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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在“海絲”金融服務中的作用

鄧偉強*

金融服務是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轉型的關鍵所在，也是打造

世界級城市群的重要推手。澳門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也是

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城市，澳門要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發揮更大的作

用，有必要找準金融服務的定位，進行精準佈局。為此，在“海

絲”建設的大環境下，探討澳門金融服務的比較優勢和錯位發展具

有重要的意義。

一、前言

金融服務是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轉型的關鍵所在，也是打造世

界級城市群的重要推手。新加坡於1965年獨立，1968年因應美國加

強對當地銀行存款準備金的管制，以及限制資金外流政策的推出，新

加坡政府順勢調整國家發展戰略方向，抓緊機遇，建立亞洲美元市

場，不僅大力鼓勵美國銀行和跨國公司在該國設立分支機構，也為非

該國居民提供外匯存貸和外匯金融服務，為日後成為亞太地區的金融

中心、財富管理中心、資產管理中心奠定堅實的基礎。美國波士華

（BosWash）城市群以金融中心紐約作為“點”，以政治功能的華盛

頓、文化功能的波士頓、工業功能的費城和巴爾的摩作為城市群的

“軸”，以點帶面帶動城市群內各個城市的發展。1 英倫城市群雖然

以金融中心的倫敦作為“點”，但城市群內各個城市的金融業優勢互

補、相互依賴、相互合作，例如：曼賈斯特以銀行和保險作為產業主

導，伯明罕是英格蘭中部區域的金融中心，利物浦是英國第二大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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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劉純彬、張晨：“波士華城市群與京津冀城市群的比較研究”，《大城市群發展研

究》第1期，2009年，第63-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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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中心，里茲以會計、銀行、金融服務及法律服務等金融後台業務

作為主要產業。2

澳門是海上絲綢之路（下稱“海絲”）的重要節點，也是粵港澳

大灣區的核心城市，澳門要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有必

要找準金融服務的定位，進行精準佈局。400多年開埠歷史不僅為澳

門積蓄了豐富的旅遊資源優勢，也積極了與葡語國家、歐盟及拉丁語

系國家等商貿與民生的聯繫優勢，濃厚的中西文化交融的底蘊優勢，

承接這些優勢再錯位發展金融服務，加大金融供給，完善金融體系建

設，有針對性地開展金融創新，將使澳門充分發揮自身比較優勢，主

動對接、承擔國家發展戰略，更好地服務於“海絲”、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形成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為日後泛珠合作、國家與“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合作做好豐富的案例成果，同時亦促進澳門經濟適度

多元發展，實現跨越式成長。

二、澳門對接“海絲”金融服務的條件

（一）獨有的區位優勢

澳門擁有獨特的地理優勢、經濟優勢、歸僑資源優勢、語言優

勢，這些區位優勢已為澳門參與和助力“海絲”建設提供了便利，特

別是為中國與葡語國家相關金融服務創造良好的平台環境。

具體來說，澳門地處珠江口西岸，東隔伶仃洋，南臨浩瀚的南

海，北面鄰接內地的珠海市，對外交通極為便利。16世紀中葉以後

澳門被葡萄牙逐步佔領，當時葡萄牙人以澳門作為據點，壟斷了對印

度、日本、菲律賓、墨西哥，甚至東南亞國家貿易的路線，因此歷史

上澳門早已成為內地與“海絲”沿線國家重要的貿易樞紐和中西文化

交流的橋樑。 3

2. 覃劍：“國際城市群金融資源空間配置研究”，《城市觀察》第1期，2013年，第113-
124頁。

3. 鄧偉強：“澳門參與和助力｀海絲´建設的基本思路”，《“一帶一路”年度報告：

行者智見》，商務印書館，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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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澳門政治穩定、社會和諧，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授權澳門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

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國家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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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更指出，“在中央政府和內地大力支持下，在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

