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
企
業
家
澳
門
打
拚

籲
青
年
抓
灣
區
機
遇

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
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 20242024年年1212月月1919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24年12月19日（星期四）

2024年12月19日（星期四）

●責任編輯：鄧逸明文匯要聞A7
澳門回歸澳門回歸2525周年周年

增合作民心所向增合作民心所向
港澳聯動達雙贏港澳聯動達雙贏

港澳人士同在濠江尋獲事業春天 勉後進認識國家機遇創新天

話你知

香港和澳門都是祖國的掌上明珠，這兩個特

區亦擁有深度合作的歷史基礎和廣闊前景。有

在澳門發展的土生土長港人、土生土長的澳門

企業家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兩個

特區都擁有「一國兩制」的優勢制度，以及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地位優勢，在產

業發展上又能優勢互補，他們自己亦在兩個特

區的聯動協作中找到自己事業的春天。他們強

調，港澳合作是從政府到民間的民心所向，他

們鼓勵港澳青年認識國家發展機遇、兩地人才

進一步流動，相信在國家的支持下，港澳攜手

並肩，定能創造更美好的明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康敬 澳門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學怡）香港和澳門
地緣相近，語言相通，文化淵源相同，令港澳
在海陸空運輸方面都非常密切，兩地人員的來
往更是極為頻繁。從最早及唯一連接港澳兩地
的海運渡輪服務，到空中直升機客運來往，以
至2018年 10月正式開通的港珠澳大橋，都使
到兩地的關係親上加親。現在，大家都為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構建美好的粵港澳大灣區作出
貢獻。

水上往來歷史悠久
在水上交通方面，目前營運來往香港和澳門
之渡輪航線營運商有噴射飛航與金光飛航，提
供由香港的港澳客輪碼頭、香港國際機場海天
客運碼頭來往澳門的外港客運碼頭、氹仔客運
碼頭之渡輪航線。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海事及
水務局數據顯示，本年度港澳往返海上航線的
每日平均載客量在最高峰時段為8月，逾2萬人
次。

隨着科技快速發展，渡輪公司還在不斷改善
船程時間、載客量和舒適度，為港澳兩地人士
提供可靠、快捷和舒適的水上交通行程。

直升機航程最快
要數最快來往香港及澳門的交通，非直升機
莫屬。在1990年，直升機成為另一種港澳間往
來的運輸工具。1993年，新外港客運碼頭啟
用，直升機服務亦遷至新碼頭，同時增設夜間
的航班服務，為港澳兩地的來往交通安排繼續
添磚加瓦。
「一橋連三地」的交通區域優勢疊加口岸24

小時便利通關特性，令港珠澳大橋成為三地居
民「北上南下」最熱門及最便利的通道之一。
港珠澳大橋邊檢站目前數據顯示，今年截至10
月22日，經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
客流總量已達到 2,150 萬人次，同比增加
84.8%，是2018年港珠澳大橋正式開通以來首
次突破2,000萬人次大關，亦是2019年同期的

1.96倍。
根據澳門特區政府交通事務局網站資料顯

示，為進一步推動港澳兩地物流業務發展及經
貿往來，有序落實兩地貨車使用港珠澳大橋運
載貨物往來港澳的安排，交通事務局在2023年
上半年已完成「港珠澳大橋澳門跨境貨物運轉
站」工程的建設，為港澳陸路跨境貨物提供快
捷便利的交收及轉運設施。合資格的香港貨車
及澳門貨車，辦理所需手續後，可使用澳門跨
境貨物運轉站進行貨物交收及轉運。香港跨境
貨車無須在澳進行通關及清關手續，完成貨物
交收程序後可經由專用行車天橋返回港珠澳大
橋快捷回港。
港珠澳大橋開通後六年來風雨兼程，對促進

大灣區融合發展具有非凡的意義，不僅大大縮
短了三地物理上的距離，還極大地促進了三地
的互聯互通，以及經濟、文化、人員的交流，
從而更好更快地共同構建美好的粵港澳大灣
區。

