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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在施政報告提了四十二次「一帶一路」，似要說明對香港極為重要，但硬銷

卻不代表香港市民一定要領情，更根本的問題是「一帶一路」實際上是甚麼，香

港人實際要做甚麼，大家似乎也是一知半解。 

 

當大部份市民對「一帶一路」摸不著頭腦，另一邊廂，卻有一些團體組織「一帶

一路」考察團，但考察目的地竟然是北京，似乎又文不對題，後來有團員鬧出醜

事，更叫人哭笑不得。 

 

坦白說，對於中央的政策，香港作為特區也會有「本土」的解讀和意見，同理，

歐亞沿線各國對「一帶一路」，相信也會有各自不同的解讀。中國提出「一帶一

路」的背景是國內經濟發展進入放緩而產能過剩，因此，「一帶一路」並不是「天

朝大國」向外邦施恩，要真正與潛在夥伴國以平等的身份合作達致互惠互利，必

須積極溝通，以求知己知彼。在這方面，香港，又是否有一定角色？ 

 

筆者相信在香港有不少機構、組織及界別與「一帶一路」各國有起碼的聯繫，當

中應該少不了大學與學術界，每年來往的交換生、訪問的學者與學術會議等，就

是已存且寶貴的網絡之一。特區政府大可邀請這些對「一帶一路」各國有認識的

朋友作為顧問，或透過他們建立網絡，加強聯繫。透過這些網絡，起碼我們可以

得知這些國家對「一帶一路」的看法、他們自身的需要以及香港可以扮演的角色。 

 

特區政府官員有責任務實為「一帶一路」政策做基本的背景研究及建立網絡，並

向市民解釋，但港府在這方面的工作嚴重滯後，基建辦只聞樓梯響，提出十億獎

學金又引來很大反響，甚至被批成是巧立名目。面對「一帶一路」，特區政府除

了口頭硬銷，要更主動了解及找尋機遇，並善用多方面資源及人際網絡，我們需

要的不是擁護國家政策的表態，而是務實為香港未來籌謀的措施。 

 

新青年論壇召集人鄧咏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