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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和珠海特區發展策略的

制訂問題初探

——兼關於“大珠江三角洲發展協作系統”之構想＊

黃枝連＊＊

序言：制訂跨越世紀發展策略涉及的幾個層次

本文是從澳門與珠海市經濟合作上存在着的問題入手，來探討走向二十一世

紀的中國；不同的地區，由於歷史因素和現實問題，在制訂跨越世紀的發展策略

上是存 在着 錯綜 複雜 的問 題的 。

文章對於香港和深圳的比較成功的合作關係，以及港澳對珠江三角洲二十幾

個市縣區鎭改革開放進程的重大推動作用，也做了一些檢討，從這裏開始，一方

面確認了“ 小珠江三角 洲”極需港 、澳提供建 立社會主義 市塲經濟的 “外因” ；

倒過來，它也爲這兩個在本世紀最後幾年完成史無前例的“過渡”的地方，提供

政權順利交接和“一國兩制”得以開張大吉的“外因”。其“互爲外因”，在一

個涵蓋各個方面的大架構之下，可又成爲“內因”；從而使到所有地方的發展更

上一層樓 —— 這個“大框架”就是文中提出之“大珠江三角洲發展協作系統”的

構 想 。

文章最後部份在於探討，“大珠江發展協作系統”一旦成形的重大意義。在

華南地區，它對於“兩岸三地”之交流，無疑地，是一個巨大的推動力，可以促

成所謂“中華經濟協作系統”；而對於南中國海周邊地區以致於汎太平洋地區的

發展，引進所謂“太平洋世紀”，中國人的這一個組合，亦有其深遠的戰略意義

的 ！

＊本文爲澳門《珠江三角洲地區發展與合作國際學術研討會》（一九九二年十月廿四——廿五

日）而作，該研討會之組織者爲澳門基金會歐亞管理研究中心、澳門大學管理系、澳門經濟

學會及澳門社會科學學會。（ 1 9 9 2 年 1 0 月 1 1 日 ）
＊＊香港浸會學院社會學系首席講師、香港亞太二十一學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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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澳門需要有一個“九九”前後都管用的發展策略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

（一九八 七年四 月十三 日）， 還有七 年多其 主權即 將回歸 中國的 澳門， 在政治 、

經濟、社會、文化、教育、傳媒以及羣衆心理等各個層面，都有大量的“脫胎換

骨，推陳出 新”的工作 ，需要及早 開展；並且 取得成績的 。

決定這些工作的成績者，是一個宏觀取向和宏觀框架的形成大問題 —— 換一

個說法，是 一個澳門如 何走向二 十一世紀的 策略問題 。

顯然地， 這種策 略的制 訂，涉 及的問 題也是 不少的 ；

其一、如何對澳門一五三五年以來的四百五十多年歷史發展加以評價？其中

，有些甚麼歷史經驗和文化遺產可以用於理解過渡時期的問題和設計即將展開的

前景 ？

其二、如何評估澳門當前的社會狀況？不同背景和利益的社會集團，對葡萄

牙的統治結束之後開展的“一國兩制”的感受、認識、取向，將如何決定其行爲

呢 ？

其三、同澳門一線之隔的珠海市和較遠一點的珠江三角洲以及香港和廣州的

現狀和動向以及其發展策略，應如何予以兼顧；在制訂澳門發展策略中，使各方

的交流協作成爲可能 ？

其四、再上一層樓，是要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大計，以及中國的整體國情及民

族利益和民族願望也計算之內，從而確定澳門未來的地位和作用。亦只有如此，

才能確定澳門在 亞洲太平洋地區 以及國際新格局 所取得的地位 。

儘管如此，由於形勢的複雜性及其變幻性，以及人們在認識上存在的許多缺

點，要充分掌握客觀規律，並準確地制訂一個行之有效的理想策略，還不是一件

容 易 的 事 —— 大槪只能這麼說，隨着形勢的開展，實踐的深刻化，人們的認識不

斷在提高，因此 ，對原先制訂的 策略（a），是 可以不斷地進行 調整、推陳出 新

（ a 1 → a 2 → a 3 … … ） 的 。 反 正 ， 一 勞 永 逸 、 一 貫 正 確 這 樣 的 理 想 （ 靜 止 ）

形態，在人事上 和社會變革上， 根本就不存在的 。

二、澳門對於“小珠江三角洲”發展大計的

戰略性作用是難以估計的

顯然地，在小珠江三角洲、廣東省以及華南地區的發展大計上，把澳門也算

計在內，是不需要付出甚麼“重大代價”的；可是，把它有意或無意地遺棄，都

是要付出代價 —— 甚至可 以說違反“ 實事求是”和 背離中國國 情的行爲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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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春鄧小平南巡，對於華南地區的改革開放進程起了“加速度”的

