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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從中葡商貿平臺向中拉經貿
平臺升級構想

汪 海*

澳門是歷史悠久的國際貿易樞紐和東西方文化交流中心。雖然目

前博彩業佔據了澳門經濟的主導地位，但澳門在大部分歷史時期的功

能定位均以“國際商埠”和“文化中介”為主，其歷史傳統、文化底

蘊和制度安排等，都是與它的這一定位相適應的。至今，澳門仍然是

國際自由港、單獨關稅區，有著廣泛的對外聯繫、開放的經濟體系、

多元的語言文化環境，在中國以至東亞都具備“人無我有”的獨特優

勢。只要條件適宜，澳門完全能夠重新煥發“國際經貿服務平臺”的

生機。

一、澳門構建國際經貿平臺具有獨特優勢

當今世界正進入全球化加速推進的新時期，現代交通的發展讓

地球變得越來越“小”，空間距離不再是制約國際交往的主要障

礙。世界上有200多個國家，2500多個民族，3000多種語言，還有多

種多樣的文化。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不同價值觀念之間的巨大差

異，是阻礙全球交往的深層因素。因此，核心涵義的“全球化”實

際上是各種文化差異和價值觀念相互碰撞衝突與溝通磨合的長期進

程，不同國家、不同文明、不同民族的人員、商品、資本、知識、

技術、信息等要在世界範圍內順暢交流，就必須克服語言、文化、

制度、疆界等方面的障礙與阻隔，增進不同國家和文明間的跨文化

聯繫與溝通。而具有多元語言文化背景的跨文化國際交流平臺，可

在其中發揮關鍵性作用。

*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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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時代，一個大國需要全方位地與世界各國保持密切交

往，通常按照本國不同地區的歷史文化背景和國際聯繫方位，構造定

向聯繫不同國家、不同文明的跨文化國際交流平臺。美國的紐約、洛

杉磯、邁阿密分別是通向歐洲、亞洲、拉丁美洲的門戶，俄羅斯則以

聖彼得堡和海參崴為聯繫歐、亞兩大洲的樞紐。這些國際交流平臺都

有優越的地理位置、多元的語言文化環境，並同特定的國家和地區保

持著傳統的密切聯繫。如邁阿密是美國距拉丁美洲最近的城市，也是

美國“通向拉丁美洲的門戶”。邁阿密2/3以上的人口來自古巴、巴

西、哥倫比亞、委內瑞拉等拉美國家，110萬具備多元文化背景和使用

多種語言的拉美裔居民為跨國公司提供了大量雙語人才，並使邁阿密

成為美國惟一以拉美方式做生意的城市，甚至被稱為“拉丁美洲的經

濟首都”。 1對於正在融入全球化的中國，具有強大跨語言文化溝通能

力的邁阿密提供了一個擴大國際交往的成功範例。

中國是一個大國，要實行對外開放，走向世界、融入世界，首先

必須面向世界推進跨文化的交流與溝通。澳門有廣泛的對外聯繫、開

放的經濟體系和多元的語言文化環境，隨著中國加速融入全球化，發

揮傳統獨特優勢，再造澳門國際經貿服務平臺的重大機遇正在到來。

（一）澳門高度開放的自由港制度，有利發展離岸經濟

和跨國經濟 

自由港是全球化時代集聚和配置全球資源的重要樞紐。澳門和香

港人員、商品、資金、外匯自由進出，是我國僅有的兩個自由港，是

中國與國際市場對接的主要樞紐和開放型經濟的重要門戶。在全球化

背景下，跨國主體和跨國活動與日俱增，高度開放的自由港制度能夠

更好地適應人員、商品、資金等在世界範圍內順暢流動的要求，有利

澳門率先跨越各國間因不同國家疆界和經濟制度而築起的障礙壁壘，

發展離岸經濟和跨國經濟，促進中國與世界各國的交流。

1. 阮海斌：《邁阿密——進出拉美的門戶》，《國際市場導刊》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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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澳門多元的語言文化環境，有利於跨越不同語

