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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行大國特色外交 民間外交愈趨重要

✓ 在新中國外交史中，民間外交發揮過不可忽視的作用。現時中國國際影響力日益增強，國際形勢

劇烈變化，外交工香港應該盡快展開探索，發揮獨特優勢助力國家開展民間外交。作也面臨著新

局面和新要求，民間外仍然能發揮重要作用，

✓ 透過民間經貿、文化、教育、體育、媒體等「軟性」交流方式，令本國民眾與海外民眾之間建立

密切的溝通和交流，以增加海外民眾、乃至海外政府對本國的了解、理解和好感，並進一步影響

外國政府對本國的政策，從而提升國家軟實力，塑造有利國家發展的國際環境，助力政府官方外

交和公共外交，維護國家利益。

✓ 民間外交是由民間發起或主導的對外交流交往，具有非官方的屬性，以增進民眾之間的情感、促

進國家關係發展為宗旨。「民間外交」因為廣泛的參與性、親和性、穩定性、開放性、靈活性等

特徵，對於助力公共外交具備獨特優勢，亦能成為國家官方外交的重要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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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行大國特色外交 民間外交愈趨重要

未來對於推動新時期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構建新型國際關係，

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民間外交仍會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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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外交加深情感 助力發展夥伴關係

✓ 正如習近平主席指出：「人民友好是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基礎力量，是實現合

作共贏的基本前提」。民間外交的重要使命之一可以理解為「為國交友」，即整

合國內國際兩種資源，面向海外加強民間交流合作，深交廣交朋友，是增進人民

友誼、促進國家發展的基礎性工作，是中國國家總體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

✓ 擴展打造夥伴關係網絡是構建新型國際關係的重要路徑，也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的有效支撐。

✓ 如何在全球構建這種多層次、多元化的夥伴關係網，還需要進一步探索。但可以

肯定的是，必須進一步加強民間交往，建立穩固的民間感情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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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型國際關係 民間外交展現新特點

全球民間外交的主要模

式不再是簡單的文化交流、

經貿往來，而是呈現出民間

組織深度參與國際治理，以

及以城市積極開展對外交往，

建立城市間对外交往網絡的

特點。

1. 非政府組織透過國際網絡討論全球議題，提出跨
國倡議參與全球治理。

2. 企業通過商貿活動或國際商貿合作參與全球治理。

3. 城市積極在海外擴展友好城市關係，在文化、治
理、經貿、教育等領域加強交流，促進民間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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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型國際關係 民間外交展現新特點

1.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非政府組織相互協作，企業、智庫、媒體、社團和青年、婦女等

社會組織通過多元形式，正在成為中國民間外交的重要力量。

2. 關注領域呈現多元化趨勢，民間外交涉及的領域由傳統藝術、體育、青少年等領域的交流，逐

漸向區域治理、商業合作，社會發展、知識傳播、文化交流、環境保護等領域擴展，通過實實

在在的合作，增進外國民眾對本國的了解與好感。

3. 由地方政府統籌，積極在海外擴展友好城市關係，當地企業、社會組織出面，在文化、治理、

經貿、教育等領域與海外城市同類組織加強交流，促進民間交往。

4. 海外華人、華僑更加受重視，更加積極探索僑民參與民間外交的新渠道。

中國民間外交方面正呈現出全新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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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面臨全新挑戰 民間外交任重道遠

◆ 西方國家對華政策會持續強硬，如何進一步突破西方圍堵是嚴峻的挑戰。

◆ 非傳統安全威脅仍然存在，安全和治理問題日益突出。平衡國際義務和中國

自身發展需求，進一步深度參與地區及全球治理也是必須要面對的挑戰。

◆ 在逆全球化的趨勢之下，「中國威脅論」、「中國危害論」甚囂塵上，這對

中國以政府名義面向海外開展公共外交造成很大的阻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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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國際交往 香港獨具優勢

香港開展民間外交優勢眾多

民間組織對外交往 方式方法各有特點

釋放東盟僑務潛力 同鄉會角色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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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國際交往 香港獨具優勢

