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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區參與內地自貿區建設可行
路徑研究

葉桂平*

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又稱“自貿區”）建設是內地全面深化改

革、擴大開放和探索新途徑、新經驗而採取的重大舉措。繼2013年9
月29日成立上海自貿區後，其經驗便陸續在全國推廣。2015年3月2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廣東、天津、福建自貿區總

體方案、進一步深化上海自貿區改革開放方案。1 隨後於2015年4月21
日，福建自貿區、廣東自貿區及天津自貿區同日正式掛牌成立。2 

四個自貿區適用同一份負面清單，但各自有其戰略定位。上海自

貿區繼續在推進投資貿易便利化、貨幣兌換自由、監管高效便捷以及

法治環境規範等方面擔當“領頭羊”角色；天津自貿區立足於京津冀

協同發展，與東北亞對接；福建自貿區充分發揮對台優勢，建設成為

深化兩岸經濟合作的示範區，並打造面向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

家和地區開放合作新高地；廣東自貿區依託港澳，建設成為粵港澳深

度合作示範區及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要樞紐。由於人緣、史緣和地

緣關係，廣東和福建自貿區與澳門關係最為密切。

自貿區建設是國家改革開放的另一個重要戰略，其以制度創新為

核心，營造國際化、市場化和法治化營商環境，有利於降低港澳臺資

進入的門檻，促進貿易和投資便利化，加快發展跨境電子商務、離岸

貿易、現代物流等新產業、新業態，推動金融創新，深入推進粵港澳

服務貿易自由化等等，從而為澳門企業和專業人士以及青年人進入自

貿區投資經營和創業就業提供了廣闊的平臺和空間，也為澳門深化區

* 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博士後。

1.“廣東、天津、福建自貿區總體方案審議通過”，參見人民網http://finance.people.com.
cn/n/2015/0324/c1004-26743488.html，2015年3月24日。

2.“福建自貿區、廣東自貿區及天津自貿區同日正式掛牌”，參見新華網h t t p://n e w s.
xinhuanet.com/fortune/2015-04/21/c_127712980.htm，2015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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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經濟合作、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建設“一個中心、一個平臺”，有

效落實習主席提出澳門要“兩條腿走路”的發展戰略提供了有利的機

遇。3 

一、澳門應充分發揮自身的獨特優勢，

積極參與內地自貿區建設

國家“十三五”規劃提出支持港澳參與國家雙向開放、“一帶一

路”建設，鼓勵港澳企業發揮各自優勢，通過多種方式合作走出去。

澳門空間狹小，更需要積極參與區域合作，特別是加強與廣東、泛珠

三角地區等合作，為澳門企業和居民，尤其是專業人士和青年提供更

大的發展空間和更多的發展機會，努力實現澳門和國家共同發展和進

步。 4 澳門要能有效參與國家發展戰略，有效把握自貿區建設的機遇，

從而實現自身的發展壯大，就需要切實增強自身的優勢及提升競爭

力，深入瞭解並掌握自貿區的政策措施和建設進程。同時，認清內外

形勢，及早為自身發展儲備素質和能量，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制度

優勢和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的獨特作用，以適應國家改

革開放的新形勢，迎接機遇和挑戰。

首先，作為國際貿易自由港的澳門，擁有眾多歸僑，與國際聯繫

廣泛，特別是與葡語國家和東南亞國家聯繫較密切的優勢，可以在

“一國兩制”框架下，與內地省市攜手參與自貿區建設，為內地“走

出去、請進來”服務，在參與中尋求自身發展的同時，也為實現中華

民族復興中國夢作出應有的貢獻。

其次，有效利用C E PA政策措施的優勢，按照“政府推動，市場

主導，企業主體”的方式，積極協助和支援澳門業界參與內地自貿

3. 梁維特：“在澳門中華總商會工商業座談會上的演講辭”，參見澳門中華總商會網站

http://www.acm.org.mo/index.php/features/commercial-and-industrial-forum/2015/page-
3，2015年4月28日。

