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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回归在即, 如何使澳门在回归后继

续保持繁荣并在下个世纪高速发展, 是许多

专家和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21 世纪将是人

类社会信息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信息产业唱

主角的世纪, 因此, 我们认为, 澳门应大力发

展信息产业, 同时用信息技术改革传

统产业, 从而使澳门经济持续繁荣, 高速发

展。

1　澳门发展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

技术产业的必要性

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浪

潮的冲击, 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信息产业在各国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

置。著名信息经济学家波拉特经过大量的统

计之后指出, 1967 年, 美国的信息经济产值

就已占国民总产值的 46% , 信息部门就业者

的主导作用。当前, 学术研究、学术交流活动,

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经费压力的制约, 仅仅

靠挂靠单位一家支持, 还有很多实际困难。因

此, 学术研究委员会希望各专业委员会同仁,

必须多方寻求支持, 寻求赞助, 要加强“企会

挂钩”活动, 以维系学术交流活动的正常运

行。今后, 学术交流活动要逐步向“以会养

会”的形式转变。

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五届学术研究委员会

及各专业委员会、各位委员肩负着重大、光荣

的使命。让我们共同努力, 在党的领导下和挂

靠单位的支持下, 发动和团结广大会员和图

书馆工作者, 以“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精

神, 投身于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工作, 为提高

学会的学术权威性, 提高学会在我国图书馆

界促进学术研究、开展学术交流的主渠道地

位, 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为迎接国庆 50 周

年和学会恢复活动 20 周年, 促进我国图书馆

事业和图书馆学术的发展而努力奋斗。

刘湘生　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长, 研究馆员。通

讯地址: 北京白石路 39 号。邮编 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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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入就已占国民收入的 53% 以上[1 ]。1980

