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連通沿線地區發揮專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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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推全球基建計劃 難撼中國共贏倡議

何敬麟：講 好 中 國 故 事
◆澳區全國人大代表何敬麟認為，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國家對外開放的排
頭兵，文化傳媒產業成熟，具備傳播中國聲音、講好中國故事的先天優
勢和條件。他談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為發展中國家，而大灣區
擁有豐富的改革發展經驗，可以「脫貧」為主題，立足灣區、協同港
澳、打造傳播窗口，向世界分享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就和經驗。

大灣區國際化程度高，用好港澳外聯內通的獨特優勢，組織國際性
大中型媒體，用當地喜聞樂見的方式講述中國故事，讓世界更清晰、
更深刻、更準確地了解中國。通過加強中外媒體互動交流，建立暢通
傳播渠道，通過國際媒體培育、打造一批具影響力、會說中國故事的
外國網紅，讓中國文化走進外國青年人的心裏。

◆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芳頡、郭瀚林 兩會報道

◆澳區全國人大
代表、澳門工商
聯會會長何敬
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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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劍 江：提 升 中 華 文 化 國 際 影 響 力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胡劍江表示，目前中國文化傳播和保護還遠沒達
到應有的水平。通過支持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文化交流活
動，講好中華文明的當代價值和世界意義，會明顯提升中華文化的國
際影響力。

「一帶一路」沿線有65個國家和地區、44億人口，我們應當結合與沿
線國家基礎設施投資和貿易往來，加大力度開展文化交流活動。」胡劍
江說，通過官方+民間的方式在沿線國家舉辦各類文化節、展覽、學術
交流活動等，能夠很好地展示中國的歷史文化，傳遞互利共贏的理念。

眾多祖籍廣東、香港等地的華人、華僑都在海外經商，他們長期以
來在商業合作的同時也傳播了中華傳統文化。發揮華僑、華人的橋樑

紐帶作用，在海外開展如武術、龍獅美食、中醫、節慶等活動，傳播中國傳統文化和講好
中國現代化故事。另外，支持駐外使館等部門與各國華人、華僑積極合作，讓海外受眾有
更多機會認知和認可中華文明和中華文化。

從提出所謂「全球基建」計劃，到不斷向「一帶一
路」潑「中國威脅論」和「債務陷阱」的髒水，近10年
來，美國等少數國家一直對「一帶一路」倡議充滿敵
視。但專家指出，無論美國怎麼攪局，都難於從根本上
撼動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
隨着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中國在沿線
國家和地區的影響力與日俱增。2019年，美國開始
拉攏日本、澳洲一起提出「藍點網絡」計劃；2021
年，美國又在七國峰會上提出「重建更好世界計
劃」；2022年，美國再次在七國集團峰會上拋出所
謂的「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夥伴關係」計劃。儘管
前兩個計劃都不了了之，但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稱，
新倡議將涵蓋全球基礎設施、衞生健康和數碼基礎
設施。
在外界看來，美國不斷拋出一個個所謂「全球基建」

計劃，明顯針對中國。對此，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
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國際關係學院
教授王義桅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如果是良性競爭的話，
中國當然歡迎，如果不是，就要防止其攪局。他說，美
國的行動反映出的是中國做對了，美國也想搞，但實際
上，美國卻搞不成功。
王義桅進一步分析，美國難以成功有三方面原因：一

是，美國作為一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工業化國
家，在國內進行基建都舉步維艱，在國際上更是難上加
難；其次，美國企圖打造的是一個聯盟體系，採取的是
打一派拉一派的做法，歸根結底是為了控制別人，而中
國的「一帶一路」是開放性的、包容性的，是利己達人
的；第三，美國國內內鬥、黨爭、債務上限等諸多問題
都制約其不可能擁有中國這樣的長遠規劃能力。王義桅
由此認為，美國可能會在「一帶一路」建議上攪局，但