作用，而面對美國“貿易戰”的威脅的廣東，更希望粤、港、澳企業界共同努力

，攜手合作 開拓世界 貿易市塲 。

道理是很清楚的，在世界經濟氣候發生瞬息萬變，整個中國的外貿，特別是

熱衷於建立“外向型經濟”的廣東省及其珠江三角洲地區，成敗的條件，正在於

能否“在市塲方面作多元化發展”要這麼做，香港的作用是不夠的；還是不能不

把 澳 門 也 加 上 去 的 ！

原來，同香港一樣，澳門旣是“多纖協定”的成員，又是“國際關貿總協定”

（ GAT T ） 的 成 員 ， 此 外 ， 還 是 許 多 國 際 組 織 的 成 員 ； 因 此 ， 不 但 對 於 廣 東 省

和“小珠江三角 洲”的世界市塲 開拓活動大有 幫助，對於整體 中國也是如此 。

更値得一提的是，澳門還具有一個香港所沒有的（至少尚未能有之）的便利

；即是它同歐洲經濟共同體之間已經簽署了一個《貿易及合作協定》（一九九二

年六月十五日）。這個有十九個條款的文件，使到雙方做出相應的承擔，要根據

GAT T 的 規 則 及 原 則 ， 在 貿 易 關 係 上 互 享 “ 最 惠 國 待 遇 ” （ 第 一 條 ） ； 同 時 ，

還要把“合作領域”擴大及於各個工業部門、科技、能源、運輸、電訊、知識及

工業產權、規 則及規格、環 境保護…… 社會發展、旅 遊、金融服務 、海關問題 、

捕魚以及統計等等方面（第四條）。在工業合作上，更有進一步的探討；爲達成

目標，在共同生產及共辦企業、技術轉讓、金融機構之合作、經濟企業界人士互

訪、擧辦研討會和工作會議等等方面，締約雙方更要致力促成的（第五條）……

……各締約方在工業及服務部門方面，推動澳門生產基礎之發展及多元化，

尤其是爲中小型企業之合作制定方針，以及支持旨在便利該等企業獲得資本來源

、市塲及適當科學技術等之活動。該等活動得包括共同創設合適之機制及機構（

第 六 條 ） 。

值得注意的另外一點是關於“培訓計劃”，要在歐洲高等教育及培訓之機構

與澳門之等同機構，對企業、行政、公共機關、經濟以及社會機構等等高級行政

人員 進行 培訓 （第 十條 ） 。

當然，人們須清醒地看到：澳門在一九九九年以後，到底還是一個特區；因

此，根據這項《協定》，它可享有之權益，“珠江三角洲”及中國其他省區並不

是可以隨意插入、分而享之的。但只要在結構上，澳門的發展和周邊省區的發展

，是存在着協作關係，還是可以起着互相帶攜的作用 —— 倒過來，透過澳門，歐

共體不也在華南地區獲得一個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嗎？

從這裏可以看得到，澳門在華南地區的作用，在於它的國際聯繫；特別是同

歐共體的聯繫，是有巨大的潛力的。所以，進入二十一世紀，澳門同前宗主國（

葡萄牙）的關係，不但不應該一刀兩斷或加以削弱，還要用新的形式，把它延續

下 去 。

必須繼續加以發揚光大的還包括葡萄牙的語文和文化以及同它有關的拉丁文

化。最近提及“更需要借鑒香港的經驗、法規來發展特區自己、完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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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引自深圳市委政研室專家文章）其實，珠海市或者三角洲其他地區，對於澳

