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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摘要

• 文化是社群身分認同的符號體系，非物質文化應受到更多
重視。

• 文化是一種政治權利，政府不能放棄對文化的治理。
• 文化是國際社會公認的基本人權，要基於人權觀念爭取和

保護海外華人的文化權利。
• 文化傳播力和影響力是軟實力，軟實力可以透過民間團體

接觸交流和教育培訓等傳播來實現。
• 香港文化使命包括：一、樹立中華民族共同意識和保持香

港「一本多元」的特色；二、傳播華文華語和維護海外華
裔的文化權利；三、發掘和拓展軟實力。

• 香港具有的文化優勢：一、華僑華人歷史樞紐聯繫；二、
雄厚流行文化產業；三、世界級高質量學位教育和職業培
訓。

• 香港可以借鑒「魯班工坊」的模式，設立「潮州廚房」，
推廣具中華文化特質的地方飲食，強化軟實力。

• 其他政策建議包括：一、發掘民間和宗教團體的影響力；二、
充分借助和利用教育交流機會；三、把握職業專才教育轉
型和利用內地開放外國人免簽政策開拓更多旅遊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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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香港文化博物館（2025）。

圖片來源：香港文化博物館（2023）。



引言

香港的歷史敘述和世人印象一直是以貿易、金融為主，但
香港的流行文化曾經出現很多優秀藝術作品，包括武俠文學、1 

廣東流行音樂、港產電影等等。因為華人社群廣布世界各地的
淵源，香港的文化產品曾在整個亞太區域內有很大影響。雖然
近年香港文化產品的影響力似在下降，卻並不代表香港文化藝
術和創意產業走向沒落。反而香港在經歷大變革之後，文化有
可能作為引領政治、經濟和社會變革的新引擎。

在香港面臨本地政治生態變遷和全球政治經濟格局不斷劇
變之際，亦適值「一帶一路」倡議推行進入另一個十年的關鍵
時刻，香港潮州商會與香港中文大學（以下簡稱中大）香港亞
太研究所攜手主辦、香港汕頭社團總會參與協辦，於 2024 年
12 月 20 日在中大校園舉行一場「全球潮人與一帶一路國際學
術政策論壇」，就教育、金融、文化傳承與家族辦公室的不同
主題，展開多面向的分析、交流和探討。

論壇以潮人為視角，除了回顧以饒宗頤大師為代表的潮州
學者以香港為根，為往聖繼絕學，以潮州文化為本，開拓國學
邊界的歷史，也就香港建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重要主題，
進行了豐富而深入的討論。論壇中，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鄭會

1.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王毅在 2025 年 2 月 14 日出席慕
尼黑安全會議，回答有關特朗普執政後的中美關係問題時，
引述了香港武俠小說作家金庸《倚天屠龍記》中「九陽真經」
口訣「他強任他強，清風撫山崗；他橫任他橫，明月照大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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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教授闡述饒宗頤教授的學術之路，新加坡中華總商會陳丁輝
博士詳述黃麗松教授對香港、新加坡大學教育的重要性。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以下簡稱特區政府）投資推廣署家族辦公室
環球總裁方展光先生則分享了潮人文化傳承、家族辦公室與海
外華人如何息息相關，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方舟博士從潮州河流
流域歷史角度分析潮州文化的特點。

論壇討論以潮州為出發點，探索潮人在香港文化建構的歷
史和貢獻，雖然涉及到文化和歷史的不同方面，但諸多討論的
現實指向均是香港以文化為引擎需要回答的三個問題：其一、
在「反修例運動」失敗之後，香港曾由反對派主導的身分政治
已經從主流文化中逐漸退潮，香港文化藝術經過撥亂反正後，
可如何重新樹立香港市民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其二、新冠疫
情之後，適逢中國內地文化創意領域快速崛起，內地銳意將文
化產業化，更與休閒、旅遊、娛樂掛鈎，以作為建立文化自信
和拉動內需的重大推動力。香港同樣要面對尋求新經濟增長點
的問題，以文化藝術、旅遊、體育為內核的「盛事經濟」，是
特區政府設計的突破口，特區政府如何處理文化藝術與產業化
之間的利益關係？其三、香港在國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
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
（以下簡稱《十四五規劃綱要》）定位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
中心」，香港如何運用「一國兩制」的聯通國際優勢和對外交
流經驗，加強中華文化的傳播力和影響力？

總結與會講者和嘉賓的觀點，以文化為引擎帶動香港的
變革，要處理好文化與政治的關係，和處理好文化與商業和
產業的關係。本報告基於論壇的多面向分析和討論，將文化
產品和文化形態視為嵌入（embed）社會關係中的一種制度
（institution），從權利（right）關係的角度來進一步理解文化，
將文化視為政治權利、社群權利和影響力，並基於香港的優勢
提出政策建議。



1    文化的概念

文化是一套與特定社群身分認同有長期關係的符號體系。

這些符號體系與身分認同的關係，主要是社群內部共識的結果，

而共識的形成既可以自發產生，也可以經由一些過程賦予。這

些過程包括社群內部的模仿、代際之間的口頭傳播、制度化的

教育和宣傳等等。文化的生成過程往往有不同勢力角力，角力

的關鍵在於文化定義的權力、文化解讀的權力，以及文化選擇

性繼承的權力。文化本身因此也被視為一種場域而存在。

文化的符號體系既包括物質表現形式，也包括非物質表現

形式。物質層面上，文化主要表現為雕塑、紀念碑、建築、歷

史遺蹟等實體符號形式。而非物質層面上，文化則有更廣泛含

義，包括傳統儀式、製作方法、再現形式、表達方式，以及知

識和技能。歷史對文化現象的關注，曾經只聚焦於物質文化一

個方面，即是只專注認定和保存物質文化遺產。但保存物質文

化除了透過技術手段保留其外形，物質文化的傳承更依靠對其

社群意義的解讀，因而物質文化本身也嵌入社群的社會關係之

中。

從 1990 年代開始，國際社會開始轉向重視非物質文化遺

產。標誌性事件是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

於 1989 年發布《保護民間創作建議案》（Recommendation on 
the Safeguard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olklore），這是第一

