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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 25 年来，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

践取得巨大成功。特别是在中央政府和内地大力

支持下，澳门社会各界迎难而上、务实作为，努力

调整产业结构，逐渐摆脱“一业独大”，经济适度多

元发展成效初显。

回归以来，澳门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2023

年 底 ，澳 门 人 均 本 地 生 产 总 值 达 6.9 万 美 元 ，存

款 总 额 逾 7000 亿 澳 门 元 ，分 别 较 1999 年 增 长

4 倍 多 和 8 倍 多 。 2023 年 全 年 入 境 旅 客 超 2800

万人次，2024 年前 11 个月入境旅客已超 3000 万

人次。

“ 一 业 独 大 ”曾 长 期 困 扰 澳 门 经 济 社 会 发

展。博彩业顶峰时期曾占澳门生产总值约 63%，

如果加上和博彩业相关的酒店、餐饮、购物，则占

比更高。对单一产业的过度依赖，会带来严重的

经济安全隐忧，也会挤压新兴产业发展空间，带

来一系列深层次问题。摆脱“一业独大”，实现经

济适度多元发展是澳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必

答题。

国家大力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通过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CEPA）、《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区 改 革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08—2020 年）》等政策举措强化内地与澳门经

贸合作，特别是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不断拓展澳门发展空间。中央

政府支持澳门特区政府创立以澳门为永久中介地

的“中葡论坛”，推动澳门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经

贸服务平台。总部设在澳门的中葡合作发展基金

总规模已达 10 亿美元，带动中国与葡语国家产生

超过 50 亿美元投资。

澳门回归时陆地面积仅有 21.45 平方公里，经

过中央政府多次批准填海造地，并划定陆地边界，

澳门陆地面积增至 33.3 平方公里。为支持澳门经

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2015 年中央政府决定将澳

门海域面积明确为 85 平方公里，2021 年又正式把

106.46 平方公里的横琴岛作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澳门发展空间越来越大。

澳门具有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良好基础。澳

门地理位置优越，历史上就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

之一，富有特色鲜明的旅游文化资源，是国家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交汇点。在国家的支持