門的經驗（似乎沒有香港的可觀）和澳門的法規以及葡萄牙所附屬之拉丁系統的

法律 應加 以研 究與 吸收 的 。

九一年七月在一個有關澳門前途問題的研討會上，本文作者提出的論文中，

提到應該考慮對澳門大學（前東亞大學）的辦學方向、方針及內容加以適當的調

整。總的方向，大槪在於建立並推行“拉丁化、澳門化、珠江三角洲化”，即利

用葡國語文和拉丁文化來對“澳人治澳”的人材、對於珠海特區和珠江三角洲推

行改革開放的人材，提供各種形式、各種性質以及各種程度的培訓活動 —— 而對

於整體中國來說，有意識地扶植其事，更有助於開展對拉丁文化地區以及受拉丁

文化影響的非洲國家的貿易和文化交流的活動。在具體的運作方式和方法上，大

槪要在北京和廣州建立一、兩個教研系統，同澳門大學進行密切協作；這樣的“

系統”當然可以在現有的院校裏挑出來。再者，鼓勵珠江三角洲一家新建的高教

體系同澳門大學建 立正式的、密切 的協作關係，亦是 可以辦得到的事 。

看來，澳門跨越世紀的產業政策及其結構，是必須放在第三產業的建設之上

。除了內需之外，還在於爲珠海市以及“小珠江三角洲”的產業發展提供服務，

在第三產業裏是可在旅遊和博彩（包括賭博）的行業上多做工夫的。與之配合的

，可以引進休閒和社會等行業。如果澳門建立一些輕工業，最好是同博彩休閒以

及會議的設備和機制有關的設計、生產、批發、買賣……等有關的活動。集中世

界各地這些方面的產品、服務及信息，辦成一個甚麼“中心”，也許，還是一個

切乎 實 際 的 構 想 。

所有這些構想的實現，有一個大前提，即是得到珠海特區的諒解、讚賞以及

支持（包括不同形式與程度的參與） —— 其實，珠海市本身亦具有開發旅遊、休

閒、會議與產業的潛力；它有可能被發展爲“南方青島”。如果，它能下定決心

，放下架子，同澳門合作；包括兩家合作開發橫琴島，實踐將證明，那是“分則

兩害 、合 則兩 利” 的情 況 。

在上引魏美昌建議的基礎之上，做爲一個第三方人士，人們可以看到，有關

人士能及早展開 這麼一些活動 ：

——在珠海市和澳門兩地：分別建立一個“巨系統”，就對方的情況，加以

分析研究：“知己知彼”，倒不一定要戰勝對方，而在制訂同對方合作的理論與

策 略 ；

——珠海市和澳門雙方建立一個促進“發展協作”的“巨系統”，在理論上

和實踐上探討交流協作的方式和方法。這是兩方政府支持的機構，透過它，可以

統籌和推動 兩方各個 層面的交流 協作活動 （包括高層 人員的定 期訪問） ；

——澳門利用澳門大學、澳門經濟學會、澳門社會科學會之類的組織，對珠

江三角洲二十幾個市縣區鎭進行有系統的調查研究；並且，鼓勵各地成立“澳門

協會”之類 的團體， 推廣“認 識澳門、利 用澳門、 支援澳門 ”的活動 ；

——再升一級，則以葡當局和廣東省政府建立一個正式的促進雙方交流協作

活動的“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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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大珠江三角洲發展協作系統”之構想

這個高層 次的交 流，令 人欣慰， 正在健 康地開 展之中 。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澳門總督應邀訪問廣東省；九二年九月底，廣東省長朱

