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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人文灣區，促進文明互鑒 

吳志良 

 

粵港澳大灣區是重大的國家發展戰略。習近平總書記 2023 年在廣東視察

時强調，讓粵港澳大灣區成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高質量發展的示範地，

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地。 

他 2022 年在香港“七一講話”中指出，港澳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

組成部份。在 2023 十四屆人大第一次會議閉幕式上，他再次强調，强國建設

離不開港澳的長期繁榮穩定。中央決定成立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提升港澳在

新時代國家發展戰略中的地位，相信港澳在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將扮

演更加關鍵的角色，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全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不僅是港澳發揮獨特優勢的 佳選擇，也是港澳特別

行政區的歷史使命。 

一、提高對粵港澳大灣區的認識 

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在新時代制定的支點戰略。一方面，要在國家新時期

改革開放進程中擔任先鋒隊、排頭兵，成為國家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新示範；

另一方面，要成為國家高水平開放的前沿陣地，揚帆出海，參與國際競爭，爭

奪國際話語權、規則制定權和物品定價權，增强國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影響力。 

粵港澳大灣區同時又是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平台和路徑。港澳特

區要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必須擴大發展格局和發展空間，乘搭祖國發展的快車。

在此一過程中，港澳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優勢方能得到 佳的發揮，不僅可以尋

求自身更好的發展，還可以豐富“一國兩制”的實踐與內涵，為國家發展戰略

貢獻更多的力量。 

                                                            
 在中宣部“2023 文化强國建設高峰論壇建設人文灣區分論壇”上的主題發言。 
 歷史學博士，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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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調的是，粵港澳大灣區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和利益共同體，不僅僅是

一個 1 小時生活圈，更應該是粵港澳三地人民的共同精神家園。換言之，粵港

澳大灣區不僅僅要經濟高度協調發展和基礎設施聯通，還要制度規則對接、人

心民意相通，形成共同的價值認同和身份認同，也只有這樣，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才能畢其全功，才能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發揮

大的作用，作出 大的貢獻。由此可見，構建人文灣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提高對“一國兩制”的認識 

“一國兩制”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既是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港澳問題

的 佳方案，也是港澳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 佳制度安排，更為重要的，

是對人類政治發展模式的一大貢獻，為國際社會解決類似歷史遺留問題提供了

富有東方智慧的中國方案，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一種新形態，並且經過了實踐的

成功檢驗。 

“一國兩制”是國家的大政方針，寫進了黨章國法。“一國兩制”是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的其中一項重要制度創新，也是粵港澳大灣區相對於其他大灣區

的獨有特徵。在一個灣區裏面存在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法律體系，的確會為

之間的銜接和融合帶來困難和挑戰，但如果利用得當，“兩制”可能是粵港澳

大灣區 大的優勢。如何充分挖掘“兩制”的價值和潛力，系統整理港澳社會

發展規律和歷史文化的底蘊並進行創新性轉化，為創造性構建人文灣區提供獨

特的元素，應該成為我們構建粵港澳大灣區的重大課題。 

“一國兩制”是人文灣區的 大特色，是中華文明連續性、創新性、統一

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生動寫照，是促進中國國際人文交流和世界文明互鑒的

推動力。港澳不僅完整保存了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的基因並充分展示了中華文化

的巨大開放性、包容性和創新性，近代以來，港澳一直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前沿

陣地，是中國對外文化經貿往來的重要窗口和橋樑，是中西文明終極對決的主

戰場，在中西文化交流融合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積累了豐富的對外交

往經驗，形成了獨特的話語體系和叙事方式，建立了廣泛的國際聯繫網絡。但

是，港澳的體量小，如果能夠與灣區內地其他城市聯合起來，各展所長，互為

補充，資源共享，協調發展，形成合力，不僅可以充實“一國兩制”的理論和

實踐，對促進中外文明交流互鑒也將發揮更大的作用。 



 

 