下，澳门已经拥有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随着大湾

区建设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开发的不断深入，

澳门新型重点产业不断孕育、蓬勃生长。2021 年，

澳门特区政府设立“融入国家发展工作委员会”，

2023 年 11 月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适度多元

发展规划（2024—2028 年）》。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成效初显。澳门积

极推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建设（即世界级

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

台，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

作基地），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琴澳一体化深

入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封关运行。世界旅

游休闲中心内涵不断丰富，重点新兴产业生机勃

勃。澳门协和医院开业运营，促进大健康产业加

快发展。“澳门科学一号”探测卫星成功发射，打

造了澳门高科技发展硬核实力名片。2023 年，博

彩业在依法有序健康发展的同时，比例已降至地

区生产总值的四成以下，澳门经济结构日趋多元

稳健。

澳 门 已 经 打 下 坚 实 发 展 基 础 ，经 济 结 构 持

续优化，乘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浩荡东风，

完 全 有 条 件 有 能 力 飞 得 更 高 、走 得 更 远 、实 现

更好发展，不断开创“一国两制”在澳门实践的

精彩华章。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台港澳研究中心副主任）

香 港 素 有“ 东 方 之

珠 ”的 美 誉 ，澳 门 是 祖 国

的“掌上明珠”，两个特别

行 政 区 如 同 两 颗 明 珠 镶

嵌在祖国的南海之滨，交

相辉映，相得益彰。今年

是香港回归祖国 27 周年

和澳门回归祖国 25 周年，

港 澳 回 归 以 来 分 别 在 打

造 新 优 势 、改 善 民 生 福

祉 、融 入 国 家 发 展 大 局 、

扩 大 高 水 平 开 放 等 方 面

取得了显著成就，体现了

“ 一 国 两 制 ”的 制 度 优 势

和强大生命力。

当 前 和 今 后 一 个 时

期 是 以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全

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 伟 业 的 关 键 时 期 ，“ 一

国两制”实践也进入了新

阶段。实现香港、澳门更

好 发 展 ，为 强 国 建 设 、民

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是

新 时 代“ 一 国 两 制 ”实 践

的 重 要 使 命 。 港 澳 携 手

珠联璧合，能够发挥叠加

优势，释放更大张力。

港 澳 负 有 维 护 国 家

安全的宪制责任，必须履

行 维 护 国 家 安 全 的 职

责 。 当 前 港 澳 已 经 制 定

实 施 维 护 国 家 安 全 法 并

设 计 了 相 应 的 执 行 机

制 。 筑 牢 维 护 国 家 安 全

的屏障，港澳需要进一步

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

者 治 澳 ”原 则 ，完 善 维 护

国家安全的法律体系，提

升公共治理水平，夯实爱

国爱港、爱国爱澳的社会

政治基础。

澳 门 正 在 推 进 经 济

适度多元发展，着力做强

综 合 旅 游 休 闲 业 ，大 健

康、现代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和文化体育四大

重 点 产 业 培 育 取 得 阶 段 性 成 果 。 香 港 则 在 巩 固 金

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的同时，瞄准国际创新科技

中 心 、亚 太 区 国 际 法 律 及 解 决 争 议 服 务 中 心 、区 域

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新定

位布局落子。港澳在守正创新并且打造新优势的领

域互有交集。香港本身就是国际金融中心，是澳门

发展现代金融必不可少的学习借鉴样本。澳门培育

大 健 康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香 港 正 在 推 进 国 际 科 创 中

心建设，生物医药是重要内容。粤港澳将在明年共

同举办全运会，三地之间的文体交流合作将迈上新

台阶。

港澳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澳门

作为世界上唯一以中文和葡语为官方语言的地区，

同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稳定的经贸关系，是 190

多个国际组织和机构的成员。香港是中国唯一实行

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与普通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密

切交流，吸引了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

多个国际组织设立办事机构。在国家进一步推进高

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港澳的“超级联系人”“超级增

值人”角色更加凸显。除了促进投资贸易，还承担着

人民币国际化探索、创新要素集聚、助力共建“一带

一路”等功能。

为促进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国家建设了

前海、南沙、横琴、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这些平台都

是同时面向港澳的，为港澳产业发展和居民生活工

作便利扩大了空间。合作平台的深化拓展，有赖于

港澳与内地在规则对接、

职业资格互认、科研合作

等方面的锐意创新。

凡 益 之 道 ，与 时 偕

行。新时代新征程上，港

澳 的 特 殊 地 位 和 独 特 优

势将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

作用。期待新一届澳门特

区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携

手共进，不负新时代，再创

新辉煌。

本 报 讯（记 者 刘 亮）澳 门 特 区

政府发布的施政总结显示，2024 年

前 三 季 度 澳 门 生 产 总 值 估 算 初 值

为 3009.7 亿澳门元，澳门经济适度

多 元 发 展 策 略 取 得 新 成 效 。 2023

年 非 博 彩 业 在 生 产 总 值 中 的 占 比

为 62.8%，比 2019 年上升了 14 个百

分点。公共财政中，博彩税收占比

从 2019 年 的 80.1% 下 降 为 2023 年

的 65%。

澳门提出“1+4”经济适度多元

发展策略，即推动综合旅游休闲业

发展，大力发展大健康、现代金融、

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和文化体育四

大重点产业。

特区政府于 2022 年 1 月 1 日成

立药物监督管理局，同日《中药药事

活动及中成药注册法》生效。自《中

药药事活动及中成药注册法》生效

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共接获 357 宗

中成药注册申请，当中 94 项中成药

已成功注册。

发展现代金融方面，澳门中央

证券托管系统（CSD）自 2021 年 12

月 15 日上线以来稳定运作，为债券

市场提供包括登记、托管及结算等

服务。澳门持续引进新类型的金融

机构，至今获许可于澳门经营的金融机构共

102 家。截至 2024 年 9 月底，累计在澳门发

行或上市的债券规模达 7402 亿等值澳门

元，包括国债、地方政府债券、企业

债、绿色债、金融债及资本补充债

等多类品种。

2023 年，澳门特区推出“科技

企业认证计划”，支持获认证科企

持续进行研发创新，提升竞争力。

目前已有 33 家科企获认证资格，业

务范围涵盖集成电路、信息科技、

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领域。内地与

澳门合作研制的首颗空间科学卫

星“ 澳 门 科 学 一 号 ”已 经 投 入 使

用。科技部先后批准澳门成立 4 家

国家重点实验室，助力澳门高水平

科研成果不断涌现。

澳门会展业向专业化、市场化

迈出了实质步伐，已培育一批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会展品牌，于 2023 年

和 2024 年连续被相关机构评选为

“最佳亚洲会议城市”及“最佳会议

商务城市”，体现了澳门在商务旅

游和会展方面的优质服务和设施

获得国际认可。为落实“以中华文

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

作基地”的建设，特区政府于 2023

年与文化和旅游部确立“一基地”