4. 梁維特：“在澳門中華總商會工商業座談會上的演講辭”，參見澳門中華總商會網站

http://www.acm.org.mo/index.php/features/commercial-and-industrial-forum/page-2/page-
3，2016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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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建設，到自貿區建設的重點片區投資和興業，從參與中謀求共同

發展。

再次，檢視和完善相關的行政管理體制和法律法規，全面深化與

自貿區各領域的合作，消除各種有形和無形的障礙和壁壘，促進通關

便利，推動澳門國際貿易自由港與內地自貿區對接。

同時，在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

平臺過程中，澳門作為“亞太地區葡語人才培訓基地”和“世界旅遊

培訓中心”的優勢明顯，有助填補自貿區建設需要大量外語和服務業

專門人才的需求。

此外，對於特區政府和澳門業界而言，要掌握自貿區帶來的機

遇，需要一段學習過程。只有通過瞭解和認識四個自貿區在國家發展

戰略中的不同功能，自貿區“+澳門”的疊加效應才能逐步得以掌握。

二、澳門參與內地自貿區建設，

應有科學可行的長效合作機制

澳門與內地自貿區政府及其所屬省區應該及早建立長效合作機

制，與中央有關部委及內地相關地方政府部門就自貿區建設加強政策

和資訊溝通，儘快組團考察內地自貿區及其各個片區，積極有序地參

與和推進自貿區建設。所謂長效合作機制，即能長期保證合作正常運

行並發揮預期功能的制度體系。長效合作機制作為使制度能夠正常運

行並發揮預期功能的配套制度，有兩個基本條件：一是要有比較規

範、穩定、配套的合作制度體系；二是要有推動制度正常運行的“動

力源”，即要有出於自身利益而積極推動和監督制度運行的組織和個

體，這就取決於政府、業界和學術界的努力參與。

過往除了廣東外，澳門與福建、天津、上海尚未建立“自貿區建

設合作機制”。事實上，閩澳一直保持良好的溝通，澳門特區政府可

考慮與福建省政府儘快簽訂“福建自貿區建設合作機制”，努力透過

福建自貿區和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的疊加效應，積極把握與福建的合

作機會，就閩澳在會展、金融、經貿、旅遊及文化等方面，共同開拓

葡語國家市場，以及在相互鼓勵參展參會，企業跨境投資和運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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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尋求更廣闊的合作發展空間；5 並發揮在澳閩籍鄉親眾多的優勢，

促成和支持澳門業界參與福建自貿區建設。6 

澳門現時正在建設“一個平臺，三個中心”，天津作為中國北方

唯一一個自貿區，國家給予津澳不同的戰略定位，兩地可借助合作機

制實現兩地資源分享、優勢互補。隨着天津自貿區的啟動，澳門特區

政府應考慮與天津市政府儘快簽訂“天津自貿區建設合作機制”。天

津一直期望引入“葡語國家商品展銷中心”的成功模式，開拓澳門和

葡語國家市場，如能簽訂合作機制將有助落實和推進兩地合作。

上海既是“長江經濟帶”的交匯點和我國江海航運的原點，又是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制度創新推廣的龍頭，它擁有自身獨特優