2023 年香港和澳門的貿
易總值達891億港元。在貿

易總值方面，澳門在2023年是香港第十七大
貿易夥伴。
在服務貿易方面，澳門在2022年是香港第二

十四大貿易夥伴。雙邊服務貿易總額在2022年
達49億港元。在投資方面，澳門在2022年是香
港第十九大外來直接投資來源地，以及香港第
十二大向外直接投資目的地。
香港和澳門特區在2017年10月27日簽訂了

《香港特別行政區與澳門特別行政區關於建
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港澳CE-
PA》），《港澳CEPA》涵蓋貨物貿易、服
務貿易、投資、知識產權、經濟和技術合作
等範疇，雙方的承諾超越世界貿易組織水
平，為兩地業界的市場准入提供更佳法律保
障。《港澳CEPA》於簽署日生效，其中貨物
貿易和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承諾於2018年1月1
日起實施。
2023年，澳門整體入境旅客逾2,800萬人
次，香港是澳門的第二大客源市場，去年有
接近720萬香港旅客人次到訪澳門。

海陸空往來密切 大橋開通親上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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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土生土
長的鍾靜儀大約
20年前來到澳門
發展，乘着國家
政策和澳門發展
的東風，在這裏
開創了自己涵蓋
澳門、香港和橫
琴的事業。她昨
日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
示，國家對兩個特區的支持、澳門和香港的
相似與互補，令她在澳門回歸祖國後抓住了
黃金發展期，成就了自己的事業。她相信兩
個特區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國家政策的支
持下，能創造更大的發展空間，不僅是自
己，相信下一代更能獲得更好的未來。
澳門回歸祖國後，賭權於2002年開放。
幾年後，鍾靜儀從香港來到澳門發展。她先
在澳門當地的公司做媒體和市場相關的工
作，隨後瞄準商機開始自主創業，她說當時
遇上了發展黃金期，公司發展愈來愈好，提
供的服務亦愈趨多元。
近年，鍾靜儀又遇上一個新的、更大的
發展黃金期。粵港澳大灣區、橫琴粵澳
深度合作區的發展，「一小時生活圈」
的成功搭建，都為她拓展事業邊界提供
可能。
「香港、澳門和大灣區內地城市愈來愈
互聯互通，在香港、澳門、橫琴都設置公
司對事業發展有幫助。」她表示，香港愈
來愈多的公司想到澳門發展，澳門也有很
多公司想開到香港，港澳特區和內地的公
司亦都對對方的市場很有興趣，希望擴展
新的市場，而這正是她公司努力把握的新
機遇。

港澳同設據點 利內企「走出去」
鍾靜儀在澳門、香港都有公司，這令她更
容易開拓海外市場，現在愈來愈多內地公司
希望透過香港和澳門出海，而她的公司在兩

座國際城市都有據點，則可為內地公司「走出去」提
供更完善的服務。

兩特區同中有異可互補
與澳門和香港都有深度鏈接的鍾靜儀深刻感受
到，香港和澳門文化相近，又各有特色，相近的文
化可以令香港人更容易適應澳門的生活，而兩個特
區的不同點，又可以形成互補，創造更大的發展機
遇。
國家是這兩顆「掌上明珠」最堅強的後盾，鍾靜儀
說，港澳背靠祖國是蓬勃發展的重要保障和底氣，港
澳青年必須要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把握大灣區發
展機遇，相信新一代的發展機遇會愈來愈大。
她感謝中央對澳門、香港發展的支持，認為自己
在澳門回歸後抓住了發展契機，很慶幸來到澳門發
展，她相信未來澳門和香港都會愈來愈好。

在澳門從事金融工作
近20年的余景豪是土生
土長的港人。他昨日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過去港澳在金融方
面的合作順暢，未來希
望澳門進一步開放金融

業中高端人才引進的恒常機制，增進港澳專業
人士流動，讓更多香港人才可以到澳門，培養
澳門的青年以及推動行業發展，以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的優勢，為澳門打造區域金融中心
提供幫助，港澳攜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共同
助力粵港澳大灣區的加速建設。