联委会机制，推动文化产业专业化

及市场化发展。澳门持续举办多

项高水平的大型体育活动，发挥“体育+”跨

界融合的联动效应，为本地体育团体及企业

搭建合作平台。

12 月 20 日至 23 日，由农业农村部、国台办

主办的 2024 年海峡两岸现代农业博览会·海

峡两岸花卉博览会在福建省漳州市举行。

农业是两岸交流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

起步最早，基础广泛，成效明显。本次博览会

以“两岸农情 融合发展”为主题，全面展示

了两岸农业交流合作成效，推介两岸优质特

色农产品，搭建两岸农渔业界沟通对话平台。

产销对接成果丰硕

博览会期间，位于漳州的东南花都花博

园内，花团锦簇，游人如织。三角梅、水仙花、

蝴蝶兰等漳台特色花卉交相辉映，火龙果、凤

梨、芭乐等水果目不暇接。本次博览会展览

展示面积达 12.2 万平方米，设置室内 5 个展厅

（馆）和室外 4 个主题展区，700 多家两岸企业

组团参展，带来果菜茶、园艺花卉、文创产品、

特色美食等数千种产品，通过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集中展销。

在台湾农特产品主题街展区，琳琅满目

的台湾特色商品吸引观众驻足，展区可以直

接使用移动支付采购，不少人都提着各式各

样的购物袋满载而归。台湾致圣兴业有限公

司的展台前人头攒动，该公司负责人许俊麟

和妻子专程从台北来到漳州参展。许俊麟

说：“我们是一家主营食品、保健品的企业，这

次带来了 8 个品类的产品，希望能让大陆同胞

了解到台湾的一些优质产品。”