◆ 地方政府及當地民間組組織深入的對外交往，將直接展示中國的國家聲譽和國家形象，直接影

響國際公眾對於中國國家形象的認知，在國家總體外交中的角色越來越重要。

◆ 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之下，基本法允許香港自行處理涉外事務，特區政府指引開展民間外交，

更具自主性和靈活性。

◆ 香港與西方交流比較廣泛，熟悉西方主流話語體系和價值觀，可以熟練駕馭國際化傳播習慣，

文化藝術產品的包裝手法等方面也更容易與國際接軌。

◆ 基本法還給予香港不少外事權利，比如香港特區可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

文化、體育等領域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

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

◆ 香港在周邊地區特別是東南亞地區擁有廣泛的民間往來和聯繫，比如東盟是香港第二大貿易夥

伴，與香港已簽署自貿協議和投資協議；同鄉社團在東南亞有深厚的華僑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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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組織（NGO）

具有的獨立性與靈活性特點，在對
外交往中呈現涉及領域廣闊、形式多樣
的特點。

民間社團

香港社團具有數量多、密度高、影

響力大的特點。

教育機構

香港教育國際化水平位居世界前
列，有五家高校進入全球百強之列。

傳媒機構

香港有著優良的土壤，供傳媒業蓬
勃發展。香港傳媒，可以熟練駕馭國際
化傳播習慣。

民間組織對外交往 方式方法各有特點
香港作為知名的國際都市，擁有百萬級人口規模，人口密度大，高端人才集中，國際組織

和跨國公司雲集，國際交流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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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東盟僑務潛力 同鄉會角色關鍵

許多國家和地區均在政府內成立專責部門，以統籌、協調僑民各類事務。

37%

中央政府專職部委

9%

總統府（總理府）
專職部門

53%

外交部專職部門

1%

獨立法定機構

部分國家和地區僑務部門性質

有研究調查了150個國家和地區的政府機關的組織設立情況，當中有70餘個設立了不同
類型和職級的僑務部門。

12

資料來源：《各國僑務機關概況》



香港的同鄉社團與海外華僑有廣泛的情感聯繫和情感基礎，對助力國家開展僑務工作有天然的優勢。

應該藉此優勢，將香港打造成大灣區乃至全國聯絡海外華人華僑的樞紐，成為開展僑務民間外交的

「超級聯繫人」。

目前海外華人
華僑總數超過
六千萬，分佈
在全球198個
國家和地區。

美洲（630萬）

大洋洲（95萬）

歐洲（215萬）

中東（40 萬）

非洲（55萬）

東南亞（4,000萬）

釋放東盟僑務潛力 同鄉會角色關鍵

13資料來源：《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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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策略規劃  完善民間外交佈局

建議一：特區政府應該與外交部駐港公署密切聯絡，圍繞國家總體的外交戰略，結合香港的

優勢，構建一套指導及支援香港開展民間外交發展的策略規劃。要特別重點研究的是，如何

將強面向東盟國家開展民間外交，進一步發揮民間外交在中國東盟的關係中「穩定器」和

「助推器」的作用。同時還要圍繞有關戰略規劃做出佈局和部署，從而由政府指引、培訓，

乃至資助，然後由民間組織出面，有序、高效開展對外交往活動。

建議二：參與民間外交的組織熟悉國情、港情尤為重要，特區政府要多元化方式，加強對民

間組織、尤其是青年人開展國情、港情培訓，有關培訓應該包含國家歷史、國家發展情況，

香港在進程中的角色，新中國外交史，國家總體外交戰略，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歷史及文化，

國際局勢，以各類型對外交往活動的特點和作用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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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三：特區政府未來與外交部駐港公署密切協調，在國家總體僑務工作原則之下，

