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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 「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將於10月17日至18日（下周二至周三）在北京舉行，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16日將率領高規格的70人香港特區代表團參與高峰論壇。成員除了司局
長等高層官員，還包括重量級政商界人士和不同界別的專家學者等。

李家超表示，會積極向國際社會展示香港獨特優勢，以及作為推動 「一帶一路」 高質量發展
重要功能平台的角色。



將率高規格代表團赴京 參加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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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索文物不放棄一帶一路是惠民生利天下的幸福路

龍眠山

「一天，兩個強盜闖入圓明
園，一個掠奪，一個縱火。」 法
國大文豪雨果筆下的這兩個洗劫
圓明園的強盜，分別是英國和法
國。令人慶幸的是，其中一些被
掠奪出境的文物，經過百年漂
泊，終於又回到故鄉。

「圓明園石柱回歸展暨北京
公眾考古季」 開幕式昨日在北京
圓明園博物館舉行，展出了7件圓
明園流失石柱文物。這批石柱原
本為圓明園西洋樓的石構件，1860
年英法聯軍攻佔北京，圓明園的
文物被洗劫一空，7根石柱幾經輾
轉，後獲挪威科德博物館收藏。
自2013年開始，中方展開了爭取圓
明園石柱回家的工作，10年之後的
今年6月，總重量達到2.6噸的石柱
安全運回北京。

這是繼圓明園馬首銅像後，
又一批回歸原屬地的流失海外重
要文物。馬首銅像是圓明園海晏
堂噴水池12生肖之一，由已故企業
家何鴻燊先生從拍賣行購得，再
捐贈給國家。另外，牛首、猴

首、虎首、豬首先後回國，現收
藏於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其餘
的獸首要麼仍在海外收藏家手
中，要麼不知下落。

已經回家的流失海外文物只
是少數，大量珍貴文物仍在漂
泊。大英博物館和紐約大都會博
物館，都藏有豐富的中國文物，
其中大部分是被搶走或走私出
境。由海外私人掌管的中國文
物，也是不計其數。追索這些文
物非常困難，一方面是因為年代
久遠，西方國家傲慢無理，另一
方面是有關文物被古董商人炒成
天價，拍賣回購的成本巨大。

但不管追索文物的困難有多
大，我們都要想方設法、窮盡一
切努力，將這些代表中國五千年
璀璨文明的國寶追回來，並永遠
守住這些文化遺產。

民族弱，文物散；國運強，
文化興。從珍貴國寶大量流失，
到一件一件地完璧歸趙，折射出
中國過去百年歷史的
波瀾壯闊。

要想富，先修路。這是中國經濟發
展的成功經驗，也是 「一帶一路」 共建
國家務實合作的典範，便利了交通出
行，促進了當地經濟，創造了大量就
業，實現了技術轉移，實實在在地改善
了當地人民的生活質素，是構建人類命
運共同體重大實踐的重要一部分。

「一帶一路」 沿線大都是發展中國
家，基建落後成為制約當地經濟發展的
樽頸。基建成本巨大，回報期長，一般
私人企業不願或難以承擔，政府方面也
缺少相關資金和技術。西方國家雖然有
資金有技術，但出於成本、利益考量，
也不願啃這些 「硬骨頭」 。中國有基建
實力，更難得的是有幫助其他國家共同
發展的意願， 「一帶一路」 正好成為共
建國合作的平台。

有 「人間天堂」 之稱的馬爾代夫，
由眾多島嶼組成，出行依靠輪渡，到另
一島嶼往往需要半小時至一小時。馬爾
代夫是最早一批參與 「一帶一路」 的國
家，也是最早受惠的國家之一，全長
2000米、雙向四車道的中馬友誼大橋，
改變了馬爾代夫沒有橋樑的歷史，首都
馬累從此與周邊島嶼緊緊相連。如今，

這座大橋每日車水馬龍，成為當地著名
的觀光景點，促進了馬累首都經濟圈的
形成。馬爾代夫候任總統、馬累市長穆
伊茲見證了這座大橋從無到有的過程，
他高度肯定 「一帶一路」 在馬爾代夫促
成了不少項目，包括大橋及機場建設，
還為私營部門提供機會，促進了旅遊業
發展。

全長3000米的莫桑比克卡普託大
橋，同樣是 「一帶一路」 的結晶。此橋
橫跨卡普託灣，對岸是著名的黃金角旅
遊勝地。過去，人們到對岸主要靠輪
渡，若是循陸路開車，則要繞行一百多
公里。大橋建成後，開車過橋只需十多
分鐘，實在是太方便了。值得一提的
是，中方在建橋過程中，還幫助解決了
當地居民供水供電問題，修建了醫院、
學校、足球場等公眾設施，可以說是一
條龍作業。該國總統在通橋儀式上動情
地指出，這座大橋是莫桑比克人的夢想
之橋，是國家發展的標誌，也是莫中兩
國友誼的象徵。

上月初通車的印尼雅萬高鐵，是中
國高鐵進軍國際市場的標誌。這條高鐵
時速350公里，連結雅加達與萬隆，將

交通時間由昔日的3個多小時，減至現
時的40分鐘，因此產生的經濟效益無可
限量。幾乎在同一時間，美國首條 「高
鐵」 也建成，但時速只有200公里，與
中國的 「動車」 相當，並不是真正意義
上的高鐵。以致有人打趣說，印尼的交
通水平一舉超越了美國。

十年來，共建 「一帶一路」 結下了
纍纍碩果，修橋築路等基建合作只是其
中一個側面。事實充分證明， 「一帶一
路」 是和平之路、文明之路、發展之
路、繁榮之路、廉潔之路，為經濟合作
提供了新的國際平台，為人類發展創造
了新的契機。 「一帶一路」 促進了中國
的發展，更為共建國帶來經濟發展等實
惠，大大改善了當地的民生福祉，也沒
有任何一個國家因此陷入所謂 「債務陷
阱」 。