勢，和澳門有一定的合作發展空間。如果澳門特區政府與上海市政府

也能簽訂“上海自貿區建設合作機制”，將有助促進滬澳兩地在推進

自貿區建設，以及拓展創新科技、中醫藥、葡語系產品、青年創業等

方面的合作。

廣東與澳門位置相近，兩地早有合作機制。在參與廣東自貿區建

設方面，澳門特區應根據《粵澳合作框架協定》，在貿易自由化及制

度的改革創新方面，加大拓展與廣東省的合作，繼續推進珠海橫琴、

廣州南沙、中山翠亨、江門及深圳前海等粵澳重點合作平臺的建設。7 

一方面，擴大澳門的經濟發展腹地，促進兩地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發

展，積極推動在旅遊、金融、文化創意等產業的合作，推動涉及社會

民生事務的合作，從而為中小企經營的拓展、為專業人士的發揮、為

青年朋友的就業創業，創造更多新機會。另一方面，自貿區建設部門

也應善用澳門的平臺作用，充分運用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

臺功能，利用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多個駐內地聯絡處等平臺資源和對

外網路，為內地中小微企業“走出去”服務，共同組團赴東南亞國家

和地區、葡語國家考察和開展經貿交流活動，開拓海外市場。

5.“崔世安晤尤權商深化合作”，《澳門日報》，2015年6月4日。

6.“梁維特：｀一帶一路´及自貿區提供澳門經濟發展新機遇”，參見澳門經濟財政司

司長辦公室網站https://www.gsef.gov.mo/zh/posts/2，2015年4月21日。

7.“五重點合作積極參與一帶一路粵澳簽入協議備忘錄”，《澳門日報》，2015年6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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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澳門需積極助力“一帶一路”建設，

鞏固好“中葡平臺”功能

2015年3月28日，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和商務部聯合發佈了《推

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明

確提出“發揮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獨特優勢作用，積極參與和助力

｀一帶一路´建設”。8 事實上，參與“一帶一路”是澳門應有道義。

作為祖國大家庭的一份子，投身祖國建設大潮義不容辭。9 由於具備

“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構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與“中國與葡

語系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的發展優勢、歸僑僑眷的人脈優勢、以

及澳門社會整體祥和共融，有利開展民心相通工作的優勢，澳門將繼

續不斷挖掘和發揮自身獨特優勢，結合“一個中心，一個平臺”的定

位，推動發展綜合休閒旅遊業、中醫藥產業、會展業、特色金融業等

潛力專案，積極投身“一帶一路”重大戰略。

首先，把“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融入“一帶一路”國家戰

略。特別是深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以及粵港澳大灣區旅遊合作，強

化區域旅遊合作機制，加大面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聯合推廣力

度，切實發揮“一程多站”旅遊路線品牌成效。 10 在中國海上絲綢之

路旅遊推廣聯盟的基礎上，探討粵澳、閩澳組織與海上絲綢之路有關

旅遊產品的可行性。開展包括東南亞市場的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節點市

場的旅客研究調查，以助研究開發更多相關旅遊產品。此外，與泛珠

地區省市、內地自貿區聯手，妥善利用長期參與世界旅遊組織密切聯

繫的優勢，充分用好在澳門舉辦的“世界旅遊經濟論壇”，借助既有

的國際多邊合作機制，把“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融入“一帶一

路”國家戰略中，共同促進區域旅遊發展。

其次，發揮與葡語國家的聯繫優勢，促進“一帶一路”與“中葡

平臺”戰略有機結合。配合“一帶一路”，創新和發展特色金融服

8.“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參見中華人

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網站h t tp://www.sdpc.gov.cn/xwzx/xwfb/201503/
t20150328_669089.html，2015年3月28日。

9. 吳志良：“｀一帶一路´戰略與澳門的角色”，參見全國港澳研究會網站http://www.
cahkms.org/AssociationNews/newsContent_99.html，2015年8月12日。

10. 蘇添平：“關於立法會麥瑞權議員書面質詢的回覆”，參見澳門特區立法會網站

http://www.al.gov.mo，2014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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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發揮中國與葡語國家人民幣結算平臺的角色，配合人民幣國際化

及“一帶一路”建設。此外，推動澳門建設成為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

建設平臺、內地與歐盟國家經貿及技術進出口服務的平臺之一，配合

國家“一帶一路”建設部署。 11 積極協助內地企業開拓葡語系和拉丁

語系國家等市場，加強與東盟的交流與往來。加快建設葡語國家中小

企業商貿服務中心、食品集散中心和中葡經貿合作會展中心，善用中

葡合作發展基金。充分發揮自貿區示範帶動作用，推動中葡平臺與泛

珠平臺的聯動。12 

第三，繼續加強與內地緊密合作，創新思維開創合作空間。深化

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尤其是粵港澳合作，進一步加強區域基建互聯互

通與往來便利，加快推進港珠澳大橋建設，同時，加強口岸建設，落

實通關新模式，提供便利的出入境及通關條件。透過區域合作，與內

地兄弟省區和自貿區一起把握機遇，攜手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及與葡語系國家、東盟國家合作。 13 探討在“安全、有效、規範、信