鼓勵、支持香港的各類商會、同鄉會等民間組織「走出去」，與海外，特別是與東南

亞國家的華人同鄉會、商會、高校校友會、華人華僑專業社團等民間組織密切聯繫，

成為海外華人華僑與祖國之間的「超級聯繫人」，過鄉情與海外民間建立更牢固的民

間情感聯繫，建立起細密的海外華人華僑聯絡網絡，充當中國與海外進行經濟、科技、

文化交流合作的有效橋樑透。

同鄉社團「走出去」 鞏固華僑情感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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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四：本地商界組織及專業組織，可與在港的外國商會和外國專業組織增強聯繫，

鞏固關係，將環球人才與本地企業聯繫，共同開拓全球合作。與此同時，從商業或專

業角度對香港國安法、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等比較熱門議題進行解說，維繫外國商界對

香港營商的信心。另外，主要商會、專業團體等也應該加深同海外交往，透過在海外

舉辦研討會、論壇、演出、展覽等形式講好中國故事、香港故事。可與香港經貿辦、

投資推廣署、香港旅發局及香港貿發局的全球辦事處網絡通力合作，在當地建立組織

或聯絡機制。

發揮香港優勢  業界舉足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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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五：鼓勵慈善組織或非政府組織，有策略地對外提供慈善支援，藉此為香港建立

正面形象，增強民心相通。特區政府可每年預留特定資金，予慈善團體申請作對外慈

善用途。政府可以在申請資格中，列明希望發展民間外交的地區與領域，透過提供財

政誘因，支持慈善團體或非政府組織到當地從事相關業務，為進一步擴大民間交往提

供支撐。也可以考慮積極吸引特定國家的旅客訪港，讓旅客親身體會香港實際情況，

從而打破誤導性訊息，把香港真實的正面情況帶回本國。

直面對海外民眾  促進民心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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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六：透過大學、自資院校等香港本地教育機構，吸引年輕人才赴港交流，讓各地的親身

體會香港實際情況，從而擊破誤導性訊息，期望各地年輕人把香港真實的正面情況帶回本國。

香港還應該在中央的支持和推動下多一些舉辦和協辦國際會議、活動和盛事，特別是與「全

球治理」、「一帶一路」建設等有關的會議和活動。

建議七：未來應該鼓勵、支持本港智庫就全球治理挑戰等議題開展研究，並鼓勵與海外智庫

開展合作研究。還應該透過香港資訊流通便利等優勢，打造線上、線下等形式多樣的國際智

庫會議，構建智庫國際合作與對話平台，加強智庫之間的積極建構夥伴關係。還可以進一步

考慮，由香港牽頭與內地智庫共同推動構建東南亞民間智庫聯盟，乃至「一帶一路」民間智

庫聯盟，從而助力提升中國國家軟實力以及在國際問題上的話語權。

促進師生來港交流  潛移默化影響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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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八：議鼓勵本地具有影響力的傳統媒體機構，投放資源開發及推廣英文新聞頻道，鼓

勵、資助愛國愛港網媒和意見領袖開設英文頻道，吸引居住在香港或對香港事務有興趣的

海外人士閱讀、觀看。同時與海外已經發展成熟的意見領袖（KOL）合作，邀請他們親臨香

港，製作香港特輯，推廣香港到他們龐大的受眾網絡。充分利用市場力量鼓勵私人企業開

發文化產品，從而將中華文化推廣出去。例如在別國城市舉辦國家展覽和文化博覽會，更

有效率地推廣文化。政府可向私人企業提供誘因，例如稅務優惠、資金補助、知識產權保

護、人才培養、場地等措施，鼓勵和支持文化創意企業的創新和競爭力。

注重海外媒介  多元引導輿論

20



關注思路研究會

香港上環文咸西街22-28號南北行大廈三字樓

2 0 2 4年 0 4月

思路研究會
SILK ROAD INSTITUTE


	投影片 1
	投影片 2
	投影片 3
	投影片 4
	投影片 5
	投影片 6
	投影片 7
	投影片 8
	投影片 9
	投影片 10
	投影片 11
	投影片 12
	投影片 13
	投影片 14
	投影片 15
	投影片 16
	投影片 17
	投影片 18
	投影片 19
	投影片 20
	投影片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