份保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聯合國官方文件（Lenzerini, 2011）。

根據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2003）的定義，非物質文

化遺產包括五大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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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頭傳統和表現形式，包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
的語言；

二、表演藝術；
三、社會實踐、儀式、節慶活動；
四、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
五、傳統手工藝。
從注重物質文化向非物質文化的轉變，具有重要意義。相

比物質文化，非物質文化更強調人在文化創造和傳承中的主導
地位，人是創造文化意義和價值的主體，所以文化本身不會保
持不變，始終在更新和重構之中。因此，文化政策的終極目的
不是回顧過去，而是面向未來。

文化處於場域中，文化就變成一種多方爭奪的權利。文化
的歷史權利僅存在於教權（priest）和皇權（prince），也就是
文化的定義權利被掌握在上層社會，平民百姓並不擁有文化權
利。教育普及，民權運動興起之後，文化才納入民權（people）
概念，文化也才具有社會普遍意義（Arizpe, 2000; Ruggles & 

圖 1：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五大類型

資料來源：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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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verman, 2009; Harrison, 2015），今天的文化在場域之中有更
多的參與者，試圖掌握文化權利，主導文化的發展方向。這裏
既有來自社群內部的力量，也有來自社群外部的力量。

舉例說，全球化時期，弱勢社群文化受到強勢文化衝擊，
文化傳統面臨單一化威脅。因此國際社會也將保育文化 —— 特
別是非物質文化傳統 —— 視為文化權利保護的重要部分。標誌
性事件是 2001 年，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2001）發
布《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指出文化是身分認同、社會凝聚力、知識和經濟
發展核心。文化多樣性和文化傳統作為文化權利，是一項重要
人權。2005 年，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發布《保護和促
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至 2015 年
已有 140 個國家和地區簽署（UNESCO, 2015:19），成為一部
重要的國際法，保護文化人權已是人類社會的共識。

圖 2：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博覽會

圖片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遊部（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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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料庫

口頭傳統和 
表現形式

表演藝術

社會實踐、儀式、 
節慶活動

有關自然界和 
宇宙的知識和實踐

傳統手工藝

圖片來源：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2024）。



2    文化的權利觀

2.1  政治與文化權利

如前所述，自進入新千禧世紀以來，文化權利處於角力的

場域之中，社群中不同勢力爭奪對文化的定義、修訂和傳承的

權力。社群內的各方勢力都會爭奪對主流文化的定義權和對文

化發展方向的把控力。包括貴族、教會和國家在內的統治者，

都會透過對文化藝術的支持資助，提升群體成員的榮譽感，增

加社會團結；市場上的商業團體也會加入到對文化藝術的定義

之中來，迎合觀眾的需求，獲取最大的利潤；其他的社會群體

例如不同政治團體與派別，也會透過文化藝術宣傳自己的政治

綱領，團結各自派別成員。這些都顯示出文化作為一種權利不

斷處於各種勢力的角力之中。

政府與文化的關係在權力鬥爭視角中，被視為屬於公權力

與私人表達的一種對立關係，例如認為政府提出的所有政策，

都是審查公民的表達權利，或者限制不同立場的表達；文化藝

術也被視為應該極力脫離政府，甚至要表達反對政府治理的立

場。單一的鬥爭觀點會淪為社會對立，而且也忽視了政府在文

化形成和保育中所具備的重要功能。很多高雅藝術的形式，例

如古典歌劇、管弦樂、芭蕾舞等文藝形式，如果沒有政府的支

持資助，單憑市場角色很難做到自負盈虧，政府透過鼓勵和資

助，保證了這些具有價值的古典藝術形式得以延續下去（甄小

慧 ,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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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治理的角度來理解政府和文化的關係，首先要承認政府
和文化之間有共生關係，政府需要文化活動來樹立社會價值觀，
形成榮譽感，從而達至社會整合的目的；而文化活動需要透過
政府的協助得以獲得更多觀眾和可持續性。其次，要視政府代
表社群的最大公約數，服務於社會團結。因此，政府政策既要
透過文化活動和產品樹立社群主流價值觀，也要保證不同表達
形式和內容在合法基礎中均有存在和發展空間。

治理角度考驗的是政府在文化上發掘共同點和保存多元文
化的能力。例如，文化在發展過程中不斷變化，各種文明透過
歷史交流，產生很多獨有的文化現象，以至很多社群文化有相
類似元素。這些共同元素是社群共同記憶和想像的基礎，社群
會將這些傳統透過代際交流而保存下去。中國古代的陸上和海
上「絲綢之路」，就為沿線國家和地區帶來很多中國文化元素。
這些地區人民已經將部分中國文化元素內化成為自身文化一部
分。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要建造「民心相通」的文化基礎，
除了要透過華僑華人在海外僑居地傳播和發揚中華文化，更需
要在當地尋找和發掘中外傳統文化中的同源元素和共通基礎。

