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澳良性互動 做好做強大灣區
賀一誠：澳門避免一業獨大 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澳門行政長官賀一誠17日接受 「機遇澳門」
主題採訪時表示，澳門今年首季度經濟

按年增長25%，旅遊業恢復強勁，非常有信
心全年經濟能達到雙位數增長。為了避免
「一業獨大」 ，澳門會應中央要求調整，按
「1＋4」 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展望未
來，他說，澳門一直都有 「愛國愛澳」 的傳

統，澳門會積極按照中央要求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推動產業多元發
展。香港永遠是澳門的老大哥，大灣區各城市應該清晰各自的定位，
盼望香港和澳門多往來，良性互動，一起把大灣區做好做強。

機遇香港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蔡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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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一誠表示，澳門今年首季度經
濟按年增長25%，旅遊業恢復強勁，
希望第2至第4季度能保持較好的增長
勢頭，非常有信心全年經濟能達到雙
位數增長，恢復到2019年的經濟水
平。

發展橫琴合作區 擦亮澳門金名片
賀一誠不諱言，澳門土地稀少，

是限制經濟發展的主因，所以會積極
發展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用行動去
證明澳門是國際大都會、擦亮澳門國
際大都會的招牌。 「擦亮這個名片，
不是嘴巴上去擦，也不是用手去擦，
而是用行動去擦，靠我們廣大的居民
共同努力。」 而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政策要落實得好，必須在經營制度、
互聯網等方面和澳門的國際化看齊，
增強競爭力。

他指出，澳門旅遊業恢復強勁，
相信今年能做到財政收支平衡，明年
預計能有盈餘。為了避免 「一業獨
大」 ，澳門會應中央要求調整，按
「1＋4」 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例
如去年博彩業佔生產總值約四成，較
最高峰時逾六成佔比有所下降，持續
推動中醫藥大健康、現代金融、高新
技術、會展商貿及文化體育四大產業
發展。

演藝、會展及體育都是澳門的發
展方向。賀一誠說，澳門的演藝活動
在過去兩年發展良好，不少國際影
星、歌手都很喜歡到澳門演出，但澳
門現有的室內場地較細小，最多只能
容納1.6萬人。為了不影響本地居民的
正常生活，政府放棄室外場地的搭
建，擬建造一個可容納5萬至8萬人的
室內表演場地，料近期將會公布選
址，希望明年能正式投入使用。至於
體育方面，澳門幾乎每月都會舉辦兩
場國際體育盛事，反映澳門舉辦有關
賽事有一定吸引力和熱度，亦能拉動
澳門經濟和其他消費增長。

談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賀一誠

指出，澳門可以借助橫琴及中葡國家
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大力發展中醫藥
市場，並打入葡語國家市場。他說，
不少非洲的葡語國家把中醫藥稱為
「植物藥」 ，在當地亦有數千年歷

史。今年中葡論壇中，中成藥的發展
獲得很多葡語系國家領導人的重視，
並得到對方認可。澳門中成藥只要做
好葡文翻譯和產業鏈的供應，相信能
獲得海外發展的新機遇。同時也希望
在橫琴的中醫藥產品能拓展至大灣區
各個城市使用，為拓展海外市場打下
堅實的基礎。

感謝香港支持 未來共同發展
此外，賀一誠強調，澳門一直都

有 「愛國愛澳」 的傳統，歷屆特區政
府都做好 「愛國愛澳」 的工作，未曾
放鬆。賀一誠又提到，大灣區各城市
應該清晰各自的定位，避免在同一產
業惡性競爭，才能更好地進行深度合
作，未來澳門跟香港會繼續共同發
展。

談及港澳合作，賀一誠形容 「香
港永遠都是老大哥」 ： 「（香港）畢
竟是世界國際金融城市，多年以來對
澳門有很多支持。我們跟香港大家是
兄弟般的一個情感，我也去香港拜
訪、李家超特首也到澳門拜訪，我們
都有良性互動，所以有什麼事情大家
都可以通電話。」 他說，在大灣區建
設上要共同謀劃，盼望香港和澳門多
往來，良性互動，一起把大灣區做好
做強。

▶來自各地的
旅客在澳門大三巴
牌坊一帶遊玩、拍
照留念。

中通社

澳大擬設橫琴校區 育一站式產業人才
澳門大學校

長、智慧城市物
聯網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宋永華在
「機遇澳門」 活動中接受訪問時表
示，澳門大學將透過高品質的學科建
設，滿足粵港澳大灣區和澳門健康、
高科技、金融等產業的發展需求。他
說，學校計劃在橫琴設立新校區，培
養大灣區和澳門的一站式產業所需的
人才，並成立高等研究院進行前沿科
學研究和成果轉化。澳門大學將搜羅
國際高階人才，招收更多大學部學
生，希望在2028年實現正式招生，預
計將增加8000名學生，其中4000名研
究生。

