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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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語:
2021年,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與反復,世界經濟復甦艱難曲折,不穩定因素仍然較多。 中國內

地經濟表現出韌性,承接上年率先復甦態勢,經濟發展質量逐步提高。 前三季,內地 GDP 達 82.31 萬

億元,同比實質增長 9.8% ,兩年平均增長 5.2% ;消費“壓艙石”作用顯著,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

貢獻率為 64.8% ;淨出口和投資支撐有力,貢獻率分別為 19.5%和 15.6% 。 對外開放廣度和深度不

斷提升,營商環境與超大規模市場獲外資持續青睞,是全球第二大國際直接投資流入國,1~10 月全

國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同比增長 17.8% 。 中國答卷靚麗耀眼,世人矚目。
粵港澳大灣區經濟表現不俗,整體呈現不同程度的復甦態勢。 2021 年前三季,廣東省 GDP

 

8.8 萬

億元,規模繼續居全國首位,同比實質增長 9.7% 。 大灣區四大核心城市前三季的 GDP,深圳 2.18 萬億

元,廣州突破 2 萬億元,同比實質增長分別為 7.1%和 9.9% ,全國城市排名中分別位居第三和第四;香
港前三季 GDP 為 2.12 萬億港元,同比增長 7.0% ,復甦步伐穩固;澳門前三季 GDP 約為 0.18 萬億澳門

元,在上年基數上增長 28.3% ,已連續 2 個季度正增長。
與此同時,大灣區體制機制建設取得突破性進展。 今年是“十四五”規劃開局之年。 圍繞國家

總體規劃的目標任務,地方“十四五”規劃與部門規劃相繼公布,都內涵着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
推進探索體制機制創新的具體落實措施。 自 2021 年 9 月以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的方案措施密集

出台,在原有廣東自貿試驗區片區、粵港澳合作平台的基礎上,疊加新的開放與改革措施,推動大灣

區制度型開放與區域協同發展邁向新高地。
2021 年 9 月 5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橫琴方案),開

放力度之大,超乎社會預期。 以全新合作模式探索琴澳一體化發展格局,形成大灣區建設的新高

地,合作區空間擴展至整個橫琴島 106 平方公里並實行一線管理,合作主體由珠澳上升為粵澳,探
索構建與澳門一體化高水平開放的新體系,推動實現構建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體制新機制。 9
月 6 日,《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前海方案)頒布,合作區面積增至

120 平方公里,直接對接香港現代服務業優勢,納入航空、會展、海洋經濟等現代服務業,以及創新

科技、戰略性新興產業,着力在現代服務業、科技發展、營商環境乃至治理模式等方面深化改革。 10
月 6 日與 11 月 16 日,香港、澳門兩地行政長官先後發表新的施政報告,在報告中分別對《前海方

案》、《橫琴方案》作出積極回應。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進入深化融合的提速期。 整個大灣區空間格

局由此改變,跨經濟體之間將形成相向而行、協同發展的空間布局,顯示了有目標導向的規劃對於

推動經濟深度融合的重要作用。 灣區蓄勢以待,藍圖前景可期。
   

粵港澳大灣區在此跨越性發展大背景下,需要學界予以更多的關注。 長期從事灣區發展研究

的資深研究員蔡赤萌,其《“雙循環”新格局下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一文,正是從學理基礎和發展

戰略視角對“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展開探討,提出區域一體化戰略是“雙循環”的重要支撐,粵港澳

大灣區需要形成與區情相配套的“雙循環”模式與建設路徑,以“一國兩制”紅利最大化目標為原

則,策略性地軟化邊界效應,暢通內循環、強化外循環,形成“以內為主、內外互促”區域高質量發展

新格局。 彭艶崇則在《粵港澳大灣區:尊重法治的制度創新》中強調,粵港澳大灣區需要為國家新一

輪改革開放提供示範經驗和開創性探索,建立與國際貿易規則發展趨勢相適應的貿易規則體系,通過

法律的銜接機制實現三地法律的合作協調,構築一流灣區的法治化營商環境。 　 　 (劉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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