舉例說，已經列入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項目的土生

圖 4：政府和文化的共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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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語話劇（Patuá Theatre）和土生葡人美食烹飪技藝，就是中
華文化、葡萄牙文化和南亞文化交融的產物。2024 年，中國
政府和馬來西亞政府聯合申請將「舞獅」列入聯合國教育、科
學及文化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香港中通社 , 
2024）。這些例子顯示文化不須追求單一社群認同，而可以是
不同社群文化融合產生的結果，這不僅對社會內部團結有啟發，
也為「一帶一路」倡議在推動「民心相通」的交流互動上走深
走實提供靈感，具有深遠的傳播價值。

2.2  文化的人權觀

文化是社會群體認同和記憶的基礎，也是社群得以存在的
基礎。可以說，若剝奪社群的文化，就等同是宣判一個社群的
死亡。文化關乎社會群體和個人身分認同，文化傳統是社區不
斷創造的結果，社群擁有文化才能不斷創新和保護社會多樣性。

另外，文化與宗教信仰有密切關係，宗教信仰更是最基本

圖 5：香港電台於 2022 年製作一連十集的文化考察節目

圖片來源：香港電台（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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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之一；從這個意義上看，文化是一項重要人權，這是聯合

國公約和國際社會的共識。保育文化是聯合國國際公約保護的

一部分，例如《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第 18 和 27 條 及《 經

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第 15 條均提出要尊重和

保護文化人權。

所有公約簽署國家均有保育文化的義務，其中首先需要保

育的就是語言文化。中文是中國文化的重要載體，是中華民族

身分認同的重要基礎，傳播華文就是傳播中華文化。以美國為

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將語言問題作為政治外交手段打壓中國文化

向外傳播，例如美國、澳洲、英國等都相繼污名化中國「孔子

學院」，推出限制其辦學的政策。

面對現時西方發達國家處處針對中國文化傳播的負面政策

周期（王祖嫘 , 2023），要根據文化人權特徵作出有力反擊，

不僅要在中國文化傳播上有所作為，更要用法律武器維護華人

社群正當文化權益。一方面需要從海外華人文化人權基礎出發，

予以輿論回擊，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西方國家雖然打擊「孔子學

院」，但針對的是中國主導的傳播，並非斷然阻撓中文教育。

因此，由所在國主導的中文教育，仍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例

如，在歐美發達國家，推動融入本國教育文化語境下的中文教

育，有化解風險的可能性。

2.3  文化的軟實力

文化的軟實力不同於政治、經濟、外交和軍事等硬實力，

是透過各種文化表現形式產生對其他社群的感染力，增加不同

社群的同理心、親切感，從而塑造良好本社群形象。這些軟實

力的表現方式可以有方方面面，例如具有創造力和吸引力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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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藝術作品，與自然環境和歷史人文相關的旅遊路線和產品、

體育運動項目、另類醫療健康、飲食文化、視聽娛樂和電子娛

樂產品等等。透過各種媒體的作用，這些具有吸引力的項目可

以跨越邊界形成很多同好群體，有些甚至可以跨越小眾群體邊

界成為大眾欣賞的項目。

文化軟實力的形成，除了文化的項目內容，媒體和媒介的

作用不容小覷。很多新的內容形式、生活方式都是透過媒體得

以傳播。這些媒體可以是傳統的文字和視聽傳媒，也可以是新

類型的媒體，包括電子遊戲、網購平台、社交媒體等等。另外，

優質教育也是一種極具影響力的傳播途徑，很多人透過遊學、

留學或者學習其他語言文化的方式，了解和欣賞其他文化。優

質教育和培訓對學員的影響力，不僅深入而且長久，因此需要

重視教育作為軟實力的重大作用。

文化的軟實力不僅可以提升社群形象，同樣可以轉化為經

濟收益。以文化為基石的旅遊業、餐飲業、教育培訓業乃至健

康產業，都是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為國民經濟帶來收

圖 6：中國對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視

圖片來源：央廣網（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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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和創造就業，還可出口創造價值。中國從農業大國發展到現
在世界首屈一指的工業大國，將來也必會朝發展成為服務業大
國及科技創新大國的目標前進。

就服務業經濟而言，中國在這方面的發展長期以來處於逆
差狀況，每年有大量國民到外國旅遊、留學培訓、購買外國版
權等，這些服務逆差狀況正在改變。《「十四五」服務貿易發
展規劃》提出培育特色服務貿易的競爭新優勢。重點的行業包
括發展中醫藥服務貿易，吸引境外消費者到中國接受中醫藥醫
療保健、教育培訓、文化體驗，以及鼓勵中藥產品開展海外註
冊等。

另一方面，根據中國政府 2024 年 9 月發布的《國務院辦
公廳關於以高水平開放推動服務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意見》，中
國將推動中國武術、圍棋等體育服務出口；發展「互聯網 + 中
醫藥服務貿易」；支持中華老字號等知名餐飲企業開展中餐
品牌國際化經營，提升中華餐飲文化國際影響力等（國務院 , 
2024）。這些中國傳統文化具有特色，有出口的優勢，也能成
為「新質生產力」的代表。

綜合以上所述，從文化的三種權利觀來看，應該樹立「大
文化」的觀念。即是說，文化不應該僅僅指文化藝術產品或者
創意產業，而應該包括語言文字、旅遊、飲食等各種傳統和新
興媒體。同時政府對文化治理的工具箱要注重教育和培訓的作
用。



