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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第六册，第廿一期，1 9 9 3No．3，63 3－66 8

澳門與珠江三角洲經濟整合過程＊

Gabri e l a César ＊

今天，談論澳門經 濟而不涉及中國經 濟、尤其是廣東地 區經濟是不可能的 。

確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放政策爲澳門與中國的經濟關係打開了一個新紀

元，這種 關係正 調節着澳 門的經 濟發展 。

一切由 八十年 代初 建立經 濟特區 開始 。

1 9 7 9年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採 取 對 外 開 放 和 現 代 化 政 策 、 鼓 勵 投 資 ， 中 國

政府派出多個由經濟學家和計劃專家組成的代表團出國訪問，學習和研究所謂“

出口加工 區”和 “自由貿 易區” 。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爲了擴大出口，亞洲東部和東南部所有國家和地區（日

本、澳門、香港和新加坡除外）均建立了“出口加工區”，外國企業可在該區內

進口原材料 、生產外銷 產品而無任 何關稅障礙 。

澳門、香港和新加坡，由於內部市塲匱乏，以貿易壁壘作保護無任何意義，

因而不 必建 立自 由區 。

日本相信自己戰前的技術力量，而且對外國統治十分敏感，認爲可以通過教

育和先進技術實現 現代化而不必邀請 外國企業建立特區 。

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據自已 的經驗，爲達到下列目 的，決定建立經濟特區 。

（一）：首先，也許是最主要的，是 爲了從特區獲得可觀的經濟效益。如 其

他發展中國家已建立的“自由貿易區”、“特別工業區”和類似的邊境特區一樣

，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爲建立經濟特區是加速出口加工企業發展、增加當地就業和

吸收 外 資的 手 段 。

＊ 1 9 9 2 年在里斯本擧行的研討會上的報告“澳門在珠江三角洲的使命與機遇”
＊ ＊ 澳門經濟司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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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爲長遠目標服務。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特區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

特區不同，它不限於外資進行小規模的裝配和加工，而鼓勵其對基本建設大項目

也作投資， 如興建公 路、供水 系統、機 塲和港口 。

（二）：第二個目 的，計劃專家們將 經濟特區作爲向全 國其他地區引進外 國

技術、 知識和 經營 管理的 橋樑 。

推行地區經濟發展僅是政府政策的一個方面，由於特區在全國發展規劃上起

作用，因此，有助 於推進中華人民 共和國全面現代化 的社會主義運動 。

（三）：經濟特區的第三 個作用是可作爲教育和試 驗中心。由於地理位置 的

隔絕，經濟特區可作爲經濟發展的“溫室”，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在易控制的範圍

內取得與資本主義經濟相聯系的經驗、對經濟改革進行試驗，然後在國內其他地

區 推 行 。

中國報刊多次談到這一點，稱經濟特區爲“示範項目”，有一位作者這樣寫

道：特區爲經濟全面發展提供試驗塲，使基礎設施、工業項目、建設、旅遊、外

國投資和 法制現 代化協 調一致 。

1 9 8 0年 8月 ， 深 圳 、 珠 海 和 汕 頭 三 個 最 早 的 經 濟 特 區 在 廣 東 省 正 式 建 立

。 隨 後 ， 在 福 建 省 建 立 了 厦 門 特 區 。 八 年 後 ， 1 9 8 8年 4月 ， 又 建 立 了 第 五 個

—— 海 南 經 濟 特 區 。

中央政府選擇廣東地區建立第一批經濟特區，除了爲其政治目的服務之外，

還有一個 最重要的 因素就是 地理位置 。

首先，特區位於沿海，爲進口原材料和向國際市塲出口加工產品的理想地點

。其次，廣東爲僑鄉，因而，對華僑投資商具有特殊吸引力。能有機會參加祖國

建設又能取得投資利潤，對許多華僑富豪來說，是旣有感情因素又有實際效益的

事。中國人 給他們一個 稱號——愛 國資本家 。

最後，由於毗鄰香港——世界上最主要的金融貿易中心和港口之一，就方便

經濟特區的投 資者利用香港 的基礎設施 。

一切迹象表明，選擇第一批經濟特區的地點也出於中國統一的政治因素的考

慮。澳門、香港和台 灣是珠海、深圳和 厦門經濟特區最易達 到、最合適的基點 。

因此，可以認定，中央政府選擇澳門近鄰、沉睡的漁鎭珠海作爲經濟特區之

一 不 是 偶 然 的 。

1 9 8 0年 ， 澳 門 經 過 十 年 的 迅 速 增 長 ， 具 有 人 均 收 入 中 等 的 經 濟 和 外 向 型

的 生 產 結 構 。

七十年代，製造 業方面，表現 爲紡織業、服裝 業的急劇增長 。

服務業方面，與博彩密切關聯的旅遊業成爲本地區經濟最活躍的環節，而其

他 行 業 則 較 落 後 。

爲了滿足不斷增長的住房 和工業設施的需求，房地 產的發展速度也頗可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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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澳門七 十年代之經 濟現代化， 得益於香港 者多於本身 內部之發展 。

