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回歸25載 奇跡歷歷可「數」
陸地面積拓闊 經濟發展迅速 人均收入攀升 教育福利領先

香港文匯報訊 今年12月20日是澳門回

歸祖國25周年。新華社報道，25年來，澳

門經濟快速增長、民生持續改善、社會和諧

穩定、發展天地愈加廣闊；25年，澳門以

前所未有的發展奇跡，向世界展示了具有澳

門特色「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透過數

字，讓讀者走進澳門（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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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之初，澳門僅有21.45平方公里。25年來，
中央多次批准澳門填海造地，並劃定陸地邊

界，澳門陸地面積增至33.3平方公里。2021年，中
央正式把106.46平方公里的橫琴島作為橫琴粵澳深
度合作區，粵澳雙方實行共商共建共管共用的新管
理體制，澳門發展空間大幅擴展。
回歸祖國前的澳門，經濟連續多年負增長。得益

於「一國兩制」方針的全面準確實施、內地經濟騰
飛帶來的廣闊機遇以及澳門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的
共同努力，回歸後的25年成為澳門歷史上發展速度
最快、品質最高的時期。

年接待旅客量達數千萬人次
在中央堅強領導下，澳門加快推進經濟適度多元

發展，產業結構逐步優化，明確了「1+4」產業發
展方向：「1」是按照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目標
要求，促進旅遊休閒多元發展，做優做精做強綜合
旅遊休閒業；「4」是持續推動大健康、現代金融、
高新技術、會展商貿和文化體育等四大重點產業發

展。
人口60多萬的澳門，年接待旅客量數千萬人次。

25年來，澳門「旅遊+」融合業態快速發展，「創
意城市美食之都」「東亞文化之都」「最佳亞洲會
議城市」「最佳會議商務城市」……澳門國際大都
市「金名片」愈擦愈亮！
在實現經濟跨越式發展的同時，澳門居民獲得感

和幸福感不斷增強。2023年，澳門就業人口月工作
收入中位數，由回歸之初的不足5,000澳門元升至
1.75萬澳門元，人均GDP超55.9萬澳門元，居民人
均存款超100萬澳門元，人均住房面積超20平方
米。

回歸祖國以來，澳門建立了涵蓋生命全周期、
覆蓋生活各領域的民生保障體系，醫療保障水平
顯著提升。澳門初級衞生保健體系獲世界衞生組
織評為「太平洋地區典範」。澳門居民平均預期
壽命83.1歲，其中男性80.3歲、女性86歲，位居
世界前列。
教育是澳門居民最滿意的民生領域之一。澳門全

面實施15年免費教育，包括幼稚教育、小學教育、
初中教育和高中教育，教育福利在亞洲遙遙領先。

世遺全球最集中城市之一
澳門是全球世界文化遺產最為集中的城市之一，

大三巴牌坊、媽閣廟、東望洋燈塔、哪吒廟……包
括20多座歷史建築、並由相鄰廣場和街道連接而成
的「澳門歷史城區」成功申遺。澳門特區政府和市
民原汁原味地護衛着澳門的歷史風貌，多元文化在
這裏和諧共存。
「一國兩制」賦予了澳門對外交往的獨特優勢。

在中央授權和支持下，澳門與120多個國家和地區
建立穩定的經貿文化關係，澳門參加國際組織和機
構的數量增至190多個，已獲得147個國家和地區免
簽證或落地簽證待遇。同時，澳門發揮葡語國家
「超級聯繫人」的獨特作用，中國—葡語國家經貿
合作論壇已連續舉辦6屆部長級會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3日上午，慶祝
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澳門25周年大會在駐澳門部
隊仔軍營舉行。
軍營禮堂內，「貫徹『一國兩制』偉大方針，

維護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標語鮮艷奪目。上午10
時許，大會在莊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聲中拉
開帷幕。
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出席大會。中央軍委政

治工作部主任助理邊瑞峰代表中央軍委機關講
話。南部戰區司令員吳亞男、澳門特區行政長官
賀一誠、中央政府駐澳門聯絡辦主任鄭新聰、駐
澳門部隊司令員于長江分別講話和致辭。大會由
駐澳門部隊政治委員林慶華主持。
進駐澳門25年來，駐澳門部隊堅決貫徹「一國

兩制」方針，認真落實基本法和駐軍法，忠實履
行防務職責，為維護澳門繁榮穩定發揮重要作
用，充分展示威武之師、文明之師良好形象。特
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駐澳門部隊堅持以習近平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
習近平強軍思想，全面加強部隊建設，出色完成
以履行防務為中心的各項任務，有力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和澳門繁榮穩定，向黨和人民交出了合
格答卷，始終是黨和人民放心、澳門同胞信賴的
忠誠衛士。
賀一誠代表澳門特區政府，向駐澳部隊25年來