森林禮尚往來，對澳門回訪。他率領的代表成員，就包括了珠海市長梁廣大；此

外，還有省計委、省外辦、省經貿等部門的領導人。廿八日那天上午，代表團一

行在珠海市領導班子的歡送之下，從拱北關進入澳門的；澳門政府派出高級官員

，會同新華社澳門分社的領導人等在這邊廂迎候。坐席未煖，韋奇立總督即在他

的衙門約會見了客人；兩人擧行了多次“閉門會談” 。

客人訪問期間，澳門政府的高官參加接待與滙報的人士，可以說都是同建立

“跨越邊境、跨越產業、跨越世紀”協作系統有關的人物；這包括運輸曁工務政

務司、中研計劃辦公室協調員、垃圾焚化辦公室主任、民航局主席、澳門國際機

塲專營公司董事局主席……。而參觀和視察的活動，包括機塲施工地點、九澳油

庫工地、九澳深水港碼頭、廣珠鐵路延伸到澳門的火車站初選地址、澳門大學以

及保 安 部 隊高 等 學 校 。

顯然地，雙方對這次的活動是感到滿意的；因爲，在許多領域的共同語言多

了、合作的天地也在擴大之中……

——朱森林再次重申，中國支持澳門建國際機塲，廣東省會堅決地執行這麼

一個國策 ，珠海 市政府當 然也不 例外的， 因此， 會踏踏實 實供應 沙石的 ；

——廣東省支持把廣珠鐵路和高速公路延長到澳門；相應地，梁廣大市長也

表了態 ，認 爲這 樣做 對三地 經濟 的發 展甚 有利 ！

——粤澳雙方將在旅遊、治安、文化、衛生以及打擊走私活動等層面加強合

作 。

最有意思的是，朱省長對澳門這些年來的發展表示讚賞，“他認爲這是澳門

政府有成效的工作及澳門居民合作的成果，也是澳門政府注意到中葡關係的友好

合作與廣東密切合作的成果” ——而更令人滿意的，即他注意到了澳門對於廣東

省建立“外向型經濟”的戰略性作用，“在加強粤澳兩地今後的經貿合作問題上

，廣東省希望能夠通過澳門來發展與歐共體的經貿關係。雙方有意通過成立一個

雙邊經濟合作促進會的半官方性質的組織，建立一些經常性的聯繫和推動兩地的

合作……”

投桃報李，主人家也指出澳粤的相互合作和互補互利的關係，是有利於南中

國得到更大的發展，“而在這項工作中，澳門應具有其本身所擔任的角色，並應

保持其本身的特徵” 。

顯然地，粤澳之間的這種“半官方性質組織”之設立，對於澳門與珠海市 ，

澳門與“小珠江三角洲”的經濟合作是會起着重大的推動及規範作用 —— 從這裏

出發，如果能把香港和深圳方面的高層人士代表或代表性人物也延攬入局，一個

所謂“大珠 江三角洲發 展協作系統 ”之成形， 可能是指日 可待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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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形勢的發展，推動人們朝一個大體相似的方向邁進 —— 這是關於香港新任

