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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舉辦的品牌公共外交活動—第十屆香港大學生外交之友夏令

營於6月1日舉行，來自香港12所高校的30名大學生當日啟程赴北京，其後將轉往印

度尼西亞，展開為期共九天的學習旅程。北京部分的行程已於昨日結束，港生們收穫頗

豐，包括參訪國務院港澳辦、外交部及釣魚台國賓館，到外交學院學習，及到訪清華大

學、騰訊公司等。在京期間，不少同學非常期待的環節，莫過於親身到訪並旁聽國家外

交部例行記者會，目睹外交官對答如流、臨危不亂的神采，更近距離與外交部發言人交

流。同學們在記者會結束後，紛紛在藍廳拍照留念，難掩興奮神情。有同學表示，外交

部發言人回答問題得體、從容，展現外交官的專業性，自己亦意識到作為一名香港學

生，身處於東西方交匯的樞紐城市，更需要以自信姿態展現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在交流

中從容表達立場。 ●文、圖：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湯嘉平

2日上午，夏令營的港生們到訪外交學院聽講座，內容主
要圍繞當今外交形勢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議題。
講座期間，就讀香港科技大學金融學及專業會計學系三年
級的鍾浩賢就學院講師提到的「文明、安全、發展」三個場
景提問，表示自己明白國家在長遠上的外交理想是實現共同
治理、共同發展和文化共融，避免零和博弈，但短期內一些
無法解決的衝突，國家將如何過渡，以實現長遠目標？

國際調解院體現多邊合作處理矛盾
鍾浩賢接受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訪問時引述講師回應道，
在短期內（30年至 50年），民族國家仍是國際體系的主
體，地緣政治衝突、經濟競爭不可避免。從長遠看，可借鑒
「功能主義」理論，將治理分為「區隔制」、「霸權治理」
和「多層分級治理」，近日在香港成立的國際調解院正是此
類嘗試，旨在通過多邊合作處理國家間矛盾。
「作為有國際視野的香港學生，我們平時會關注新聞，也
常常會有很多疑惑。這次來體驗外交學院的課堂，真切感受
到這裏確實是培養外交官的搖籃，能讓我們更了解外交官的
培訓流程，以及他們思考國際問題的方式。」鍾浩賢說。
在香港浸會大學就讀中醫學二年級的麥衣琳，在課堂上問
到應如何在國際間推廣中醫和孔子學院，以及香港在其中的
角色。她引述，講師在介紹孔子學院等外交項目如何推廣之
餘，並特別鼓勵港生多思考香港自己的城市品牌是什麼。
麥衣琳認為，香港作為中西文化交匯的地方，中醫是其內
聯外通的重要部分，「尤其香港的中醫會學習很多西醫或現
代醫學知識，能用西醫角度解釋中醫，避免讓外國人覺得中
醫像玄學一樣模糊。例如，通過科研分析甘草、生地等藥材
的成分，用研究報告證明其有效成分對特定疾病的改善作
用。」
麥衣琳希望自己日後能將中醫推廣至國際，成為外交事業
的一部分，造福世界各地更多人群，包括但不限於參加中醫
醫療服務團，到尼泊爾或其他中亞國家推廣，讓當地人體驗
後認可其療效。

訪外交學院聽講座
港生理解國家外交理想

在夏令營於清華大學的一站中，清華蘇世民書院碩士在讀
港生李澤森，以一口標準流利的普通話與30名來自香港的朋
友們講解書院情況並分享就讀心得。該書院設有一年制全球
事務碩士課程，致力於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社會責任感和創
新能力的全球化人才。學生來自全球40多個國家和地區，師
資由國內外知名學者及業界領袖組成。
「我們（今屆蘇世民書院學生）來自不同專業，除了從事
諮詢、金融行業的，還有研究國際政治的，有搞航空科技
的，有研究海洋生物學的，還有從事藝術相關領域的。所以
希望大家能把各自領域的領導經驗、見解，以及對國際關係
治理的看法，帶到這個150人的小社團、小社會裏。不同專
業、背景的人交流，才能帶來更多元的視角和觀點，這正是

書院的美妙之處。」李澤森介紹。
他又在講台上介紹書院達理禮堂觀眾席兩側不同顏色的國

旗，就包括同學們的國籍，包括美國、日本、英國、印度、
越南等地，其中美國學生就佔四成。
李澤森不忘向夏令營的港生們宣傳，如果對國際關係、人
際交流感興趣，歡迎報考書院，每年1月至5月報名，「7月
面試，8月發放錄取通知，暑假後就可正式入學。」
畢業於拔萃男書院的李澤森，於2020年來到清華社會科學

學院就讀學位，並於去年升讀蘇世民書院碩士。他認為，在
清華，除了能在課堂上和同學互相學習，還能接觸到很多經
驗豐富的前輩。

中大生：人脈配套充分 優秀中帶謙遜
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系四年級生連

仲一形容，蘇世民書院「是尖子中的尖子所在
的機構」，此前自己並不了解在國際關係領域
表現突出時，有機會獲得什麼樣的資源，今次
參訪讓他拓闊眼界，認識到清華無論是人脈資
源，還是硬件軟件各方面的配套資源都非常豐
富，是全球事務上的重要學術機構。
在夏令營參訪期間，清華大學為先書院的內

地學生為港生們做導賞。連仲一說，近距離與
清華的內地同學交流，形容他們優秀中都帶着
謙遜，「周圍的清華同學都很樂觀、活潑，不會
覺得自己是尖子就理所當然，也沒有因此而驕
傲。這種謙遜的態度，我覺得很值得佩服。」