為澳門安全、穩定、發展所付出的努力和貢獻，
表示衷心感謝。他表示，25年來，駐澳部隊不忘
初心、忠誠使命，始終弘揚人民軍隊的光榮傳統
和優良作風，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澳
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堅決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恪守澳門基本法、駐軍法
及相關法律，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駐澳
部隊出色完成了特區防務的神聖使命，為保持澳
門長期繁榮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
闊步新征程，建功新時代。駐澳門部隊官兵表

示，將以進駐澳門25周年為新的起點，全面貫徹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入貫徹
習近平強軍思想，大力加強思想政治建設，聚力

推進練兵備戰，堅持依法從嚴治軍，忠實履行防
務職責，助力澳門經濟社會發展，為不斷開創具
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實踐新局面作出新的
更大貢獻。
大會在雄壯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聲中結束。
澳門特區前行政長官崔世安，中央軍委機關有關
部門、中央駐澳機構代表，特區政府主要官員，
澳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常委，澳門主要中
資機構和愛國愛澳社團負責人，解放軍駐香港部
隊、廣東省、珠海市領導及駐軍官兵代表共600餘
人出席大會。
大會前日，駐澳門部隊舉辦了「逐夢強軍．禮

讚濠江」文藝晚會，通過軍地同台聯誼，以歌
舞、朗誦、情景表演等形式，展示駐軍政治建
軍、練兵備戰和履行防務新成就，歌頌澳門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新風貌，向澳門回歸祖國暨中國人
民解放軍進駐澳門25周年獻禮。

解放軍進駐澳門25年 履行防務助力發展

●12月3日上午，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澳門
二十五周年大會在駐澳門部隊仔軍營舉行。

中新社

「數」說澳門奇跡
澳門佔地面積

1999年：21.45平方公里
2023年：33.3平方公里

澳門本地生產總值

1999年：519億澳門元
2023年：3,795億澳門元

澳門入境旅客人次

1999年：744萬人次
2023年：2,821.3萬人次

澳門在2024年《福布斯》雜誌
公布的最富有國家（地區）排名

全球第二、亞洲第一

澳門居民平均預期壽命：

男性：80.3歲
女性：86歲

資料來源：新華社
●澳門，一座東西文化交匯、古今風貌相融的城市。大三巴牌坊、大炮台等歷史建築，與現代建築群交相輝映，澳門作
為國際旅遊目的地，正向世界展示獨特魅力。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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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國家憲法日，特區政府與中

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合辦座談會，讓社

會各界對憲法、基本法、國家安全相

關法例，以及特區憲制基礎和秩序有

更深切了解。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一國」原
則愈堅固，「兩制」優勢愈彰顯，香
港迎來集中精力謀發展的最佳機遇
期，港人更珍惜來之不易的國安港安
局面，更堅定維護以憲法和基本法共
同構建的特區憲制基礎和秩序，進一
步消除亂的根源，鞏固治的基礎，確
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守護好香
港由治及興大勢。

憲法是香港特區的根和源。根據憲

法的有關規定，香港特區才得以成

立。憲法是基本法的立法依據和效力

來源，為香港的「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針政策

提供了堅實的法理基礎和憲制依據。

「一國兩制」是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

最佳制度保障，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

最高原則。今年是國家憲法日成立十
周年的重要日子。增強香港社會各界
對憲法、基本法及國家安全相關法例
的了解，正確認識提升維護國安意
識、築牢維護國安防線的重要性，對
香港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保
障香港長治久安，意義重大。

香港回歸祖國27年的實踐證明，必

須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維護以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建的特區憲

制基礎和秩序，落實好「愛國者治港」

原則、維護好國家安全，「一國」原則

愈堅固，「兩制」優勢愈彰顯。

2020年6月30日，中央出台實施香港國

安法，推動香港實現由亂到治邁向由治及

興的重大轉折。今年，香港特區立法會全

票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並於3月

23日刊憲生效，特區政府帶領香港社會各

界、廣大市民圓滿完成歷史性任務，進一

步築牢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屏障。多宗涉

及危害國家安全及恐怖活動的大案，包括

「屠龍小隊爆炸案」、「35+」串謀顛覆

案等的主謀者均已判刑。今天的香港，告

別了動盪不安的局面，終結了維護國家安

全「不設防」的歷史，全面落實「愛國者

治港」原則，擺脫了政治爭拗。有國安法

律護航，香港終於迎來了全力拚經濟、謀

發展的最好時期。

然而，眼前的繁榮穩定並非必然，香
港重回正軌，仍須增強憂患意識，警惕
「亂的根源尚未根除，治的基礎尚需鞏
固」，確保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
利益的工作持久進行，嚴防威脅再現。
早前判決的「35+」串謀顛覆案揭示，沒
有安全和穩定，一切都無從談起。只有

