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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委員會推廣「一帶一路」的行動計劃  

 

 

目的  

 

 公民教育委員會（委員會）於2015年 10月 9日的會議，就

推廣「一帶一路」的訊息及推廣方式提出建議。委員會同意於未

來推廣「一帶一路」的訊息，並交由委員會轄下各有關小組研究

推廣方式及細節。本文件旨在向委員會滙報推廣計劃及相關進

度。  

 

 

背景  

 

2. 中央政府提出「一帶一路」的發展策略（即「絲綢之路

經濟帶」和「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貫通亞洲、歐洲和非

洲不同區域的經濟合作走廊，促進沿線國家的共同發展，加強各

國在政經人文領域的合作，實現「五通」，即政策溝通、設施聯

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香港作為國際上重要的金

融、商貿和航運中心，配合其「一國兩制」的優勢，在協助國家

推行這個重大策略時，將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3. 委員會致力在學校以外推廣公民教育，包括國民教育，

從而提升市民（特別是青年人）對國家的認識。委員會同意以軟

性手法在學校以外推廣「一帶一路」的發展策略及其所帶來的機

遇，從而讓市民認識最新國情，深化對國家及國民身份的認同

感，並讓市民明白有關國策與其學業、事業、個人發展以至香港

未來發展的關係。由於「一帶一路」是一項全新的發展策略，涵

蓋範圍可以很廣，委員會認為宜透過不同宣傳渠道，按由淺入深

的方式向市民推廣，讓市民明白有關國策與其學業、事業、個人

發展以至香港未來發展的關係。而所講的「五通」當中，以「民

心相通」一環與公民教育委員會的工作方向較為貼近，可以此為

推廣工作的切入點。  

 

4. 2016施政報告提出特區政府將率先啟動與沿線人民的

「民心相通」工作，結合香港的半官方組織和大量的民間團體，

發展與各地人民的交往。香港民間組織，包括商會、青年組織、

社會組織，以及非政府組織等，可以配合「一帶一路」策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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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及加強與沿帶沿路國家相應組織的聯通合作。委員會各相關小

組於去年 10月的會議後已就此議題展開籌備工作，具體內容詳見

下文。  

 

 

推廣內容及進度  

 

I. 宣傳小組  

 

小組負責向委員會推介宣傳公民教育的計劃及策略、統籌及

推行公民教育宣傳活動。小組於 2016-17年度推廣工作會加

入︰  

 

 於 7月在香港書展期間舉行的公民教育展覽加入有關「一

帶一路」的內容；  

 透過委員會網頁或刊物，特別是青年人雜誌《 kidults》，於

今年第二／三季期間刋載有關「一帶一路」的文章，以增

加青年人接觸以上資訊的機會；  

 於 2017公民教育年曆加入「一帶一路」的資訊。  

 

II. 研發、社區參與及管理小組  

 

小組主要負責策劃及推行委員會的資助計劃及監察公民教

育資源中心的運作 : 

 

 小組透過「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及「十八區公民教育

活動資助計劃」，鼓勵社區團體及區議會舉辦與「一帶一

路」有關的公民教育活動，向廣大市民介紹「一帶一路」

的訊息，讓他們了解這項國策與其個人發展以至香港未來

發展其實是息息相關。另外，透過「十八區公民教育活動

資助計劃」，資助青年前往「一帶一路」所涵蓋的內地城

市考察，加強他們認識國家的歷史及促進與內地人民及文

化的交流，從而增強對國家的發展及國民身份的認同感 ; 

 2016-17年度「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已截止申請，小組

正進行審批工作。委員會在收到的 120個申請中，與推廣

「一帶一路」有關的申請共 11個 ;  

 考慮到現時委員會轄下的資助計劃共未涵蓋在香港及內

地以外舉行的活動，民政事務局將調配內部資源，加強支

持委員會資助非政府機構籌辦交流活動，促進香港市民 (特

別是青年人 )與沿帶沿路國家人民的「民心相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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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亦會進一步研究在公民教育資源中心的公民廊（包括

展覽廳）及資源角加入「一帶一路」的相關資料。  

 

III.  國民教育小組  

 

小組負責推廣制訂推廣國民教育的策略及措施。而推廣「一

帶一路」，與國民教育小組的工作息息相關 :  

 

 小組會與合適機構聯合製作有關「一帶一路」的節目，手

法將較具趣味性，讓大眾（特別是青年人）明白有關課題

與自己的關係。由於目標群組為青年人，節目主要會透過

網絡平台及社交媒體播放 ;  

 為使大眾加深了解「一帶一路」與落實《基本法》的關係，

小組會透過「推廣《基本法》工作組」的推廣工作，包括

即將於 1月至 2月進行的講座及於 4月進行的問答比賽決賽

加入與「一帶一路」有關的內容。  

 

 

意見徵詢  

 

5. 請委員備悉推廣「一帶一路」的計劃及進度，並歡迎委

員提出意見。  

 

 

 

公民教育委員會秘書處  

2016年 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