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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與香港的關係 

 

「一帶一路」繼承我國由張騫通西域起，千百年來所展示的和平包容精神，以

促進沿綫各國開放合作為願景，地域上橫跨亞歐非六十多個國家，涵蓋外交、

基建、經貿、金融、文化等多個領域。有發改委官員表示，要達成這個偉大的

願景，需要三代人建設。「一帶一路」的確是一個宏大的戰略。 

「一帶一路」不但關乎國家下一階段的經濟發展，而且正如發改委、外交部和

商務部在今年 3 月聯合發布的文件《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

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所說，這是「國際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積極探

索」，具有深遠的地緣政治意義，對全球發展都相當重要。無可否認，建設

「一帶一路」的路途不會完全平坦。沿綫各國本身面臨很多挑戰，例如恐怖主

義的活動。但是，我認為，隨著「一帶一路」建設逐步落實，全球經濟增長的

重心將移向亞洲，國際政經格局最終會因此改變，過程中香港也能夠受惠。 

正如不少分析指出，「一帶一路」以基建先行，所以國家成立了絲路基金，並

牽頭成立亞投行，為「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基建項目提供融資。現在我國已

積極與「一帶一路」沿綫國家展開基建合作項目，例如發展中巴經濟走廊，以

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為建設重點，並計劃建設連接瓜達爾港至新彊喀什的公路、

鐵路、油氣和光纜通道，投資額達 460 億美元。今年 9 月，瓜達爾港當局更將

2000 畝土地租給中國 43 年，以建設當地首個經濟特區，推動自由貿易。相信

類似的項目陸續有來。 

各地興建港口、道路、鐵路、油氣管道等基建設施，勢必帶動對金融服務的需

求。陸上交通路綫和海上航綫的發展，也為物流、航運和其他現代服務行業提

供大量機遇，並促進地區的經貿和技術交流。香港在金融、物流、航運、仲裁

等方面有明顯的優勢，可以隨著國家一同「走出去」，協助推動「一帶一路」

的「資金融通」和「貿易暢通」。隨著「一帶一路」沿綫地區的貿易方式不斷

創新，不但傳統貿易可以受惠，而且跨境電子商務將會日益蓬勃，對於電子認

證、電子信息安全服務的需求也會增加，為科技界帶來無限商機。 

近期本地社會對於香港如何參與「一帶一路」有很多討論，不少專家都已剖析

各行各業的發展機遇。我想指出，「一帶一路」除了具備地緣政治和經濟上的

意義，在文化上亦非常重要。「一帶一路」弘揚我國熱愛和平的傳統，以堅持

和諧包容為原則，強調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香港在建設「一帶一路」的過程

中，除了可以協助國家推動「貿易暢通」、「資金融通」，還可以在「人心相

通」方面作出貢獻。香港的僑界十分活躍，與海外華僑有密切聯繫，尤其是在



印尼、菲律賓、泰國、緬甸、越南、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擁有強大的人際網絡；

不少香港企業業務早已遍佈亞洲，例如亞洲金融、信和、嘉里等等，洞悉東南

亞的發展。香港與東南亞的文化淵源深厚，將可以在「一帶一路」，特別是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擔任重要的橋樑角色。 

與此同時，「一帶一路」給予香港青年認識傳統、開拓未來的機會。顧名思義，

「一帶一路」這個構想源自古代絲綢之路。兩千多年前，漢代張騫出使西域，

開啟中國與西域的交通，促進東西文化交流。及後歷代人民經過陸上和海上的

多條路綫，進行貿易和文化交流，推動人類文明進步。透過「一帶一路」的倡

議，香港的年輕人可以加深了解國家這段偉大歷史，學習及發揚中華民族和平

包容、勇於外闖的精神，尋找向外發展的機遇。 

香港參與「一帶一路」，既能為我們下一代開拓新的發展空間，也是為推動中

華民族復興、世界和平發展的偉業出一分力。「一帶一路」建設任重道遠，需

要社會各界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