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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澳门是经济对外依赖度很高的微型经济体。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澳门的空

间、环境制约日趋明显,经济发展高度依赖于博彩业的弊端愈加显现。以中央政府赋予85km2海

域管理权为契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成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可行路径。文章以我国

山东青岛、日照和比利时奥斯坦德等城市在构建亲海空间、修复海洋环境和升级海洋产业等方面

的经验为借鉴,提出澳门应当更加注重陆海统筹,强化城市空间开发的顶层设计,大力发展以滨海

旅游业为代表的特色现代服务业,加强宣传转变城市形象,在向海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的健康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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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caoisamicro-economywithhighdependenceonexternaleconomy.Uptonow,the

drawbacksofeconomicdevelopmentinMacaowhichhighlydependentonthegamblingindustry
arebecomingincreasinglyapparent.Takingtheopportunityofthecentralgovernmenttograntthe

managementrightof85squarekilometersofseaarea,themarineeconomyinMacaoshouldbe

vigorouslyprospectedsoastobecomeafeasiblepathtoadjusttheindustrialstructureaswellas

transformthedevelopmentmode.Referencetogoodexperiencesinsomecitiesonbuildingasea

friendlyspace,repairingthemarineenvironmentandupgradingthemarineindustry,Macao

shouldpursuecoordinatedlandandmarinedevelopment,strengthenthetop-leveldesignforurban

spacedevelopment,promoteamodernserviceindustrywithcharacteristicsrepresentedbycoastal

tourism,andintensifypublicitytotransformthecitysimage,toachieveahealthyandsustainable

blue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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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特别行政区之一,

位于珠江三角洲西部。截至2016年,澳门总面积

32.8km2,人口65.3万,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

区域之一。澳门经济高度发达,2016年区域生产总

值448亿美元,人均约7.76万美元,已经跨入世界

最富裕的经济体行列。2015年中央政府赋予澳门

特别行政区政府85km2的海域管理权,使澳门获得

了更加广阔的向海发展空间,也为澳门经济发展与

结构优化创造了条件。

1 澳门经济发展面临的几大问题

1.1 空间拓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

澳门人口稠密、服务业发达,可谓寸土寸金。

长期以来,填海造地一直是澳门拓展发展空间的

最重要、最直接手段。据记载,1840年澳门半岛面

积仅有2.78km2。经过不断填海扩张,见于记载的

陆地面积不断扩大。1991年达到18km2,2002年

为25.8km2,2007年 达 到29.2km2,2016年 为

32.8km2。由于当前粤港澳经济区建设中,各地区

向海发展趋势明显,珠江口区域填海造地面积不断

扩大,深圳海洋新城、广州南沙新区、东莞滨海新区

建设中,均已经或规划了大面积填海区,这对珠江

口海域的整体生态环境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方面,湿地面积减小,河口生态系统压力加大;另

一方面,珠江口区域水道更加狭窄,降低了抵御洪

水和风暴潮的能力。

1.2 空间资源制约与人口(游客)增长的矛盾

回归以来,澳门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人口增

长较快。2008年人口为55.7万,到2018年则增长

为65.7万。同时,随着澳门博彩业、旅游业的发展,

入境游客总体上呈增长态势。这进一步加剧了澳

门的空间压力和环境压力。从海洋开发利用的视

角来看,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填海造地

导致海岸线减少。由于长期以来以顺岸式、连岛式

填海为主,在陆地面积增加的同时,单位面积拥有

海岸线长度在下降。以路氹城区域填海为例,直接

导致了氹仔岛、路环岛两个岛屿海岸线的大幅减

少。二是海洋污染问题的加剧[1]。珠江口海域属于

污染比较严重的海域,氮、磷等营养物超标比较严

重。澳门居民和游客数量的持续增长,加大了污染

物的排放。这进一步增加了澳门海洋经济发展的

环境制约。

1.3 经济发展路径依赖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矛盾

澳门属于开放度极高的微型经济体,经济发展

受外部影响很大。近年来,澳门对外部需求的依赖

进一步加大。以2017年为例,虽然澳门经济整体上

增长了9.1%,但私人消费及政府消费分别仅上升

1.6% 和 1.7%,固 定 资 本 投 资 则 按 年 下 跌 了

10.0%。经济增长总体上依赖于服务和货物出口

增长,其中博彩服务出口及其他旅游服务出口分别

增长了16.4%和15.4%,货物出口增长了12.3%。

货物及服务净出口占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上

升至47.4%。澳门产业结构高度化特征明显,2016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达到93.4%,

