸引更多的陆

资企业和外商来台投资，从而增加就业

和消费，扩大税基，促进台湾经济长期

发展。台湾财政部门以 2011 年的数据算

了一笔账，认为协议可为台商、陆商分

别减轻税负 39 亿元新台币和 1 亿元新台

币，并使台湾税收净增 81 亿元至 133 亿

元新台币。对大陆而言，面对成本上涨

的压力，避免双重课税能留住台商外移

的脚步，缔造两岸双赢新局面。

此次两岸租税协议签署被广大台商

称为亮点多多，不仅有多项突破，而且

切实关照了台商关注的问题。对早年经

第三地投资大陆的台商，未来只要实际

管理处所位于台湾、依台湾税法纳税

者，均可适用避免双重课税；在对台湾

较有利的物流、营造等产业方面，两岸

租税协议也规定，特定经营期限内的营

业利润免征所得税；对于之前台商顾虑

最多的个人资讯保护问题，协议也作了

周到的安排，双方共识不会自动交换个

人所有资讯，而且协议明确税务资料交

换不溯及既往、不用于刑事侦查、不作

税务外用途及非具体个案不提供。

据最新数据，台湾第二季度经济增

长率仅为 0.64%，岛内各界惊呼今年经

济增长“保三 （3％） ”无望，台湾经济

恐将陷入长期低迷。有台湾媒体发表社

论称，“把台湾放在以中国大陆为核心的

经济圈中观察，也许还有可能为台湾寻

找出新的思路与出路”。大陆已成长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大陆经济进入新常态

后增速仍有 7%，而且大陆城市化率现在

不到 55%，工业化率不到 70%，居民消

费只占 35%，这些情况表明大陆经济发

展空间巨大，增长潜力仍在，两岸合作

优势仍在。台湾如果能够抓住下一个 10

年，利用好大陆经济转型及中高速发展

的机遇，仍有可能重新焕发出后劲十足

的经济表现。

怎样能更充分利用大陆经济发展带

来的机遇？主要是持续加强两岸经济关

系正常化、制度化和自由化的建设。两

岸租税协议签署不仅回应了两岸工商界

多年来的呼声，无疑也为台湾经济发展

带来新的助力和希望，是两岸经济关系

制度化建设的又进一步。两岸相关部门

虽然 2009 年起就对该议题展开商谈，但

因细节繁琐、争议较多拖延至今。即使

迄今已延宕 6 年，并不意味着签署后的

两岸租税协议马上就能生效，该协议还

需送交台湾立法机构审查，如同服贸协

议一样通过立法机构审查后才能生效。

若一切顺利，最快也要 2016 年元月才能

使民众获益。希望这项协议在岛内审查

时不要再受刁难，能够尽快发挥它的应

有功能，让往来于两岸的台湾企业和人

才能够轻快地跑起来，更多更好地利用

大陆发展机遇，为台湾经济的向上提升

带来越来越多的活力和动力。

两岸租税协议：为台湾经济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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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黄歆）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
司长曾俊华近日表示，对香港而言，不论经常账以及
财政预算皆有盈余，经济基调仍然保持稳健，因此他
将香港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由原来的 1%至 3%，修订为
2%至 3%。

曾俊华当日发表网志称，要评估一个经济体面对
风险时的承受能力，最重要的是本身的经济基调。
其中经济体的经常账和财政状况，是具重要参考价
值的两个指标。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前日发表的最新
报告，亦维持香港长期信贷评级为 AAA，评级展望
为稳定。

曾俊华表示，香港作为高度外向型的细小开放经
济体，在下半年无可避免会继续受到众多外围不明朗
因素影响，美国加息步伐未明，欧洲和日本经济未见
复苏，以及内地经济的下行压力等，均会左右环球经
济走势。香港下半年仍须面对金融市场波动、外贸疲
弱和旅游业放缓等重重挑战，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较
上半年为慢。但他认为无须过分忧虑或悲观，因为香
港经济基调仍然保持良好，相信香港有足够实力和经
验，应付可能出现的各种风浪。

香港经济增速上修为2%至3%

台湾7月失业率上升至3.82%

本报讯 记者朱琳报道：据台湾媒体报道，受到
应届毕业生投入求职行列影响，台湾 7 月失业率上升
至 3.82%，是近 8 个月以来最高。

求职网站调查显示，台湾应届毕业生找工作平均
投递简历数为 66 封，平均起薪为 25694 元新台币，比
去年微幅增加 118 元，约增长 0.5%。

据调查，今年求职的应届毕业生或退伍人员，目
前“已经找到或正在从事正职工作”的占 39.4%，其
余 60.6%仍处于待业，其中包括 48.9%“尚未找到任
何正职工作”，以及 11.7%“曾找到正职工作，但目前
离职”。

本报讯 香港金融管理局日前发表的统计数字显
示，7 月底香港人民币存款共 9941 亿元人民币，较 6 月
底增加 0.1%。

此外，香港跨境贸易结算的人民币汇款总额 7 月
份为 5836 亿元人民币，而 6 月份的数字为 5929 亿元
人民币。

数字显示，2015 年 7 月份香港认可机构的存款总
额微跌 0.2%。由于活期及定期存款的跌幅大于储蓄存
款的升幅，港元存款于月内下跌 0.8%。7月份外币存款
总额上升 0.4%。

7月份贷款与垫款总额减少 0.6%，其中在香港使用
的贷款 （包括贸易融资） 较 6 月减少 0.9%，在香港境
外使用的贷款则增加 0.2%。由于港元贷款跌幅略高于
港元存款，港元贷存比率由 6 月底的 79.9%，稍降至 7
月底的 79.7%。

经季节因素调整后，7 月份港元货币供应量 M1 下
跌 3.2%，与去年同期比较则增加 14.0%。未经季节因
素调整的港元货币供应量 M3 于 7 月份下跌 0.7%，与去
年同期比较则增加 9.2%。

（郭 辑）

本报讯 记者吴秉泽 王新伟报道：日前，澳门特
区政府新闻局在第八届华文传媒论坛举办期间发布消息
称，由中国新闻社和澳门日报主办的澳门全球传媒产业
发展大会将于明年在澳门举行。

据澳门日报社社长陆波介绍，德国杜塞尔多夫展览
公司、中国新闻社、澳门日报于今年年初签署合作备忘
录，三方计划于明年第三季度在澳门举办澳门全球传媒
产业发展大会，范围将涉及电视、广告、新闻、电影产
业等多个方面。

澳门特区政府新闻局局长陈致平表示，当前全球媒
体正迎来更大的变革和发展机遇，澳门将以独特条件和
优势，依托内地的庞大市场和产业基础，积极整合资
源，快速发展澳门会展业。

本报讯 记者朱琳报道：由台湾贸易中心和百脑汇
联合举办的“台湾智慧生活馆”，日前在百脑汇广州店
拉开帷幕。市民可以前往体验最新、最潮的台湾科技
精品。

据了解，今年“台湾智慧生活馆”展示了新奇科
技、智慧居家、健康休闲、美容家电、行动穿戴等 5 大
类型，13家台湾品牌厂商的百余件优质产品。

据悉，“台湾智慧生活馆”是台湾贸易中心为营销
台湾优质创新产品打造的台湾精品推广活动。与以往
短期巡展不同，此次巡展以落地展销形式，持续展出
近一年时间，让市民有更多时间近距离体验台湾科技
新产品。

香港人民币存款7月增加0.1%

澳门全球传媒产业大会将办

台湾智慧生活馆登陆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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