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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研究·
主持人語：
四年前的今天———2019 年 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大局及國家區域戰略發展至新時代以來的一個重大舉措。 其後，中央又相

繼推出了更具實踐層面的深化創新方案———《橫琴方案》、《前海方案》和《南沙方案》等，對推進粵

港澳規則機制銜接對接等方面進行了全面部署。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多個國家發展戰略的疊加和綜合，具有“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

區、四個中心城市”的獨特性。 另一方面，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支持香港、
澳門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已經形成三地深度協同推進的良好格局。
多年來，本刊高度關注灣區建設的高質量發展，也希望學界朋友、讀者傾注更多的熱情。

《綱要》頒布四年來，僅僅“港澳研究”專欄就已經先後發表了蔡赤萌、陳廣漢、陶一桃、吳志良、
郭萬達、駱偉建、謝寶劍、王鵬、張玉閣、符正平等學者有關粵港澳大灣區專題研究的一大批佳作。
本期陳章喜教授的《高質量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目標方位》，則是基於 2010 ~ 2021 年粵港澳

大灣區經濟發展的數據，在理論與實證的結合上對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系統的分析與詮

釋，並根據當前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的基本路徑與策略。
陳文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高質量發展中承擔著先行及示範的功能。 因此，推行粵港澳大

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有利於實現粵港澳大灣區資源稟賦的優勢互補，有利於生產要素的高效配

置，有利於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從目前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的內部情況來看，由於經濟發展

水平、政策環境、制度環境等不同，粵港澳三地經濟發展程度不同步、創新發展路徑不協調、生態發

展環境不平衡問題比較明顯。 作者根據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加強政

策協調、推動要素流動、堅持錯位發展、強化創新動能、貫徹共享發展、完善市場環境等推進粵港澳

大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本路徑與策略。 高質量發展對於推動港澳盡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
時提升區域生產力、建設以創新為特徵的世界一流灣區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毛艷華教授、陳朋親博士的《新發展格局下澳門中葡平台質量升級研究》，則是其承擔的國家

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時代粵港澳大灣區協調發展機制體系研究”的一項重要成果。 作者梳理了

回歸以來澳門中葡平台建設歷程與階段成效，分析了新形勢下澳門中葡平台質量升級的基礎條件

與面臨的挑戰，並就新發展格局下推動澳門中葡平台質量升級提出對策建議。
作者認為，新時代國家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實施高水平對外開放，“一國兩制”下澳門自由港

能夠更好發揮自身所長，服務國家所需。 因此，新發展格局下推動澳門中葡平台加快質量升級，既
有利於支持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也有利於實現澳門自身更好地發展。 文章指出，回歸以來澳門

中葡平台發展經歷了探索、定型和深化三個階段，內涵不斷豐富、功能不斷強化，積極促進了中國與

葡語國家在經貿、旅遊、文化、教育等多個領域的合作，成果豐碩。 澳門必須致力於發展經濟、改善

民生、破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該文就中葡平台升級提出了四個方面的對策建

議：一是貫徹新發展理念，準確把握澳門中葡平台升級的新內涵；二是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不斷

完善和夯實澳門中葡平台功能；三是完善現代商業服務體系，提升澳門中葡平台專業化服務水平；
四是推動第三方市場合作，提升澳門中葡平台國際影響力。 通過促進澳門中葡平台質量升級，更好

服務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劉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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