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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打造國際文化之都 構建國際文化中心（上）

行政長官當選人李家超在選舉政綱 「同
為香港開新篇」 中，根據香港實際情況和
特點而制定的 「塑造文化之都，推動創意
經濟」 核心政策提出： 「制定文化創意產
業政策，綜合發展藝術文化事業和文化
創意產業，創造軟實力和 『香港品牌』 ，
加快發展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
心，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藝術品交易中心
地位，讓藝術文化創意產業作為經濟的新
引擎」 。

李家超先生站位高、看得遠，政綱深
得民心。把香港打造成 「國際文化之都」 ，
十分必要和重要，也正逢其時。打造 「國
際文化之都」 ，實際上就是構建 「國際文
化中心」 ，二者是兩位一體、一個目標的
大舉措，終極目標是促進和帶動香港經濟
社會民生發展。這也是香港最有機會、最
有把握能辦成的事。

一、把香港打造成 「國際文化之都」 ，
構建為 「國際文化中心」 是經濟社會民生
發展的必然選擇。

長期以來，國際上普遍認可香港為 「國
際金融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國際航運中
心」 ，但從來沒有把香港看成是 「國際文
化之都」 或 「國際文化中心」 。香港作為
一個國際大都市，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香
港的文化藝術根植於中華民族文化，吸收

和融合中西文化的精髓，相容並蓄、自由
開放、靈活創新，反映香港人多元文化的
生活方式，不斷地演進和改良，形成了獨
具特色的 「香港文化」 風格。經過上百年
的發展，香港已成為事實上的國際文化交
流中心。但由於香港長期以來 「重經濟、
輕文化」 ，人們都忽略了這個現實。因此，
為了把香港獨具特色的文化都會城市的優
勢發掘出來，並把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做
大做強做優，香港需要正式確立並且努力
盡快打造成 「國際文化之都」 ，構建為全
球矚目的 「國際文化中心」 之世界級文化
樞紐地位。這既是香港經濟社會民生發展
的必然選擇，也是對於香港今後經濟社會
民生長遠發展至關重要的大舉措。

二、為什麼要打造 「國際文化之都」 ，
構建 「國際文化中心」 ？香港有何優勢打
造 「國際文化之都」 ，構建 「國際文化中
心」 ？

文化是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源動
力。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的 「根」 和
「魂」 。文化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之一。國家 「十四五」 規劃明確支持香港
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這就是說，
中央高瞻遠矚，已注意到香港具有這方
面的優勢。所以，我們要藉中央支持，
盡快把香港打造成 「國際文化之都」 ，
構建為 「國際文化中心」 。這是確立香港
國際文化大都會城市地位的需要，也是香
港經濟社會民生長遠發展的需要，更是中
央和市民的希望所在。那麼，香港到底有
沒有打造成 「國際文化之都」 ，構建為 「國

際文化中心」 的優勢呢？認真歸納一下，
香港具有十六個與文化息息相關的特有優
勢。

第一、中西合璧的多元交匯文化香港
所特有。第二、中西互融的法制社會價值
香港所特有。第三、兩文三語國際化教育
模式香港所特有。第四、光輝燦爛的東方
之珠美譽香港所特有。第五、享譽世界的
美食天堂和購物天堂香港所特有。第六、
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眾多和歷史文物保育
的完好完美香港所特有。第七、承載國際
文化藝術的現代化高水準大型場館設施別
具一格香港所特有。第八、以中華文化藝
術品為主體的國際藝術品交易額名列世界
前茅香港所特有。第九、武俠文化和粵劇
藝術與影視業及動漫產業等傳統文化與現
代文化相對接的豐富多彩香港所特有。第
十、中外融合的各國家多民族和睦相處的
國際包容型文化香港所特有。第十一、廣
大港人投資商務遍布全世界的創業文化和
旅遊全球化的家庭觀光文化香港所特有。
第十二、廣大港人吃苦耐勞努力拚搏和敬
業樂業勤業精業與勤儉持家的 「獅子山精
神」 香港所特有。第十三、廣大港人 「和
為貴」 與 「百善孝為先」 等中華傳統優秀
文化弘揚與傳承的博大精深香港所特有。
第十四、廣大香港同胞具有悠久光榮歷史
傳統的愛祖國愛香港愛故鄉的文化精髓香
港所特有。第十五、全球矚目的 「國際金
融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國際航運中心」
集一身的國際大都會優勢香港所特有。第
十六、14億人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下740多