而其中博彩及博彩中介业占比则高达47.2%。在

其他类型的服务中,金融、旅游、酒店等行业也大多

围绕博彩业而开展业务。这使澳门经济高度依赖

于博彩业[2]。以滨海旅游业为代表的其他服务业难

以充分发展,使澳门经济转型困难重重[3]。

2 沿海城市海洋特色经济发展的案例

推动澳门经济向海发展,就是要更加充分地挖

掘海洋要素带动澳门经济转型、产业结构优化的潜

力,缓解澳门发展的资源环境制约,促进澳门经济

的多元化发展。针对澳门向海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本研究选取了部分国内外案例进行分析。希望能

够为澳门经济向海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2.1 青岛市唐岛湾海岸综合整治工程

青岛是我国沿海的重要中心城市、滨海度假旅

游城市和国际性港口城市。青岛地处山东半岛东

南部沿海,濒临黄海,总面积11282km2。2017年,

常住总人口929.05万,地区生产总值11037.28亿

元。近20年来,青岛市的滨海旅游业发展较快,

2016年滨海旅游业增加值476.8亿元,占海洋生产

总值比重达19.0%。经长期开发,传统滨海旅游区

出现了空间不足、基础设施功能老化等问题。在城

市发展过程中,西海岸经济新区(黄岛区)、崂山区

等原城市郊区滨海空间大量开发。利用工程技术

手段开展海岸线整治和填海工程,为滨海旅游业发

展提供了新的空间载体。



72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9年 

唐岛湾位于胶州湾西岸、黄岛区东南部,纵深

4.5km,宽2.5km,面积约17km2。历史上唐岛湾

水深较浅,淤泥底质,海底在低潮时露出,潮间带宽

阔,为原生态滨海湿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

海水养殖业的兴起,海岸线附近全部被开辟为虾蟹

池和贝类养殖区,原始自然风貌完全破坏。

2000年,唐岛湾周边地区被纳入黄岛区行政中

心区范围。为改善滨海环境、创造市民亲水空间,

黄岛区政府决定实施唐岛湾综合整治工程。主要

措施有:①海底清淤工程,采用工程手段开挖海底

淤泥,增大水深。改造后整个湾部在任何潮位时都

保持有水的状态。②海岸加高工程,利用开挖淤泥

垫高海岸区域,并实施岸线硬化。工程实施后,海

岸与海面呈现2~5m的高差,解决了高潮海水倒

灌问题。③岸线治理工程,对岸线附近填海新造陆

地进行硬化、绿化和景观设计,建设滨海公园。④
新增土地综合开发。对于滨海公园向陆一侧填海

新形成土地,开展公路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并实

施商业开发。

建成后的唐岛湾公园分为北岸和南岸两个部

分。北岸公园于2007年完成建设,包括码头休闲娱

乐村、人与自然公园、现代艺术园、亲水广场、滨海

运动休闲中心等功能载体;南岸公园于2012年完成

建设,是一个集休闲、娱乐、健身于一体的滨海景观

公园,包括海湾滨水观光带,设立了自行车、步行游

览的绿道系统,自东向西布局为体现时尚活力的码

头游乐区、侧重文化艺术的文化活动区、展现浪漫

休闲的滩涂风情区和再现生态自然的湿地体验区。

2.2 日照市海洋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

日照市地处山东半岛南部,濒临黄海,是山东

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和旅游城市。日照市陆域面

积5348.6km2,管辖海域面积6000km2。日照港

是我国重点发展的沿海20个主枢纽港之一,2017
年港口吞吐量达4.0亿t,位列全国港口第九名。

日照港分为石臼、岚山两个港区,以铁矿石、煤炭、

粮食、木材等散货运输为主。长期以来,由于港口

建设和临港工业的发展,日照城市中心区域海岸线

工业化现象比较突出,海洋环境亦承受较大压力。

为改善岸线景观、修复海洋生态,日照市从

2015年起开始推进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工作。①
调整城市发展规划和港口建设规划,对不同港区货