助兩地專才流動 育澳青投身金融
余景豪與澳門的緣分要從他的愛情說起，

「我太太是澳門人，2002年我們拍拖的時候我

就經常來澳門，2006 年我就正式到澳門返
工。」近20年在澳門生活工作的他也一路見
證澳門的變化，有新建的各類場所，澳門街頭
變得五光十色，經濟更有了蓬勃發展。澳門居
民對金融、財富管理的意識逐步提升，澳門的
金融行業也在社會的發展變化中不斷前進。作
為在澳港人，余景豪十分關注兩地的協同發
展，特別兩地如何攜手建設粵港澳大灣區。
今年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布5

周年，灣區建設也是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下的重
大發展戰略，余景豪表示，澳門正在積極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包括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建設，
區域發展也給更多澳門青年帶來機遇，他也感受
到港澳青年一樣都十分有上進心，兩地可以增進
各行業的交流和人員流動，如香港的金融界中高
層人才可以到澳門，培養澳門的金融人才和推動
行業進步，這也需要澳門特區政府加快審批勞工

配額。
他同時關注到，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
17日獨家為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撰文，強
調以港澳所長服務國家所需，他相信這是港
澳各界的共識，「我從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
人，成為在澳生活20年的港澳人，希望香港
好、澳門好、國家更好。」
余景豪現在也是澳門證券基金行業協會理事
會總幹事。他分享道，協會今年多次到香港與
當地金融同行開展交流，包括到訪香港金融發
展局，雙方就金融市場創新、監管體系建設、
人才培養等方面進行深入探討，同時與香港中
資證券業協會和香港投資基金公會的成員開展
交流，探討行業發展趨勢、合作前景等。余景
豪希望澳門能加快打造金融市場機遇，如金融
產品的開放和創新，吸引更多金融創新人才來
澳門發展。

澳門工商界看準港澳合作的商機與空間。澳
門工商聯會執行會長吳華威昨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香港是世界公認的國際貿易中
心，澳門是國際旅遊城市，澳門工商界希望可
以善用兩個特區各自的優勢，加強合作、聯動
港澳，「大家看到無限機遇。」
吳華威說，港澳一直是一家，一路以來在經

貿、旅遊等領域的合作都很頻繁。中央一直很
重視兩個特區，兩個特區的各項發展亦不斷進
步，特別是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下，港澳地區
更是商機無限。
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及澳門

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年，香港中小型企業聯
合會與澳門工商聯會早前合辦「香港星級品牌
大灣區星級品牌企業獎2024頒獎典禮（澳門

站）」。吳華威說，這是大家的創新合作，希
望服務中小企，促成港澳商界團結、聯動整個
大灣區，「香港和澳門的企業家都有相同的理
念，認為建設大灣區是國家賦予港澳的使命，
我們正思考如何抓緊相關機遇。」

港企可藉政策落地橫琴深合區
吳華威觀察到，香港和澳門商界對雙方合作
有很大期望，大家亦都相信會有很大合作空
間。他說，香港中小企可以透過澳門政策落地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讓他們看到在深圳前海
外的更大發展空間。他並透露，除了香港有很
多優質連鎖品牌非常適合澳門市場，不少香港
工商界人士現在亦看準澳門大健康產業等產業
發展。

澳門企業對
香港市場亦同
樣充滿興趣。
吳華威表示，
近兩年，澳門
不少民企特色
的老店開始開
辦連鎖店，不僅把業務拓展到內地，也開始進
入香港市場。他們看準香港人流多、人口多、
香港人喜歡澳門的美食等特點，相信發展都不
錯。
國家主席習近平說，「澳門是祖國的掌上明

珠。」吳華威認為，這賦予大家能量，讓大家
感覺到國家很關愛澳門，相信在國家的支持
下，澳門可以發展得更好。

澳工商界：善用兩特區優勢增合作

居澳港人盼澳門設機制吸金融人才

●吳華威 受訪者供圖

●余景豪
受訪者供圖

●鍾靜儀 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興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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