政府帶領下，澳門社會各界人士齊心協力、團結奮鬥，積極推進｀一

國兩制´實踐，取得了豐碩成果”。

第三，自2002年開放賭權後，受益於博彩業的高速發展，35%博

彩稅率令澳門政府庫房水漲船高，截至2017年澳門坐擁財政儲備5,000
多億澳門元，政府擁有非常穩健的財政實力，零債務。同時，澳門被

世界貿易組織評為全球最開放的貿易和投資體系之一，與100多個國家

或地區建立了經貿合作關係，澳門參加的國際性組織達50多個，100多

項國際公約或多邊條約適用於澳門。此外，澳門稅種簡單，基本上承

襲葡萄牙法律體系，並實行低稅政策，資金進出自由，享有自由港、

單獨關稅區地位，企業所得稅最高僅為12%，有助於澳門成為內地企

業進入國際市場尤其是葡語市場的窗口、融資平台。

第四，澳門與葡語國家、歐盟及拉丁語系國家聯繫緊密，國際市

場網路廣泛，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在澳門常設秘書處，由

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與澳門工商業發展基金發起設立的中葡合作發展基

金總部亦落戶澳門。目前，葡語國家在澳門設有不同類型的官方組

織、半官方組織及民間組織，例如葡萄牙澳門總領事館、安哥拉澳門

總領事館、東方葡萄牙學會、葡萄牙經貿促進會代表處、葡中工商協

會澳門分會等。4 與此同時，澳門擁有海外華僑眾多，1960、1970年

代由於東南亞國家排華，使得大批華僑遷居澳門，目前以緬甸和柬埔

寨居多，僑眷成為澳門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英國脫歐後，內地企業借香港進入歐盟門

戶的吸引力將會逐漸失色，歐盟亦越來越重視包括葡萄牙在內的南歐

國家的發展，這為澳門發展成為內地企業進入南歐國家營商，以及歐

4. 劉佳寧：“以澳門為平台開展與葡語國家的金融合作研究”，《新金融》第8期，2013
年，第42-45頁。



24

洲國家進入非洲葡語國家營商創造了先發優勢。事實上，歐盟一直是

澳門重要的貿易夥伴，澳門在歐盟總部布魯塞爾設有辦事處；歐盟的

“亞洲投資計劃”將澳門納入受惠地區，澳門企業可與歐盟企業聯合

申辦有關的投資計劃；澳門亦設有澳門—歐洲旅遊研究中心、澳門歐

洲研究學會，澳門高校設有歐洲事務碩士學位課程。上述眾多有利的

條件，可讓澳門以“內地—澳門—歐盟”模式取代原有的“內地—香

港—英國—歐盟”的模式。

第五，澳門以中文和葡文作為官方語言，澳門是全國最多人學習

葡語的地方，澳門政府設立多元化獎助學金，支持學生升讀葡語相關

的高等教育課程。澳門還有3萬多名葡語國家後裔在澳門定居和生活，

他們兼具中葡教育背景，認識中葡兩國的營商環境，這些因素都為內

地企業進入2.6億人口的葡語國家創造良好的開端。

（二）國家政策的支持

2015年3月8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及商務部聯合

發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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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提出“發揮海外僑胞以及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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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誌着澳門是“海絲”

的一個重要部份。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16年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第5屆部

長級會議上宣佈，今後3年國家將採取5項新舉措，更大力度深化澳門

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作用，這些舉措包括支援澳

門特區打造中葡金融服務平台，為中葡企業合作提供金融支持；成立

中國——葡語國家企業家聯合會，秘書處設在澳門；在澳門建設中葡

雙語人才培養基地，包括鼓勵澳門參與援外學歷學位教育工作，採取

內地與澳門聯合培養的方式，為與會葡語國家提供30個在職學歷學位

教育名額；在澳門設立中葡文化交流中心、中葡青年創新創業交流中

心；在澳門建設中葡商貿合作平台綜合體，為中國和論壇葡語國家在

貿易、投資、會展、文化等多領域合作提供實體性支援。此外，澳門

特區政府於2016年頒佈《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
年）》，將培育特色金融業、拓展融資租賃及財富管理等納入經濟發

展的重點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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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廣東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區政府、澳門

特區政府於2017年7月1日共同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

設框架協定》，當中特別提出“充分發揮港澳地區獨特優勢，深化與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經貿、金融、生態環保

及人文交流領域的合作，攜手打造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

區。支持粵港澳共同開展國際產能合作和聯手｀走出去´，進一步完

善對外開放平台，更好發揮歸僑僑眷紐帶作用，推動大灣區在國家高

水平參與國際合作中發揮示範帶頭作用。”