不會從根本上影響「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要逐步走向多邊化
王義桅同時建議，未來「一帶一路」要強調高質量發
展，就要進一步推進標準化、機制化建設，並要逐步走
向多邊化，以防止美國在拉幫結派搞分化和「新冷
戰」。
對於試圖抹黑共建「一帶一路」，渲染「中國威脅」
和所謂中國製造「債務陷阱」的聲音，全國政協十四屆
一次會議新聞發言人郭衛民反駁指出，這種說法無中生
有，沒有事實根據，是別有用心的。這些雜音和噪音無
法干擾、阻礙「一帶一路」建設。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
會議大會發言人王超強調，中國開展「一帶一路」合
作，中國從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從不謀取任何政治私
利。

香港作為「一帶一路」重要節點，
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
優勢。今年恰逢「一帶一路」倡議提

出十周年，站在新的節點上，香港未來將如何更好地發
揮「內聯外通」的獨特作用，亦是今年全國兩會上不少
代表和委員們關心的話題。全國政協委員、德勤中國主
席蔣穎認為，香港可以發揮自身區位優勢和金融市場、
專業服務優勢，借力「一帶一路」投資合作，擴展海外
服務市場。

提供融資平台和服務
在綠色金融服務領域，香港擁有成熟的資本市場，連

接國際與內地市場，融資成本較低，香港可攜手內地打
造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綠色投融資平台，這也將助
力香港自身建設大灣區綠色金融樞紐；在促進跨境電商
方面，香港可發揮其作為離岸人民幣結算中心和轉口貿
易樞紐的優勢，為跨境電商運營提供完善的離岸金融服
務和供應鏈整合服務，降低企業交易成本。

「一帶一路」建設離不開金融服務。香港是僅次於紐
約、倫敦的國際第三大金融中心。全國政協委員李大壯
指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具有獨特優勢，可協助

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提供融資平台和服務。
同時，作為全球重要航運、貿易中心，香港在「一帶一
路」建設中是連通沿線國家和地區的重要橋樑和紐帶。

監理諮詢法律發揮作用
香港法律體系成熟完備，是我國唯一實行普通法制度

的地區，在處理商業糾紛等方面具有優勢，亦是全球最
受歡迎的仲裁地之一。此外，香港的會計專業水平一直
處於前列地位，香港在2005年開始已經全面採納國際會
計準則。李大壯認為，香港在法律和會計方面的專業優
勢以及在國際上積累的良好信譽和高度認可，可令香港
在未來「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獨特作用。

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
院副院長、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王義桅指出，「一帶一路」
既連接發達國家，也連通着發展中國家，而香港在這兩方
面均可發揮獨特優勢。他說，香港連接着歐美發達國家市
場，並毗鄰東南亞，靠近印度洋，與發展中國家聯繫也非
常緊密，同時背靠粵港澳大灣區，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王義桅認為，未來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會特別
強調機制、體制和標準、規則，強調「軟聯通」，香港
在監理、諮詢、法律等多個方面都可以發揮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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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17日，馬尼拉中學生在
中國援菲律賓馬尼拉橋樑項目比農多-
王城大橋前合影留念。 資料圖片

◆2022年12月1日，中老友好農冰村小學的學生乘坐「瀾滄號」動車組欣賞中
老鐵路老撾段沿線風光。

資料圖片

「過去幾年內，世界經濟受到逆全球
化和新冠疫情疊加衝擊，共建

『一帶一路』面臨的挑戰增加，但與此
同時，這一變局也凸顯出加強國際合作
的必要性和現實意義。」全國政協委
員、德勤中國主席蔣穎表示，從數據來
看，2019年以來中國對「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和地區的直接投資持續增加，
2022年達到210億美元，相比於疫情前
2019年的150億美元，年均複合增長率
達到12%。蔣穎由此指出，中國推動
「一帶一路」倡議不僅是世界經濟下行
背景下的一抹亮色，更是共建多邊合
作、開創共贏共享的積極實踐。

