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 年 12 月 29 日 星期四
编辑：罗 亦 制版：张 迪
95013812345-1016 mybjzz@163.com

具有独特区域特色的澳门如何完善会展经济发

展，使之真正成为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助推器”？

对此，作为协助制定经济政策、直接与经济相联系的

重要部门“掌门人”，澳门经济局局长苏添平坦言：“澳

门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应该集中在会展业上。同时会

展业应更好地发挥平台作用，促进区域合作，为澳门

中小企业寻找新的发展契机。”

会展业是主要经济着力点

如何改变博彩旅游业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已成

为澳门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议题。苏添平对此看的

更清楚：“澳门在‘十二五’期间应该将经济发展方向

集中在会展业上”。

统计数据显示，2011 年上半年澳门举办的会议展

览活动总数共 535 项，其中会议活动 515 项，与会者达

5.8 万人次；展览活动 20 项，平均展期为 3-4 日。较

2010 年同期相比，虽然会议活动略有减少，但展览活

动入场人次上升 25.0%，达 19 万之多。

苏添平说，特区政府已在经济局下属部门中增设

了会展及产业发展厅，该部门专门负责会展政策制定

方面的工作。其后又设立了由业界商会、专家学者和

政府部门代表组成的会展业发展委员会，专门作为会

展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调整后的机构使政府对会

展业的支持更加集中、政府服务职能更加清晰、服务

效果也更有保证，为会展业的发展打下了有利基础。

苏添平强调，澳门发展会展业不仅可促进澳门经

济发展适度多元化，还可促使澳门更好的利用 CEPA

参与区域合作，发挥与葡语国家间市场桥梁的作用。

参与区域合作先要增强相互了解

会展经济，实质是依托本地产业同时又促进本地产业

发展的一种经贸活动，其对周边产业带动作用不容质疑。

《粤澳合作框架协定》、横琴开发政策，澳门大学

横琴校区、中医药产业园项目等的落实已将“区域合

作”概念渗透到澳门各个经济领域。苏添平说，全社

会都认识到参与区域合作对澳门持续多元化发展的

重要性，政府已设立专门机构负责与广东和珠海等地

的协调和沟通，加强资讯的交流与发布。

苏添平认为，随着CEPA及其后7个补充协议的签订，

澳门企业在走出去融入区域合作获得更好发展之前，先要

清楚了解中国内地在体制和法律等方面与澳门的不同。

中小企业要不断进行自我提升

随着国内外竞争的加剧，澳门的会展行业也面临

着一定的挑战。

澳门始终是属于小型的经济体。其内部绝大多

数的企业也是中小企业，甚至是微型企业。苏添平

说，随着澳门开放程度的提高，企业所面对的市场扩

大了，商机也增多了。但竞争也来了，自我竞争力的

提升已经是澳门中小企业迫在眉睫的问题。

“专业人才培养，服务素质、融资能力等方面的提升

是所有澳门企业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苏添平称，作为一

个负责任的政府，特区已经力所能及地向企业尤其是中

小企业提供了帮助。在资金融通方面，自 2003 年开始政

府已向澳门中小企业提供了“中小企业援助计划”，为业

界提供免息财务援助；同时又推出了“中小企业信用保证

计划”、“中小企业专项信用保证计划”以及“企业融资贷

款利息补贴”等，目的是为中小企业提供银行信贷保证和

支持。截至目前，已动用资金总计达数亿元。

苏添平说：“政府的支持和协助固然重要，但企业

要想发展最终还得靠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来获得。”