言、文化的隔閡，全面推進國際合作 

語言是人類交流的基本工具，也是構成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深

層內核，語言上的溝通成為跨文化國際交流的前提。儘管世界上有數

千種語言，但英語、法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等少數幾種國際語言

通行於世界大多數國家。一國只要構建了包括這幾種主要語言在內的

跨語言國際交流平臺，就可以與全球大部分國家保持緊密的跨文化聯

繫與溝通。

長期以來，中國一直以香港為主要對外交流門戶。香港通用的國

際語言是英語，香港對外聯繫也以英語國家為主。除英語外，法語、

西語、葡語等拉丁系語言，也都是重要的國際語言，世界上使用拉丁

系語言的國家和地區有80多個，比通用英語的國家還多。中國要擴大

同拉丁語系國家的聯繫交往，就要擁有像香港那樣發達的中拉跨文化

國際交流媒介。而香港的近鄰澳門，以中文和葡文為官方語言，與葡

語國家和拉丁語系國家有著相同、相近的語言文化環境。世界上使用

葡語的有葡萄牙、巴西、安哥拉、莫桑比克等近10個國家，更重要

的是葡語和法語、西語、意語都是由古代西方通用語言拉丁語演變而

來，其語音、語法和詞彙等有許多相通之處，如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

基本可以互通。葡語國家和其他拉丁語系國家在歷史、文化、經濟、

社會等方面，都有共同淵源和相通之處。拉丁語系國家佔世界國家

總數1/3強，在全球佔有重要地位，世界10大經濟強國有3個是拉丁國

家。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歐洲拉丁國家經濟技術發達。非洲有3/5

的國家通用葡、法、西等拉丁系語言，而拉丁美洲更以拉丁語系國家

為主，這些國家自然資源豐富，發展潛力巨大。拉丁語系國家與中國

經濟合作有廣闊前景，應是中國全方位拓展國際聯繫的重要對象。然

而，由於語言的障礙和文化的隔閡，中國同大多數拉丁語系國家的交

流至今仍非常薄弱，遠落後於中國和英語國家的聯繫強度。中國10

大外貿對象有5個是英語國家或通用英語，而拉丁國家只有1個。中國

的聯想、海爾、T C L、華為、中興等新興跨國企業正在走向世界，但

與英語國家相比，他們在拉丁語系國家會遭遇更大的語言文化溝通困



1008

境。首鋼投資秘魯鐵礦這一著名的中國早期對外投資案例，就在很大

程度上反映了海外中企在拉丁語系國家進行跨文化整合的舉步維艱。

強化中國和拉丁語系國家的相互聯繫，一個必然選擇是充分發揮澳門

跨語言橋梁、跨文化中介的作用。

澳門和拉丁語系國家不僅有相同相近的語言文化環境，也保持著

傳統的經濟文化交往，至今法國、意大利、葡萄牙仍是澳門的重要貿

易對象。在文化、教育、法律等許多方面，澳門與拉丁語系國家都有

密切聯繫，其優勢在中國以至東亞都是獨一無二的，甚至香港也無法

相比。澳門廣泛的國際經濟聯繫、深厚的多元文化底蘊和高度開放的

自由港制度，十分有利於構建中國與葡語、拉丁語系國家經貿平臺，

構建“東方邁阿密”，全面參與國際競爭和合作。

二、澳門從中葡商貿平臺向中拉經貿平臺升級構想

澳門構建中國與葡語、拉丁語系國家經貿合作平臺，受到國家的

全力支持，澳門各界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得共識。《澳門日報》1987年

8月27日發表論文《澳門發展途徑探索》，提出應利用澳門多元語言

文化環境和傳統對外聯繫優勢，使澳門“成為中國與巴西等葡語國家

及拉丁語系國家交流的橋梁”。21997年2月，由廣東港澳經濟研究會

和澳門經濟學會完成的研究報告《澳門經濟發展的若干策略》指出：

“澳門完全有條件充當中國和葡語及拉丁語系國家之間的橋梁和中

介。”3在澳門回歸初期的2000年11月，時任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何厚鏵即在施政報告中表示，“特區政府將採取更有效的措施，使澳

門真正成為內地與拉丁語系國家之間的經貿合作和文化交流橋梁”。  4 
2007年3月，全國政協港澳臺僑委員會副主任、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馬

有禮在全國政協十屆五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發言指出：“澳門與葡

語國家，甚至拉丁語系國家，都建立和保持了傳統的經濟文化聯繫。

2. 汪海：《澳門發展途徑探索》，《澳門日報》，1987年8月27日，第11版。

3. 廣東港澳經濟研究會、澳門經濟學會課題組：《澳門經濟發展的若干策略》，研究報

告，澳門，1997年2月，第20頁。

4. 何厚鏵：《澳門特區政府2001年度施政報告》，2000年11月9日，http://portal.gov.mo/
web/guest/govinfo/policy-address, 2011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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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可以為我國與葡語國家及拉丁語系國家經貿等方面的合作提供周