种及配套产业布局进行调整优化。②发展绿色产

业,海洋渔业重点发展人工鱼礁和海洋牧场,临港

制造业推进节能减排,大力发展海洋新兴产业,降

低海洋产业对环境的影响。③改善海洋生态系统,

建设海州湾经济鱼类产卵场海洋特别保护区,实施

增殖放流。④建设近海环境监测体系,加强海上执

法。⑤实施生态环境修复工程,严格控制填海,保

护自然岸线,开展人工岸线生态化建设。⑥改善海

洋环境保护软环境,加大海洋意识宣传力度,举办

各类海洋节庆会展活动,实施海洋文化遗产与非物

质遗产保护工程,提高市民海洋素质。

在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推进过程中,日照市重

点开展了相关技术工程建设。包括:①重点海域环

境实时监测系统。在重点海域(排污口附近区域、

海洋公园、生态资源保护区等)布放10套左右生态

监测浮标,实现多参数实时监控。②区域海洋环境

预报系统及环境事故应急预测和辅助决策系统。

利用海-气耦合模型,实现对未来3天水文气象环

境的预报,同时亦可为海域环境事故应急预测和辅

助决策系统提供基础模型。③沙滩侵蚀修复及养

护工程。采用丁坝和离岸坝的混合方案对目标海

域的沙滩进行防护和修复,以稳定岸线。④人工岸

线生态化工程,实施人工岸线生态景观分析与规

划,功能生物筛选,集成研究功能生物的培植、扩繁

和群落构建技术,构建人工岸线生态景观示范区。

⑤海岛生态风险评价与整治工程,以桃花岛、太公

岛和前三岛为示范,开展海岛综合开发现状与风险

评估技术、海岛综合承载力评估技术和受损海岛生

境修复与保育技术研究,根据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原

则分别进行示范应用。⑥滨海湿地生态恢复工程,

以傅疃河河口湿地及潮白河河口湿地为示范,针对

滨海湿地生态环境问题和风险,开展滨海湿地(河

口、海湾、海岸带)评估及滨海湿地景观生境修复与

保育。⑦渔业生物栖息地保护与渔业资源修复工

程,构建海州湾水动力学模型,开展产卵场功能及

其对环境变动响应的业务化监测,开发人工鱼礁增

殖工程技术和渔业生态环境修复技术,开展头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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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甲壳类、鱼类和贝类的增殖放流,构建海洋牧场