5 
 

三、塑造人文灣區的要素、困難和路徑 

自從《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頒布以來，學術界和社會各界對人文

灣區建設有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共識正在逐步凝聚，許多具體的工作也在落

實中，大勢已經形成。我們可以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來探討塑造人文灣區的

要素。 

從時間維度來看，粵港澳大灣區擁有共同的文化傳承和文化記憶，嶺南文

化就是我們共有的思想淵源、價值內核、精神紐帶和認同基礎。嶺南文化採九

州之精華、納四海之新風，敢為人先，務實創新，開放包容，以人為本，應該

是灣區人文的共性和底色，也應該成為塑造人文灣區的主體性要素。但是，由

於港澳地區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離開了母親的懷抱，並且生活在不同的法律體系

和社會制度下，與灣區其他城市又有了差異性的發展，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有

所區別，一方面，這豐富了嶺南文化的多樣性和多元性，增加了嶺南文化的活

力，另一方面，不可否認，增加了我們今天塑造人文灣區共同精神家園的難度。

40 多年改革開放的共同經歷，一定程度上拉近了雙方的鴻溝，但之間的心理距

離並沒有完全消除。 

從空間維度看，大灣區應該是一個整體。但事實上，不僅港澳的歷史發展

過程不完全一致，內地 9 個城市的發展程度也不一樣，不僅擁有不同的人文資

源，也有不同的利益訴求，歷史與現實、時間和空間、整體與局部很難在短時

間內完全協調起來。既然是各有特色，各有優勢，各有所求，可以預計，在相

當長時間裏都會求大同、存大異。關鍵是，大灣區各組成城市要有共同的認知、

共同的信念、共同的意志、共同的願景，保持開放、互動、協作、共贏的心態，

朝着共同的目標步調一致地前行。而塑造人文灣區歸根結底是文化重構的過

程，文化基因與各種要素化學反應，聚合擴張， 後產生一種新的範式和形態，

並且在此一過程中，會有共同經驗和情感共鳴，從而形成共同的心理結構、身

份認同和價值認同。 

從路徑上，廣東省加速組織整合內地 9 個城市的優勢，形成合力，而制度

相近的港澳兩個特區聯手合作，走向同城，則可以加快人文灣區建設的步伐。

事實上，廣東省方面已經率先行動，除了在政府層面與港澳特區保持密切合作，

也推動與港澳在教育、科技、文學、藝術、學術諸領域的民間交流，促成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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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領域聯盟的成立，並且有序地開展工作。不同層面、不同渠道交流合作的空

間是巨大的，從歷史古迹的保護與連線、文博機構的聯動、圖書館資源的聯通、

藝術展演的連城、高等學校學科的互認、科技、學術研究的聯合、影視和文化

創意產品的共同製作以及文化設施的共享，都有助於夯實灣區的人文基礎、深

化灣區的人文內涵、豐富灣區的人文精神。但不可否認，這些交流合作從框架

進入實質，從碎片化走向制度化，還需要調動各組成城市更大的積極性，需要

更多的支持和參與，需要更多項目和活動的帶動和充實，需要更多的理念、機

制和模式的創新。 

四、齊心協力促進中外文明交流互鑒 

塑造人文灣區的目的不僅是形塑共同的價值和身份認同，構建共同的精神

家園，為加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出探索，還要凝聚共同的意志、匯合更大

的力量，拼船出海，發揮先鋒隊的作用，齊心協力去促進中外文明交流互鑒，

促進中華文明創新性發展。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和 深沉的力量，文化的影響力也是國

家軟實力的重要標誌。文化的傳播與文明交流互鑒需要潤物細無聲的長期工

作。高度認識粵港澳大灣區戰略和“一國兩制”政策對構建人文灣區的重要

性，充分發揮好港澳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優勢，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香港的定位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

中心”，而澳門的定位是“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

地”。要完成此一光榮任務，一方面，要進一步完善中國歷史大背景下的港澳

歷史叙事，加强中國歷史文化教育，增强港澳同胞的民族觀念和國家意識，築

牢底線；另一方面，要拓展港澳的世界叙事視野、經驗和能力，充分發揮港澳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功能，强化港澳的國際傳播平台作用，深化世界各

國對當代中國價值觀念和政策理念的理解和認同，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和

瞭解。 

港澳回歸 20 多年來，中央堅定不移、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的方針

政策，“一國兩制”的偉大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功。雖然期間不無風雨，

甚至出現過驚濤駭浪，但在中央的堅强領導下，在祖國的堅定支持下，香港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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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由亂及治、由治及興的新發展階段。中央的一系列果斷措施，使得港澳逐

步納入國家治理體系，“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的新局面已經形成，

政治、社會氣氛有了根本性的好轉；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的實施，為港澳全面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搭建了平台，港澳與內地在基礎設施聯通、制度規則對接和人

心民意相通等軟硬件建設方面都取得了顯著的進步，港澳與內地的交流合作日

益密切。 

港澳居民也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只有增强民族觀念和國家意識，堅定文

化自信，守住國家安全的底線，全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全力配合國家發展戰

略，“一國兩制”的政策優勢和本身的潛在價值才會更加凸顯，港澳的特殊地

位和特殊作用才能更充分地展現，港澳才能激發更大的活力來發展經濟、改善

民生、解決長期積累的結構性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這一切，都有利於加快人文

灣區的建設，也增强了我們塑造人文灣區的信心。 

澳門是中國 早對外開放的港口城市，也是 持久與西方交往的基地，不

僅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地守護中華傳統文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先鋒地位和

作用也舉世公認，為早期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並且形成了中

西並舉、古今同在、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靚麗人文風景線以及和“不同而和、

和而不同”、兼收並蓄、有容乃大的社會環境以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人文特質，形成了自成一格、西方人容易理解、能夠接受的話語體系。在回歸

前後，社會各界和政府全力挖掘整理澳門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弘揚傳播中華

優秀傳統文化，推動國際人文交流、特別是與葡語國家的文化交流合作，取得

了顯著的效果，成就了今天和諧穩定的社會局面和愛國愛澳、擁護中國共產黨

的政治基礎。澳門的經驗，需要科學系統總結，也值得塑造人文灣區時借鑒。

我相信，澳門在塑造人文灣區、促進文明互鑒方面可以擔當關鍵的角色、發揮

獨特的作用、作出特殊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