事實上，澳門重要工業出口行業之出現緣於香港生產轉讓過程，由於香港向

國際市塲推 出產品時面 臨困難，主 要由於紡織 出口品配額 限制問題 。

這裏需要強調指出，香港企業家在澳門找到了良好的投資條件：勞動力充足

而價廉，當地少數企業家可與之合股經營，有一個開放和自由的經濟體系，其特

徵是商品 和資金可 自由流通 ，監督和 行政管制 較寬鬆的 。

再則，由於採用了水翼船，香港與澳門之間之旅程，由四小時縮短爲一小時

，因而，爲賭博 而來的遊客大量 增加，從而酒店 業也大爲興旺 。

早在七十年代末、特別是八十年代初，玩具、人造花和皮革製品等新出口行

業的出現，掀起了香港企業家投資的第二浪潮，他們因全面優惠制使他們在這些

出口 品 方面 的 利 潤減 少 了 。

八十年代，在基礎設施如電訊、電力、供水和公共衛生方面大力改善的同時

，不僅在工業而且在 其他服務行業也出現 了生產結構多樣化 。

然而，八十年代中期，先是紡織業繼而相當主要部份的新工業的發展出現明
顯逆轉。 下面，我 們不妨 觀察一下 邊界另 一方所發 生的事 。

經濟特區和整個廣東地區交通和通訊工具改善後，外國在該地區投資迅速增

長。八十年代初，澳門到廣州之旅程需要一整天，包括五次渡船，可見當時困難

之 大 。

1 9 8 8年 ， 最 後 一 座 亦 即 最 大 一 座 橋 樑 建 成 後 ， 旅 程 縮 短 爲 三 至 四 小 時 。

香港 與 廣 州之 間 亦 然 。

以往，廣東與澳門接通一次電話需要等候數小時，八十年代中期，兩地各旅

館、企業和公共服務業之間可直接通話。今天，該地區公民可與十多個國家的十

多個 城 市直 接 通話 。 不 久前 ， 還出 現 了 手提 電 話服 務 。（ 參 閱 北京 週 報， 1 9 9

1 年 4 月 8 日 至 1 4 日 ）

初期，經濟特 區吸引外資 最多的行業 爲旅遊業，因 爲該活動需 要勞動力多 、

收效 高、 資 金回 收期 短 。

此類投資受中國當局青睞，因爲北京中央政府或廣東省地方政府無需注入大

量資金，也備受港澳投資者歡迎，因爲只要對此行業作初步投入，便可更好地測

試經 濟特 區 之投 資氣 候 。

自 1 9 7 8年 北 京 宣 佈 中 國 對 外 開 放 政 策 以 來 ， 澳 門 的 企 業 家 便 成 爲 珠 海 的

主 要 投 資 者 。 有 趣 的 是 ： 第 一 個 旅 遊 合 資 企 業 是 與 澳 門 合 營 的 ， 即 1 9 8 0年 1

0月 於 珠 海 建 立 的 石 景 山 旅 遊 中 心 。

隨着該地區基礎設施領域投資的增長以及衆多西方人對廣東省及中國其他地

區的投資繼續存 有疑慮（如僱用 和解僱工人、資 金回收、避免始 料不及之費用 、

中國人不守約時 如何解決問題等 ）之時，香港和 澳門之企業家充 份利用了機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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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需要通過法律條文採取防禦措施，而來自香港澳門的投資者得益於中