《粵澳合作框架協定》2017年重點工作中明確提出兩地合作的

內容，其中包括由廣東省商務廳、發展改革委、金融辦負責將“國際

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與澳門中葡金融服務平台、中葡合作

發展基金、特色金融等有機結合，探索打造粵澳攜手參與“一帶一

路”建設重要資金平台；由人民銀行廣州分行、廣東證監局負責推動

跨境人民幣業務發展，推動銀聯多幣種卡粵澳互通使用以及R Q F I I、
Q D I I、Q F L P等跨境投資業務開展；由廣東省商務廳、廣東銀監局負

責支持澳門發展特色金融，拓展融資租賃等產業；由廣東省金融辦、

廣東銀監局負責支援粵澳金融機構跨境合作，支援澳門銀行業機構在

粵設立分支機構，向南沙、前海、橫琴、廣東金融高新技術服務區等

重要平台聚集；由人民銀行廣州分行，廣東銀監局、證監局、保監局

負責推動金融市場雙向開放，探索與澳門地區產品互認、資金互通、

市場互聯的機制；由人民銀行廣州分行、廣東銀監局、廣東省商務廳

負責發揮粵澳銀行中介作用，推動與葡語系國家經貿往來以人民幣結

算，助力建設澳門“葡語國家人民幣清算中心”，推動廣東企業在澳

門設立葡語國家業務分部，利用澳門平台進行人民幣結算；由江門市

政府負責繼續深化和推進金融和健康養生領域的合作，引進澳門食品

加工等方面產業，推進兩地產業合作；由廣東省港澳辦、教育廳、團

省委負責支持澳門大學生在粵實習，加強澳門青年在電子商務、金融

業、會展、旅遊和文化等領域的學習交流和工作體驗。5 上述政策為澳

門金融服務參與和助力“海絲”建設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5. 泛珠三角合作資訊網：“實施《粵澳合作框架協定》2017年重點工作”，2017年，參

見http://www.pprd.org.cn/fzgk/ndyga/201707/t20170719_4620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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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服務供給基礎

在澳門，金融業已有數百年發展的歷史，作為一個微型經濟體，

澳門金融業體系相對簡單，資本市場元素相對單一，以銀行和保險公

司作為金融業的主體，全職的銀行業從業人員和保險業從業人員分別

有6,000多人和500多人。澳門採用貨幣局制度，澳門元的發行需要有

百分百的外匯儲備支持，2間發鈔銀行會按照以1港元兌1.03澳門元的

固定匯率，向澳門金融管理局交付等值的港元作為發鈔的法定儲備。 6 
在盯住香港元的聯繫匯率制度下，澳門元也間接與美元掛鉤，並受到

美國貨幣政策的影響。

1999年回歸祖國以後，金融業持續壯大，截至2016年末澳門銀行

總資產達到1.3億澳門元，比回歸初期增加10倍，國際資產佔澳門銀行

體系總資產的比重達到84.1%，實現盈利達142億元，綜合資本充足率

達16.1%，長期高於巴塞爾協議I I I的要求；不良貸款率僅為0.2%，銀

行體系具有較高的抗風險能力。澳門銀行業在產品多樣化、經營多元

化等方面同樣發展迅速，澳門於2004年成為首批境外人民幣清算行模

式的地區之一，開展跨境人民幣業務，同年澳門元亦在中國外匯交易

中心掛牌交易；2007年和2008年先後開通與香港的跨境港元、美元支

票清算系統，澳門具有港元、美元、人民幣等多幣種區域性的支付清

算能力。

澳門在發展特色金融中具有低稅制、資金自由港、中葡平台優

勢，特色金融的目標市場覆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泛珠地區及葡

語國家，澳門政府亦正修訂融資租賃公司法律制度，當中將考慮制定

融資租賃物業登記制度，研究有關的稅收減免及財政補貼等，截至

2017年澳門已有2間融資租賃公司獲得許可從事有關的業務。

澳門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首先，澳門經濟規模相較鄰近地區

小，除了六大博彩企業規模較大外，九成多企業屬於中小微企，集資

需求顯然不大，外地企業也沒有誘因通過澳門來集資，而且澳門沒有

證券市場和期貨市場，黃金市場多為實金買賣，外匯和股票市場以銀

6. 澳門金融管理局：“澳門元”，2016年，參見h t tp://www.amcm.gov.mo/zh/abou t-
amcm/history/the-pat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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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和金融公司代理作為依託，存款證和債券業務稀小，市場發展空間