到的文化、法律、商務諮詢和翻譯等方面的服務，開拓中國與葡語國

家經貿合作事業，並進而發展與歐盟、拉美及非洲國家的經貿合作關

係，為國家、為澳門的經濟發展創造新的增長點。”52003年以來，在

中國政府全力支持下，澳門成功舉辦了3屆“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

論壇”部長會議，開始成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平臺，受到各方

高度評價。中葡論壇成立後，中國與葡語國家貿易連年大幅度遞增。

2010年雙邊貿易達914億美元，是論壇創立前2002年的14倍，年均增

長40%，大大高於同期中國外貿總值22%的年均增長速度。6中國已是

巴西最大貿易夥伴，巴西成為中國在拉丁美洲的最大貿易對象，2010
年還首次進入中國10大外貿夥伴之列。安哥拉也成為中國在非洲的第

二大貿易對象。2010年11月13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中葡論壇

第三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上指出：“中國政府全力支持澳門與葡語國

家的經貿交流，鼓勵中國企業借助澳門平臺與葡語國家企業開展多種

形式的交流合作。希望論壇各與會國繼續利用好這個平臺，推動建立

更緊密的經貿合作關係。”7

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是中國創辦的首個以語言為媒介的

國際合作組織。論壇的成立，標誌著澳門開始成為以語言為媒介的重

要國際商貿平臺，並且還有很大發展前景。世界上通用葡語的國家還

不到10個，而使用西語、法語等其它拉丁系語言的國家和地區有70多

個，這些國家和葡語國家一樣，主要分佈在南歐、拉美和非洲，一直

是我國開放體系中相互交往薄弱而又亟需加強合作的地區。澳門同這

些國家有傳統的經濟文化聯繫，又有中國—葡語國家合作平臺的良好

基礎，今後可依託中葡商貿平臺進一步向其它拉丁語系國家輻射，順

理成章地升級為中國—拉丁語系國家合作平臺，為中國的跨國企業全

方位走向世界服務。

5. 郭婉雯：《馬有禮在全國政協十屆五次會議大會發言 澳可做好中葡語國家經貿合作平

臺》，《澳門日報》，2007年3月10日，B2版。　

6. 孫彬、顧燁、劉巍巍：《澳門全面搭建中國與葡語國家貿易交流平臺》，2011年3月20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3/20/c_121209618.htm，2011年5月29日。

7. 溫家寶：《堅持多元合作 推動共同發展——在中葡論壇第三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上的

致辭》，《人民日報》2010年11月14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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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舉辦“中國—拉丁美洲合作論壇”，逐步向中國—