總督彭定康 在他的第一 份《施政報 告》裏，提 出了“總督 商務委員會 ”的構想 ；

並且在事後立即付諸實踐，邀請了十八位傑出的工商企業界人士入幕了以後，在

經濟事務和經濟政策，給他出主意，受委任的委員中，有很大一部份是同中國的

經濟發展及國際貿易建立了密切關係的人士（包括“港事顧問”）；他們之中有

好幾位，在 “小珠江 三角洲” 有很大的 投資活動 。

看來，在今後三、兩年裏，從粤、港、澳開始，從下到上，從內到外，建立

一個“跨越邊境、跨越制度、跨越世紀”的發展協作系統，對各個方面的問題，

需要及利益都有個比較合理的、行之有效的安排，正是港澳系統過渡、新舊交迭

以及華南地區改革開 放……所要求的一 個宏觀佈局、一種意 義深遠的戰略部署 。

結論：大珠江三角洲發展協作系統在中國發展大計上

和“太平洋世紀”開張上的重大意義

結論顯然是很清楚的：香港、澳門、深圳、珠海、廣州及珠江三角洲，如果

視之爲六個不同的經濟角色，任何一方單獨活動，即使是香港，其實力到底有限

、其潛力與前景看來也是“乏善可陳”的。因爲進入二十一世紀，世界經濟發展

的趨勢和特點。可能是拼規模、拼資源、拼資本、拼科技、拼管理、拼人力資源

以及拼商品市塲拼國際關係……上述六個角色，沒有任何一方同時具備這幾個重

要的條件，可以 在競爭益趨白熱 化的國際經濟舞 台上，同人家（ 歐共體、日本 、

北美自由貿易區……）爭一日之短長的 —— 其實，即使是這六方中的任何兩方或

三方等至四方聯合起來，儘管有多種可能組合的形式，說到底，其實力與潛力到

底是不能“ 登大雅之 堂”的（台 灣更不在 話下了） 。

這裏可以指出：“大珠江三角洲發展協作系統”，只在於促進六方在產業活

動和社會發展上的多層面協作，並不一定是建立甚麼“珠江經濟圈”；而對於有

些人提出的“粤港經濟一體化”以至於《粤港澳經濟一體化》，也不是這種“協

作系統”所要達到（追求）的“高級階段”的目標 —— 道理還是很簡單的，在這

個“一體化”的架 構裏，其規模、資 源、科技……都是 “輕量級”的組合 。

其實，以香港和澳門而言，現在還在英、葡統治之下，“過渡期”結束之後

，亦是與衆不同的“特別行政區”，是“一國兩制”所涵蓋之處 —— 也許，在中

共“十四大”之後和“後冷戰”及“脫西方主義”的新時代，中國人旣不止糾纏

姓“社”姓“資”，在“兩制”上有重大的突破及“異軍突起”之作，但是，港

澳（台灣？）的“特 殊狀態”，涉及國 際公法，可能還是要 予以重視和尊重的 。

因此，港澳和珠江三角洲及廣東省的經濟發展到底是難以（不應該？不需要

？）搞甚麼“ 一體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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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說，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即“中國國情”要求港澳同廣東省以外的其

他中國省區用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建立發展協作的關係。事實是簡單的，港

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是廣東省（或珠江三角洲）的港澳。面對全國、爲一體

中國（包括台 灣）的內務和 外事服務， 才是最大的實 際，換句話說 ，對於各省 、

市、區的改革開放和四化之推進，對於中國和平統一進程的了結，對於促進海外

華族人士和中國人民交往的“華夏體系”之開張上港澳是擔負着重要的歷史任務

的 。

因此，才有“中國人共同體”以及“中華經濟協作系統”（台灣方面稱之爲

“大中華經濟共同體”）。即，港澳、台等三個中國人關係密切的經濟系統，同

中國大陸“主要是華南的四個省區（閩、粤、瓊、桂）”地區的經濟系統，彼此

之間，交流日益密切，產生各種各樣的問題；因此，需要在各個層面進行“非政

治化 —— 非意識形態化”的交流協作。這種性質的機制建立，從簡單到複雜、從

低級到高級、從鬆散到嚴密，都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因此，遠談不上甚麼 “

經濟 圈” 和“ 共同 體” 的 。

在“中華經濟協作系統”同東南亞國家（特別是東盟六國）進行交流協作的

“南中國海周邊國家（地區）發展協作系統”裏，當它們單獨活動時，香港的作

用雖是遠大過於澳門和“小珠江三角洲”的；但是，如果以“大珠江三角洲發展

協作系統”的單位投入，其比重與實力便有可觀之處了 —— 如果以“中華經濟協

作系統”做爲 一個單位加 入活動，當 然是易叫人 刮目相看的 。

其實，“中華經濟協作系統”一旦成形，將是一個“重量級”的經濟角色，

它對中國各個經濟區域及整體的國民經濟的重要性，固不在話下；它在國際經濟

舞台上，也可以贏得 日本、歐共體、北 美以及東盟等“自由 貿易區”之尊重的 。

這麼說，香港、澳門、深圳、珠海以致於珠江三角洲和廣東省的一個更大的

出路，不是在它們之間搞甚麼“一體化”，而是在於投入“中華經濟協作系統”

的建設活動 —— 有一點是要反覆強調的，這種“協作系統”之追求，是符合“地

區傾斜”和“產業傾斜”的原則。同“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的原則是沒有

甚 麼 抵 觸 的 。

再退回來說，即使是在“中華經濟協作系統”裏，香港和澳門（及台灣）的

特殊性還是不能泯滅的，顯然地，三者之特殊性，正是這個“系統”成形的條件

、動力以及合理性所在之處 —— 在一個意義上，中國經濟一方面要同世界經濟發

生日益密切的關係；但是，也不必追求甚麼“一體化”的，旣然搞絕對主義，便

可以讓港、澳 、台發生其傳 統的作用，內 外圍的經濟有 更密切的關係 。

最後，談到澳門的特殊性及其定位問題。它固然要投入大大小小的“三跨越”

的發展協作系統 裏，但是，香港 之外，堅決地讓 澳門保持某種經 濟上、文化上 、

政治上的獨持性，維 持其“化外之民” 的地位，是一個通盤 發展戰略所需要的 。

因爲港英和 美日等國的 關係，香港 的動向及作 用總是存在 一些“模糊 地區”的 ；

澳葡的政策和中葡的合作，使澳門可以成爲處理香港“九七”前後事務的一個“

穩態 系 統（How e o s t a t i c S y s t em） ” ， 而對 局 勢 的 穩定 ， 發 生 微妙 的 穩 定 作

用 —— 這種“穩態作用”，可能在其他層面，有意料不到的時候，也是爲中國人

所 不 可 缺 少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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