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越式发展的“澳门奇迹”
本报记者 王 玥

澳门妇女联合总
会会长贺定一表示，
澳门回归后，妇女权
益得到很大提升。“女
性劳动参与率在回归
前是 56%，现在达到
了 67%，走到工作岗
位上为澳门社会作贡
献的妇女越来越多；
澳门女性工资水平也
大幅提升，澳门女性
工资中位数在回归前

为 4000 澳门元左右，现在达到 19000 澳门元；回归
前，仅有6%的澳门女性读过大学，现在这一数据达到
了77%；在澳门司法界、教育界、医务界，女性工作人员
都比回归前明显增多。可以说，澳门女性正以前所未
有的主人翁姿态参与到澳门建设中。”贺定一说。

贺定一表示，澳门妇女权益快速提升，首先离不开
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全国妇联的支持和推动下，澳
门妇女联合总会与内地的联系也更加紧密。同时，特
区政府对妇女权益高度重视，成立了妇女事务委员会，
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回归后，澳门妇女权益法律保
障体系日益完善，各类社团也为提升妇女权益积极努
力，这同时也离不开澳门妇女自身的努力。

澳门妇女联合总会会长贺定一：

澳门妇女权益大幅提升
本报记者 袁 勇

澳门社会保障基
金行政管理委员会代
主席陈宝云表示，澳门
回归以来，澳门特区政
府不断强化社会保障
制度建设，增加资源投
入，有序推进社会保障
长效机制建设。

陈宝云表示，经
过近20年发展，澳门
社会保障受益人数从
回归时的 19.6 万人，

增加到现在的49万人，领取养老金人数从不足5000人
增加至11.5万人。为完善对澳门居民特别是老人的基
本生活保障，澳门社会保障制度的养老金及残疾金自回
归后先后作了8次调整，由每月1150澳门元增加至今
年的3630澳门元，其他津贴也按照相应比例调升。

陈宝云介绍说，在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基础上，澳门
还实施非强制性中央公积金制度，通过企业和雇员共
同缴款或个人缴款，使居民在退休后可以得到更充裕
的生活保障。自2010年起，特区政府还向符合资格的
居民发放一次性款项10000澳门元，并连续10年实施
预算盈余特别分配拨款。到今年，每位符合资格的居
民公积金个人账户累积款项最高可达75643澳门元，
总拨款约257亿澳门元，受惠总人数约44.7万人。

澳门社会保障基金行政管理委员

会代主席陈宝云：

社会福利制度持续完善
本报记者 袁 勇

为进一步促进澳为进一步促进澳
门创新创业发展门创新创业发展，，澳澳
门近年成立了澳门青门近年成立了澳门青
年创业孵化中心年创业孵化中心。。截截
至今年至今年 1010 月月 3131 日日，，
中心共收到中心共收到247247个项个项
目申请进驻目申请进驻，，其中已其中已
有约百个项目进驻有约百个项目进驻，，
领域主要集中在科领域主要集中在科
技技、、商贸服务等商贸服务等。。

青年创业孵化中青年创业孵化中
心行政总裁林家伟介心行政总裁林家伟介

绍说绍说，，创孵中心集孵化器创孵中心集孵化器、、加速器加速器、、共享空间于一体共享空间于一体，，全全
年无休年无休、、2424小时运作小时运作，，为进驻的青创项目提供包括一为进驻的青创项目提供包括一
站式开业站式开业、、免费办公空间免费办公空间、、法律咨询等服务法律咨询等服务，，帮助项目帮助项目
扎稳根基扎稳根基。。““中心会不时举办训练营中心会不时举办训练营、、创业讲座创业讲座、、培训课培训课
程等有助创业者成长的系列活动程等有助创业者成长的系列活动，，也会定期组织商业也会定期组织商业
对接对接、、交流活动交流活动、、创新创业大赛等创新创业大赛等，，提高青创项目竞争提高青创项目竞争
力力，，助其拓展市场和融资渠道助其拓展市场和融资渠道。。””林家伟说林家伟说。。

““驱动创新创业驱动创新创业，，内融粤港澳大湾区内融粤港澳大湾区，，外联葡语系外联葡语系
国家国家，，是创孵中心的宗旨是创孵中心的宗旨、、发展要领发展要领。。””林家伟说林家伟说，，中心中心
先后与广州先后与广州、、深圳深圳、、珠海等市的孵化机构签订合作协珠海等市的孵化机构签订合作协
议议，，并与泛珠三角区域孵化器组成联盟并与泛珠三角区域孵化器组成联盟。。中心继去年中心继去年
获国家科技部授牌获国家科技部授牌、、成为港澳地区首个成为港澳地区首个““国家备案众创国家备案众创
空间空间””后后，，今年又被评为今年又被评为““中国百家特色空间中国百家特色空间””以及以及““三三
十家粤港澳优秀孵化器十家粤港澳优秀孵化器””。。