國國內親友之間非正式的關係網而在經濟特區及廣東其他地區早已佔據了重要地

位。利用地價低廉、勞動力廉價、原材料供應有利等方便條件，八十年代後期，

澳門和香港需 大量勞動力 的工業生產 便轉移到了 近鄰的內地 。

顯然，香港和澳門的資本的大量輸出影響並引導了中國南部地區經濟和實力

的增長，複製出一個具有同樣特色的經濟模式，即在出口工業中，以不熟練勞動

力爲主的工業 佔突出地位 （如紡織業 、製鞋業、 玩具業等） 。

因此，由於與珠江三角洲地區包括廣東省三個特區及其附近地區進行經濟整

合，澳門經濟（與香港正在經歷的某些方面相類似）正在經歷一個產業結構深刻

變 革 的 過 程 。

在澳門，工業部門失去其相對重要性之時，旅遊業用於興建新旅館之投資增

加 了 。 1 9 9 2 年 ， 旅 遊 收 入 可 望 超 過 商 品 出 口 總 值 。 1 9 8 2 至 1 9 8 7 年 間

出 口 商 品 平 均 增 長 値 爲 1 0 ％ ， 而 最 近 四 年 下 降 爲 2 ％ 。

工業系統在八十年代初吸收百分之五十有勞動力之人口參加工作，今天，只

吸 收 三 分 之 一 。

澳門與中國的經濟關係在變，從而其生產結構也要變。造成了新的競爭和互

補 關 係 。

勞動力密集的工業部門的競爭，如玩具業、人造花業、陶瓷器業、傢俱業，

這些產品在國際貿易上相對自由，中國亦享有一定的優惠，而僅澳門享有普遍優

惠 制 。

中國經濟啓動之時，正値澳門採取措施限制來自中國移民政策之際，加之第

三產業的 擴大，不 可避免地 加速了工 業生產轉 移過程 。

上述領域內之互補關係，澳門在此領域已不從事生產，然而繼續提供或與香

港共同提供爲生產和 和出口服務之補充 項目，如質量檢查、 包裝、談判、市塲 、

調研、 設計、 貿易和 爲出口 提供資 金等 。

產品生產上之互補關係，由於國際貿易受制於配額，要求本地勞動的參予，

產品暫 時出 口到中 國進 行部分 加工 。

最後，所謂“三角貿易”之互補，或者說，當產品生產國的產品不通過澳門

而直接由中國出口或經香港轉出口時， 澳門只起進口國與中國之間的中介作用 。

上述活動產生之收入，部分回流至澳門，但不表現於統計數字，即不見之於

澳門的 國民 生產 總值 統計 。

必需指出，最近香港報刊對廣東地區學術界發表的論述作出了反應，這些論

述認爲，隨着地區整合過程的加速，香港的“當地生產總値”已越來越不能成爲衡

量和說明該地區經濟結構和發展的標誌，因此呼籲在計算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當

地生產總值 ”時應包括 港、澳、穗 三個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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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 流通 狀 况值 得 一提 。一 般 情况 下 ，以 M2表 明的 貨 幣流 通增 長 速度 應 與

國民生產總值 的名義增長 速度相符合 。最近幾年 ，澳門未發 生此類現象 。

1 9 8 8 年 至 1 9 9 1 年 ， M2 的 增 長 率 約 爲 3 0 ％ 左 右 ， 而 國 民 生 產 總 值

的名 義增 長率 平均 下 降至 1 6％， 這說 明 財富 積累 的速 度極 快 ，超 過經 濟發 展 速

度。此狀况明顯 表明收入分配 不均衡，經濟 增長只有部分 成爲消費增長 。

然而，投資不僅澳門向中國單向流動，而是雙向流動。最近幾年，中國在澳

門之投資亦頗 爲可觀，在各 行各業十分 廣泛，如基礎 設施、房地產 投資、賓館 、

酒店和進出 口貿易， 加強了區域 性經濟的 互相依賴 。

從而， 以嶄新 的現 實進入 了九十 年代 。

香港澳門在珠江三角洲生產加工的擴大，使廣東成爲中國最發達的省份，成

爲國 內工 資和 收益 最高 的地 區 。

於是，進行新的、大膽的區域性投資的條件已經成熟，包括對基本建設和新

與 行 業 的 投 資 。

無論是由於積極投資之反響抑或由於民間消費之增長，內部需求在迅速擴大

，明顯表現 在消費者 尋求更多 進口產品 。

當然，該地區和國外的商品交易也在加快，中國不久將重新加入關稅及貿易

總 協 定 。

如 果 說 ， 1 9 7 8 年 中 國 宣 佈 對 外 開 放 政 策 時 ， 西 方 人 已 看 準 具 有 巨 大 消 費

力的、億萬人口的廣闊市塲，對其優越性有所領悟，在經濟特區建立了出口加工

工業，那麼，今天，他們要在數年前難以想像和不被認識的新的貿易機遇面前，

重 新 建 立 紐 帶 。

這方面，澳門具有深入該地區的戰略地位，能起主要作用，澳門商人與其他

國家比較， 有多年和中 國進行貿 易而取得成 功之優勢 。

澳門全面開放的小型經濟的運作，受制於外部因素和無法控制的限制，需要

迅速而靈活地進行內部調整、以期能使一切機遇“資本化”，或面對變化多端的

外部 局 面 而 應 變 。

我們已經看到民間企業如何調整以面對新現實。同樣，在整個新發展過程中

，政府也 改變了自 已的作用 。

根據聯合聲明現定，澳門之主權將移交，目前正處於政治過渡。形勢之複雜

性要求擬定一個明確的戰略方案，在鞏固政治、司法制度之同時，經濟現代化之

挑戰 應 佔 有突 出 地 位 。

政府應重視基 礎設施和人材 的培訓，使經 濟發展不受阻 而得以加強 。

在整個複雜然而激勵人心的過渡時期中，澳門在電訊、電力、垃圾處理和交

通網方面應進行基本建設，交通方面之投資尤爲突出，如當前興建之新碼頭、新

澳氹 大橋 和國 際機 塲 。

667



與此同時，政府亦致力於社會性活動，資助社會性服務，爲將近五十萬居民

組織和提供教 育和培訓、支 持文化活動， 宣傳澳門形象 。

澳門若要保持其自主性和自己的發展條件，就必須善於貫徹在自己窄小領域

內實現 經濟 現代 化的 戰備 目標 。

因而，政府應該支持各種區域性的共同創議，同時鼓勵澳門與世界各地加強

企業 間和 文化 方面 的交 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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