型生态渔业。⑧排污口优化工程,开展排污链的识

别及污染源区划分,排查排污现状及控制排污口筛

选,计算分配容量,提出排污口选址建议。

2.3 奥斯坦德的海洋产业转型

比利时奥斯坦德位于北海沿岸中部,属于西佛

兰德省。比利时海岸线只有65km,其中有11km
在奥斯坦德,以人工岸线为主。奥斯坦德是比利时

重要的港口城市和渔业中心,有造船、制缆、服装、

鱼类加工、化学等工业。2010年奥斯坦德港海洋交

通运输及关联产业(包括货物处理、运输和运输代

理、造船和维修、疏浚和港口建设、渔业、海运贸易

等)的增加值约为1.2亿欧元。奥斯坦德还是著名

的旅游城市、海滨疗养地。奥斯坦德有约7万名居

民(2009年),由于旅游业的原因,夏季居住的人口

会增加到近30万人。

近10余年来,奥斯坦德海洋产业的转型要求日

渐迫切。①港口衰退的逐步加剧。作为支线港,奥

斯坦德深受区域经济布局调整和周边港口竞争的

影响。一方面,随着欧盟对港口环境规范趋于严

格,小港口在筹集资金改造提升方面困难重重;另

一方面,周边港口竞争压力渐大,港口吞吐量在

2008年达到850万t后迅速下降,2011年以来已下

降到380万t,集装箱运输已全部停止。②临港工

业的衰退。造船业已经消失,仅存留有修船业务。

渔业、旅游业、水产品加工等产业也呈下降趋势。

③空间制约日趋严重。经过数百年的开发,奥斯坦

德沿海地区开发已经非常充分,用于引进高技术企

业和实施港口改造的空间非常有限。比利时的海

岸线短,管辖专属经济区面积很小,海洋经济向纵

深推进空间制约也非常明显。

面对以上种种不利因素,近年来,奥斯坦德加

大了海洋产业转型力度,实施了一系列措施。①改

善邮轮码头设施,对位于市中心的邮轮码头进行改

扩建,使之在任何潮位都可以进入泊位,以更好地

利用奥斯坦德靠近机场和铁路的优势。②大力发

展海上风电。根据规划到2018年,在海岸和海域中

共建设370个风力发电设施,总投资达到100亿欧

元。预计全部运营后每年可创造5亿欧元的收入,

提供600~800个就业岗位。其中,最远的风机距离

海岸28.7km,水深12~27.5m。同时,奥斯坦德

还在发展波浪和潮汐能发电的试验装置。③开发

旅游新产品。奥斯坦德拥有比较好的沙滩,但与周

边地区比并不具备特殊优势。面对游客下降的趋

势,奥斯坦德大力开发新的旅游产品[4],如地球探索

者、拿破仑堡、Kursaal赌场、英雄广场和经过修复

的威尼斯画廊等,从而扭转了旅游收入下降的趋

势。④推动海洋渔业转型。在海洋捕捞业大力推

行新技术应用,如推广钓业和刺网作业。在海水养

殖方面推动发展海水种苗业和藻类生产及生物燃

料提取等产业,并推动海洋生物来源的海洋药物和

功能食品开发。

2.4 小结

以上案例为澳门经济向海发展提供了有益的

借鉴。①沿海城市向海洋要空间与改善海洋生态

环境、发展海洋经济并不矛盾,这应该是推动海洋

更高质量发展的共同结果;②推动海洋高质量发展

必须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并借助现代科技手

段来实现目标;③海洋产业升级不仅是海洋产业结

构的高度化,每一个产业都要有新旧动能转换,对

于高度发展的沿海城市,第三产业的转型升级应成

为重点,同时亦有潜力可挖。

3 对澳门经济向海发展的几点思考

3.1 城市空间规划应当着眼长远,科学规划,更加

注重陆海统筹

填海是澳门获取土地空间的主要途径。长期

以来,澳门填海工程随意性较大,缺乏长期规划。

连岛式、顺岸式填海比较多,使海岸线总长度和自

然岸线长度均呈下降趋势。由于海岸线周边地区

是海洋产业、特别是滨海旅游业和海洋交通运输业

等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空间依托,也是最为重要的

城市景观载体和商业开发价值最高的区域,因此,

这种填海方式对于空间有限的澳门不能不说是一

种损失。此外,澳门机场填海区域距离氹仔、路环

地区比较近,使整个澳门南部地区向东拓展受到较

大限制。因此,建议抓住我国多规合一的发展趋

势,统筹编制澳门城市空间发展规划,加强对南部

自然岸线、海岸景观和海域环境的保护,结合港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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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桥填海区向东向南延伸规划填海区,打造新的

澳门湾,作为未来一段时期澳门城市空间拓展区,

并做好整体开发规划。

3.2 大力发展滨海旅游业,进一步发掘海洋元素

和历史文化元素,多元化开发旅游产品

澳门滨海自然风光优美,滨海历史文化元素众

多。从人口、陆域海域面积等方面来看,澳门与厦

门思明区(鼓浪屿所在区)、青岛市南区等知名滨海

旅游区条件相当,而人均GDP等经济指标大幅领先

上述区域,发展滨海旅游业的条件良好,因此可以

借鉴厦门、青岛[5]等滨海城市经验,对这些元素进行

大力挖掘,开发徒步、骑行体验、文化游、民宿、特色

餐饮等旅游产品,增加游客停留时间,促进旅游消

费多样化。在粤港澳大湾区加快建设背景下[6],一

方面融入大湾区滨海旅游体系;另一方面进一步彰

显澳门特色,强化在区域旅游产品开发中的独特地

位。这不仅是澳门改变当前博彩业一业独大,寻找

城市经济新的增长点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更加公

平地改善收入结构、使发展成果为全民共享的必然

选择。

3.3 加大海洋宣传推介,对外改善城市形象,对内

提高公民海洋素质

在多元化开发滨海旅游产品的同时,也要注意

塑造澳门的旅游形象,彰显澳门滨海的优美环境、

文化气质和历史印记,逐步改变游客心中的赌城印

象,通过改善游客结构来改变产业结构。应当借鉴

杭州、厦门等城市利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平台等

新媒体进行形象传播的经验,打造层次更加丰富和

富有活力气息的城市形象。同时,加大对市民的海

洋意识教育,借鉴美国经验,在义务教育阶段开设

海洋科学与人文课程,赋予海洋行政机构和研究机

构向市民开放、提供科普教育和交流机会的责任和

义务,增加公共空间海洋知识标识物,进一步提升

市民海洋意识和海洋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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