年, 美国的就业人口中农业人口约占 3% , 制

造业占 20% , 服务业占 30% , 信息业占

47%。1985 年, 欧共体的信息产业在 GN P 中

的比重已达 66. 7% , 信息产业就业人口占总

就业人口的 55%。进入 90 年代以来, 美国的

信息产业发展更为迅速, 全国已有 60% 以上

的工作涉及到信息产品的开发和制造。美国

副总统戈尔提出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计划

后, 在美国掀起了信息网络建设的浪潮, 信息

技术成为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仅

仅作为信息产业一部分的计算机硬件、软件

以及有关运行计算机的年产值就达到 5000

亿美元, 占 GN P 的 10% , 信息产业的产值已

超过了国民经济总产值的一半。

在美国的影响下, 亚洲的“四小龙”开始

注重发展信息产业。80 年代中期, 新加坡提

出了实施第三次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方向,

着重发展信息产业。韩国在第 5 个五年计划

( 1982～ 1986 年) 把主要产业重点放在电子

工业和信息产业等尖端技术产业上。台湾对

信息产业也给予了优先发展的政策。台湾选

定的今后 10 年重点发展的 12 项产业中, 前

2 项均为信息产业。第 1 项电子: 重点产品是

微电子集成电路、电脑系统、光电器件; 第 2

项资讯: 重点是整个服务通讯网络、软件发展

工程技术与工具[2 ]。由于亚洲“四小龙”重视

发展信息产业, 其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经

济结构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台湾的产业结构

已由劳动密集型转变成技术密集型, 台湾和

韩国的信息产业产品已成为其第一大出口产

品。高科技产品出口带动了整个经济的高速

发展, 这说明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技术

革命的兴起, 经济的增长方式主要靠高科技

产业来推动。

澳门的主要支柱产业是博彩旅游业、外

贸、金融业和加工业, 这四大支柱产业的科技

含量不高, 即使是澳门与内地的合作合资企

业也基本上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据统计, 东

莞的 4500 多家港澳“三资”企业中, 劳动密集

型企业占 87%。因此, 从总体上看, 澳门经济

的高科技产业成分不高。随着广东的经济发

展, 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价格不断上涨, 加之国

际上的竞争日趋激烈, 因而, 劳动密集型的经

济发展战略和“前店后厂”式的澳门与内地的

经济合作模式已经过时, 必须用新的经济发

展战略来取而代之。

近年来, 澳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 房地产

业不景气, 这也说明澳门的经济需要调整, 要

通过发展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来

促使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转变。

发展以信息技术产业为核心的高新技术

产业, 以技术密集型取代劳动密集型应成为

澳门新的经济发展战略。

2　澳门信息产业的发展目标

澳门发展信息产业应在原有的经济模式

和基础上进行,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2. 1　用信息技术改造和促进四大传统

产业的发展
发展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

不仅本身能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 而且能通过

改造传统产业来促进其发展, 创造高附加值。

2. 1. 1　博彩业

博彩业是澳门经济的重要支柱, 80 年代

以来, 博彩业的产值一直占澳门区内生产总

值的 25% 以上, 占澳门政府全部税收的 40%

左右[3 ] (见表 1)。
表 1　博彩业在澳门 GD P 中的比重

单位: 百万澳门元

年份 GD P 博彩业收益 占 GD P 的比重 (% )

1991 32. 118 8. 916 28. 82

1992 40. 289 11. 380 28. 25

1993 46. 481 14. 000 30. 12

资料来源: 统计暨普查司 (统计年鉴)

然而, 1996 年, 澳门的经济增长率不到

1% , 博彩业出现了负增长, 下降了 12%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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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必须用高科技产业来改造博彩业, 使之