从国家“十二五”规划，到“粤澳合作框架协议”，再

到“横琴新政”的颁行，澳门参与到区域合作的政策和路

径已经清晰显现。澳门立法议员关翠杏认为，其中人力

资源市场会经历一段不能适应澳门多元发展需求的“阵

痛期”，而随着区域间未来合作的逐步深入，澳门的个人

和企业若还是缺乏危机意识，坐等政府保护和扶持，一

定会错失良机，甚至被市场经济的大潮抛弃。

库房充足，反累竞争意识提高

关 翠 杏 最 大 的 忧 虑 是 —— 公 众 危 机 意 识 的 减

少。“这是澳门面临最大的危机”。

对于澳门在参与区域合作过程中社会整体竞争

意识不足，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关翠杏把它归结于两

个方面，一是近年来庞大的赌收使得政府财政库房日

益充足，现金发放等形式的经济发展成果分享增多；

二是由于澳门经济的发展很快，不少人满足于现有的

工作和收入，对自身的要求不高。

关翠杏指出，现在的澳门经济环境趋好，反而滋

长了大家安逸的心态，对政府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让

关翠杏最“无法理解”的是，连横琴开发中澳门的不少

企业也是希望政府带他们参与。“政府在横琴开发中

的作用就是与中央沟通协调，在政策上达成合作，提

供各种优惠和便利条件，具体的机会还是需要企业自

己去寻找，如果晚了就可能被别人抢走！”关翠杏说。

共同努力，营造和谐社会环境

发展离不开和谐的环境。和谐，是一种生产力。

现在，澳门不断出现围绕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和政

策措施产生争论的现象，且批评政府政策的声音越来

越多，这反映出澳门社会参与经济建设程度的不断提

高。当然，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一些政策措

施在普通市民眼里变得有些扑朔迷离。

关翠杏指出，要想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为社会营

造和谐的氛围，并为政策措施实行创造有利条件，政

府和社团需要共同努力。政府要在政策出台前的酝

酿阶段重视对政策的宣传，讲清楚为什么要实行这一

措施，不实行会带来什么后果等。社团则除了要坚持

为各自阶层利益服务外，要在“澳人治澳”的方向上有

大局观念并有更大的担当，对政府政策的出台，要有

甄别大是大非的能力，并能提高全社会参与经济建设

的程度，助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形成。

走向大同，须先解决内部问题

如今，社会发展已经从曾经的“竞争”、“竞合”走

向了现在的“融合”时代。

澳门如何融合到粤港、大珠江三角区乃至世界的

市场大潮中，是所有澳门人必须面对的一道考题。

关翠杏说，澳门在参与区域合作发展前，需要处

理好内部问题。首先，是对政府现有庞大的财政货币

利用。她认为，政府的资金应该大量用在诸如交通设

施等硬件设施上。在资源投放前期应做好研究和规

划，同时还应充分考虑未来与所融入区域的协调发展

问题。其次，是用在教育资源上。要继续加大对基础

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投入，尤其是应做好提高现有劳动

者素质的培训工作上。另一方面，澳门在实现世界休

闲旅游中心的过程中，必须在自身文化特色的开发上

多做努力。除了要对现有世界文化遗产资源进行开

发外，还应考虑要将澳门乡土文化教育纳入到整个基

础教育中，让全社会更好的把握澳门文化特色。在完

成了自身旅游资源开发和完善了自身旅游环境后，才

能与周边地区合作，推广“一程多站”的旅游，旅游业

的发展才会事半功倍。

成功不能一蹴而就，只要澳门人共同努力，特区

迎来辉煌的“第二春”将是指日可待。

品牌，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形象。

“澳门是个有文化的地方、是有文化底蕴和

文化潜力的地方。”这是历任中央领导人对澳门

的最高评价！一个只有 50 万人口的澳门小城，

却凭借每年近 3000 万游客流量、300 多亿元（澳

门元）的零售市场销售额，受到众多国际知名品

牌的青睐，纷纷抢滩登陆。

品牌店入驻，为澳门形象锦上添花

对于澳门人来说，都能清晰感受到近几年来

各种品牌店的门庭若市，越来越多品牌店如雨后

春笋般在澳门涌现。澳门本身市场虽然并不大，

但是每年近 3000 万的游客，突破 300 亿元的市场

零售额，难有国际知名品牌不对澳门感兴趣。

“越来越多国际品牌入驻澳门，一方面说明

澳门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也丰富

了澳门的消费市场，提升了澳门旅游城市形象。”

何敬麟如是说。

品牌店发展背后，澳门面临冰火两重天

一枚硬币，总有它的两面性。“随着国内外大

环境的不断改变，我们在感受着品牌店所带来的

欣喜同时，也看到了澳门在塑造自身商品品牌过

程中的隐忧。如品牌店的大量涌入使店面租金

大幅抬升，经营的成本越来越大。“澳门引入和经

营品牌时面临着不少困难。在自创品牌意识不

强，先机已失的情形下更是难上加难。”何敬麟

感叹道。

自创本土品牌，澳门将如何突围

长久以来，澳门只是个小地方，要做出和做

好一个品牌，难还是不难？对此，何敬麟的答案

是，现在经济社会发展了，环境也变得复杂了，要

创立品牌更是难上加难。这其中除了上述已经

提到的经济因数外，更重要的是受人的意识和社

会环境的影响。澳门其实并非没有特色和驰名

的产品，但从实际情况看，这些产品多是由中小

微型企业以家庭作坊式的方式生产和经营起来

的，创立品牌的基本条件都欠缺。而更主要的是

大家根本就没有将产品发展成为品牌并做大做

强的意识。此外，丧失先机也是澳门现在创立品

牌的困难之一，而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则是困难

之二。

尽管是面临诸多困难，但是也不能完全否定

澳门的自创品牌。实际上澳门也是有着不少的

知名品牌，如“手信”业界的“咀香园”“澳门豆

捞”、“大自然地板”等。

如何在澳门构建自主品牌？何敬麟说，要想

取得成功最主要的是看所处的行业，“比如与旅

游娱乐相关可能就会成功，而与之前澳门传统的

成衣制造业相关则较难出现好的品牌”，“这是因

为环境变化了”，“如何认识和把握则要视乎个人

和企业的眼光和能力了”。

当手信美食遇上创意品牌，当“咀香园”遇上“澳门佳作”