第十屆外交之友夏令營的30名港生，於3日上午參訪國務
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參訪期間，港澳辦有關領導和青年代表
向同學們介紹了中央惠港政策和支持青年發展、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的措施，交流了講好中國故事的心得體會。
香港中文大學全球傳播四年級生陳軒穎接受大公文匯全媒

體記者訪問表示，自己從介紹中受益良多，尤其是港澳辦青
年代表在交流中提到，要在崗位中做到有效傳播，關鍵是要
了解受眾需求，用對方能理解的語言講述，而這也適用於自
己所學專業，今後她會有意識地積累素材庫，對外講好香港
故事。
陳軒穎提到，今次聽到港澳辦青年代表介紹內地和香港各

種扶持香港青年的政策，包括便利青年內地就業創業、青年
宿舍項目、就業支援等，讓自己更加清晰地了解到中央和特
區政府對香港青年的關愛。
另外，陳軒穎關注到近日在香港設立的國際調解院總部，

了解到這離不開國家的支持。接下來將攻讀法律系碩士的她
說，希望國際調解院的成立，能為有志參與法律及國際事務
的香港青年帶來更多就業及發展良機。

在是次外交之友夏令營之中，港生們其中一個最感期待的
項目，就是能夠親身旁聽外交部的例行記者會。20來分鐘的
記者會看似不長，實則分分秒秒都不容走神、不容出錯，對
外交部發言人的語言表達和心理素質都有很高的要求。就讀
香港中文大學計量金融學五年級的單澤明表示，一直非常期
待今次的記者會體驗，並對可以跟外交部發言人林劍近距離
交流更是感到興奮。他認為，林劍是非常出色的外交家，回
答問題得體、從容，而此次經歷亦讓他明白作為香港學生，
身處於東西方交匯的樞紐城市，更需要以自信姿態展現中國
人的精神面貌，於對外交流中從容表達自身立場。
單澤明表示，是次旁聽例行記者會，親眼看見台下的中外
記者如何提問，以及林劍發言人的鎮定自若，亦留意到旁邊
的房間裏同聲傳譯人員的默默付出。有許多細節和感受，都
不是以往通過電視機播放的畫面能感受到，現場的氛圍實為
更加震撼。
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結束後，香港同學們還與來自外交部
政策規劃司、北美大洋洲司、國際經濟司、新聞司等青年代
表交流。會上，單澤明問及關於「一帶一路」建設項目中遇
到的困境，並得到經濟司青年代表葉爽的解答。

認識國家對外合作的「義利觀」
單澤明說，在與青年外交官的交流中，葉爽提到的中國人
的「義利觀」，即中國對外合作不僅講利益，更注重道德層
面的人道主義精神，讓自己印象深刻。葉爽以在非洲南蘇丹
的工作經歷為例，說明中國常以無償援助或奉獻精神推動國
際合作，旨在構建更美好世界。這些觀念，都對單澤明在了
解國家外交事務方面有所啟發。
香港教育大學社會學與社區研究榮譽科學學士一年級生廖
珮榆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結束後，在會議室內拍照留念，
「這是我第一次來藍廳（外交部新聞發布廳），現場莊重嚴
肅，體現中國對外交的重視和大國底氣。發言人的表述代表
政府立場，態度嚴謹，我忍不住和同學分享這種震撼。」
在隨後與外交部青年代表的交流中，廖珮榆亦感觸良多。
她表示，每一位青年代表在介紹完所在部門的宏觀外交事務
後，都會提到所在部門外交事務與香港的聯繫，讓她更加了
解香港在整個國家外交事務中的角色，例如美國加關稅事件
中香港受到的衝擊，背後反映美國政府怎樣的心理，以及中
方如何處理事件，為香港保駕護航等等。

清華港生分享心得 各地尖子切磋拓眼界

中大生：感受到中央對港關愛

與青年外交官座談
學子悟自信展現精神面貌

●同學們旁聽完國家外交部例行記者會後，與當日發言人林劍合影。

▼港生們在外交學院聽講
座，內容主要圍繞當今外
交形勢下的人類命運共同
體議題。

●同學們與外交部的青年代表進行交流，獲益良多。

●同學們於6月3日上午參訪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本周二
●與國務院港澳辦領導
交流

●旁聽外交部例行記者會
●與青年外交官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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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一
●赴外交學院聽課
●參訪清華大學

本周三
●參訪北京騰訊公司
●參訪釣魚台國賓館

▲▼6月2日上午，同學們到訪外交學院聽講座。

●同學們於清華大學門口合影留念。 ●清華港生李澤森（右）為同學們進行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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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騰訊總部
教大生難忘AI大模型
在北京的最後一日行程，同學們赴騰訊公司北京總
部參觀，了解QQ、微信、騰訊數據中心、騰訊雲、自
研人工智能（AI）大模型等板塊，並聽取騰訊學堂關
於AI大模型的科普講座。
就讀香港教育大學科學教育榮譽學士五年級的陳愷
茵表示，無論是創新科技的展示（如AI、雲計算、遊
戲開發等），還是企業文化中強調的「用戶為本」與
「科技向善」，都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看到實際項
目如何結合技術與社會需求，如智慧教育、公益項
目，更感受到科技企業的社會責任感。此行既令她開
拓了眼界，也對數位化未來有了更直觀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