3    香港的文化使命

3.1 以樹立中華民族共同意識和保持香港「一本多
元」特色為使命

香港過去的文化藝術反映政治和文化的關係，很多文化作

品反映社會大眾對身分政治的理解，同時政府和各政治派別在

歷史上也將文化作為一種身分認同與政治定位的工具。這些文

化藝術的政治表達可以在回歸前後，以及各種政治運動中見到。

回歸前的港英政府透過政務官管理官辦藝術團體，既供養也審

查文化藝術活動。在「文化民主化」的理念之下，轉由市政局

和區域市政局管理文化行政權。

回歸後，隨着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被撤銷，文化行政權收

歸政府，陸續由民政事務局、發展局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等分

工負責。直到 2022 年才正式成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雖然回歸

後文化行政權再次「中央化」，但特區政府對文化權利並未起

到主導作用，尤其是欠缺透過文化樹立香港市民中華民族共同

體意識，任由不同政治派別爭奪甚至主導文化權利。在文化藝

術產品上，香港的文學、音樂、電影、舞蹈、戲劇、繪畫和體

育等諸多方面的歷史敘事充滿了張力，甚至迷失在政治表達之

中（Clarke, 2001; 甄小慧 , 2017; Vigneron, 2018）。

在「反修例運動」失敗之後，由反對派主導的身分政治已

經從文化中逐漸退潮，香港的文化面臨撥亂反正後如何重新樹

立和鞏固香港市民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問題。這需要政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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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藝術上主動承擔推動形成主流價值觀的治理角色，不能夠

放任不管，容許「無為而治」或軟對抗之風延續下去。

另一方面，政府長期以政務官直接管理文化藝術也容易帶

來機械式管理或過度審查問題（甄小慧 , 2017）。這些問題需

要特區政府在文化藝術領域設立信任夥伴計劃，與文化藝術界

共同協調和管理，既要積極有為地保證文化藝術作品樹立主流

價值觀，又要毫不含糊地尊重表達的開放性和多元性。

香港的文化藝術和文化產業有過很多優秀的產品，香港的

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也富有包容性，其中香港與海外華人社群

的聯繫是香港的其中一股重要軟實力。這些軟實力對香港向海

外開拓有實際的價值，也將對大灣區和「一帶一路」的發展有

積極意義。《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

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香港要運用「一國兩制」下聯通國際的

優勢和對外交流的經驗，加強中華文化的傳播力和影響力，推

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是特區政府在文化上應當承擔的使命，

也是樹立社會主流價值觀最值得做的工作，同時亦是其中發展

機遇之所在。

在特區政府推出的《文化創意產業藍圖》中提到「一本多

元」是香港文化環境的特色，即香港文化以中國文化傳統為根

本泉源，同時要具有世界視野，吸取其他文化之所長。換言之，

香港既有中華文化的根本，又有多元文化並列共存的特質，香

港文化在發展上與內地文化所走的路徑因此存在差異，惟弘揚

中華文化的目標則一致（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 2024a）。

從策略上說，文化的推廣需要從香港本身所具備的獨特性

入手。例如，港式奶茶文化兼具中國茶文化和英國茶文化的特

色，皮鞋與服裝製作則兼具技藝與潮流，蛋撻和糕點的製作又

須考慮節慶及健康等元素，至於香港的粵劇推廣等，則是基於

中西文化交融互動的環境。

特區政府提出「香港無處不旅遊」的理念，可以從非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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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角度多發掘具有本地特色的文化傳統，向世界展示香港的

文化特色。又例如，近年潮汕的「英歌舞」被列入國家級非物

質文化遺產，引起文化愛好者和遊客的極大興趣，香港也有很

多獨特的文化，至於其他如大坑舞火龍、長洲太平清醮等，都

可以再發掘、再豐富，讓其成為特色文化旅遊項目。

3.2 以傳播華文華語和維護海外華裔文化權利為 
使命

香港在海外華人和華僑社群中具有特殊地位和緊密聯繫。

從歷史看，香港是很多華人走向世界的第一站，曾踏足香港，

在此短暫停留，或有較長時間居住生活，甚至亦有親友在香港

工作定居，對香港的文化、語言、生活習慣等十分熟識，尤其

與香港保留着各種各樣的聯繫。正因如此，香港可以繼續發揮

民間社會聯繫優勢，為華文華語教育、中華文化推廣出力。舉

例說，香港可以作為構建傳播中國文化的平台和管道，既為解

決各類駐外機構、於海外經商或務工人員的隨居子女在國外學

圖 7：香港政府落實「香港無處不旅遊」理念

圖片來源：點新聞（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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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香港政府以弘揚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為重要發展方向

圖片來源：文化體育及旅遊局（2024a）。

習漢語問題，也為海外華僑華人子女學習中文、中國歷史文化
提供途徑。

香港的民間教育機構可以協助在海外建設全日制的中國國
際學校，也可以在所在國現有的教育機構開辦「中國部」。在
亞洲和歐洲國家，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阿拉伯國家、
非洲、南美洲和太平洋島國，這些國家和地區有大量華僑華人。
華人社群對華文教育需求殷切，協助當地中文教育標準化、規
範化，便利不同國家的語言教育政策借鑒採用，制訂當地語系
化的中文教育政策，就是支持華人社群維護自身的正當權利的
重要途徑。

毋庸置疑的是，香港的民間社會十分有活力，應當多利用
民間管道發揮軟實力，推廣中國文化。例如香港的宗教團體與
很多國家的宗教團體有交流的歷史，信眾分布也廣泛。宗教團
體提供宗教文化，也有服務社區和社會的功能（民政及青年事
務局 , 2024）。宗教團體普遍提供語言培訓、中文教學、傳播
歷史文化知識，可以借助宗教團體力量來推動中國文化的對外
傳播。

另一方面，宗親團體、同鄉聯誼組織也是中國文化重要傳
統，在海外不僅團結協助鄉里，而且也是傳播中國文化重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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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的文藝創意產業發展藍圖