拉丁語系國家經貿合作平臺全面升級 

拉丁語系諸語言中，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是淵源關係最為緊密的

親屬語言，兩者在書寫上十分接近，說葡語的人通常能夠聽懂西語，

使用西語的人經過一定適應後也能聽懂葡語。8世界上通用西語的國家

有20多個，人口約4億，是葡語國家的兩倍，多數分佈在拉丁美洲。拉

美國家是中國重要合作夥伴，中國也已成為拉丁美洲最大貿易對象國

和投資來源國之一，然而拉美至今尚未像東南亞、非洲那樣，同中國

建立正式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雙邊關係亟待加強。2012年6月26日，

中國總理溫家寶訪問拉美時正式提出倡議：“成立中拉合作論壇，為

加強中拉整體合作搭建更高平臺。” 9澳門“中國—葡語國家論壇”已

把中國同最大拉美國家巴西緊密聯繫起來，拉美其他國家同澳門也有

傳統聯繫，語言溝通又沒有太大障礙，可在澳門“中國—葡語國家論

壇”基礎上，進一步舉辦“中國—拉丁美洲合作論壇”，利用澳門語

言文化中介優勢拓展中國和拉丁美洲的全面合作，為澳門向“中—拉

丁語系國家經貿平臺”升級，提供堅實的“臺階”。

澳門與歐洲有傳統聯繫，1992年澳門和歐盟簽訂貿易合作協議，

確立了雙方合作的基礎。澳門與歐洲的聯繫側重於葡萄牙、西班牙、

法國、意大利等南歐拉丁國家，而中國同南歐國家合作前景廣闊，不

僅高技術產業，就是時裝、珠寶、皮革、食品、化妝品等傳統產業，

其“拉丁風格”的創意設計理念、品牌營銷戰略和具有“拉丁文化根

植性”的地域產業集群，都值得亟待升級的中國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學

習仿效。中國同歐盟的紡織品、鞋類等消費品的重大貿易摩擦集中於

南歐國家，而中國又是南歐國家高檔消費品的巨大市場。因此，可以

走“南歐研發、中國製造”的優勢互補之路，通過擴大合作找到解決

貿易摩擦的雙贏方案。目前陷入主權債務危機的許多南歐國家要走出

困境，擴大與中國經濟交流更是重要出路。在科學、文化、教育、體

育等領域，中國與南 歐合作也有很大潛力。但雙方擴大合作需要加

8. 李靖堃：《葡萄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18頁。

9.  王莉：《溫家寶在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上發表演講》，《人民日報》

2012年6月28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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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溝通磨合10，而澳門能夠成為中國與南歐國家跨文化溝通的最佳平

臺。可借助“中國—葡語國家論壇”有利條件，在澳門舉辦“中國—

南歐國家合作論壇”，擴大中國同10多個南歐拉丁國家的聯繫。澳門

在強化葡語、西語國際交流平臺的同時，也能進一步向法語、意語國

際合作平臺擴展。

非洲有巨大發展潛力，為增進中非交流，已建立了“中國—非洲

論壇”合作機制，但發展雙方民間交往需開闢更多溝通渠道。非洲大

部分國家通用法語、葡語、西語等拉丁系語言，而澳門已成為中國與

多個非洲葡語國家的合作平臺，還是中國距非洲最近的國際交流門

戶，可爭取把“中非論壇”的經貿文化合作平臺以及民間交流合作平

臺設在澳門，使之成為連接中國和非洲的紐帶。

隨著澳門向“中國—拉丁語系國家合作平臺”全面升級，澳門對

外聯繫範圍將逐步涵蓋80多個拉丁語系國家，成為輻射面更廣的“東

方邁阿密”。長期以來一向落後的中拉聯繫，能夠因澳門國際合作平

臺的提升而加速擴展。

（二）澳門與珠海優勢互補，共建中拉經貿平臺

澳門構建國際經貿平臺前景廣闊，但要充分發揮潛能，建成類似

香港的發達國際經濟貿易服務中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長期以來，

“地小、水淺、人少”是束縛澳門經濟發展的主要“瓶頸”，嚴重制約

了國際經貿平臺的建設。然而，澳門所缺少的，正是內地所富裕的。特

別是澳門的近鄰珠海“地廣、港深、人力資源充裕”，同澳門的互補性

極強。珠海橫琴島與澳門相隔僅幾百米，土地面積4倍於澳門，充分開

發後足以容納數十萬人。珠海高欄港是大型深水良港，可與澳門自由港

優勢互補，建成國際樞紐港。珠海與多所全國和華南著名高校合作辦

學，利用珠海特區機制，借助內地高校師資，能夠大規模培養各類語言

人才和專業人才，滿足澳門需要。因此，只要擴大與內地、特別是與珠

海的互補合作，束縛澳門發展的難題都可迎刃而解。

10. 王延春：《他們為甚麼選中意大利》，《經濟觀察報》2006年6月12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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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狹小是制約澳門發展的最主要因素，澳門構建發達國際經貿