宋永華告訴記者，澳門大學致力

於透過國家重點實驗室和國際合作，
推動智慧城市建設，解決城市能源、
交通和安全災害等問題。此外，澳門
大學將繼續加強與內地區域和學校的
合作，推動雙學位課程，培養學生更
好地了解和服務國家。據介紹，澳門

大學於2018年7月獲國家科技部批准
設立全國第一個智慧城市物聯網領域
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實驗室定位解決
智慧城市物聯網關鍵科學和技術問
題，提出帶有基礎性和共性的理論、
算法和系統，開發智慧城市的示範應
用。

在文化傳承方面，宋永華指，澳
門大學重視中華文化和多元文化的傳
承與創新，透過建立相應的研究中心
和教學課程推廣中國文化。同時，澳
門大學也在科技方面積極實現文化遺
產的保護與修復，透過智慧感測網
路、通訊大數據分析等技術手段，為
文物監測與修復提供支援。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蔡競文
▲市民在澳門大學舉辦的開放日活動
上觀看機械狗運動演示。 新華社

教育合作

▲民眾參觀 「香港．全球人才高峰
會」 粵港澳大灣區展位。 中新社

澳門特區行
政長官賀一誠17

日接受採訪時表示，澳門不會放棄博
彩業，但為避免 「一業獨大」 的問
題，決定發展 「1+4」 的產業多元化
策略。

澳門中華總商會副會長、信德集
團董事長何超瓊指出，澳門旅遊業已
經有所突破，不再是單一行業，澳門
的旅遊業處於領先位置，澳門幾十萬
人口能夠做到幾千萬的接待能力，而

且還是五星級的國際品牌。交通基建
方面，澳門回歸前主要依靠信德集團
提供往來香港、澳門主要快速的客船
客運，但回歸之後，澳門很快與內地
方面連接起來。何超瓊認為，需要尋
找各種方法去增強澳門的內涵，首先
要把更多中華優秀的傳統文化在澳門
向外推廣，除了能吸引內地遊客之
外，更重要是要開闢新的國際市場。

此外，對於外界有說法認為，隨
着內地經濟發展，香港超級聯繫人的

作用正在削弱，何超瓊相信問題不在
香港，而是全球經濟出現新的發展，
很多傳統投資工具已經不合適，現在
有很多新的投資產業，香港需要時間
在這方面累積經驗。她認為，香港金
融中心的位置不會被淘汰，但需要一
段時間去建立新的技能、新的模式吸
引投資者。至於投資方向，她認為未
來可塑性高的行業為創新產業、新能
源、AI。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蔡競文

何超瓊：拓新投資模式 港金融中心地位不動搖
創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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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122周年 開拓創新不停步

掃一掃有片睇▲6月17日是《大公報》122歲生日，當日舉行了簡單而隆重的慶祝儀式。

【大公報訊】記者義昊報道：昨天是《大
公報》122歲的生日，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舉行了簡單而隆重的慶祝儀式。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總編輯
張國義在慶祝儀式上向《大公報》122周年表
示熱烈祝賀！過去100多年，《大公報》見證
並記錄了國家及中華民族從苦難邁向輝煌的歷
史，始終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留下了寶貴的
財富，這也成為《大公報》繼續前行的重要力
量。《大公報》始終堅持堅定的愛國愛港立
場，積極發揮旗幟和引領作用。張國義說，當
前，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正在按照習近平總
書記賀信精神的指引，以發展新質生產力為主
線，大力改革創新，在香港輿論環境中越來越
發揮凝聚社會共識的作用。《大公報》同仁們
更是以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的精神積極開
拓創新，不斷呈現新成績，可喜可賀，祝《大公

報》越辦越好。
《大公報》1902年6月17日於天津創刊，

是中國迄今歷史最悠久的報紙，也是全世界連
續出版時間最長的華文報紙，近年積極發展網
絡傳播，卓有成效。 「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
公」 是《大公報》的辦報宗旨， 「立言為公、
文章報國」 是《大公報》始終不渝的品格。

2022年6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親致
賀信，祝賀《大公報》創刊120周年，對
《大公報》給予高度肯定並提出殷切期望，希
望《大公報》不忘初心，弘揚愛國傳統，銳意
創新發展，不斷擴大傳播力
和影響力，為 「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為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書寫
更為精彩的時代篇章。

視頻：張凱文、鄧浩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