萬人之資本主義制度的 「一國兩制」 特別
行政區香港所特有。

這些香港特有的國際上和內地其他城
市難以比擬的獨特優勢，構成了打造 「國
際文化之都」 ，構建 「國際文化中心」 的
良好基礎和條件。香港只有創新打造出 「國
際文化之都」 ，構建為 「國際文化中心」 ，
才能拉動香港經濟社會民生深化發展，才
能發揮更大的國際化優勢和作用，才能更
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昂首闊步走在世
界先進城市之前列。

三、打造成 「國際文化之都」 ，構建
為 「國際文化中心」 ，對香港有什麼好處
呢？總括而言，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十二
個有利於香港的好處。

第一、具有重大政治意義。香港打造
「國際文化之都」 ，構建 「國際文化中心」
完全符合國家的大政方針，政治意義重大。
一是 「一國兩制」 實踐的需要，有利於促
進香港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和香港長期
繁榮穩定；二是擴大中外文化藝術交流的
需要，有利於促進香港與世界先進文化藝
術的對接及相互交融發展。三是提升香港
文化軟實力的需要，有利於在國際上講好
「香港故事」 乃至 「中國故事」 發揮獨特
作用，大力提升中華文化輻射力。四是
促進香港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
文化安全的需要，有利於打造以中華文
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融的國際文化大都
會城市。

第二、具有強大社會效應。文化是推
動社會發展的不竭動力，香港打造 「國際

文化之都」 ，
構建 「國際文
化中心」 ，社
會效應強大。
一是有利於大
幅提高香港在國際上的地位、作用和影響
力；二是有利於用中華文化認同促進香港
人心回歸，增強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三
是有利於大力吸收優秀國際文化與中華文
化相融合，以提煉出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
「香港特色」 的本地先進文化，滿足人們
文化生活的需要。四是有利於提高香港市
民的文化素質，以緩解和平抑社會矛盾，
促進香港社會和諧發展。

第三、具有極大經濟效益。香港打造
「國際文化之都」 ，構建 「國際文化中
心」 ，對香港經濟民生發展拉動極大。一
是有利於拉動香港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
大繁榮大發展，提高香港城市文化品位
和經濟價值。二是有利於拉動香港創造
出多元文化創意新經濟、新產業、新動
能，促進香港經濟的大發展。三是有利
於拉動香港民生深化發展，不僅可創造
大量就業機會，還可有效有力地解決香
港民生各類問題。四是有利於拉動香港旅
遊產業及酒店、餐飲、商貿、航空、高鐵、
交通、物流等相關產業大發展，從而帶動
香港GDP上升，並為香港特區政府開闢新
的稅源。

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
任、香港特區選舉委員會委員、香港中華
文化總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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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加強戰略合作 攜手推動世界和平

雖然烏克蘭衝突還在持續，但五月已
經變成美國的 「東亞月」 。先是總統拜
登與東盟舉行推遲的元首高峰會，隨後
他將首訪亞洲。不僅與韓國新任總統尹
錫悅以及日本首相會晤，還要舉行四方安
全對話。

拜登這次東亞行打破很多慣例：向來
都是韓國新任總統千里迢迢去美國訪問。
美國要來亞洲，向來也都是先訪日本，後
去韓國，這次都反過來了。這和美國打造
的東亞包圍圈韓國相對薄弱有關。