平臺的重點，在於同珠海合作開發橫琴島。《橫琴總體發展規劃》得

到批准後，橫琴島開發已上升為國家戰略，在澳珠合作中佔據著核心

地位。

澳門與珠海合作跨境開發橫琴島具有很強的特殊性，要成功運

作，關鍵需對橫琴開發區給予明確的功能定位和特殊的政策支撐。

開發橫琴的目的，是為了支持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更好發揮

“中國—葡語國家商貿平臺”的作用，進而向“中國—拉丁語系國

家經貿平臺”升級。這既有利於國家開放，也有利澳門、珠海和珠

三角發展。

澳門和珠海共同開發橫琴島的具體操作面臨許多實際困難，最大

難題是兩地存在明顯的政治、經濟、法律等制度差異，限制了人員往

來、要素流動與產業整合。為跨越制度差異、推進澳珠合作，需做出

特殊的制度安排。橫琴島是四面環水、相對隔離的海島，可成為特殊

的跨境經濟合作區，對澳門和內地的人員、貨物實行“管出（出島）

不管入（進島）”的特殊開放政策，即澳門和內地的人員、貨物都可

以免除海關檢查自由進入橫琴島，但出島仍需進行關檢，以高度開放

而又有效管理的特殊制度創新推動澳門和內地經濟在橫琴島上全面交

流，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最大化促進澳門和內地之間要素流動、產

業鏈接與經濟融合。

澳門和珠海是橫琴島的兩大開發主體，橫琴開發事關澳珠優勢互

補、共同發展的大局。可考慮在橫琴島土地所有權仍然歸屬珠海的前

提下，按照類似珠澳跨境工業區又有所不同的開發模式，以橫貫橫琴

島的中心河為界，把橫琴島劃分為南、北兩區，分別交由澳門和珠海

管理，並由雙方合作開發，形成“一島兩區”、“一島兩制”的促進

澳門和珠海人員自由往來、要素自由流動的特殊跨境經濟合作區。橫

琴島北部（小橫琴島）鄰近珠海，可由珠海負責管理；橫琴島南部

（大橫琴島）緊鄰澳門路環島，其部分土地又已劃為澳門大學橫琴新

校區，可參照澳大橫琴校區又有所不同的管理模式，由澳門負責管

理。橫琴島南北兩部分之間被數十米寬的中心河隔開，又有多座跨越

中心河的橋梁相連，雖然分屬澳珠雙方管理，但兩地的人員和貨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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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琴島範圍內都可以自由來往，兩地企業在島上都可以自由經營，形

成可分可合、分合自如的聯體開發、共同發展格局。

橫琴島示意圖如下。

11

Segundo o planeamento funcional para a exploração de Hengqin, na zona sul da 
Ilha de Hengqin, sob a administração de Macau, pode montar-se essencialmente uma 
zona internacional de finanças e comércio onde se instalem as sedes na região 
ásia-pacífico as sociedades comerciais e bancos transnacionais de origem dos países 
de línguas do ramo latino, um parque internacional de ciências e educação, com vista 
a atrair instituições universitárias e de investigação científica dos mesmos países no 
sentido de montar subsidiárias em Macau, bem como um parque para reuniões e 
exposições e cultura para realizar todos os tipos de reuniões, exposições, 
apresentações e artes com características latinas, tornando-se numa “porta pela qual os 
países de línguas do ramo latino entram na RPC e na região ásia-pacífico” e uma 
“janela do mundo latino” através da qual a RPC e a região ásia-pacífico entendem os 
países de línguas do ramo latino. 

A zona norte da Ilha Henqin, administrada por Zhuhai, empenha-se na formação 
de uma zona económica para sede das sociedades comerciais, onde se concentram as 
sedes de gestão dos países de línguas do ramo latino das empresas transnacionais da 
RPC, bem como na constituição de parques de altas tecnologias, onde se desenvolvem, 
em colaboração com os países de línguas do ramo latino, altas tecnologias e 

根據橫琴開發的功能定位，在由澳門管理的橫琴島南區，重點建

設國際金融商務區，集聚拉丁語系國家跨國公司、跨國銀行的亞太

地區總部；建設國際科教園區，吸引拉丁語系國家大學、科研部門

來澳門設立分支機搆；建設會展文化園區，舉辦具有拉丁特色的各

種會展、演藝等活動，成為“拉丁語系國家進入中國和亞太地區的門

戶”，成為中國和亞太地區瞭解拉丁語系國家的“拉丁世界之窗”。

在珠海管理的橫琴島北區，重點開發總部經濟區，集聚中國跨國

企業的拉丁語系國家管理總部和相關中介服務機構；開發高科技園

區，與拉丁語系國家共同研發高新科技，並用高新科技和“拉丁創

意”改造珠三角傳統產業。利用澳門與拉丁語系國家的跨文化溝通優

勢，構造中國面向拉丁語系國家的商品營銷、資金融通、技術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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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推介、信息溝通、科教合作、文化傳播等各種交流網絡，成為