十分狹窄。其次，澳門金融業以銀行和保險公司作為主體，截至2017
年8月澳門只有2間金融中介業務公司及2間支付服務機構，而銀行的

絕大部份收入來自於零售服務，雖然金融服務比較單一，但仍然獲得

豐厚純利，倘若沒有市場競爭的壓力，金融業也欠缺動力進行金融創

新。第三，澳門只與葡萄牙的交流頻繁，與其他葡語國家包括巴西、

安哥拉、佛得角、幾內亞比紹、莫桑比克、聖多美和普林西比及東帝

汶等葡語國家聯繫不多，而且大多內地企業已與葡語國家取得直接聯

絡管道，澳門的中葡平台作用尚待拓展。第四，香港對澳門金融業的

帶動效應明顯。7 澳門元雖然是澳門的流動貨幣，但由於澳門元只在內

地、香港及葡萄牙三地掛牌交易，不是國際流通貨幣，因此在對外貿

易、大宗交易、房地產交易中大多會使用港元作為結算貨幣，部份美

資博企也會使用美元作為薪金支付。在M1中，香港元的供應量佔澳門

貨幣供應量近四成；在M2中，香港元的比重超過一半，香港元在澳門

貨幣供應量中的比重超過澳門元。第五，澳門雖然毗鄰珠海，但由於

澳門和珠海兩地經濟總量不大，沒有大規模的資本市場，兩地高校金

融專業全球排名不高，高端金融人才亦儲備不夠，跨境貿易結算暢通

管道尚待建立8，制約了兩地金融服務邁向更深層次的發展。

三、澳門在“海絲”金融服務中的作用

依託國家政策的支持，以及“海絲”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機

遇，澳門金融業已具備服務“海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條件。新

加坡的經驗表明，一個處於初級發展階段的地方找緊資本市場的變化

機遇後，也可以成為國際上重要的金融中心；英倫城市群的經驗表

明，在同一城市群內多個地方可以提供錯位的金融服務，優勢互補。

為此，在“海絲”的背景下，構建多層次的金融服務體系，做好金融

7. 陳章喜：“澳門金融對香港依存度的實證分析”，《當代港澳研究》32（1），2011
年，第33-44頁。

8. 邱嵐、王韌、吳嬡麗、陳少克：“珠海和澳門金融業發展與合作分析”，《經濟研究

導刊》41（3），2009年，第74-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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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與合作，大力發展澳門金融業的廣度和深度，澳門將可以成為中

國與葡語國家金融服務平台。

（一）開創建立葡語國家人民幣市場

葡語國家人民幣和葡語國家人民幣市場這個名稱以及其概念是從

歐洲美元和歐洲美元市場，以及亞洲美元和亞洲美元市場引伸而來

的。葡語國家人民幣市場一方面是由人民幣形成的借貸市場，另一方

面也包括8個葡語國家貨幣市場上的主要貨幣，包括美元、歐元、安哥

拉匡撒、巴西的雷亞爾、佛得角埃斯庫多、幾內亞比紹的西非法郎、

莫桑比克的梅蒂卡爾、聖多美和普林西比的多布拉共8種貨幣。在澳

門，把葡語國家的人民幣流動資金集中起來，建立葡語國家人民幣市

場，有它特定的時代背景，一是內地企業走進葡語國家市場的實際交

易和結算需求，二是內地資金借貸成本高，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為跨

國企業進行葡語國家專案融資提供便利；三是解決葡語國家對人民幣

的部份需求。

澳門政治穩定，地理位置優越，對外交通、通訊設備良好，以中

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作為定位，在時差方面具有補充歐洲

和美國金融市場空隙的優越性，是建立葡語國家人民幣市場的合適地

點，為未來東盟人民幣市場、金磚國家人民幣市場、非洲人民幣市場

以至“一帶一路”人民幣市場奠定先例。從新加坡建立亞洲美元市場

的經驗來看 9 10，澳門建立葡語國家人民幣市場，可以率先設立“葡語

國家貨幣單位”，並規定凡經營葡語國家人民幣業務的金融機構必須

申請“葡語國家貨幣單位”特別執照，將葡語國家人民幣業務獨立記

帳，避免對澳門本地經濟造成不利的影響。目前，中國銀行澳門分行

是在澳門唯一的人民幣清算行，已獲准服務葡語國家等海外市場，截

至2016年末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已為葡語國家銀行辦理人民幣清算量達

130多億元人民幣。澳門政府可以先將“葡語國家貨幣單位”特別執照

批給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形成案例成果，然後逐步鼓勵跨國銀行、葡

9. 武為群：“新加坡亞洲美元市場”，《東南亞研究資料》，1984年，第72-83頁。

10. 楊羽飛：“新加坡亞洲美元市場的發展”，《四川金融》第5期，1995年，第47-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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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國家銀行到澳門設立離岸銀行、證券機構，並批給經營“葡語國家