中歐相互依存度上升
拜登任職一年多來，去過兩次歐洲，

顯示大西洋彼岸仍然是美國的外交中心和
核心利益所在。但這次打破慣例的東亞行
表明，還沒從烏克蘭騰出手來的美國要大

力東望了。
根據美國皮尤的最新民調，67%的民

眾認為中國是主要威脅，竟然超過俄羅斯
的64%！足見中國在美國上上下下的 「地
位」 。如果以中美貿易戰為標誌，雙方全
面激烈交手已經四年。現在回過頭來看，
美國最失敗的是貿易戰，代價沉重且幾乎
一無所獲，大有偃旗息鼓之勢。下一步可
能會是再掀外交戰。

一直到2018年，中國的外交形勢還相
當有利。但僅僅一年，美國連續出手：通
過孟晚舟事件破壞了中加關係。其實加拿
大很清楚這是美國的陷阱，當時加拿大駐
華大使就公開反對，還表示美國取消引渡
符合加拿大利益。但是加拿大根本不是一
個真正能做到自主的國家，不管抓人還是
放人都說了不算；破壞中英關係則是利用
香港修例風波進行煽動暴亂，但中央政府
制定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落實全
面管治權和全面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
瓦解其作用；對澳洲則是通過禁用華為5G
設備和新冠病毒溯源兩大議題達到目的；

中印關係則利用雙方的領土爭端。
面對美國這樣的強大對手，中國過去

是加強和俄羅斯在內的各國合作，同時拉
住歐盟。但烏克蘭衝突發生後，俄羅斯被
西方孤立、 「妖魔化」 和消弱，它能夠替
中國分擔壓力的能力下降，甚至形象受到
損害的俄羅斯如果對中國表示支持，也容
易被 「污名化」 。

所以在這種新形勢下，歐盟、中國相
互之間的重要性較過去明顯上升。中歐關
係現時有兩個突破點。

一是俄烏衝突。目前歐洲最迫切的挑
戰和最大的戰略需求就是結束這場衝突。
這一點和中國立場一致，但卻和美國相反。
美國不僅可以大發戰爭財：賣軍火、賣石
油、吸引全球避險資本，還能從戰略上削
弱俄、歐。

此外，美國有利用烏克蘭消弱俄、歐、
中的戰略意圖，即把俄國和美歐衝突演變
成中俄對歐美。但這並不符合歐盟戰略利
益。真要發生這一幕，歐洲的戰略自主就
徹底沒有可能了。所以中歐在烏克蘭衝突

中有着巨大的戰略合作空間。具體講，歐
盟非常希望中國利用它的影響力發揮勸說
作用，中國也一直表態願意和其他國家一
起斡旋。

加快落實中歐投資協定
二是中歐投資協定。中歐投資協定是

中歐之間戰略性的合作，也與法德兩大歐
盟核心密切相關。德國由於歷史因素不是
一個 「軍事正常」 國家，不能獨立發展軍
事和介入全球地緣政治，它能立足於世界
的只有經濟。目前德國對華出口佔整個歐
盟的一半。德國能夠在疫情後迅速復甦，
也和中國的拉動密切相關。這就是為什麼
默克爾任總理16年，12次訪問中國，但訪
問日本只有5次。現在德國經濟受到這場衝
突的嚴重影響，中國的作用更加突出。法
國之所以支持德國，既是為了法德一致，
也是為了拉德國支持它積極主張的歐洲戰
略自主。

所以烏克蘭衝突發生後，中歐都有重
啟投資協定的強烈意願。但是歐洲和美國

外交有一個重大區別。美國實用主義強，
可以為了裏子放棄面子，歐洲則時常相反。

法國1964年率先和中國建交，但領導
人訪問卻因為法方強調中方應該首先來訪
被一直推遲，以至於戴高樂錯過和毛澤東
的歷史性見面──他撰寫的回憶錄都預留
了專章。後來的龐比度總統也是因為癌症
晚期，不想再步戴高樂後塵，才率先訪華。