用”的原則下，透過參與廣東省、福建省、國家開發銀行等的融資項

目，讓澳門特區可透過財政儲備的投資直接參與“一帶一路”和國家

現代化建設戰略。

第四，爭取將澳門打造成為“一帶一路”中醫藥交流合作的橋頭

堡。可研究促進在澳門的中藥品質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與中醫藥科技

產業園密切結合，推動建設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藥合作中心，並以橫

琴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為平臺，歡迎珠海、廣東推薦具實力的

名優龍頭企業進入，着手對經典中成藥再開發，充分利用澳門與葡語

國家及歐盟的脈絡及溝通管道，與國際機構合作進行中藥品質標準的

檢驗； 14 與海內外著名藥業和研究機構合作，配合業界研發健康保健

11.“提升澳門在國家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劉海泉向澳提三建議”，《華僑報》，2016年

3月18日。

12.“國務院關於深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指導意見”，參見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
cn/zhengce/content/2016-03/15/content_5053647.htm，2016年3月3日。

13.“設中葡商貿服務平臺發委會 經財司組班子跟進一帶一路”，《澳門日報》，2015年

11月28日。

14.“2015年珠澳合作會議”，參見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網站https://www.gsef.gov.
mo/zh/posts/33，2015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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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促進優質藥品產品通過澳門走向葡語國家、“一帶一路”國家

市場。15 

第五，發揮歸僑僑眷的潛力，加強與東南亞國家合作。結合政

府、市場、社團的力量，鼓勵社團發揮其優勢，加強策劃及網絡聯

繫，通過組織調研和考察等活動。連同內地兄弟省區及自貿區產官學

界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的合作。依靠澳門歸僑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關係

推動在澳門舉辦推介東南亞產品進入內地及到陸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

的展覽會，鼓勵歸僑和僑眷積極配合國家的發展大局，藉澳門的平臺

投身於國內外的多元化合作中。 16 同時，特區舉辦有關展覽會亦可以

結合澳門作為葡語國家商品推廣中心的作用，將葡語國家商品向東南

亞國家推廣。

第六，加強文化交流互動，逐步有序與沿線城市建立友好城市關

係。澳門特區可充分發揮在文化遺產保育的經驗，加強與“一帶一

路”沿線地區在文物修復和再利用的交流合作。在推進文化軟實力建

設上，與內地省區及自貿區攜手合作，充分發掘中華文化深厚文化底

蘊，繼承和弘揚“絲綢之路”感召力，做好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文化交流合作。17 繼續促進跨域文化交流項目，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文

化新品牌。通過澳門“拉丁城區幻彩大巡遊”等重大活動，向海內外

展示澳門獨特風貌，塑造文化形象。18 

四、把握廣東自貿區三大片區建設機遇，

全力支持澳門青年創業

2014年12月2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席慶祝澳門回歸祖國15周

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四屆政府就職典禮並發表重要講話時曾指

15.“崔世安：四方面促閩澳合作 福建願搭臺向臺灣地區推介澳門”，《澳門日報》，

2015年4月1日。

16.“崔：積極參建一帶一路”，《澳門日報》，2015年3月29日。

17.“姚堅：旅遊合作將 ｀一帶一路´落地創造有利條件”，參見中國新聞網http://www.
chinanews.com/ga/2015/01-24/7001448.shtml，2015年1月24日。

18.“譚俊榮出席國家旅遊局絲綢之路旅遊年（澳門）推介會”，參見澳門社會文化司司

長辦公室網站http://www.gsasc.gov.mo/show_news.aspx?lang=cn&newsid=90，2015年

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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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要繼續面向未來，加強青少年的教育培養。十年樹木、百年樹