貨幣單位”業務資格，藉此推動以澳門為清算中心的葡語國家人民幣

市場。

事實上，中國與葡語國家每年進出口總額已經超過900億美元，

葡語國家對人民幣存款和放款有其實際的需求，澳門建立葡語國家人

民幣市場，不僅是主動對接國家政策，擴大人民幣在中葡貿易、投資

以及大宗商品計價等資本活動中的應用，令到人民幣成為包括葡語國

家在內的世界各國外匯儲備中的主要貨幣，使人民幣走向區域化、國

際化的道路；同時，也是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加快金融業的成

長，引進各種新的金融服務，產生新的證券融資工具，滿足企業或個

人日益增長的人民幣需求。

（二）加快建立出口信用保險制度

出口信用保險是與貿易信貸、貿易信貸擔保並列的三大出口鼓勵

政策，用以幫助企業防範出口貿易過程中的意外和風險。11 隨着國家

“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內地企業“走出去”面臨的政治風險、經

濟風險、商業環境風險以及法律風險等出口風險也會隨之加大，這使

內地企業對出口收匯安全的要求更加迫切。目前，國家已提出支持澳

門建立出口信用保險制度，從澳門政府資料顯示，該制度仍然處於草

擬階段，具體的運行和管理方式仍然有待商榷。

為更好地服務於中葡貿易，同時減低中國企業（包括澳門企業）

向葡語國家出口商品，或將中國商品（包括澳門商品）轉口至葡語國

家的貿易風險，澳門應該加快與中國信用保險公司的合作，起動建立

出口信用保險制度。首先，在立法方面，澳門尚未就出口信用保險進

行立法研究，這個方面十分值得借鏡日本、法國、英國、義大利等國

家出口信用保險立法的經驗，例如可以考慮在現有澳門《商法典》和

《保險活動管制法例》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地研究制定有關貿易和投

資保險法，並對貿易保險的費率、各險種的手續及規則、責任承擔、

11. 閆奕榮：“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分析及國際比較”，《國際貿易問題》第6期，2003
年，第49-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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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分配等作出詳細的規定。其次，在營運機構設置方面，應充分借

鏡上述國家的經驗，深入討論負責機構的設置形式，綜合考慮包括公

營、私營、公私混合營、股權基金、官督民辦等各種設置形式的利

弊。12 13 第三，在承保方式和保費方面，適宜實行多層次、多元化險

種，並將保險和融資相結合，按照買方信用風險、信用期限、支付方

式等風險評估訂定不同的保費，以加大出口信用保險的效益，降低企

業投保成本。無論如何，澳門建立出口信用保險制定，可以帶來中葡

貿易的穩定性，而相關立法和制度細則工作則成為當務之急。

（三）善用中葡合作發展基金總部落戶澳門的優勢

中葡合作發展基金是2010年國家在“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

壇第三屆部長級會議”上宣佈的舉措之一，以促進中國（包括澳門）

和葡語國家經貿合作邁向更大規模、更寬領域、更高水平發展。2013
年，該基金正式成立，規模為10億美元，由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和澳門

工商業發展基金共同發起，中非發展基金有限公司受託管理，成為中

國第一隻專注於葡語國家投資的股權投資基金。2017年，該基金總部

落戶澳門，目前已經在莫桑比克、安哥拉、巴西等葡語國家投資一批

項目，涵蓋農業、建材、太陽能等領域。

從中葡產業需求來看，產能合作是商貿合作的重點。一方面，中

國與葡語國家經濟總量佔全球近17%，人口亦佔全球近22%，中葡在

農林牧漁、基礎設施、汽車、通信、新能源等商貿合作發展潛力巨

大。另一方面，葡語國家各國經濟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發展級差較

大，例如巴西、葡萄牙經濟結構比較完善，經濟總量較大；安哥拉製

造業比較落後，經濟總量較小；東帝汶、佛得角、幾內亞比紹、莫桑

比克、聖多美和普林西比仍處於農業經濟時期，經濟總量極小。雖然

如此，但葡語國家對於基礎設施建設、產業體系完善方面都有共同急

切的需求，而中國擁有葡語國家所需的資金、技術、生產管理經驗，

12. 趙嚦：“出口信用保險機構有效性的國際比較與啟示”，《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第