反觀美國，和中國尚未建立外交關係
的一段時期，卻能基於國家利益優先原則，
實現尼克松的北京行。美國能拋棄阿富汗
也是一個實用主義大於面子的例證。

所以考慮到歐洲的特點以及中國面對
的國際形勢，中歐投資協定顯得更為重要。
美國拋棄阿富汗是為了集中精中力量對付
中國，但中國手上可集中的力量也不少。
這不僅僅為了一個投資協定，而是借重啟
這個協定穩固和深化中歐關係，同時向外
界顯示中國有能力打破美國的圍堵。這個
意義遠遠超過一個協定。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
研究員

香港警方國安處日前以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
第29條 「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
家安全」 罪，拘捕 「612人道支援基金」 5名信託
人，包括前嶺南大學學者許寶強、天主教香港教
區榮休主教陳日君、大律師吳靄儀、歌手何韻詩，
以及前立法會議員何秀蘭。此外，報道指警方已
向法院申請傳票控告有關人等及基金秘書施城威，
涉嫌違反《社團條例》要求，沒有為相關基金作
出註冊或豁免註冊。

據悉，警方目前已經掌握該基金多名捐款人
及組織的背景資料，並正在逐步完成調查。最令
人咋舌的是，根據該基金的財務報表，截至去年
5月31日，該基金總收入累計高達2.36億港元。
有些市民或許對 「612基金」 這一名字有些陌生，
但對由2014年起各事件中現身，為反中亂港勢力、
「港獨」 分子叫囂，主動向黎智英、李柱銘等人
靠攏的一些人必然不陌生。

事實上，無論是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之前還
是之後，美西方反華勢力乃至本地亂港勢力從來
沒有停歇過搞亂香港，他們也從未想讓香港好過。
那些挾洋自重、隨着反華資金 「翩翩起舞」 的
亂港分子，把香港當作顛覆祖國的橋頭堡，把
香港當作中飽私囊、為己謀私的 「挖機」 ，更是
作為損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 「前沿陣
地」 。

5月11日，立法會大會的口頭質詢環節討論
針對性地打擊假資訊的策略時，有議員指出，第
六任行政長官人選李家超日前的一句話，遭到部
分 「別有用心」 之人的惡意渲染，企圖 「插贓嫁

禍」 ，擾亂市民心智，進一步挑唆中央與香港特
區的關係，達到挑撥離間的目的。

事實上，這些也是反中亂港勢力的 「蠢蠢欲
動」 、 「虎視眈眈」 一種具體表現，通過假資訊
的製作和散播，使得部分市民對政府產生懷疑和
錯誤認知，以進一步撕裂、禍亂香港。

如今的香港風平浪靜，但不知表面的平靜之
下，還潛藏着暗潮洶湧的暗黑勢力，在無法再挑
動 「熱戰」 後，他們躲在暗處伺機作祟，意圖反
撲，甚至轉而以各種方式潛伏在社會各個角落。
而境外的反華勢力也是不懷好意，處處對中國內
政指手畫腳，試圖在香港繼續扶植乃至培養他們
的亂港 「兵團」 。換言之，維護國安和香港繁榮
穩定的工作並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們必須要有居
安思危的意識和久久為功的心態，現在所言 「刀
槍入庫，馬放南山」 實在是為之過早。

例如，5月8日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
波瑞爾（Josep Borrell）在獲悉香港特首選舉結
果後發表聲明，聲稱第六任行政長官選舉過程是
「再進一步瓦解 『一國兩制』 原則」 云云。美國

反華政客近日更是頻頻秀下限， 「別出心裁」 地
聯署致函白宮要求總統拜登 「制裁」 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安法指定法官及律
政司的檢控官。

沒有安全的政治環境，香港的經濟發展和社
會繁榮穩定就得不到保障。要在複雜的國際形勢
下，讓東方之珠繼續閃耀燦爛的光芒，還得安全
和發展兩手抓、兩手硬，要把國家安全和香港本
地安全當作戰略層面的頭等大事來落實，把香港
對國家安全的 「主體責任」 轉換為 「主體貢獻」 ，
使得祖國的 「南大門」 成為一道阻擋顛覆勢力，
維護社會和諧的 「防盜門」 。