重放异彩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

澳门的传统博彩项目概括起来有: 番摊、

骰宝、百家乐和角子老虎机等。应用信息技术

对这些传统项目进行改造, 增强操作的方便

性并使之在声、光、色方面更加吸引人, 从而

使这些传统的博彩项目焕发新貌。同时不断

开发新的博彩项目, 如遥控博彩、网上博彩以

进一步提高博彩业的吸引力并扩大参加澳门

博彩的人数和区域范围, 扭转博彩业下降的

趋势。

在旅游方面应借鉴美国拉斯维加斯的经

验, 发展以博彩业为核心的大旅游业, 用光电

技术创造不夜城, 创造具有澳门特色的人文

景观, 吸引更多的游客光顾澳门。

2. 1. 2　出口加工业

澳门的出口加工业主要是纺织品、成衣

和玩具制造业。随着珠江三角洲的发展和贸

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澳门的出口加工业面临

着严峻的挑战。因此, 运用信息技术挖潜创新

成为当务之急。

服务行业的特点是个性化和多样化, 运

用 CAD öCAM 技术可很容易地设计出具有

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时装、鞋、皮包等产品, 逐

步用高档的、高附加值的产品取代低档、低廉

的产品, 不断提高澳门服装行业的竞争力。

玩具制造业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

行业, 在人类已步入信息社会的今天, 如果还

停留在大、笨、重、老的阶段肯定是缺乏竞争

力的。只有应用电子信息技术开发新颖的、具

有智力开发作用的新一代电子游戏产品, 尤

其发展与家庭电脑配套使用的游戏软件产

品, 才能吸引家长、儿童和少年, 从而最大限

度的占领玩具市场。

为了加强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 澳门

的出口加工业应不断增大高科技信息产品的

比重。

目前, 世界高科技产品贸易在迅速增长,

尤其是发达国家增长更快。1981 年美国高技

术出口额占美总出口额的 29% , 1986 年就增

加到 36. 7% [5 ]。韩国和台湾地区也是如此,

开发高科技附加值信息产品, 并以此打入国

际市场, 使出口贸易生机勃勃地带动本地区

经济的迅速发展。进入 80 年代以来, 韩国芯

片等信息产品出口增长得最快, 而且比重越

来越大。据统计, 韩国的高科技产品比重从

1987 年的 11% 上升到 1994 年的 24. 4%。并

且基本垄断了 400 万位数据的动态随机存储

器市场。1993 年, 台湾的鼠标器在世界市场

占有率是 80% , 主机板占世界市场的

83% [6 ]。1994 年, 台湾的晶圆出口值为 20 多

亿新台币, 动态存储器的出口值为 14 亿新台

币, 笔记本型电脑达 12. 72 亿新台币。台湾的

晶圆产量和出口量居世界最前列。目前, 台湾

的电子器出口产品量居世界第六位, 新加坡

居第七, 韩国居第八, 香港居第十二[7 ]。高科

技产品的出口不仅创造了高额的出口值, 而

且带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

澳门地方狭小, 不宜发展汽车工业, 但可

以引入信息技术生产汽车电子配件, 如ABS

或汽车电脑刹车安全系统。1980 年, 美国通

用汽车公司的电子器件约占车总成本的

15% [8 ]。高科技产品安装在汽车上可提高汽

车的售价和增加汽车的出口量, 具有广阔的

市场前景。澳门可以与内地汽车生产厂家或

国际上汽车生产大国合作发展这类高科技产

品。

2. 1. 3　金融业

金融业也是澳门的支柱产业之一。澳门

现有 19 家注册银行, 100 多家分行, 是世界

上银行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澳门的银行业

务分布在欧洲、香港和内地。根据这种情况,

澳门金融业一方面可以加强在内地的业务活

动, 在内地企业股份制改造中发挥一定的作

用; 另一方面应全面应用信息技术和现代通

讯技术, 建立现代化的电子货币系统, 实现银

行卡业务的电子化, 促进金融、商业和流通领

域结算电子化, 实现澳门与珠江三角洲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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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网和银行卡通用, 使资金运动由货币流

变成信息流, 减少在途资金。1995 年 6 月澳

门各银行的存款为 661. 6 亿元, 可供贷款为

400 多亿元, 如能提高澳门银行资金结算的

电子化程度就可以使贷款数大大超过 400 亿

元, 从而使有限的资金得到充分的利用。这

样, 不仅能大大加快澳门金融业的发展, 同时

也可以促进其他行业的发展。

2. 2　发展信息服务业
澳门面积狭小, 只有 23. 5 平方公里, 不

可能发展大型信息产品制造业, 但是发展信息

服务业和信息咨询业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些信

息产业部门本身可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

2. 2. 1　发展信息咨询业

澳门成立了欧共体资讯中心, 这个中心

与欧洲 210 个资讯中心形成网络[9 ]。在这个

资讯中心可建立欧盟国家企业和市场数据

库, 利用这个资讯中心将欧洲的有关信息传

至内地, 为澳门以及国内企业进入欧洲市场

提供信息咨询服务; 同时也可将澳门和内地

的信息传至欧洲, 为拟进入澳门和内地市场

的外国企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这样既可为

国内外企业创造商机又可获得可观的信息服

务费。

2. 2. 2　发展D E I 业务

澳门是一个比香港开埠更早的国际自由

港, 与世界上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关

系, 也是重要的转口贸易基地。1994 年澳门

的进口额为 169. 25 亿澳门元, 出口额为

148. 54 亿澳门元, 其贸易伙伴为美国、欧盟、

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和日本。如果说香

港在联系英语国家和英联邦国家方面有优

势, 那么澳门在联系拉丁语系国家方面则有

较大的优势。在欧洲, 葡萄牙、法国、意大利和

西班牙是以拉丁语言为第一语言的, 在美洲,

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国也是拉丁语系国

家。中国要加强与这些国家的贸易离不开澳

门这个重要的交流中枢, 而澳门可利用这一

独特的地位, 发展 ED I 业务。ED I 是数据通

信技术在商业和外贸领域的应用, 它利用电

子数据通信实现贸易、运输、银行、海关等行

业的数据交换并按国际的统一格式标准对报

文进行处理, 是一种国际通用的商务处理方

式。广泛应用 ED I 可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如可大大提高文件传递速度, 降低文件制作

