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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到澳門參與粵港澳大灣區法律合作的特點，此外，尚有以下兩個方面： 

第四，它是包括跨境司法協助在內的廣泛的法律合作。澳門回歸以來，內地與澳

門簽訂了三項跨境司法協助安排，內容涉及送達與取證、仲裁裁決執行、民事判決執

行三項區際司法協助安排等。在內地與港澳跨境司法協助的制度框架下，粵港澳司法

協助與合作是粵港澳法律合作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從粵港澳大灣區所涉及的法律合

作而言，包括立法、行政執法、刑事司法、民商事司法、法律服務、多元糾紛解決機

制、法律制度和信息資源方面進行的交流、銜接與相互提供幫助，不僅局限于行政執

法和刑事、民商事司法協助等具體法律問題。同時，粵港澳大灣區法律合作不僅涉及

私法諸如民商事領域合作，也涉及公法領域諸如行政法領域的合作，更涉及標準和規

則對接領域的合作。例如，在標準和規則對接方面，涉及檢驗檢疫標準、信息監管標

準、醫療准入及監管標準、行業技術標準、專業人員執業資格認可條件和標準、稅收

和社保制度條件、金融監管標準和規則等方面。這就決定了大灣區法律合作的程度較

深、範圍較廣。 

第五，在現階段，它主要涉及包括廣東在內的內地向港澳單向開放的前提下，特

別行政區予以配套實施的法律合作。應該看到，特別行政區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

港澳在新時代下自身發展的實際需要。不是“被規劃”，被強求，而是確保港澳長期

繁榮穩定發展的需要，也是確保國家統一和新時代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國家戰略。在

這個意義上，不僅是內地對港澳深度開放，也需要港澳對內地開放，這就是“雙向開

放”。當然，這就要求特別行政區不斷減少和消除不利於大灣區合作所存在的選擇

性、保護性政策和法律障礙。在這個問題上，一直以來，內地包括廣東在內持續實施



對港澳的單向開放政策，其主要政策重點是確切落實港澳企業與居民在“一國”框架

下在大灣區內地區域的同等待遇，使港澳企業與居民享有與內地企業及居民同等的民

事權利，重視港澳企業和居民在大灣區內地區域的獲得感，縮小灣區內地城市與港澳

的差距，減少因體制機制不同導致的與港澳政府簽訂協議造成的交易成本，減少對

等、雙向開放可能造成內地資金、貨物、人員等要素短時間進入港澳對港澳經濟金融

體系、城市環境及社會民生等可能造成巨大衝擊，防止內地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在

這方面，特別行政區需要進行配套的法律合作。 

三、澳門參與粵港澳大灣區法律合作的途徑和方式 

從上述情況看，澳門參與粵港澳大灣區法律合作的途徑可以概括為：創新驅動、

規劃先行、政策協調和落地、法治保障。 

創新驅動。創新驅動不僅來自市場主體，也有政府政策。澳門基本法第 114條規定

了“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工商企業的自由經營，自行制定工商業的發展政策”，

同時，也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改善經濟環境和提供法律保障，以促進工商業的發

展，鼓勵投資和技術進步，並開發新產業和新市場。”其中，鼓勵投資和技術進步，

並開發新產業和新市場，就含有特區政府政策驅動。為此，有必要對原有資本主義制

度下港澳政府“不干預”經濟和社會的政策進行反思。在基本法設定的行政主導體制

下，必須提升特區政府在規劃能力、政策制定等方面的公共治理能力，引導特區經濟

社會的發展，而不是僅靠市場解決社會經濟中深層次問題。 

規劃先行。《綱要》涉及粵港澳三地計劃和共同規劃問題。例如，有關規劃涉

及：粵港澳大灣區生態環境保護專項規劃、大灣區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專項規劃、大灣

區城際鐵路建設規劃、澳門納入珠三角西岸高鐵規劃、粵港澳大灣區構建現代產業體

系專項規劃等等。2019 年 6 月 6 日，澳門特區政府公佈了《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

規劃（2016－2020 年）附件 ──澳門特別行政區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文件，圍繞

《綱要》，從健全統籌協調機、提升民生綜合水平、合力推動經濟發展、協同促進社

會善治等四個方面闡述了澳門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點舉措。通過共同規劃和專

項計劃，可以進一步明確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法律合作的框架和推進目標。 

 



政策協調和落地。第一，對國家和內地地方惠澳利民政策，以內地出臺政策措施

為主，澳門需要配合；第二，涉及在內地實施的惠澳利澳政策，澳門需加強兩地政策

對接；第三，涉及跨境合作事項，通過協商，共同制定落地政策，完善各自落地規

則；第四，涉及澳門管轄範圍的事項，澳門需要制定支持、優惠、便利政策，完善本

地立法。 

法治保障。針對跨境民商事法律衝突、刑事司法管轄衝突、海關法律衝突等方面

存在的法律衝突，澳粵兩地之間可以在行政執法、司法協助、構建多元糾紛解決機

制、法律服務等領域先行先試。例如，可以依據《綱要》的精神，澳粵雙方在平等和

互惠原則前提下直接簽署行政法、經濟法領域的合作安排，開展投資、貿易、服務、

環境保護、資源共享、邊境管理等方面的合作；在刑事司法方面，通過簽署“粵澳警

務合作實施辦法”、“相互移交逃犯合作安排”等方式，在打擊走私、販毒、洗錢犯

罪、暴力犯罪、職務犯罪和社會治安管理、出入境管理、贓款贓物移交、遣返非法入

境人員等方面開展合作；在具體的司法合作方式上，開拓更多送達司法文書和調查取

證的途徑，聯合開展海上反走私巡邏，實現犯罪信息和刑事科學技術的開發與資源共

享等，完善澳粵之間跨境司法合作機制，為大灣區建設提供法治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