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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在促進國際人文交流中的角色* 

吳志良** 
 

 

近年來，人文交流在全球興起，並日益成為中國特色對外交往的重要組

成部份。與傳統的文化外交作為 “一國對外政策的單向活動” 不同，人文交

流是目標長遠的雙向進程。從長遠來看，人文國際交流通過細密而複雜的社

會交往網絡，有助於促進不同國家人民之間的相互瞭解，減少國家之間的錯

誤知覺，為國家之間發展良好關係奠基，成為國家之間良性互動的象徵和助

力，促進國家之間友好交往，塑造國家的人文形象。1 

2013 年，習近平總書記先後提出構建 “絲綢之路經濟帶” 和打造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的倡議。這一倡議順應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潮流，得到

了沿綫國家的積極響應和廣泛支持，也為中國與沿綫國家的人文交流提供

了巨大的想像空間。澳門一直是 “海上絲綢之路” 中的重要節點，也是大航

海時代東方的一個重要港口城市。在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助力參與 “一

帶一路” 建設的過程中，澳門可以充分利用自身優勢，在中西人文交流方面

發揮獨特作用。 

一、澳門傳統角色的再認識 

澳門自 16世紀中期開埠以來，在促進國際經貿往來和中西文化交流方

面一直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這種角色和作用已經是史學界的共識，一方

面，促進了東西方貿易的往來，推動了早期的貿易全球化；另一方面，更為

重要的是，在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和不同民族之間的互相瞭解方面，澳門是衆

多中國城市中發揮作用最大、最持久的一個城市。 

                                                           
* 在清華大學港澳會講—— “港澳在國家新時代改革開放中獨特優勢” 上的主旨發言。 

** 歷史學博士、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1  俞沂暄：“人文交流與新時代中國對外關係發展——兼與文化外交的比較分析”，《外交評論》（外

交學院學報）2019年第 5期，第 34-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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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歷史發展的獨特性，至今還能看到她的軌迹，對澳門的城市發展產

生了深遠的影響，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中西並舉，古今同在， “不同而和、

和而不同” 。中國人看澳門，感覺像歐陸城市；西方人看澳門，雖然是中國

城市，也覺得很親切，很容易融入。 

澳門歷史城區在 2005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世界文化遺產，不僅

是因為澳門建築的歷史性價值或者藝術性價值，更多是因為澳門在不同民

族、不同文化和不同信仰交集交往中形成的模式和產生的精神價值。 

這種價值，就是中國傳統文化所推崇的 “不同而和、和而不同” 。這種

價值，也是緩和當今世界價值兩極化的必由路徑。它是澳門歷史演變的結

果，也深深在澳門社會扎根，並且為世界所接受和認同。我們一直認為，這

是澳門存在的最大價值，也是澳門的核心價值所在，特別在國家新時代的改

革開放中可以成為澳門參與國家發展戰略的最大獨特優勢。 

事實上，習近平主席在接見港澳各界人士慶祝改革開放 40周年代表團

時，對港澳特區提出的四點希望也充分肯定了這一點。澳門特區不僅要更加

積極主動助力國家全面開放、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參與國家治理實踐，還要

更加積極主動促進國際人文交流。2 對前面三點，我們有比較深刻、感性的

認識，對於第四點——促進國際人文交流，我們的認識還不够，而這一點，

正是對澳門歷史發展形成的獨特優勢的最大利用，也是新時代國家改革開

放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即如何讓世界更加客觀理性地認識中國，認同當今中

國的發展並接受中華民族的崛起。因此，可以視作為對澳門既有的中西人文

交流優勢傳統與經驗的再認識，也是對澳門傳統作用的再定位。 

二、澳門扮演新時代促進國際人文交流角色的良好條件 

有人可能會問，澳門是否具有扮演新時代促進國際人文交流角色的條

件？我認為，澳門完全具備相應的條件，可以為促進國際人文交流發揮獨特

重要的作用。 

                                                           
2  “習近平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 40周年訪問團時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 11

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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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澳門具有深厚的歷史積澱和深厚的文化底蘊。澳門既完整保存了