成本 (世界每年花在制作文件上的费用高达

3000 亿美元) , 减少差错, 增加产品销售量。

新加坡 90% 以上的贸易是通过 ED I 来实现

的, 新加坡的信息产业就是以 ED I 为突破口

的。澳门的条件与新加坡有许多相似之处, 借

鉴新加坡的经验, 发展 ED I 业务, 对提高澳

门的经济信息化程度, 促进内地和澳门的贸

易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2. 2. 3 开辟网上广告业务

网上广告是一种新的广告媒体。随着入

网企业和个人用户的不断增加, 越来越多的

企业在因特网上发布广告。企业和公司可以

把自己的广告放在网上, 随时供用户查看, 还

可以把广告的路标放在因特网的热门网点

上, 以引起用户的注意。

1996 年上半年因特网的商业广告金额

高达 7170 万美元, 比 1995 年同期增长了

83% , 全年的广告金额约为 3 亿多美元。据

Jup iter 公司估计, 2000 年全年的网上广告营

业额将高达 50 亿美元, 2002 年将增至 80 亿

美元。据某市场研究公司对美国网上企业所

做的调查, 52% 的广告商愿在互联网上发布

广告。

澳门在发展网上广告代理业务方面也有

得天独厚的条件, 因为它是沟通内地与欧盟

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桥梁, 积极地发展网上

广告代理业务, 发展网络经济, 闯出一条发展

澳门经济的新路子。

2. 3　发展电信业
电信业是信息产业中发展迅速的行业。

1994 年, 澳门的电话用户就已突破 15 万大

关, 达到户均 1 部以上, 流动电话 2 万多

部[10 ]。1995 年移动电话增加了 50% , 达 3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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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目前, 爱立信、摩托罗拉等外国公司占

据着中国大部分电信市场, 面对着具有巨大

潜力的中国电信市场, 澳门应该投资参与竞

争。

为了使信息产业成为下个世纪的支柱产

业, 继北京、上海之后, 广东开通了国际卫星

站, 目前该站已开通了直达日本东京的电路,

并将陆续开通到澳洲、美国、加拿大、韩国、新

加坡等国的直达数字电路。另外, 还开通了

2. 488 千兆比环路同步光缆。如果澳门能与

此光缆联网, 将大大增强澳门的信息服务能

力[11 ] , 促进澳门信息产业的发展。

3　澳门发展信息产业的措施

3. 1　政府高度重视, 制订相应政策
亚洲“四小龙”发展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

高科技产业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政府高度重

视, 制定了优先发展信息产业的战略。新加坡

的 IT 2000 和 S IN GA POR EON E 工程都是

由政府提出并由政府动员全国的力量来办的

事业。发展信息产业具有高投资、高风险的特

点, 如无政府的全力支持和投资等方面的倾

斜政策, 单靠私营企业急功近利的、分散的和

无序的投资和经营是难以推动它迅速向前发

展的。因此, 澳门政府应借澳门回归的东风,

制订澳门下个世纪的发展战略, 优先发展信

息产业, 使澳门产业结构更加合理, 在新世纪

后来居上, 赶上亚洲“四小龙”。

3. 2　建立科技园和高新技术产业区
建立科技园和高新技术产业区是发展高

科技产业行之有效的途径。在美国高新技术

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史上, 硅谷曾发挥过巨

大的作用。台湾的科学园区销售量最大的 10

项产品中, 基本上是电子信息产品, 其中 7 种

产品出口比例超过 50% , 有的甚至超过

90%。这对于提高台湾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

力, 增加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和增加外汇储备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 内地建立