中國僑聯委員、安徽省政協委員、香港安徽
聯誼總會常務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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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以1416票
高票當選為第六任行
政長官人選。過去數
年，黑暴與新冠疫情
暴露了香港各種各樣

的問題，市民都渴望良政善治，都對新一屆政府寄
予厚望。然而，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外部
大環境複雜多變，內部又面對困擾香港多年的深層
次問題。在內外形勢依然嚴峻的情況下，香港必須
團結一致方能有效應對未來政治、經濟和社會層面
上的重重挑戰。

政治上，美國遏制中國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範圍已從貿易擴展至金融、科技、國防、外交、文
化交流等領域，香港作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可能獨善其身，自然也成為美國的打壓對象。美
國參眾議院早前通過包含涉港內容的《2022年美國
競爭法》，企圖打 「香港牌」 遏制中國，美國為了
維護自身霸權，不惜禍亂香港、犧牲港人利益，特
區政府在這方面要提高警覺，為各種各樣可能的衝
擊，做好應對的準備。

雖然亂港勢力在香港國安法震懾下，已基本潰
敗逃散，但小部分殘餘分子仍然死心不息，伺機作
亂。李家超當選後表示，社會仍然潛伏着一些破壞
香港的力量，所以有非常艱巨的工作要做。的確，
這些殘餘分子可能潛伏於社會任何角落和崗位，不
及早處理，只會後患無窮。警方國安處和司法機關
必須加強執法。李家超表明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
會適時推進，正是為香港良政善治和長治久安打好
基礎。

經濟上，國際大環境複雜嚴峻，過去兩年多，
新冠疫情全球肆虐，各國央行量化寬鬆政策引發的
通脹惡果逐漸浮現，加上俄烏衝突，能源、糧食及
金屬等商品價格飆升，全球製造業的供應鏈又面臨
產能不足、物流受阻等，令通脹問題雪上加霜，環

球性通脹被推升至數十年以來的高位。通脹急遽升
溫，加上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行動，為原本已深受
疫情打擊的全球經濟帶來進一步的負面影響，使全
球經濟增長大幅放緩甚至衰退的風險大增，香港亦
難獨善其身。

尚幸隨着第五波疫情受控，政府分階段放寬社
交距離措施，並向本地居民派發電子消費券，相信
本地零售有望在第二季逐步改善，將有助經濟逐步
復甦，抵銷部分美國加息的負面效應。可見唯有疫
情受控，本地經濟才有望復甦，才有望與內地恢復
通關，改善經濟，所以目前的當務之急，正是政府
與社會各界齊心合力穩控疫情。

社會上，香港多年來累積了不少深層次問題，
其中以房屋問題尤為突出。李家超在當選後表示，
會優先處理房屋問題，令整個建屋流程達到提速、
提效及提量的效果。而他的政綱中，也觸及了跨代
貧窮和青年人缺乏上流機會的深層次問題，若能貫
徹 「以結果為目標」 的施政方向，當能為解決深層
次矛盾和問題做出貢獻，造福市民。

香港雖面對依然嚴峻的內外形勢，但機遇與挑
戰並存。香港作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國
最開放的城市，也是國際金融中心、離岸人民幣業
務樞紐，以及內地企業向外發展和外國企業進入內
地市場的主要橋樑，在美國不斷打壓中國發展的形
勢下，香港在這方面的角色更顯重要。加上積極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把握國家 「十四五」 規劃帶來的
重大機遇，促進與大灣區的融合、對接和建設，當
能全面提升競爭實力，發展經濟。香港有天時，有
地利，關鍵是人和，社會必須要團結一致。李家超
政綱提出要團結一致為民解困。的確， 「上下同欲
者勝」 ，社會各界都期盼新一屆政府能夠凝聚民心，
團結社會、團結港人。全港社會要上下同欲，減少
空轉、內訌，只有萬眾一心，迎難而上，才能有效
應對未來的挑戰，讓香港再闖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