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年意气风发，时间撰写了一个日新
月异的濠江传奇。

这几天， 蜂拥到澳门的各地记者都想
找一个答案： 澳门这 20 年发生了哪些变
化？ 其实，只要看看澳门新马路、凼仔的人
头攒动，看看世界遗产“澳门历史城区”中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看看雨后春笋般冒
出的品牌酒店……澳门的巨变清晰可感。

回归前，澳门连续 4 年经济负增长，失
业率达 6.4%。到了 2018 年，澳门本地生产
总值已从 1999 年的 519 亿澳门元增加至
4447 亿澳门元，人均 GDP 位居世界第二。

1999 年， 由珠海往来澳门的旅客约
3000 万 人 次 ， 去 年 这 个 数 字 达 1.52
亿———澳门的繁荣令珠海拱北口岸超过深
圳罗湖，成为中国第一大陆路口岸。

“1993 年，我从里斯本留学回澳门，
在一个商会当助理， 月薪 5500 元葡币。
现在同样的岗位， 收入涨了四五倍。 ”澳
门三友发展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张乐田
说。 特区政府主导建成 5.1 万套公共房
屋， 从幼儿园到高中 15 年免费教育，14
岁以下、65 岁以上居民免费医疗，每年年
底每人 10000 元的“大红包”……居者有
其屋、病者有其医、老者有其养 、少者有
其学。 数字是抽象的，澳门人的获得感却
是具体的 ，20 年的变化让人们真真切切
受惠。

有底气说：珠西科技引擎

有些变化是一般人看不到或没有直接
感受的，但这些变化却是更加深刻的，或许
会深刻影响澳门的未来。

澳门回归之后才创办的澳门科技大学，
20年间既将自己“两制”下的灵活身段发挥
得淋漓尽致，又以中国内地的科研、教育为
后盾，通过“外引内联”，迅速壮大了自己的
科研、教育实力。澳科大建立了国家重点实
验室和部级实验室等重要平台， 例如中药
质量研究和月球与行星科学两所国家重点
实验室。此外，澳门大学也已建有3个国家
重点实验室、3个部级研究中心及实验室。

依托这些实验室等平台， 澳门不断融
入国家创新体系， 成为大湾区珠江西岸科
创走廊建设的重要一极。 澳科大中药质量
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与珠海市中西医结合
医院的合作互相弥补了短板； 澳门科技大
学系统工程研究所的机器人以澳门为基础
研究中心、以深圳为研发基地、中山为生产
基地……人才、 资本、 信息等要素跨境流
动、沟通。

经常往来粤港澳三地的澳门科技大学
博士生韩子天对此深有体会。 他说，这 20
年，在细雨无声的滋润下，澳门高校基础科
研能力成长起来， 打造出珠江西岸科创能
力最强的城市， 粤港澳大湾区也成了澳门
成果转化的腹地， 促进澳门积极融入国家
创新体系。

澳门高等教育和科研实力的跃升可能
并没有被更多的人注意到， 但它比年底的

“大红包”更重要，将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
城市或地区的产业结构， 成为澳门适度多
元化发展的骨骼。

有勇气闯：特色金融中心

几天前， 珠海华发集团在澳门发行两
亿美元莲花债， 所筹资金用于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 据悉，发行当日，在 20 多家境内
外投资机构的热捧下，发行人获得 3.65 倍
的超额认购。 这是首单非澳门注册企业在

中华（澳门）金融资产交易股份有限公司登
记发行、托管清算、上市交易的境外公司债
券。 这是粤澳联合开展金融创新的标志性
事件。

在此之前的 7 月， 中国银行澳门分行
（以下简称“澳中银”）第一次以主承销商资
格，协助财政部在澳门首次发行了 20 亿元
人民币国债，其中 17 亿元面向投资机构发
行，3 亿元面向澳门居民。 这是更具里程碑
意义的事件。澳中银副行长叶兆佳说，这意
味着大量的资金流入、沉淀在澳门。而资金
的托管、定期派息、债券的交易转让等业务
将使澳门金融派生出更多的业务、 机构和
高素质的岗位，衍生出更多金融产品。

10 年前，澳门金融还只囿于传统本地
商业银行的存取汇兑业务。 2009 年澳门成
为离岸人民币的清算中心。今年 3 月，澳门
通过了融资租赁的相关立法， 将于近期批
出第一个融资租赁公司。近年来，澳门积极
发展国际特色金融服务， 不断完善金融业
态，努力形成产品丰富的金融市场。一位业
内人士对羊城晚报记者说， 发展特色金融
是澳门最好的选择，不需要土地，不需要太
多人力，却可以吸引高端人才，丰富澳门经
济适度多元的道路。

10 月，有关人士透露，澳门人民币证
券交易所的方案业已上报。 澳门坊间多认
为，这是发展澳门金融的一大利好。“改革
开放 40 年，前 30 年，澳门金融只是量的变
化，而这 10 年及未来是质的变化。”叶兆佳
说， 金融这条血脉畅通会令澳门这个自由
港面对更广阔的市场。

情深不改：爱国爱澳

澳门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 但这里多
元文化的独特风情和舒适安逸的生活步调
从未改变过。哪吒庙与大三巴比邻、妈祖庙
与娱乐场共存，传统与现代、热闹与宁静，
凝望这座小城，人们对它的热爱始终如一。

“爱国爱澳没变！ ”澳门立法会议员郑
安庭说，“我不是随便说的， 回归前澳门是
什么样的环境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非常珍
惜现在获得的东西。我们是真心推动‘一国
两制’在澳门落实”。

澳门江门同乡会理事长刘家裕讲述
自己的故事时说， 当年她去美国读书时，
同学们都不知道澳门是个什么地方。而当
她毕业时，澳门已是令大家羡慕的明星城
市。“我回到澳门，发现澳门的幸福指数很
高，既享受着澳门的自由和高福利，又享
受着内地经济发展带来的机会。年轻人现
在纷纷到内地上大学，因为大家没有心理
上的障碍。 大部分澳门人从小意识里就知
道自己是中国人，20 年前如此，现在也一
样。”她说了一个数字让记者很吃惊：澳门
人口总量不到 70 万， 就有 1 万个社团。
这些社团的主要工作是宣传基本法，组织
澳门人深入内地，了解内地。

这几天，澳门人兴奋地谈论着回归 20
周年。三友公司董事会主席张乐田说，1987
年他上大学时第一次听到“一国两制”概
念，“我们觉得很好啊，你不放弃旧的东西，
怎么知道新的东西其实更好呢。 ”据拱北海
关统计，1999 年， 澳门进出珠海的车辆是
103.4 万辆次，2018 年 420 多万辆次。澳中
银副行长叶兆佳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人，他
说：“‘两制’ 的差异并不是要我们渐行渐
远，而是在‘一国’下逐渐融合。 ”

濠江之畔，潮起潮落；望洋山下，同心
前行。 如今，迎来“弱冠”的澳门风华正茂、
脚踏实地，在“一国两制”的成功道路上，一
步接着一步走下去。

羊城晚报记者 林丹 吴国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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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的变与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