國家安全堅如磐石，才能護佑香港長期

繁榮穩定。香港社會各界持之以恒增強

憲法意識，全面準確實施香港國安法和

香港國安條例，憲制秩序更牢固，香港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勢充分彰

顯釋放，由治及興的發展空間更廣闊。

堅定維護憲制秩序 守護由治及興大勢
特區政府估算本年度財政赤字逾1,000億元。行

政長官李家超昨日表示，政府將採取開源節流雙管

齊下策略，力求在減少對市民影響的同時，刺激經

濟，增加政府收入。面對財赤，特區政府固然應透
過簡化行政程序、提升效率節省開支，更要用好中
央的挺港政策，積極搶企業、搶人才、吸資本、吸
遊客，不斷開拓新的經濟增長點，投資未來增強競
爭力，為財政穩健打下堅實基礎。

據初步估算，特區政府2024/2025年度的綜合赤

字約達千億元，高於今年預算案時預計的 481 億

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指，有信心財政「大概在三

數年內」恢復平衡。陳茂波分析，財政收入減少有

三大原因，分別是資產市場疲弱致賣地收入和補地

價收入大幅下滑；房地產市場交投量萎縮令印花稅

收入減少；以及企業經營環境不理想導致企業利得

稅收入減少。前兩項原因其實與樓市低迷有關。賣

地收入一直是特區政府主要的收入來源，但本財政

年度原本預期賣地收入有330億元，結果暫時只有

37億元，單單此項已令特區政府少收近300億元。

賣地收入與樓市氣氛密切相關，且波動性高，隨着

減息周期開始和人才持續流入，香港樓市已經止跌

回穩，未來更有望復甦，賣地收入亦會水漲船高。

因此對目前的財赤，社會應該理性看待，集思廣益
尋求解決辦法，無需過分擔憂。

應對財赤離不開「開源節流」兩大途徑。短期而
言，節流較快見效。特區政府表示會將公務員編制
維持在2021年水平，並進一步檢視其他削減開支
的空間。特區政府的精簡行政程序，提升審批效
率，不僅能加快社會發展速度，更為政府節省開
支，應循此方向加大節流力度。

解決財赤的治本之策，在於開源。李家超強調，

國家是香港最大機遇和最強大後盾，國家經濟保持

增長，推出多項惠港措施，包括上星期恢復及擴大

深圳「一簽多行」，加上機場三跑系統已經啟用，

明年啟德體育園開幕，大量盛事及國際會議會在港

舉行，都將提振經濟，增加企業收入及財政收入。

回顧2003 年沙士後，香港曾面對經濟困境和短

期財赤。當年，中央及時推出個人遊、CEPA等政

策，助推香港經濟谷底反彈，樓股重拾升軌，特區

政府庫房充實，財赤亦迅速化解。因此，當前香港
要充分運用中央的惠港政策，轉化更大的政策紅
利。例如「一簽多行」有助提振旅遊、零售、餐飲

等行業，而業界要主動適應遊客的消費模式變化，

提升服務質素，創造更大經濟效益。

特區政府近年採取多種途徑，增強經濟發展動

力，包括持續搶企業、搶人才。今年上半年，投

資推廣署共協助 322 間企業來港開設公司或開展

業務，帶來 382 億元的總投資額；各項人才入境

計劃批出接近24萬宗，共有約16萬名人才攜同家

人抵港；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優化「新資本投資

者入境計劃」，吸引高淨值人士來港；另外，特

區政府大力發展家族辦公室，壯大金融市場以及

財富管理業務。這些新增優質企業和人才在港幹

事興業，為香港經濟提供增量，特區政府應加大

力度推進這一系列政策措施，增加財政收入，以

利降低財赤。

長遠而言，香港需要加快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培

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保障財政穩健有源源活水。建
設北部都會區、發展創科產業，事關香港提升核心
競爭力，不能因為暫時的財赤而放慢發展腳步，相
反應該着眼長遠，特區政府和工商界攜手合作、加
大投資，香港經濟才能持續健康增長，為未來的財
政收入提供增量來源，香港實現可持續發展，讓市
民共享更多發展成果。

理性看待財赤 把握機遇積極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