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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語：
澳門經濟正處於調整轉折期。 近一年多來，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以及各國的隔離政策，對全球

經濟的正常運行和政府治理模式都帶來了嚴峻考驗，儘管澳門特區政府在抗疫情、保就業、保民生

方面取得良好成效，但對以外需為主、經濟結構以旅遊博彩業為主導的微型開放經濟體而言，難免

會更大程度地遭受全球性跨境旅行禁令和出入境管控措施的嚴重衝擊，穩經濟面臨極大壓力。
2020 年，澳門入境旅客下跌 85% ，酒店平均入住率下降至 28.6% ，博彩毛收入減少 79.2% ，全

年整體經濟實質收縮達 56.3% 。 2021 年，澳門的外部需求復蘇狀况仍將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社
會對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迫切性有了深切體會。 與此同時，澳門經濟仍具有一定的韌性，總體財政

處於穩健狀况，為政府繼續實施逆周期措施提供財政保障。 儘管 2020 年 1 ~ 12 月政府財政總開支

因各種紓困政策增加 11.2% ，總收入因經濟收縮下跌 29.1% （其中來自幸運博彩的稅收下跌 73.6% ），
但同期財政收支仍略有結餘。 特區政府 2021 年度施政報告明確提出“防控疫情、振興經濟、惠顧民

生、促進多元、推進改革、創新發展”的總體施政方向，並採取多項措施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

展。 相信上述努力方向和政策措施，將有助於澳門拓展經濟基礎和增強經濟韌性。
另一方面，2021 年正值國家“十四五”規劃開局之年，國家在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建設雙循環發

展新格局、追求高質量發展的同時，也明確強調要支持港澳鞏固提升競爭優勢，完善港澳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同內地優勢互補、協同發展機制。 “十四五”規劃提出，要支持澳門豐富世界旅遊休閒中

心內涵，支持粵澳合作共建橫琴，擴展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功能，打造以中華文化為

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支持澳門發展中醫藥製造、特色金融和高新技術產業，促進經

濟適度多元發展。 澳門需要主動對接國家“十四五”規劃，準確把握自身的角色和定位，借助國家

支持政策，通過高質量地共建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發展現代金融業務及完善本地貨幣市場人民幣

流動性安排等具體環節，有效嵌入到國家經濟雙循環中，成為國家發展離岸人民幣業務、粵港澳大

灣區高質量建設等戰略的重要節點，持續拓展澳門經濟增長新動能。
近期，為貫徹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重大決策部署，國家文化和旅遊部牽頭編

制了《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和旅遊發展規劃》，這標誌着大灣區旅遊產業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 本欄

目刊發陳章喜教授的《粵港澳大灣區旅遊空間結構優化：能級提升視角》一文，正是基於能級提升

理論的視角，通過構建能級指標體系，評價和測算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旅遊能級發展水平，重點分

析粵港澳大灣區的旅遊空間結構。 陳文認為，提升粵港澳大灣區旅遊能級、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旅遊

空間結構的優化，是新時代背景下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優質生活圈的重要舉措；文章在結合粵港澳大

灣區旅遊空間結構發展的動態基礎上，從等級優化、節點優化、軸綫優化和政策優化等四個方面提

出了提升灣區旅遊能級水平、促進空間結構優化的建議。
江華、庄真真《澳門非政權性市政機構的設立及其爭議》一文，則是對澳門社會（不論政府與立

法會方面，還是社會不同政治立場）長期以來就基本法有關非政權性市政是否設立、如何設立的爭

議作了一次比較全面的分析。 文章梳理了原市政機構的歷史沿革，對是否設立非政權性市政機構，
及其權力的性質、權力的來源，以及產生和組成的方式，針對不同的意見，提出了合理的解釋，為澳

門特區政府最終設立澳門市政署，並使澳門市政署的設置符合基本法關於非政權性市政機構性質、
職權、組成的相關要求和規定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據和解釋。 　 　 （劉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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