中華傳統文化的基因，又積累了與西方文化交流的經驗。與此同時，澳門社

會並未高度政治化，具備和諧穩定的政治基礎和社會環境來開展國際人文

交流工作。可以說，自古以來，澳門深受嶺南文化的影響，且在相當一段時

間內受到葡萄牙人的治理，遠離政治權力中心，沒有受太多的政治運動和天

災人禍的影響，所以，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因保存得非常完好。然而，澳門

也是一個移民社會，來自不同國家與地區的居民構成澳門社會人口的基礎，

不同地區的居民帶來不同的文化，使得中西方文化可以在澳門自然地進行

交流。 

其次，澳門作為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港口城市之一，長期與西方的交流

交往，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和方法，並且形成了自己的話語體系。換一句話

說，澳門知道怎麼樣來展示、推介自己的文化，知道怎麼樣看待和接受其他

的文化，在傳播自己文化的時候使用的語言與方式更容易讓對方明白和理

解。西方也一直把澳門作為傳播其文化的一個基地和瞭解中國文化的一扇

窗戶。對於中國文化，不僅不抗拒認識，還樂意接受。 

第三，澳門已構建了現成的平台與機制。2003年 10月，中國—葡語國

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在澳門創立，論壇由中國中央政府（商務部）發起

並主辦，八個葡語國家共同參與，旨在發揮澳門聯繫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平台

作用。除了加强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經貿交流之外，該平台每年都要舉辦

形式多樣的文化交流以及教育培訓活動。經過 10多年的努力，中葡論壇開

創了多國政府間合作的新模式，充分發揮澳門聯繫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平台

作用，顯著提升了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合作水平。3 

第四，一些領域的人文交流成效初彰。中醫學是中國的四大國粹之一，

中醫藥產業是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重要產業之一。目前，作為中國

文化的重要載體，澳門已成功地與非洲及歐洲國家在中醫藥方面建立了合

作關係。設在橫琴的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每年都組織內地和澳門中 

  

                                                           
3  郭鑫：“《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成立 15周年成效與展望第三方評估》報告發佈”，《人民

日報海外版》2020年 10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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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醫師遠赴莫桑比克進行中醫交流，培訓當地醫生、理療師和藥劑師，並將

中醫藥合作的經驗和模式輻射到莫桑比克周邊的其他非洲葡語國家。在歐

洲，澳門已與葡萄牙食畜總局、西班牙歐洲中醫基金會等政府機構建立合作

網絡，促進中醫藥產品在葡語國家和歐盟國家的普及應用。4 

第五，澳門居民的家國情懷與平等交往的態度。一直以來，澳門居民心

懷家國，與祖國共呼吸、同命運，長期生活在兩種文化的影響之下，一方面

守護、傳播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對中華傳統文化具有强烈的認同感、歸屬

感與自豪感；另一方面，又能敞開胸懷接受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使中華文化

展現出巨大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在接受西方文化的時候，也非常的自然、自

信，沒有崇洋的心態，沒有媚外的舉止，一直以平等的態度來與西方文化交

流。 

因此，澳門具備了承擔國際文化交流角色的條件。以澳門為基地將中國

文化傳播到海外，將西方文化經過消化之後再轉向內地的城市，在這方面，

澳門無疑具有地理優勢與人文條件，澳門完全可以再次擔負起中學西傳、西

學東漸的重要傳統角色。 

不僅如此，這些年來，在澳門歷史文化的梳理和研究方面，均取得了相

當的成果，並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國際學術網路。中西學術合作，共同對

澳門歷史和文化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在很多問題上達成了共識。換言

之，中西學術界對澳門的歷史文化研究有了共同的學術思想基礎，而這一基

礎，是促進國際人文交流的關鍵因素。 

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澳門的定位是 “一中心、一平台、

一基地”。“一中心” 就是世界旅遊休閑中心，“一平台” 是中國與葡語國家

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一基地” 就是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

流合作基地。該規劃框架對澳門的定位是基於澳門的歷史與現實而作出，可

以相信，澳門完全可以發揮特殊的作用，為促進中國的國際人文交流貢獻力

量。 

                                                           
4  “澳門中醫藥產業火了：走向全球激活創科”，參見 https://en.ciftis.org/cn/xwzx/fmdt/37350/index.ht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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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澳門如何發揮促進國際人文交流的作用 

澳門在促進中外人文交流過程中，既有獨特的優勢，又有歷史經驗，可

以在人文交流內容、形式、工作機制等方面積極謀劃，將人文交流與合作理

念融入對外交往各個領域，促進 “一帶一路” 建設中文化差異的跨越。 

第一，從國家戰略高度進行謀劃與設計。高度重視澳門在國際人文交流

中的作用，可以將其上升到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進行統籌規劃、共同推

進。在國家對外文化交流戰略框架中，確立澳門的定位，使澳門成為國家對

外人文交流的重要組成部份。同時，在國家規劃的框架下，特區政府應該制

訂相應的政策、設立可行的機制、投入更多的資源，在人才培養、教育文化

項目合作等方面有更加積極的舉措。 

第二，充分立足於現有基礎與澳門特色。作為中國參與國際人文交流的

橋梁與平台，實際上，澳門長期扮演了重要角色，也有相當的基礎，澳門可

以充分利用現有優勢促進國際人文交流。 

首先，可以發揮平台優勢，辦好中葡論壇。中葡論壇經過 17年的發展，

已經形成了良好的基礎，合作領域從經貿擴展到社會文化、法律、人才交

流、教育等多個領域。可以進一步將中葡論壇發展成為一個包含參與國社會

各個層面的發展合作平台，加深參與國對中葡論壇的合作忠誠度與參與度，

形成良好的合作傳統。 

其次，着力宣傳特色文化。特色文化是開展人文交流的重要載體，習近

平總書記指出：“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為主、兼收並蓄。推進國際傳播

能力建設，講好中國故事，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提高國家文化軟

實力。”5 澳門的文化極富特色，不僅僅包括 “不同而和、和而不同” 的城

市精神，中醫藥產業、美食也形成了獨特的品牌。2017 年，澳門被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評為 “創意城市美食之都”，而經過多年的發展，澳門中醫藥產

