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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研究·
主持人語：
敝刊自今年第一期推出“澳門學”研究專欄以來，已經連續刊出三期，吳志良、郭萬達、婁勝華、

周大鳴、戴定澄、郝雨凡、張中鵬等學者先後發表了高論。 本期特別推出錢乘旦教授的大作———
《關於澳門學的幾點思考》，也為本輪“澳門學”專題討論畫上一個階段性的句號。

錢乘旦係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區域與國別研究院院長，中國英國史研究會會長，對澳門歷

史有深入的研究，近年更主編了“全球史與澳門”系列叢書。 錢教授在《思考》一文中提出了四個基

本觀點，其一，澳門可以成為一門“學”，其特殊之處在於有成為“學”的社會文化基礎，且並非是一

般的特殊性，而是足以成為一個獨特的研究領域；其二，“澳門學”的學科邊界是清晰的，具有跨學

科的特點，只有做好跨學科的研究，“澳門學”才能充分展現其學術意義和現實意義；其三，加強“澳
門學”的人才建設，包括現有研究力量的組織協調、新生力量的培養及學科人才的引進；其四，強調

“澳門學”研究既需要中國視角、葡萄牙視角和澳門視角，還需要重視易於為人忽視的“全球視角”。
澳門雖小，但其全球色彩卻很突出，在歷史上曾經發揮過重要的國際作用，現在仍然在繼續發揮作

用，而這種國際性作用是多數內地城市所不具備的。 這四個基本判斷是頗具見地的。 錢教授文章

雖篇幅不長，也未引經據典，但言近旨遠，字裡行間體現出一位大家對澳門、澳門歷史價值、澳門文

化意義和澳門學科建設諸多方面的深入思考和人文關懷，是一篇對“澳門學”研究具有指導性的佳

作，相信對“澳門學”未來的學科建設具有啟發意義。
根據敝刊的年度發稿規劃，本期起“港澳研究”專欄將重新回歸“粵港澳大灣區研究”專題。
去年頒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對大灣區的空間布局有明確要求，其中對澳門的

定位是“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即建設世界旅游休閑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

平台，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打造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以往對

“中心”、“平台”的研究較為深入，但“基地”方面的研究則相對薄弱。 為此，本欄特別刊發陳偉教

授《粵港澳大灣區軟實力建設的資源圖景》一文，以期有益於學界對這一問題的關注。
陳偉認為，當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絕不只是單維的經濟發展問題，其本質應該是基於經濟發展

的區域性社會系統再構建，其終極目的則是從整體上提高社會文明程度。 這就決定了文化元素在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中的基礎性地位。 軟實力的建設已經提升到能否全面建成國際一流灣區的戰略

高度。 其《圖景》一文的價值也正在於此，或有助於我們更清晰地認識和把握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

的文化資源，並由此找到“增強大灣區文化軟實力，共建人文灣區”的理念與路徑。
鄞益奮博士《珠澳合作開發橫琴中的政府間關係》一文，則是以珠澳政府間關係為切入點，探

討了兩地合作開發中存在的問題與完善方向，以“做好珠澳合作開發橫琴這篇文章”。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在借鑒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與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結合“一國兩

制”的中國特色，探索區域經濟發展的創新實踐。 在構建珠澳合作開發橫琴的包容性治理中，尤為

重要的是建立和維繫政府間的信任關係。 鄞文認為，珠澳合作開發橫琴，是當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和粵澳合作的重要抓手，是未來促進澳門經濟多元發展的核心途徑，也是習近平主席對第五屆特區

政府的殷切期望。 珠澳合作是中央政府領導下的特殊地方間政府的合作。 在啟動新一輪的珠澳合

作開發橫琴之前，需要以網絡狀治理、多層治理和包容性治理為理論指導和改革對標，進一步調整、
管理和優化珠澳合作開發橫琴中的政府間關係，實現合作共贏。 　 　 （劉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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