圖片來源：文化體育及旅遊局（2024b）。

台。美國等西方國家打壓海外華人宗親團體和同鄉聯誼組織，
同樣涉嫌侵犯華人社群人權，除華人社團可以透過法律手段維
護海外華人合法權利，民間社會還可以發揮影響力。在文化領
域的政府和民間團體夥伴關係上，可以促進在海外華人社群的
華文華語教育以及華人文化傳播，這是民族利益和經濟利益的
結合點。

3.3  以發掘和拓展香港文化軟實力為使命

文化的活力是文化傳承的最重要基礎，文化遺產的最大問
題，是每一代人創造的文化產品會隨着人的老去而影響力逐漸
消逝，如果不創造出新意義和新價值，為每一代的青少年所接
受，文化傳統終將被遺忘。因此，文化要不斷更新符號意義。
中國近些年在數字新媒體領域發展值得關注，例如服飾文化
代表平台 Shein，阿里巴巴和拼多多旗下的購物平台，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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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kTok、嗶哩嗶哩等串流自媒體平台，乃至近期大熱的中國首

款 3A 遊戲《黑神話：悟空》。這些充滿活力的文化傳播平台

和形式，吸引了全球青少年對中國的關注，提升了世界對中國

文化的興趣。

香港的文化產業曾有過輝煌時期，今天仍然有一定傳播影

響力。香港的通俗文學、武俠小說、功夫、粵語流行曲、戲劇、

電影和電視節目等都有極其燦爛歷史，甚至有的仍在全球發揮

影響力。但近些年香港的文化創意產品很多延續舊有的知識產

權（IP），推陳出新者少，原創性不足，影響力有所下滑。香

港文化軟實力不能在原地踏步，或是「吃老本」，需要培育和

鼓勵創意產業的從業者繼續創造好的作品，更要扶植新的平台，

鼓勵新的創意，支持新的製作。

香港的教育是香港軟實力的重要一環。特區政府和社會各

界在教育上的投入十分龐大，香港的教育兼具中西所長，水準

廣受社會認可。香港可以利用好教育作為輸出中國文化平台，

圖 10：「世紀之星」李小龍將中國功夫帶上世界舞台

圖片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9）；香港文化博物館（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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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開放更多機會讓海外華人的後代來香港學習，讓內地希望

出國學習的中學生可以香港為首選。這些教育培訓既可以是學

位教育也可以是職業培訓。香港服務行業的職業教育具有特色，

受到世界肯定，同樣值得大力推動。舉例說，2024 年 9 月在法

國里昂舉行的世界技能大賽，香港代表隊獲得 1 金、1 銀、2 銅

及 10 項優異獎章，包括在「櫥窗設計」項目奪金，「西點製作」

項目奪銀，「飛機維修」和「雲端運算」項目奪銅，是香港自

1997 年參賽以來的最佳成績，亦反映了香港服務行業及職業教

育的高水平。不可不知的是，香港至今已累計獲得 4 金、2 銀、

7 銅及 81 個優異獎章，反映香港的職業技能教育和培訓受到世

界肯定（職業訓練局 , 2024）。

2022 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提出要「鼓

勵有條件的職業教育機構赴境外辦學」，內地的職業院校設立

了「魯班工坊」這個品牌作為向海外輸出職業培訓的平台。香

港可以在職業培訓方面借鑒內地「魯班工坊」的例子，由職業

訓練局與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港商合作，與當地學

圖 11：2024 年世界技能大賽香港代表隊成績斐然

圖片來源：世界技能大賽（香港）（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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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合作設立「魯班工坊」並輸出培訓師資，幫助培訓當地勞動
力，節省港商在當地投資設廠人力資源培訓成本，同時也應嘗
試在「出海」的浪潮中推廣香港職業教育。

香港民間社會與海外的深厚聯繫也是香港重要的軟實力。
例如，香港有實力透過體育運動加深內地和海外的聯繫。歷史
上，中國能夠重返亞洲足球聯盟就是透過霍英東和香港足球界
在亞洲足球聯盟的人脈關係得以實現（環球網 , 2025）。英式
欖球的受歡迎程度在全球僅次於足球，澳洲和新西蘭等欖球強
國憑藉其欖球上的實力在太平洋島國有極大影響力，甚至可以
透過欖球開展外交（Knott, 2024）。雖然香港欖球隊並不是世
界強隊，但在亞洲具有獨特地位。香港於 1976 年創辦的「香港
國際七人欖球賽」，現已發展成為全球最重要的欖球賽事。一
批中國內地和海外頂尖的欖球運動員都有過在香港成長、訓練
和比賽的經歷，這都為香港欖球贏得極大的影響力和商業收益
（Business Digest Editorial, 2024）。以上這些例子都說明，香
港可以透過經營文化產業，拓展自己的軟實力，也可以獲得不
菲的經濟收益。