「一帶一路」 前景廣闊，有內通外
聯之優勢的香港可以發揮獨特的貢獻。
行政長官李家超下周一將率團出席在北
京舉行的第三屆 「一帶一路」 國際高峰
論壇，多名商界猛人隨團。香港應該抓
住這一機會，同與會代表廣泛接觸溝
通，全力以赴將機會變成行動。

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共建 「一帶一
路」 倡議10周年，第三屆 「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為國家今年的重點主場
盛事，亦是推動共建 「一帶一路」 倡議最
高級別的國際活動。他表示，在國家的支
持下，很榮幸率領高規格代表團積極參與
高峰論壇，充分顯示香港全面助力國家共
建 「一帶一路」 工作。

70人包括政商界及專家學者
70人的特區代表團由行政長官率

領，官方成員包括六位司局長：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局長許正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
樺和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加上廉
政專員胡英明、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葉文
娟、特首政策組組長黃元山及 「一帶一
路」 專員何力治，共11位高層官員參
與。

此外，特區代表團其他成員包括政商
界、公共機構、大型企業、專業界別、科
研界及文化界人士等。包括中電非執行董
事米高嘉道理、新世界行政總裁鄭志剛、

信和集團主席黃志祥、東亞銀行聯席行政
總裁李民斌、金管局總裁余偉文、行會召
集人葉劉淑儀、行會成員林健鋒、廖長
江、陳清霞、大律師公會主席杜淦堃、律
師會會長陳澤銘等。

介紹香港背靠祖國優勢
李家超表示，代表團會積極向國際社

會更好展示香港各方面的優勢，包括作為
推動 「一帶一路」 高質量發展重要功能平
台的角色，並介紹香港專業服務和香港背
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

特首：展示香港優勢 共建一帶一路

【大公報訊】今年是 「一帶一路」 倡議提出十
周年，此倡議是順應中國和世界發展趨勢，也是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實踐。第六屆 「一帶一路」 國
際論壇暨 「一帶一路」 合作與夥伴關係協議範本研討
會由 「一帶一路」 國際研究院昨日舉辦。一連兩日的
研討會邀請了政府官員、海內外專家以及簽署 「一帶
一路」 30餘個國家代表和專家們，共同深入探討
「一帶一路」 理念、未來長遠發展和多元化合作方
向。

逾150國家地區參與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自 「一

帶一路」 倡議提出時起，歷經十年， 「一帶一路」 早
就屬於世界，已經有150多個國家和地區、30多個國
際組織簽署了 「一帶一路」 合作協議和相關文件。本
周早些時候，中央政府發布了一份白皮書，介紹了自
2013年 「一帶一路」 倡議提出以來的進展情況。白
皮書強調了 「一帶一路」 從理念到行動、從願景到現
實的顯著提升。這些倡議以海灣地區共同發展和共同
繁榮為中心，是實現全球福祉的必由之路，是通往和
平與繁榮，通向開放、創新和社會進步的必由之路。

李家超下周一將率領約70名政府高級官員、知
名機構和商界領袖組成的香港代表團，前往北京，參
與 「一帶一路」 國際高峰論壇。他表示，今年是共建
「一帶一路」 倡議十周年，第三屆 「一帶一路」 國際
合作高峰論壇是國家今年的重點主場盛事，亦是推動
共建 「一帶一路」 倡議最高級別的國際活動。在國家
的支持下，本港有高規格代表團參與高峰論壇，
充分顯示香港全面助力國家共建 「一帶一路」 的工
作。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
主任劉光源表示， 「一帶一路」 十年來堅持共商共建

共享的原則，帶動沿線國家的發展進程，吸引
全球超過四分之三的國家及地區、三分之二的
人口參與，形成3000多個合作項目，拉動近萬
億美元投資，創造了42萬個工作機會。據世界銀行
預測到2023年， 「一帶一路」 項目投資有望使760萬
人擺脫極端貧困。 「一帶一路」 也提倡國家之間更加
公平和經濟貿易合作發展，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示
範。

劉光源續說，本港要發揮高水平的國際法律樞
紐的優勢，持續提升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
中心，擦亮法治亮麗名片，強化專業服務形象。他希
望香港善用國際法專才，推廣糾紛解決的成功方程
式，為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提供高品質的法律服
務。

帶來前所未有機遇
「一帶一路」 國際研究院副院長梁美芬在

開場致辭中表示， 「一帶一路」 將在下一個時
代為中國和所有參與國帶來 「前所未有」 的
機遇。她也介紹了本屆論壇的歷史和目標，
回顧七年前， 「一帶一路」 研究院與
15位國際律師、教授、專家、顧問共
同制定了 「一帶一路」 相關的國際合
作目標，該研究院成為香港首個專門研究
「一帶一路」 的研究機構，標誌着一個歷史
性的時刻。自成立以來，該學院在組織國際對
話、論壇、為各國政府和當局提供專業建議等
方面發揮了先鋒作用。

現場舉辦了《 「一帶一路」 合作與夥伴關係
協議範本》藍皮書贈書儀式，標誌着 「一帶一路」 所
蘊涵的全球化共同發展和香港積極響應 「一帶一路」
政策的決心。

發揮法制優勢 為一帶一路提供專業服務

▲第六屆 「一帶一路」 國際
論壇暨 「一帶一路」 合作與
夥伴關係協議範本研討會，
昨日在港舉行。

◀浙江大學國際戰略與法
律研究院院長王貴國聯同
梁美芬，向各主禮嘉賓贈
送《 「一帶一路」 合作與
夥伴關係協議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