“中國走向拉丁世界的橋梁”。

澳門與珠海共同開發橫琴島，發揮橫琴島土地、區位、制度等優

勢，依託澳門傳統對外聯繫和內地強大經濟實力，把橫琴島建成“一國

兩制”框架下的跨境經濟合作區，進而在澳門已有“中國—葡語國家經

貿合作平臺”基礎上，盡快升級為“中國—拉丁語系國家經貿合作平

臺”。橫琴島充分開發後，形成澳門和珠海新的中央商務區，面向全中

國、東亞地區和80多個拉丁語系國家，發展中介性的金融、貿易、航

運、信息、諮詢、旅遊、文化、科技、教育、會展、創意等現代服務產

業集群，全面擴展中國、東亞同拉丁語系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成為帶

動澳門、珠海以至珠三角地區發展的新經濟增長極。

未來的澳門—珠海可逐步整合成擁有數百萬人口和強大服務功能

的同城化國際大都會，成為像香港、邁阿密那樣發達的國際經貿平

臺。側重聯繫拉丁語系國家的澳門與側重聯繫英語國家的香港分工互

補、相得益彰，能在中國全方位對外交往中發揮重要作用。

三、中拉國際經貿平臺促進澳門經濟多元發展

澳門升級為中拉經貿平臺，無論對澳門、對珠三角，還是對中國

的開放和發展都有重要意義。

（一）有利促進澳門經濟多元發展 

目前澳門經濟高度依賴博彩業，而博彩業又高度依賴外國資本和

內地客源，蘊含很大市場風險和利益衝突。為推動經濟的多元化，特

區政府多次提出，澳門將致力發展成世界性休閒旅遊中心和商貿服務

平臺。澳門構建中葡商貿平臺已初見成效，但發展國際商貿服務業具

有明顯的產業規模經濟要求。由於葡語國家為數不多，使澳門的國際

商貿平臺作用受到很大局限，難以發展具有規模優勢的金融、貿易等

中介服務產業，未能有效帶動經濟的多元化。澳門從中葡商貿平臺升

級為中拉經貿平臺，面向80多個拉丁語系國家，可大規模發展像香



1015

港、邁阿密那樣的發達國際商貿服務產業集群，構造新的經濟增長引

擎，擺脫對博彩業的過度依賴，促進產業結構優化，走出社會繁榮穩

定、經濟多元發展的新路。澳門升級為發達國際商貿平臺，也能夠廣

泛吸引國外旅遊客源，真正成為“世界性休閒旅遊中心”。

（二）有利帶動珠三角以至大西南地區經濟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珠三角經濟高速增長，一個主要原因是鄰近香港。

在香港國際大都市引領下，珠江口東岸的深圳和東莞從邊陲小鎮成長

為特大城市。而珠江口西岸與深圳、東莞同時起步的珠海和中山至今

僅是中等城市，G D P只有深圳和東莞的1/5，發展滯後的關鍵在於缺

乏像香港那樣的強大經濟增長極。珠江口西岸雖緊鄰澳門，但澳門經

濟以博彩業為主。博彩業並不能創造新的財富，它同周邊地區的經濟

聯繫或者說“博彩服務貿易”，不像其他產業那樣存在基於比較利益

的區域分工、經濟互補和產業關聯效應，反而會產生因財富再分配導

致的區際利益衝突。因此，澳門在珠三角“前店後廠”區域合作格局

中，一直未能成為引領珠江口西岸發展的經濟增長極。澳門從中葡商

貿平臺升級為中拉經貿平臺，發展具有規模優勢的金融、貿易等中介

服務產業，以澳門廣泛的國際聯繫和高度開放的自由港制度，加上珠

海廣闊的地域空間、衆多的人才供給和條件優越的高欄深水港，能夠

成為像香港那樣的發達經濟增長極，有力帶動區域經濟發展。澳門自

由港和珠海深水港還是西江流域的傳統門戶港，可利用輻射西南內陸

的西江水道，擴大內地與澳門、珠海和拉丁語系國家的經貿交流，帶

動西江流域以至大西南地區開放開發。同時，也可為澳門自身開闢經

濟發展的新空間。

（三）有利推進全方位對外開放，極大增強中國的國際競

爭力、文化軟實力和全球影響力 

拉丁語系國家在全球經濟格局和我國開放大局中都佔有重要地

位。澳門打造中國和拉丁語系國家經貿交流平臺，可根本改變中拉交

往的薄弱被動局面，全方位擴大開放，全面強化中拉政治、經濟、文

化交流。中國的崛起不僅是經濟的崛起，更應是文明的復興和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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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古往今來，世界強國都是在盡取人類文明優秀成果基礎上實現

崛起的。拉丁文化傳承了古羅馬文明，又是現代西方文明的源頭，在

19世紀以前還是西方文明的主流。而古拉丁語和意、法、西、葡等現

代拉丁系語言又是拉丁文明的載體，是研究拉丁文明和西方文明的鑰

匙。澳門自古是東西方文化交流中心之一，在中國融入全球化的進程

中構建澳門跨文化交流平臺，能夠深度拓展同80多個拉丁語系國家的

交往，中國可以更好地瞭解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的發

展變遷，汲取不同國家、不同文明的發展經驗和優秀成果，在經濟崛

起的同時加快實現文化崛起，實現中華文明的繁榮復興，在全方位對

外交流中極大增強中國的國際競爭力、文化軟實力和全球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