圖 12：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

圖片來源：香港旅遊發展局（2025）。



4    「魯班工坊」的示範與分析

4.1 「魯班工坊」簡介

發源於天津的中國職業教育培訓品牌「魯班工坊」，開展

以服務海外中資企業和推廣中國職業培訓為目的的職業教育服

務，是傳播文化軟實力的一個值得借鑒的例子。「魯班工坊」

是 2015 年由中國教育部和天津市人民政府在發展「國家現代

職業教育改革創新示範區」協議下提出的職業教育國際交流平

台，目的是實施職業教育「走出去」戰略。第一間「魯班工坊」

於 2016 年 3 月由天津渤海職業技術學院在泰國大城技術學院成

立。

「魯班工坊」由政府、院校和企業三方辦學，學校提供中

方外派教師和海外本土教師，學員在工坊學習實用技術，企業

提供實習和就業崗位，兩國政府在當地聯合投資大型基建項目

並聘用當地勞動力的多方合作（呂景泉等 , 2023; 楊延、李力、

白海力 , 2023; 呂景泉等 , 2024）。這種聯合辦學模式，不僅節

省在當地發展的中資企業培訓和尋找技術人才的成本，也有利

中國職業技能人才到海外發展，更為當地年輕人創造職業發展

機會，實現「一帶一路」上真正民心相通。

據統計，到 2023 年，「魯班工坊」已經在 31 個國家開

辦了 35 個，共開設專業 70 多個，累計招收學歷生 6,100 餘

人，非學歷生 31,000 餘人次，培訓外方專業教師 4,000 餘人

次，中外院校合作開發教材 220 餘本（李萍 , 2023; 呂景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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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魯班工坊建設 • 體驗館」在天津輕工職業技術學院開館

圖片來源：新華網（2023）。

2024）。附表 1 列出部分「魯班工坊」在不同地方的合作項目、

設置時間、學校和各種培訓專業內容。

4.2 「魯班工坊」的管理和運行特色

「魯班工坊」建設基於「一塊品牌」、「兩種功能」、「三

條路徑」、「四個內涵」和「五項原則」。「一塊品牌」是「魯

班工坊」，這個品牌由 2020 年於天津成立的「魯班工坊建設聯

盟」管理，聯盟設立了《魯班工坊建設規程》和《魯班工坊建

設聯盟工作辦法》，並成立了專家委員會。「兩種功能」是實

施學歷教育功能和技術培訓功能，既有針對技術的培訓項目，

也有指向中職、高職、本科和工程碩士等學歷的教育。「三條

路徑」是學校與學校的責任主體合作、學校與企業協同依託合

作，以及學校與政府項目支持合作（呂景泉等 , 2023; 楊延等 , 
2023）。

舉例說，「魯班工坊」遴選了包括泰國大城技術學院、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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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奇賈斯特學院、葡萄牙塞圖巴爾理工學院、埃及艾因夏姆斯
大學、埃塞俄比亞技術大學等學校與天津職業院校合作；合作
企業包括中國土木工程集團有限公司、華為、海爾、亞龍智能、
中國中材集團有限公司、天煌教儀器、驥騰機電工程、中聯重
科等公司。培訓的項目服務對象包括中泰高鐵、中國–瀾湄合
作、中巴經濟走廊、金磚投資項目、亞吉鐵路等政府支持的大
型基建合作項目（呂景泉等 , 2023）。

至於「四個內涵」則包括以中國本土化和視野國際化工
程實踐創新項目為教學模式、中國院校主導開發國際化專業標
準為基本依據、全國職業院校技能大賽等優質賽項裝備為主要
載體、師資培訓先行和教學資源開發為必要保障。最後，「五
項原則」是指平等合作、優質優先、強能重技、產教融合、
因地制宜，基本上都從實效、合作和共享出發（呂景泉等 , 
2023）。

「魯班工坊」作為一個由職業教育界發起的民間組織，得
到了國家和國際的認可，發展上取得突出成績。工坊作為成功
的國際合作案例，出現在四份中國政府白皮書中，包括《新時
代的中非合作》、《中國職業教育發展報告（2012–2022 年）》、
《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的倡議與行動》和《共建

圖 14：「魯班工坊」的五項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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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實踐》（呂景泉等 , 
2024）。

「魯班工坊」也在多邊機制中獲得認可，包括中非合作論
壇、中國–中亞峰會、中國–阿拉伯國家峰會、上海合作組織、
金磚國家、20 國集團和瀾湄合作。其他內地省分，包括浙江、
陝西和四川也在利用「魯班工坊」的平台在其他國家設立培訓
機構。截至 2023 年，「魯班工坊」一共在亞洲設立 13 個，歐
洲設立 5 個，非洲設立 17 個，反映其成績卓著，深受歡迎（劉
聰、趙紅 , 2023; 蔡鶯、張磊 , 2023; 呂景泉等 , 2024; 張怡玲 , 
2024）。

4.3 「魯班工坊」案例分析

「魯班工坊」是近年中國施展軟實力的成功案例，相比「孔
子學院」的語言培訓更具有優勢，也未受到美西方國家打壓，
當地社會亦沒出現甚麼牴觸情緒。深入分析這個案例，可以看
到一些成功因素。

圖 15：「魯班工坊」獲首屆世界職業教育大獎

圖片來源：天津輕工職業技術學院（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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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技能為主，掛鈎經濟利益，易於受落

「魯班工坊」專注於技能培訓，避開對中國影響力的直接

宣傳，而職業技術培訓相比語言文化培訓並不直接宣傳中國文

化，受到的公眾關注和政治牴觸較少。另一方面，職業培訓與

當地人的就業和經濟利益掛鈎，為當地人提供實用技術。中國

作為全球製造業大國，很多技術和工藝都具領導地位。職業技

術培訓可以提高當地的技術水準，學員也可以憑技術謀生。

4.3.2  服務投資當地的中資企業和當地的華僑華人

「魯班工坊」的很多培訓項目與工業生產、交通基建、冶

金冶煉等有關。這些項目直接服務於到當地投資設廠生產的中

資企業，促進當地建設。學員接受培訓後，可以在當地中資企

業工作，獲得就業機會。工坊的另外一些項目則面向華僑華人

的需要，包括中醫藥技術、電子商務、中餐烹飪等，這些項目

既可以服務當地華僑華人，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廣中國的特

色文化。

4.3.3  工坊選址集中於發展中國家

發展中國家較需要「一帶一路」的投資，引入技能，提升

專業水平，也有大量的待業勞動力，工坊設立在這些國家提供

的價值超過在發達國家。

4.3.4  採用「官促民辦」的經營模式，具有可持續性

「魯班工坊」的管理是秘書處設於天津的「魯班工坊建設

聯盟」，截至 2023 年，聯盟成員單位已達 323 個，包括 200 所

院校、54 個企業及行業協會、4 所研究機構，以及 65 所院校觀

察員（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 , 2023）。由官方提供政策便利，

民間和商界則直接運營，這種方式可避免很多從政治出發的懷

疑，而且也更加專業和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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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魯班工坊」已在亞非歐三大洲建立工坊