澳门青年创业孵化中心行政总裁林家伟：

创意驱动助力青年创新创业
本报记者 王 玥

在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经济
日报记者就“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
践、澳门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澳门经
济多元化等话题采访了澳门特区政府经
济发展委员会顾问、广东省政协常委、粤
港澳合作促进会常务副会长杨道匡。

杨道匡表示，澳门回归以来，“一国
两制”在澳门取得了成功实践。以高度
自治为例，这是依据澳门基本法，由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实现的。对于
澳门来说，高度自治包括行政管理权、
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从行
政管理权来看，以往由葡萄牙派驻澳门
的总督都是任命的，不是由澳门居民选
举产生的，现在的行政长官则是由选举
委员会投票选举产生。澳门回归前只
有初级法院和中级法院，没有终审权，
如果司法上诉到终审环节，就只能到葡

萄牙完成。澳门特区成立后，《基本
法》赋予了澳门终审权，这是澳门实行
高度自治的重要标志。

杨道匡认为，澳门回归后，“澳人治
澳”的重要表现，就是政府团队、高级官
员都由澳门本地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来担
任。立法会、行政会的成员也大多是澳
门居民中的中国公民。

经济发展成就突出和社会福利完善
也是“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的重要
表现。杨道匡说：“澳门政府财政收入、
财政储备大幅增长，为特区政府实行更
好的财政分配和社会福利奠定了基础。
澳门特区政府在社会福利领域成绩较为
突出。在教育方面，澳门已经实现了从
幼稚园到高中 15 年免费教育。在医疗
方面，65 岁以上长者免费就诊。自
2008 年至今，政府实行现金派发。同
时，自2010年开始，政府为每个年满22
周岁的澳门永久居民成立‘中央公积金’

账户，每年视经济发展情况将财政储备的
一部分拨出来，按比例划入居民个人账户，
待居民年长、退休或是突发疾病、失业时，
可以提取账户资金使用。这是世界范围内
都比较少见的福利政策。”

20 年来，澳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但
产业单一、博彩业独大的特点也很明显。
杨道匡认为，要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
发展，应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对澳门的三个定位为方向：建设世界旅游
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
平台、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
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简称“一中心、一平台、
一基地”。

杨道匡说：“目前，澳门文化旅游还比
较薄弱，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澳门建设
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可以向区域合作，尤其
是与珠海横琴合作的方向思考。两者合

作，让游客两边流动，就
可以创造一个面积达

140 平方公里的综合旅游岛，有条件开
展综合旅游业，弥补澳门空间不足问
题。澳门企业可以到横琴投资酒店、餐
饮、零售等，与珠海协同发展，协同收
益。”

谈及澳门建设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
合作服务平台，杨道匡认为，这也可以通
过与横琴合作来实现。中国—拉美国际
博览会落户珠海，珠海也希望成为中国
与拉丁美洲的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在此
过程中，澳门可以充当珠海与海外之间
的“联络员”。

谈及澳门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
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杨道匡
表示，澳门文化一直具有比较突出的特
色，今后要打造澳门文化，就要显示与其
他城市有所不同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
在建筑物、街区、葡式美食、商品等方面。

“要实现人心相通，文化是很重要
的。不同的文化首先要碰撞，这并不是
坏事，不要回避，然后才是交汇、融
合，对彼此产生认同感，在此基础上才
有可能进一步谈合作，开展商贸往来。
未来，澳门这个中西文化‘交汇平台’
的角色可以进一步发挥作用，助力国家
发展。”杨道匡说。

澳门成功实现“澳人治澳”高度自治
——访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发展委员会顾问杨道匡

本报记者 袁 勇

珠江三角洲西岸，南海之畔，在中国
的版图上，澳门是仅有 30 多平方公里的

“弹丸之地”。但这里，却是全世界经济增
速最快的地区之一，人均 GDP 全世界最
高的地区之一。回归 20 年来，背靠祖国
的澳门，创造了经济腾飞的“澳门奇迹”。
奇迹背后，彰显着“一国两制”方针的强大
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

转型：促进经济适度多元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说，回归以
来的 20 年，是澳门历史上发展最快最好
的时期，各项宏观经济指标表现亮眼。

1999年回归之初，澳门连续4年经济
负增长，失业率高达6.4%，公共财政收入
169.4 亿澳门元，居民月收入中位数仅
4900澳门元。而到2018年，澳门本地生
产总值增至4447亿澳门元，人均GDP达
67 万澳门元，公共财政收入 1342 亿澳门
元；当前澳门总体失业率仅为1.8％，已多
年保持低位。