11期，2016年，第80-84頁。

13. 陳愛萍：“法國出口信用保險體系及啟示”，《經濟縱橫》第9期，2002年，第52-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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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強大工程建設能力和高性價比的裝備。14 因此，中葡合作發展基

金作為中葡商貿合作項目的投資方和融資方之一，應把握總部落戶澳

門的優勢，提出優先的支持項目，編制中葡投資指引，整理中葡產

能合作資訊，並做好翻譯、投資諮詢、信用評級、資產評估、財務顧

問、會計、審計、法律等金融後台服務，以便中葡企業享受澳門作為

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所帶來的金融服務。

（四）以橫琴自貿區作為切入點發展特色金融

澳門毗鄰珠海，兩地合作由來已久，兩地通關更實現全天候，為

居民往來、企業商貿交易帶來前所未有的便利。從廣東自貿區中三個

片區的功能定位來看15，深圳前海蛇口片區屬於資本開放型金融，目

標是在人民幣的自由兌換以及建設跨境人民幣結算中心方面取得進

展；廣州南沙新區片區屬於製造業以及為先進製造業配套的服務型

金融，重點圍繞與航運相關的金融產品和服務的試驗來展開；珠海

橫琴新區片區屬於貿易型金融，側重點面向葡語國家的跨境貿易和

粵西地區的市場。從香港和深圳合作要點來看，深港已經以前海作

為切入點，共建亞洲地區科技創新服務中心，打造國際技術貿易交

易平台和創投融資平台，並建立深港人才合作年會制度，開展青年

人才交流。16

借鏡深港的經驗，為了實現澳珠跨境金融合作和金融創新，具體

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首先，適宜以產能合作為議題，以珠海橫琴

新區片區為基地，吸引鋼鐵、有色、建材、鐵路、電力、化工、輕

紡、汽車、通信、工程機械、航空航太、船舶和海洋工程等企業到橫

琴設立葡語國家業務分部，打造橫琴成為葡語國家工程承包、融資、

14. 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常設秘書處：《中葡論壇》第37期，2017
年，參見http://www.forumchinaplp.org.mo/wp-content/uploads/2017/07/FORUM_37_
SINGLE_LOW1.pdf。

15. 林江：“廣東自貿區如何推動特色金融的創新和發展”，《視角》第9期，2015年，

第14-16頁。

16. 香港商務：“跨境金融合作份量最重”，2015年，參見h t t p://w w w.h k c d.c o m.h k/
content/2015-07/24/content_34733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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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中心；其次，以澳門機場、珠海機場、香港機場、香港港、九洲

港、高欄港、斗門港、珠海港、大鏟灣、西部港、澳門郵政、香港郵

政、珠海市郵政管理局、深圳郵政監管處理中心、快遞企業等重要跨

境電商基礎設施為支撐，以跨境合作的方式共建葡語國家電商生態

圈；拓展跨境人民幣貸款業務，尤其是開展委託貸款業務，由珠澳兩

地政府、企業、個人投資者等委託人提供資金，由金融機構根據委託

人的要求代為進行放貸，同時開展信貸資產轉讓業務，鼓勵珠澳兩地

金融機構相互轉讓信貸資產進行融資；設立跨境特色金融服務平台，

提供跨境產品發行、跨境融資租賃、跨境債券發行、跨境綠色金融交

易、跨境交易結算、跨境金融一條龍服務，推動澳珠共建國際重要的

融資租賃和資產管理中心，並形成先行先試的政策成果，引領泛珠、

輻射東南亞、服務“一帶一路”跨境金融服務合作。

四、總結

一個國家或地區在全球的競爭力，一定程度上取決於其金融服務

的深度、資本力、議價及定價能力決定的，並由此也奠定了該國家或

地區對於全球和區域的經濟甚至政治的影響力。十九大報告已為國家

未來發展提出“新理論”，勾畫“新征程”，澳門發展與國家發展緊

密相連，澳門有必要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把握歷史機遇。事實

上，澳門獨有的區位優勢、國家政策的支持，以及金融服務供給基

礎，使澳門金融業具備服務“海絲”建設的條件，加上澳門正在推進

建設世界旅遊休閑中心，打造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建

設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澳門可以承接

這些優勢，形成疊加效應，從而構建多層次錯位的金融服務，在國家

發展戰略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