“头戴帽”——山顶发展名贵树种，“腰系

带”——高位养猪、养鸡、养鸭、养鹅，“脚穿

鞋”——山脚下养鱼虾，在漳州市种养加一体

化现代农业产业园展馆，实物、沙盘、模型、展

板、大屏幕数据等，展示着农业现代化场景。

漳州市漳浦台湾农民创业园内钜宝生物

公司的大棚里，五颜六色的蝴蝶兰千姿百态、

美丽娇艳⋯⋯客商不用实地察看，在电脑屏

幕上就能看到花卉基地的实时景象。本次博

览会上，海峡花卉远程交易中心正式亮相，通

过搭建“福云端”平台，实现了上百家漳州花

卉企业的“云”上入驻。

漳州市林业局局长沈义勇说，除了精心

打造精品花卉、庭院经济花卉造景等展区，

全面展示漳州花卉新品种研发、新场景运用

成 果 之 外 ，本 次 博 览 会 还 积 极 拓 展 办 展 形

式，开设了线上花卉展示交易平台，云上展

示花卉生产基地场景，线上开展精品花卉拍

卖，推动漳州市的特色花卉产业香飘全国、

走向世界。

博览会期间还举办了专场推介会、两岸

农产品市场研讨会、两岸热带农业科技交流

活动等多场特色活动，专门举办产销对接会，

组织两岸 45 组参展商、供应商签订产销合作

协议，意向金额达 259.87 亿元。

台湾“中华两岸投资创业协会”会长卢文

杰表示，这是他们首次来到漳州，也是第一次

参加海峡两岸现代农业博览会。他期望借助

博览会将台湾的精致农业模式引入大陆市

场，也让更多台商认识到漳州优越的农业条

件和良好的营商环境。

融合发展机遇丰富

福建作为两岸农业交流合作的先行区，

闽台农业融合发展成效显著。福建在全国率

先创建设立台湾农民创业园，充分发挥台创

园示范窗口作用，形成了“一园一特色、一区

一产业”发展格局。

记者从博览会开幕式上获悉，农业农村

部、国台办已经批准福建省设立南靖、同安、

平潭综合实验区、邵武、霞浦、永春、上杭、东

山 8 个台湾农民创业园。至此，福建省台湾农

民创业园由原来的 6 个增至 14 个，占比超过全

国总数三分之一，实现了全省九市一区全覆

盖。本次博览会上，全国范围的 34 个国家级

台湾农民创业园集中亮相，特别是 8 个新设的

台湾农民创业园，吸引了不少参展观众前来

了解洽谈。

在南平市邵武台湾农民创业园展台

前，咨询者络绎不绝。南平市泽发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晓慧一直在忙

着介绍公司的多花黄精果脯、果茶等

产 品 。“ 虽 然 邵 武 台 创 园 是 新 成 立

的，但邵武的对台投资经贸合作由

来已久、根基深厚。我们这次来

参加农博会，不仅仅是为了寻求

洽谈合作的机会，也是作为企业

现 身 说 法 ，介 绍 当 地 的 惠 台 政

策。”马晓慧说。

台企漳浦觉岸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位于漳浦台湾农民创业园，

是一家从事台湾凤梨种植加工的

企业。博览会上，他们带来了凤梨鲜

果、凤梨酥以及观赏用的空气凤梨花。

该公司总经理汤有瑄来自台湾台中，2013

年就来到大陆发展。今年他们把公司搬到

了漳浦台创园，并和当地一起探索“合作社+

企业+农户”模式，带动周边农民增收。

博览会期间，福建省还邀请了省内外多

家农业企业、采购商、供应商等参展，同期举

办闽台招商引资对接会，并组织 5 个重点项目

上台签约，合同意向资金超 11 亿元。

青春力量振兴乡村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

越来越多台湾青年选择扎根大陆的乡村，用

自己的专业和知识技能，为农业发展和乡村

振兴注入新动能，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生动

实践。

本次博览会期间，由海峡经济科技合作

中心主办的两岸青年交流主题沙龙同步举

办，包含在大陆地区就业创业的台湾青年在

内约 40 人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两岸农业合作

的新机遇。

安溪三和制茶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高煜哲

在台湾出生长大，大学毕业后来到祖辈曾生

活过的泉州市安溪县大坪乡寻找发展机遇。

乡村漫山遍野的茶树让他对茶叶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高煜哲发现大坪乡盛产的毛蟹茶尤

为适宜作为奶茶的基底原料，进而尝

试将茶叶加工成茶粉，并应用于甜品制

作，供应到奶茶店与烘焙店。高煜哲

满怀感激地说：“我衷心感谢祖国大陆

为我创造的优越发展环境与政策扶持，

同时也深深感激安溪乡亲们对我的无私

帮助。”

宁 波 宝 岛 梦 工 厂 文 化 创 意 产 业 有 限

公司总经理曾翊展刚到会场就给大家送上

了自家的产品“杨梅酥”。“说到台湾的糕点

大家一定会想到凤梨酥。我希望有一天，提

到浙江大家都能想到杨梅酥。”来自台湾南

投的曾翊展有过多年的旅游从业经历，后来

把目光投向浙江的杨梅，借鉴台湾凤梨酥的

制作工艺创制杨梅酥，创业第一年就为他带

来 了 200 多 万 元 的 产 值 。 之 后 他 又 开 发 出

了越来越多杨梅文化创意产品，还创办了杨

梅主题文化馆。

漳浦觉岸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邱

昭豪和福建省高层次引进人才、闽南师范大

学台湾省籍教授卓莹鎗也分别以“新质生产

力推动两岸农业合作”和“智慧农业技术在闽

的应用场景”为主题，讲述了他们在大陆打拼

的精彩故事，用自身的经历告诉台湾青年，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提供的市场机遇丰富，

祖国大陆的发展空间无限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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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走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之路
支振锋

澳门产业结构显著优化

非博彩业生产总值占比上升

观众在漳州市漳浦台湾农民创业

园展台前了解产品。

本报记者 刘春沐阳摄

2024 年海峡两岸现代农业博览会的举

办地漳州东南花都花博园内，花团锦簇。

本报记者 刘春沐阳摄

观 众 在 2024 年 海 峡 两 岸 现 代 农 业 博 览 会 的 闽 台 农 业 合 作 展 区

逛展。 本报记者 刘春沐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