了许多高新科技开发区。与澳门毗邻的广东

省已建立了 6 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和若

干省、市技术开发区。这些开发区对于广东高

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工业、农业、商业信息化

程度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澳门应借鉴新加坡、台湾和广东的经验,

建立和建设好科技园和高新技术产业区。目

前, 澳门已建立了联生工业村并基本实现了

三通。这是促进澳门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有效

途径。

3. 3　加强与内地的全面合作
3. 3. 1　加强与内地官方及民间的双重合作

过去, 澳门与内地的合作多是民间自发

的无计划的合作。今后既要加强民间的合作

也要加强与官方的合作。因为发展信息产业

必须有政府的参与和支持, 在财税、政策、人

才等各方面给予支持, 才有可能制订周密的

计划并取得成功。在澳门回归后, 澳门与内地

在各方面的合作将不会存在什么障碍。

3. 3. 2　开展与内地多种形式的科技合作, 提

高合作层次

以前, 澳门与内地的合作基本上限于“前

店后厂”类型, 今后应在此基础上发展科技合

作, 充分利用内地的科技人才发展澳门的高

科技产业。澳门可利用信息灵的优势, 将国际

市场需要的高科技产品的有关信息提供给内

地合作科研单位, 由内地科研单位实验和研

制并在澳门生产和出口, 或由内地科研机构

向澳门通报科研成果, 由澳门将适合国际市

场需求的科技成果放在澳门生产组装。1995

年底, 内地共取得重大科技成果 37. 6 万项,

“八五”期间, 以技术许可、技术服务或成套设

备等方式向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技术和

成套设备 90. 84 亿美元[12 ]。通过内地科技成

果的输出并在澳门变成产品出口, 使澳门与

内地由“前店后厂”式的低层次合作向“前厂

后室”式的更高层次的合作发展。此外, 内地

的高科技企业也可到澳门去投资办电子产品

产业或生物产品企业, 广东省中山市已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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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门联生工业村投资办企业, 澳门也同样

可到内地投资兴办高科技企业。通过以上方

式, 使澳门和内地实现科技信息资源的共享、

科技人才相互交流、科技企业的共同兴办和

科技园区的合力开发。

3. 3. 3　加强与内地的人才交流

澳门发展信息产业等高科技产业, 最大

的制约因素是缺乏人才。据统计, 90 年代初

澳门的学位持有者仅占总人口的 4. 9% , 而

内地则人才济济。1994 年, 内地就有科研机

构 7805 家, 科学家、工程师 153. 19 万人。所

以, 澳门应采用灵活的方式充分利用内地人

才来发展澳门的高科技产业。(1)是否可增大

内地技术移民的配额, 弥补澳门技术型人才

缺乏的劣势, 改善澳门人口的素质; (2) 聘请

内地技术人才到澳门工作; (3)内地与澳门专

业人士在澳门合作进行开发研究; (4)从海外

延揽中国留学生到澳门工作; (5)每年选择一

些优秀的内地大学硕士和博士到澳门工作,

实施“前岗后校”人才引进政策; (6)派遣澳门

专业人员到内地进修和研究[13 ]。

3. 3. 4　加强与珠江三角洲的区域性合作

澳门地域狭小, 科技人才少, 而珠江三角

洲地域广阔, 人才聚集, 据统计, 珠江三角洲

的科技开发人员占全广东省的 80% 以上, 高

科技产品产值达 200 多亿元。但珠江三角洲

在资金、对外联系的方便性和特殊性方面不

如澳门, 澳门和珠江三角洲有着很强的互补

性。因此, 澳门要发展信息产业, 可以加强与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合作, 成立澳门与珠江三

角洲区域合作委员会, 总体规划澳门与珠江

三角洲地区的合作目标、范围、步骤和方法,

在投资方向、交通设施建设、高科技企业的开

办、科技和商贸信息的共享等方面充分合作,

达到优势互补, 共同发展的目的。

通过以上措施, 澳门的信息产业将会逐

步发展起来, 从而使澳门下个世纪实现产业

结构的高级化、信息化。而信息产业的发展将

会带动房地产业和服务业的振兴, 带来澳门

经济的全面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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