業的影響力已逐漸擴展至歐洲及非洲。特區政府可以在此類文化資源的保

護、傳承、推廣等方面投入更多資源，使其形成更强的傳播力。 

                                                           
5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單行本），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年。 

 



 

 

6 
 

第三，豐富人文交流形式。首先，要搭建促進中外雙向人文交流的平

台，可以充分利用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閑中心的機遇，把澳門打造成世界頂

級的旅遊目的地，讓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們共享澳門的娛樂與美景、開放與包

容，共同體驗中華文化的獨特魅力。其次，要豐富文化交流合作的內涵與形

式。文化交流合作除旅遊、會展、教育、體育、音樂、藝術等傳統領域的交

流外，還可以拓展文藝展演、新聞出版、影視交流、文物博覽、科學技術、

學術往來、知識產權保護等文化交流合作新領域，搭建新的交流合作平台，

創新交流合作的形式，從而加强國際人文交流，引導國際社會客觀理性看待

中國發展，向世界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充分發揮澳門中西文化交

流紐帶作用，傳播中華優秀文化，講好當代中國故事，講好 “一國兩制” 成

功實踐的澳門故事。 

第四，結合自身優勢，重點對接優勢區域。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個大國

需要全方位地與世界各國保持密切聯繫，通常按照國內不同地區的歷史文

化背景和國際聯繫方位，構造定向聯繫不同國家、不同城市、不同文明的跨

文化國際交流平台。美國的紐約、洛杉磯、邁阿密分別是通向歐洲、亞洲、

拉丁美洲的門戶，俄羅斯則以聖彼得堡和海參崴為聯繫歐、亞兩大洲的樞

紐。6 同樣，中國的澳門具有國際聯繫廣泛的特點，尤其是與葡語國家以及

東南亞國家，這兩個區域是澳門可以重點對接的區域。澳門與葡語國家有着

深厚的歷史關係，而葡語國家相對來說，也比其他國家更加樂意跟中國交

往、更加容易接受中國傳統文化。所以，在推動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合

作平台的過程中，不僅僅要注重經貿關係，更要重視文化交流。 

第五，健全全社會廣泛參與的體制及機制。7 人文交流的核心在於從根

本上促進民心相通，這就需要全方位、深層次、多渠道來加强溝通和交流，

需要廣泛動員廣大人民群衆的力量參與。澳門有非常發達的民間社會，不僅

華人社團衆多，其他族群的社團在澳門也為數不少，以葡語社群為例，在澳

門，就有澳門安哥拉協會、中澳聖多美和普林西比友人聯誼會、澳門佛得角

友好協會、幾內亞比紹本土人及友好協會以及果阿、達曼和第烏文化協進會

                                                           
6  汪海：“澳門：全球化時代中國的跨文化國際交流平台”，《澳門公共行政雜誌》2006年第 4期。 

7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强和改進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見》，參見新華網

http://www.xinhuanet.com/2017-12/21/c_11221484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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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8 在國際人文交流中，除了政府推動的對外文化交流外，澳門特區政府

還可以利用對社團資助的機會，引導這些社團積極開展與國際人文交流相

關的活動，從而促進 “官民並舉、多方參與” 格局的形成。 

當然，深度挖掘澳門歷史文化的內涵和價值，努力構建好 “澳門學”，

發掘澳門學所具有的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內涵，使之成為凝聚各國學者進

行深度合作研究的學科領域，並進而探索未來中西文化更好交流合作的路

徑和方法。 

總之，在當今國際人文交流在全球興起的時代，作為中國特區的澳門，

可以充分利用其積累的中西文化交流的經驗與優勢，運用自身具備的條件，

通過深化現有的交流平台建設，健全政府與民間全方位的參與機制，重點對

接葡語國家與東南亞國家及地區，拓展交流內涵，豐富交流形式，促進中華

文化的對外傳播，講好中國故事及 “一國兩制” 在澳門成功實踐的故事，積

極承擔起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助力國家 “一帶一路” 發展戰略的角色。 

 

                                                           
8  于會春：《中國與葡語國家文化交流中的澳門平台作用》，見 “第三屆國際現代管理、教育技術

和社會科學” 國際學術會議，2018年 9月 28日，廣東珠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