沿線國家和地區經濟具有互補性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5日在作政府工作

報告時表示，五年來，我國推動高質量
共建「一帶一路」。堅持共商共建共
享，遵循市場原則和國際通行規則，實
施一批互聯互通和產能合作項目，對沿
線國家貨物進出口額年均增長13.4%，
各領域交流合作不斷深化。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工商聯執委、浙

江省工商聯副主席、天能集團董事長張
天任向香港文匯報表示，「一帶一路」
給中國企業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很多
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
區進行產業布局，做好國內國際雙循
環。在張天任看來，中國是聯合國認定

的產業鏈最完整的國家，和「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具有強烈的
互補性，可實現互利多贏。

要實事求是一步一腳印推進
站在十周年新起點上，展望未來「一

帶一路」建設，全國政協委員李大壯向
香港文匯報表示，共建「一帶一路」要
着眼長遠，既需要中國自身的努力，也
需要沿線國家的充分配合與支持。他認
為，未來「一帶一路」建設要充分考慮
到沿線國家自身的實際情況和複雜的國
際大環境，必須要實事求是、一步一個
腳印往前推進。

持續拓展「一帶一路」新願景
全國政協十四屆一次會議大會新聞發

言人郭衛民指出，中國將以「一帶一
路」倡議提出十周年為契機，進一步加
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不斷提升貿易投
資質量和效益，持續深化人文領域交流
合作，穩步拓展在綠色發展、公共衞生
安全、數字領域等方面的合作新空間，
完善風險防控體系，推動「一帶一路」
建設取得更大進展，繼續為全球經濟合
作提供新動能、開闢新空間。
蔣穎分析，「一帶一路」倡議的政策

內涵和建設重點是根據經濟社會變化不
斷進行調整的。考慮到疫後數字化加
速、全球對防疫健康、可持續發展等共

同議題更為重視，中國持續拓展共建
「一帶一路」的新願景——健康絲路、
綠色絲路、數字絲路；未來，在建設更
緊密的衞生合作夥伴關係、加強綠色能
源和金融合作，以及提升數字經濟和科
技創新的交流合作等方面有望迎來廣闊
機遇。
全國人大代表、遼寧大學校長余淼傑

認為，從今年起，甚至在「十四五」相
當長的時間，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
國家和地區的貿易佔比將會穩定在三分
之一左右，「一帶一路」建設將成為中
國外貿政策的增長亮點。

非洲中東中亞及東南亞是關鍵
今年，中方計劃舉辦第三屆「一帶一

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中國人民大學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
究院副院長、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王義桅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建議，論壇可更
加明確地高舉中國現代化推動人類共同
現代化、實現共同富裕的旗幟，對接疫
情後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聯合
國和平與發展等各項主題的宗旨，有序
地分層地進行機制化。
王義桅指出，「非洲、中東、中亞及

東南亞等地區是人口密集、增長最快的
地區，孕育巨大的數據來源和消費主要
群體，是高質量建設『一帶一路』的關
鍵。」

放眼未來，張天任相信，隨着經濟逐
步走出疫情陰霾，中國將進一步重新激
發自身巨大活力，而廣大中國企業拚經
濟，將更加積極地擁抱「一帶一路」倡
議，整合更多的國際資源，更深地融入
國際市場，這將對全球特別是「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產生強
烈的拉動輻射作用，並為中國式現代化
作出新的貢獻。

◆◆截至截至20232023年年11月月
3131日日，， 中老鐵路累計開中老鐵路累計開

行旅客列車行旅客列車22萬列萬列，，發送旅客發送旅客
11,,030030萬人次萬人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一帶一路」倡議自提出至今整整十周

年，是今年全國兩會上代表委員們熱議的話

題。從基礎設施「硬聯通」，到規則標準「軟聯

通」，再到各國人民「心聯通」，十年來，「一帶一

路」建設成果豐碩。展望未來，多位人大代表、政協委

員以及專家們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共建

「一帶一路」將為疫情後世界經濟從衰退走向復甦提

供新動能、開闢新空間，未來「一帶一路」建設料

將進一步迎來機制化發展，並將進一步彰顯中

國式現代化帶給世界的新動力和新機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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