人。澳門青少年是澳門的希望，也是國家的希望，關係到澳門和祖國

的未來。要實現愛國愛澳光榮傳統代代相傳，保證｀一國兩制´事業

後繼有人，就要加強對青少年的教育培養。要高度重視和關心愛護青

年一代，為他們成長、成才、成功創造良好條件。”19 

為了貫徹和落實中央的號召，扶助青年成長、成才、成功已成為

特區政府其中一項重點工作。特區政府一向十分重視對青年創業方面

的支持，致力營造創新創業的社會氛圍，在協助青年實踐創業夢想的

同時，為澳門經濟發展凝聚新動力，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近年

來，特區政府推出一系列針對性措施，包括提供創業資金支援、創業

培訓、師友計劃、商業顧問服務等措施，協助青年解決創業道路上的

各項難題，減低青年創業失敗的風險，協助青創企業發展壯大。

隨着內地“互聯網+”經濟蓬勃發展，“互聯網+”與各行各業相

結合，打造經濟發展新趨勢，同時隨着“十三五”規劃綱要出臺，提

出要深化內地與港澳合作，支援內地與港澳開展創新及科技合作，支

援港澳中小微企業和青年人在內地發展創業 20，這為澳門青年的發展

提供了難得的機會和廣闊的空間。隨着廣東自貿區及南沙、前海和橫

琴三大片區掛牌，以及國家“一帶一路”有利戰略措施的出臺，為澳

門及廣大有志創業的澳門青年人帶來新機遇。 21 其中，廣東自貿區南

沙片區提出的“粵港澳青年創業工廠”計劃，旨在為三地的青年人提

供實習、就業和創業的機會；前海片區的“青年夢工廠”為增加港澳

具備科技及創意人才前來創業的信心，提供孵化場地、培訓等配套設

施，以及提供導師及內地宣傳管道。橫琴片區提出的“澳門青年橫琴

創業谷”計劃，作為澳門和內地青年交流合作、幹事創業、實現夢想

而重點打造的孵化平臺，將整合政府、高校、企業、社會團體的資源

19. 習近平：“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15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四屆政府就職典禮

上的講話”，參見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2/20/c_1113717267.
htm，2014年12月20日。

20.“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參見新華網ht tp://
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lh/2016-03/17/c_1118366322.htm，2016年3月17日。

21.“梁維特率青企赴橫琴南沙考察”，《濠江日報》，2015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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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務，聯合打造企業的一站式服務平臺和創業平臺，建立“創業載

體+創業輔導+創投資金”的立體孵化模式，為企業打造一條“苗圃 — 
孵化器 — 加速器”的可持續發展的成長路線圖，助推企業迅速發展壯

大。

為鼓勵和支持青年創業者把握內地“互聯網+”經濟發展新趨勢，

融入區域合作發展，特區政府多次組織澳門青年前往廣東省自貿區三

大片區考察，讓澳門青年人實地瞭解自貿區的各項優惠政策與發展機

遇，尤其是有關青年創業計劃的機遇、發展條件、軟硬體配套及行政

手續等，在充分掌握相關資訊的情況下，選擇最符合青年人自身的發

展空間。 22 

除此之外，澳門特區政府經濟局與廣東省商務廳亦簽署了《加強

跨境貿易電子商務合作備忘錄》，鼓勵兩地企業，包括青創企業，聯

合開展跨境電商業務，開拓產品服務新市場。23 同時，為了更好地協

助澳門企業和青年創業者把握粵澳電子商貿的合作機遇，拓展市場，

澳門特區政府經濟局還舉辦“2016粵澳跨境電商交流會”，為兩地跨

境電商交易和品牌拓展提供交流和對接的平臺。24 青年創業孵化中心

通過舉辦電商創業分享講座，邀請馬雲等內地知名電商平臺創始人、

頂級風投基金代表來澳與青年朋友分享電商創業的實戰經驗、電商發

展新趨勢和電商融資要訣，啟發青年以“互聯網+”打破地域界限開創

事業的新思維，協助青年與時俱進地創業創新，合理規劃創業及就業

生涯。25 

特區政府於2015年6月成立青年創業孵化中心，通過提供國家發

展策略、區域合作熱門資訊，以及提供創業培訓、辦公地點、商業配

對、師友計劃、商業顧問諮詢等一站式服務，為青年提供多方位的創

業支援。現時，政府相關部門正研究提供更切合創業青年所需的辦公

22.“梁維特稱區域合作 澳帶來新機遇認應多辦各類宣傳會”，《華僑報》，2015年5月14日。

23.“經濟局與廣東省商務廳簽署《加强跨境貿易電子商務合作備忘錄》”，參見澳門特區政

府新聞局網站http://www.gcs.gov.mo/showNews.php?PageLang=C&DataUcn=95204，

2015年12月10日。

24.“粵澳跨境電商交流會昨舉行”，《澳門日報》，2016年4月15日。

25.“青創培育計劃 經財司點讚”，《澳門日報》，2016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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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透過延長中心開放時間、開闢餐飲休息區，讓創業團隊能更靈