会怎样？2011 年 9 月底，两家公司在澳门携手呈现“ 官也

墟”。咀香园董事总经理黄若礼表示，“官也墟”是澳门佳作与

咀香园携手以“活文化创品牌”理念的实例载体，是澳门文化

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虽然“白老鼠”是首次做出尝试，但黄若礼仍感到前景

广阔，信心十足。

手信美食和文创精品共生

扎根澳门的咀香园饼家，几十年专注于美食产品，咀香

园现时的产品种类已超过 100 种，在澳门可谓妇孺皆知的第

一品牌。来澳门的游客几乎都会选择带回一些杏仁饼、凤

凰卷作为手信以飨亲友。“我总感觉这其中欠缺一份澳门独

有的文化气息，毕竟澳门有 400 多年中西文化交融历史，不

是单一的饼食所能完全代表的。”黄若礼说，“从好久以前我

就希望能有个地方能向游客提供多元的产品，以满足游客

的不同需求”。黄若礼直到两年前认识“澳门佳品”的负责

人林子欣先生，两者一拍即合，于是就有了“咀香园”与“澳

门佳作”携手联姻、手信美食和文创精品共生的决定。

黄若礼表示，“咀香园”已成为本地经典品牌；“澳门佳作”

也是本地现时最大规模的自创品牌。由两个澳门原创品牌携

手创立“官也墟”品牌专卖店，既集结了澳门老中青三代艺术家

和设计师的艺术创作，也从视觉、味觉、听觉等多方面展现了澳

门古往今来的独特魅力风情。

营造食品的文化氛围

澳门手信企业对于原材料的选择、产品质量的把关等

方面的要求十分苛刻。咀香园饼家可说是澳门具代表性的

品牌，已经成为澳门的另一种标志。

“墟”位于氹仔官也街，总面积 3000 多尺。一楼为“咀香

园”饼店；二楼为“梳打熊猫”天地，可爱的熊猫变身为怀旧温

情大使；三楼为“澳门佳作”的专卖店，本土艺术家的精心创作

将澳门独特的文化气息表现得淋漓尽致；四楼是名为“官也顶

层”的艺术空间，收集和展示了本地艺术家的原创作品。

携手文创品牌，功夫在诗外

从表面上看，虽然两者的结合是文创品牌更多依靠“咀

香园”这个品牌，但是黄若礼却认为这是“双赢”，因为这种

结合不仅方便了游客的选择，而且文创品的集中也可以带

来应有的文化氛围。这种与文创相结合的方式若取得成功

亦可在澳门之外复制，当然现在的只是起步，未来咀香园将

会继续深化与文创业界的合作，更多的从包装等方面加入

文化、艺术特色。

“咀香园”与“澳门佳作”摸石头过河，作为合作主要倡

导者，黄若礼坦言即使是做“白老鼠”也是建立在信心和实

力的基础上，相信合作未来的前景广阔。

其实，在商业角度之外，黄若礼更看重的是此合作模式所能

给澳门社会带来的影响。他希望看到的是能够有更多的企业来

效仿“咀香园”与“澳门佳作”的“联姻”方式。若真是如此，越来越

多的澳门文创品牌与传统经典品牌可以形成一条街甚至是一个

区的话，相信将会造就出澳门旅游一个崭新的、游客必到的地标，

无论是对澳门文化创意产业还是对澳门整体的旅游业都会产生

积极的影响，更会将澳门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世人面前展现出来。

注：本文中氹仔，属于地名。中文拼音为“dang zai”。

会展业，澳门未来经济的重要着力点
——访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局局长苏添平

从“竞合”到“融合”，

更需“竞争”意识
——访澳门立法会议员关翠杏

当“经典美食”遇上“创意品牌”——

甘做两者结合的“白老鼠”
——访澳门“咀香园”董事总经理黄若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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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品牌，澳门如何追赶世界的脚步
——访澳门国际品牌企业商会副理事长何敬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