圖片來源：天津輕工職業技術學院（2024）。



5    「潮州廚房」的構思

香港與海外華僑華人的聯繫一直是香港的重要軟實力之

一。很多海外華僑和華人就是從香港出發，前往新舊金山、南

洋和世界各地，很多海外華人也是經香港回到內地的故里家鄉。

這些海外華人家族很多在定居國已經繁衍到第二代或者第三

代，後代對香港的印象也逐漸生疏。

在「一帶一路」倡議之下，香港要利用「海上絲綢之路」

重新建立海外華僑華人的中華文化聯繫，再在此基礎上發掘商

業機會，例如港商在「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或地區投資設廠，

吸引這些地區的高淨值家族來香港設立「家族辦公室」，或者

利用香港的區位優勢來港發展等。特區政府除依靠駐於海外的

14 個經濟貿易辦事處，還可以積極鼓勵民間社團在不同地區利

用香港獨特優勢，促進香港的經濟利益。

舉例說，香港的潮州商幫在海外很早就建立商業聯繫，其

中泰國是海外潮汕人最多的國家，是潮汕人的第二故鄉。泰國

的富裕家族很多都是潮汕人後代，例如泰國正大集團謝國民就

是潮汕人的後裔。首個「魯班工坊」就設在泰國大城（阿瑜陀

耶）。大城是泰國的舊都，歷史上與潮汕海商集團有深厚聯繫，

大城也是潮汕人聚居地。基於潮汕人的網絡開發和利用兩地的

民間文化和商業聯繫，香港應比天津有更好的文化基礎。

潮州菜是粵菜的主幹和代表，潮州菜的烹飪技藝是國家級

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潮州菜的來源是中原文化、閩南文化和潮

州本土文化的融合菜系，是博採眾長，又富有地方特色的菜系。

潮州功夫茶也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享譽全球。潮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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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往來東西洋，經
營南北行」，有海水
的地方就有潮汕人，
足 跡 可 謂 無 處 不 在
（方偉彬 , 2022; 潮州
發布 , 2023）。潮州
菜和功夫茶也走向世
界各地，尤其在馬來
西亞、泰國、印尼和
新加坡非常流行。

香港有大量潮汕
人生活，既是世界美

食之都，也是潮汕美食的港澳流派。香港可以借鑒「魯班工坊」
的形式，推廣潮州美食文化、潮州的茶文化同海外的潮汕社群
重新建立聯繫，開拓商機。基於此，可以設立集烹飪教學、餐
廳經營和文化傳播於一體的「潮州廚房」，目的在於為「一帶
一路」地區社會傳授潮州美食烹飪技藝、實習餐廳管理經營技
能和推廣中華文化。

在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南洋潮汕社群集中的
地方，可以支持香港的潮州社團或者私人企業到當地設立「潮
州廚房」，吸納當地的華僑華人參加包括烹飪技藝培訓和餐飲
管理實習等機會。借助「潮州廚房」既發揚和壯大香港的軟實
力，又可以開拓香港的產品、服務和人才的新發展空間。

當「潮州廚房」營運成功，走出關鍵腳步後，便可將此模
式進一步擴大至其他地方特色菜系，例如「北京廚房」、「上
海廚房」、「四川廚房」等，以化整為零的策略將中國菜以不
同形色呈現在世界各地民眾面前，讓其有林林總總的不同選擇。
因為「民以食為先」之故，藉着飲食文化的推廣，中華文化必
然可在全球不同角落傳播開去。

圖 17：經典潮州菜

圖片來源： 街坊工友服務處再培訓中心 
（2024）。



6    其他政策建議

在本研究中，除了參考「魯班工坊」的案例，建議在「一
帶一路」地區設立「潮州廚房」，以培訓烹調潮州菜、製作工
夫茶及經營潮州餐館等技能的具體政策，亦提出如下一些政策
發展方向，作為貢獻香港力量、尋找發展新引擎，以其發揮中
華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路線思考。

 建議 1

可以借助香港宗教和民間團體的力量來推動中國文化的對外傳
播，例如由宗教團體承擔海外文化傳播和服務華僑華人的功能。
香港的宗教和民間團體在本地提供很多社會服務功能，既服務
信眾會員，又回饋社會。這種模式可以輸出到「一帶一路」的
國家和地區，尤其是團結和服務當地華人社群。

 建議 2

香港的大學和中學有很多海外夥伴學校和機構，每年都有不少
香港學生獲得去海外短期交流學習的機會，除學習體會當地的
風土人情，這些交流學生也可以在當地的學校開辦短期中文興
趣班如「倉頡課室」或者中文興趣小組等，由教育局提供一些
中文教學資源套和教學培訓，鼓勵和協助香港青少年學生利用

中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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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資助的海外交流機會，教授當地學生一些中國文字和有趣的

