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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研究·
主持人語:
在當今世界大變局下,“經濟韌性”不僅僅是個學術概念,同時也是各經濟體政府應對挑戰的

政策選擇。 面臨外部和內部各種環境的變化,國家需要及時靈活調整政策,有能力防範經濟出現大

起大伏,避免硬着陸。 也就是說,經濟韌性體現的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在遭受可預見抑或是不可

預見的衝擊時,其抵禦衝擊並恢復更新的能力。
近年來,“經濟韌性”研究也應用到粵港澳大灣區研究之中。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

在全球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不確定性增強的背景下,如何看待高度外向的微型經濟體的經濟韌性,
進而促進澳門經濟平穩、健康、可持續發展,對當下的澳門至關重要。 本期刊發王鵬、鍾敏《澳門經

濟韌性的評價與提升:產業結構適度多元化視角》,在“經濟韌性”研究的框架下,從產業結構適度

多元化的視角切入,嘗試從實證的角度考察澳門經濟韌性,並分析產業結構專業化及多元化對澳門

經濟韌性的影響,回答在後疫情時代澳門產業結構的發展方向,進而使得經濟發展更具韌性。
通過對澳門經濟韌性與產業結構現狀以及二者間因果關係的分析,作者認為澳門作為一個微

型經濟體,專業化、特色化是其發展的必由之路;博彩旅遊業的快速發展的確有力地推動了澳門經

濟的騰飛。 在澳門經濟高速增長階段,產業發展更多體現的是專業化發展。 但另一方面,對於某一

產業的過度依賴,也會引發新的風險,一旦該產業受到重大衝擊,整體經濟也會隨之受挫。 因此,如
何在專業化發展的基礎上適度打斷風險的鏈式傳導,進而降低對整體經濟的影響,成為澳門產業結

構橫向多元化的潛在邏輯。 作者認為澳門可從“內”與“外”兩個維度發力———從產業結構優化角

度催生澳門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內生動力,需要注意規範博彩旅遊業的發展、推動休閒旅遊業的升

級、加強金融證券業的建設並確保人力資源的支持;從拓展區域性經濟合作出發,借力推動澳門經

濟的可持續發展,重點是找準澳門在區域發展中的定位、錯位競爭,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與“一
帶一路”紅利,以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與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為發展依託。 其研究結論及政策

建議對客觀認識澳門經濟韌性、增強其應對風險衝擊的能力具有參考意義。
澳門博彩旅遊業相對比較發達。 自 2002 年賭權開放以來,澳門的綜合度假村作為綜合旅遊度

假村的類型之一,已成為推動旅遊業發展的重要商業模式,並獲得了顯著的成效。 紀春禮《綜合旅

遊度假村吸引力元素及未來趨勢———以澳門綜合度假村為例》一文,正是在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

心”的戰略目標下,探索其吸引力元素及未來發展趨勢,努力打造在未來全球綜合休閒度假旅遊領

域能發揮引領效應的模式,對澳門整體的旅遊經濟可持續發展均具有重要的影響。
紀文以推拉理論為基礎,剖析了綜合旅遊度假村的吸引力塑造邏輯,認為綜合旅遊度假村吸引

力的推力因素包括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宏觀層面體現在社會經濟持續發展而激發的人們對休閒

度假需求的增長;微觀層面則是綜合旅遊度假村可以實現人們在心理放鬆、享受熱情和個性化服

務、追求特別體驗、增進與朋友和家人關係等方面的需求。 拉力因素更多指目的地有形或無形吸引

物對旅遊者所能產生的吸引作用。 澳門綜合度假村吸引力的拉力因素主要包括世界級的人造景觀

和裝飾、博彩娛樂體驗元素、非博彩體驗元素和輔助及配套元素四個方面。 目前,澳門正朝實現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戰略目標而努力,我國的“十四五”規劃也提出將建設一批世界級旅遊景區

和度假區,提升度假休閒服務質量。 澳門綜合度假村的發展,對我國休閒度假產業及構建綜合旅遊

度假村的發展模式也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劉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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