提起澳门的经济，很多人第一印象可
能就是“博彩”。多年来，博彩业在澳门

“一业独大”，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风
险很大，转型势在必行。2003年，澳门特
区政府提出“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以
应对单一产业比重过大带来的产业结构
失衡问题。澳门经济局代局长陈子慧告
诉经济日报记者，“转型最难的就是找方
向。现在澳门已经找准了方向，接下来就
是进一步去发展”。近年来，在中央政府
的大力支持和特区政府、社会各界的共同
努力下，澳门的旅游产业、文创产业、会展
产业、中医药产业等迅速起步，大步发展。

会展业是澳门近年来着力推动的重
点产业，目前澳门会展场地面积超过 19
万平方米，是 2005 年的 12 倍。2018 年，
澳门举办了 1427 项会展活动，与会及入
场人数达212.2万多人次。国际展业协会
更将澳门评为过去 5 年亚洲表现最出色
的展览市场。

澳门特区候任行政长官贺一诚指出，
未来澳门将加大科技方面投入，培育具有
高附加值的产业，“如中医药产业具有科
技含量高、产值高的优点。特区政府已经
在横琴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中医药产业
建设，未来，将认真考虑如何加强企业培
育与产业配套，推动中医药产业快速发
展，带动澳门对葡语系国家、东南亚国家
的出口增长”。

特色+：培育新经济增长点

有没有一项文化活动可以持续长达
半年，吸引 1600 万观众参与，带给观众

“全城美术馆，处处艺术园”的体验？在澳
门，有！今年，澳门打出了一张颇有特色
的“文化牌”——首次推出大型文化艺术
活动“艺文荟澳”，活动从5月一直持续到
10月，期间举行了41项大型活动。“这个
活动已经成为澳门一个骄人的文化旅游
品牌。”澳门文化局副局长陈继春说。“特
色+”与旅游、文化深度结合，为澳门经济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澳门的美食在全球负有盛名。在澳
门采访期间，一位本地居民告诉记者，除
了春节和圣诞，澳门 11 月份最有节日气
氛，因为每年这时澳门都会举办为期两周
的美食节，不仅可以吃到上千种来自世界
各地的美食，还有烟花、歌舞表演。据澳
门旅游局局长文绮华介绍，澳门在 2017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创意城
市美食之都”，2018 年推行了“2018 澳门
美食年”活动，又于 2016 年、2018 年及
2019 年举办“澳门国际美食论坛”，这些
为澳门又增添了一张亮丽的国际名片。

作为澳门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
澳门金融业打的也是特色牌。据澳门金融
管理局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陈守信介绍，
澳门近年来积极推动包括融资租赁、人民
币清算、财富管理、债券市场等特色金融业
务的发展，优化法律法规、监管制度，并向

内地及葡语国家推广澳门的“中葡金融服
务平台”。回归以来，澳门银行业、保险业
规模和盈利均出现大幅增长。

交融：在澳门之外发展澳门

“虽然澳门是一个国际化城市，但由
于历史和客观条件，澳门的国际化程度远
远不如香港。我们主要还是全面依靠内
地。‘远交近融’。比较远一点的省份，我
们就多交流；对于邻近的广东省，我们在
制度允许的情况下，加快更大的融合。”全
国政协副主席、澳门特区首任行政长官何
厚铧感触深刻地说。

开展与内地区域合作已经成为澳门
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回归以来，内地与
澳门两地的经贸关系更加紧密。为充分
利用澳门国际自由港和单独关税区的优
势，2003 年国务院批准设立我国第一个
跨境工业园区——珠澳跨境工业区；同一
年，内地与澳门签署 CEPA，将两地经贸
合作关系推到一个新阶段。2009 年，国
务院批准实施《横琴总体发展规划》，将横
琴岛纳入珠海经济特区范围，逐步将横琴
建设成为“一国两制”下探索“粤港澳”合

作新模式的示范区。
澳门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副局长

林媛告诉记者，回归以来，澳门通过深化
与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经济圈的合
作，深化区域合作，不断拓展澳门发展
空间。

“一桥拉动，珠三角西部棋子全盘皆
活。”2018年10月，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
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澳门与珠海、香港
融为“一小时经济圈”，三地人流、车流、物
流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今年《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出台，又恰逢
澳门回归 20 周年，澳门站在了新的历史
起点上。

澳门中联办主任傅自应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对于澳门未来的发展，一定要发
挥好‘一国两制’的最大优势，运用好国家
改革开放的最大舞台，抓住共建‘一带一
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的重大机遇”。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给予澳门人的
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何厚铧认为，“澳
门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
的一个自由港，有自己的货币政策，金融、
经贸活动都在自由港政策下展开，是非常
有活力的经济体。”

20年风雨，20年成长；20年磨炼，20
年辉煌。回归祖国 20 年，踏入成年礼的
澳门，正脚踏实地，把握“国家所需”和“澳
门所长”结合点，继续前行。

澳门美食节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

本报记者 袁 勇摄
从澳门塔俯瞰澳门景色。

本报记者 王 玥摄
澳门濠江中学学生在升旗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