中國文化，提升民間交流效果。

 建議 3

加設帶有華文華語教育的國際學校，收生對象為海外華人子弟

或者海外對中文學習有興趣的人士，以及內地有赴海外學習需

要的人士等。透過特區政府的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向當地的華

裔社群推廣香港的教育，吸納海外華人子弟來香港接受教育，

同時為香港有實力的辦學機構赴海外設立華文教育機構提供協

助。 

 建議 4

在特區政府資助下，四所本地自資院校正向「應用科學大學」

轉型，並組建「應用科學大學聯盟」。香港的職業專才教育可

以利用機會向內推廣職業專才教育，也可向海外發展。尤其香

照片來源：Can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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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與東南亞華人網絡具有非常廣泛的聯繫，香港的經濟實力、

文化影響力在東南亞具有輻射能力，特區政府可積極在東南亞

輻射傳播香港軟實力，同時也為香港商人和青年開拓海外發展

機會。

 建議 5

香港也可把握內地對部分國家單方面免簽政策和 240 小時過境

免簽政策，推動相關地方民眾來華旅遊的熱潮。這些遊客可以

香港為中國入境點，或者離境站的「香港 + 大灣區」或者「香

港 + 內地著名景點」的「一程多站」式旅遊。還可以借助最近

大熱的 IP 開發旅遊，例如借助《黑神話：悟空》的全球熱度，

舉辦「悟空旅遊獎」，讓外國遊客從香港出發，「個人遊」或

在香港參團到內地找尋遊戲中的取景地，「打卡」成功者可以

回到香港領取紀念品，利用這些活動和內地不同省市文體旅遊

部門合作。又例如設立「潮州廚房」，以香港為起點或者終點

開拓潮汕美食之旅。旅程從香港出發，到香港結束，既利好香

港旅遊業，也向世界宣傳內地大好河山。



結語

文學、語言、音樂、戲劇、電影、體育等文化藝術與創意
產業，具有豐富內涵、深遠影響和雄厚發展潛力，香港要成為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以文化藝術和創意產業為新的發
展引擎和增長亮點，不僅須具優勢實力，更須具創新意念和豐
富想像力，然後才能結出果實，書寫傳奇。

從「發揮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的視野出發，本研究
提出的政策建議或構思，在於如何調整好香港在文化與政治、
文化與產業之間的發展關係，政策的重心則在於利用好民間社
會的「聯繫人」角色，更好地發揮香港的軟實力，為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作出更大貢獻。

圖片來源：文化體育及旅遊局（202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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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部分「魯班工坊」的建設時間、學校和合作專業

合作項目 建設
時間

建設學校 合作專業

泰國魯班 
工坊

2016 天津渤海職業 
技術學院

機電一體化、數控技術、 
物聯網技術、新能源汽車技術

天津鐵道職業 
技術學院

（高鐵）動車組檢修技術、 
（高鐵）鐵道信號自動控制

印度魯班 
工坊

2017 天津輕工職業 
技術學院

光伏發電技術與應用專業、 
數控設備應用與維護專業

天津機電職業 
技術學院

工業機器人技術、機械設計與 
製造（3D 製作）

印尼魯班 
工坊

2017 天津東麗區職業
教育中心學校

汽車運用與維修、電子技術 
應用、中餐烹飪

英國魯班 
工坊

2017 天津市經濟貿易
學校

中餐烹飪

巴基斯坦 
魯班工坊

2018 天津現代職業 
技術學院

機電一體化、電氣自動化

柬埔寨 
魯班工坊

2018 天津中德應用 
技術大學

機電一體化、現代通信技術

葡萄牙 
魯班工坊

2018 天津機電職業 
技術學院

工業機器人技術、電氣自動化 
技術

吉布提 
魯班工坊

2019 天津鐵道職業 
技術學院

鐵道工程技術、鐵道交通運營 
管理

天津市第一商業
學校

物流管理、市場營銷

肯尼亞 
魯班工坊

2019 天津城市職業 
學院

雲計算技術應用

南非魯班 
工坊

2019 天津職業大學 物聯網應用技術、增材製造技術

馬里魯班 
工坊

2019 天津醫學高等 
專科學校

中醫技術

天津紅星職業 
中等專業學校

中藥和保健技術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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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部分「魯班工坊」的建設時間、學校和合作專業（續）

合作項目 建設
時間

建設學校 合作專業

尼日利亞 
魯班工坊

2020 天津中德應用 
技術大學

電氣電子工程

天津鐵道職業 
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車輛工程方向）、 
機械工程（交通運輸方向）、 
土木工程（鐵道工程方向）

埃及魯班 
工坊 
（兩個）

2020 天津輕工職業 
技術學院

數控設備應用與維護專業、 
光伏發電技術與應用專業

天津交通職業 
學院

汽車運用與維修專業、機械 
工程、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

象牙海岸 
魯班工坊

2020 天津理工大學 機械工程、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

烏干達魯班
工坊

2020 天津工業職業 
學院

黑色冶金技術、機電一體化技術

馬達加斯加
魯班工坊

2020 天津機電職業 
技術學院

電氣工程

天津市機電工業
學校

汽車運用與維修

埃塞俄比亞
魯班工坊

2021 天津職業技術 
師範大學

機械製造、電子與信息通信、 
電氣–電子技術

摩洛哥 
魯班工坊

2021 天津商務職業 
學院

跨境電子商務

保加利亞 
魯班工坊

2021

 

天津農學院 智慧農業

天津經濟貿易 
學校

跨境電商

俄羅斯魯班
工坊

在建 天津電子信息 
職業技術學院

通信技術、計算機網絡技術專業

瑞士魯班 
工坊

在建 天津紅星職業中
等專業學校與醫
學高等專科學校

中醫技術與中醫專業

資料來源：蔡鶯、張磊（2023: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