活地運用設施，增進創業青年之間的交流，以碰撞更多創業新思維。26 

為進一步加強青年參與區域合作的支援，特區政府正在研究相關

政策，為在廣東省自貿區三大片區內創業的青年送去必要服務。青年

創業孵化中心將與三大片區的創業基地加強合作，建立長效的溝通機

制，通過強化資訊互換平臺，努力為青年提供三大片區創業環境、設

施及優惠政策等資訊。與此同時，特區政府還將研究與三大片區青創

基地實現設施、服務共用機制，積極推介澳門青年企業入園孵化。充

分利用及發揮自貿區為港澳專設的青年創業基地的作用，為青年企業

家提供多元化的創業支援和專業顧問諮詢服務，以及全方位使用園內

包括辦公地點、商業配對、天使基金對接及設立公司一站式服務等各

項配套措施，孵化具潛力創業項目。 27 

五、結語

結合自身具有的背靠祖國，連接泛珠三角區域，緊鄰廣東省，並

與福建保持着傳統淵源等多項優勢，以及“一國兩制”的制度保障，

澳門特區應與國家三個自貿區不斷強化這種密切聯繫，力圖從相互的

優勢“差異”中激發出更大的發展動力和生機。澳門與葡語國家、與

東盟的密切關係，彰顯了這種優勢“差異”的各種元素。發揮澳門平

臺和海上絲綢之路節點的功能，更可為內地自貿區建設增添牽引作

用。澳門緊鄰珠海、深圳這樣的創新創業中心，無疑也能夠與廣東自

貿區、福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等形成“共振”效應。28 我們

應該有信心認為，澳門特區的這些優勢“差異”和“比較優勢”，絕

不是全球範圍內其他博彩市場競爭對手所能匹敵。為此，只要我們能

夠好好把握，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差異”、“比較優勢”功能，堅

26.“青年創業孵化中心”，參見澳門特區政府經濟局網站https://www.economia.gov.mo/
zh_TW/web/public/pg_ead_ciye_intro?_refresh=true，2015年7月17日。

27.“率官員訪前海 崔世安：讓澳青加入夢工廠”，《澳門日報》，2015年12月4日。

28.“張德江在｀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上的演講”，參見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
politics/2016-05/18/c_1118890414.htm，2016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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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澳門特區社會在保持憂患意識、居安思危下，當前社會經濟民生所

面對的困境和挑戰，定能在區域合作中化危為機，取得突破出路。

在推進澳門參與廣東自貿區建設過程中，筆者建議：首先，澳門

特區政府相關部門邀請廣東自貿區，尤其是三大片區的相關領導前來

澳門舉行相關方案和政策的宣講會，同時，相關政府部門也應多率團

和業界主動到廣州、深圳和珠海學習及掌握相關方案，力求與市民一

起用好用足國家的相關政策；第二，特區政府相關部門應認真審視自

身的法律法規，全力配合業界、市民參與自貿區建設；第三，全面提

升粵澳合作產業園區的合作，包括粵澳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建設的進

度、品質和成效；第四，加大力度組織澳門業界，尤其是中小微企以

抱團形式進入三大片區，特別是橫琴片區的發展；第五，落實粵澳政

府簽署的《廣東粵澳合作發展基金合作備忘》，透過該基金及廣東粵

澳合作發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資廣東省內基礎設施和重點專案，

以及與廣東自貿區建設相關、有利兩地經濟民生的優質專案。第六，

推出相應針對性措施和到位服務，深化落實與南沙一起共建“粵港澳

青年創業工廠”，與前海一起共建“青年夢工廠”，以及與橫琴一起

共建“青年創業谷”的部署，積極有序地推動兩地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