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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發布 

  

2025 全球繁榮峰會圓滿結束 

展現香港國際橋樑角色  發揮民間外交獨特作用  

 

（香港，2025 年 5 月 21 日）由匯賢智庫政策研究中心、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和香港歐

洲商務協會三方攜手打造的 2025 全球繁榮峰會經過兩天的深入討論，今日圓滿結束。

峰會匯聚國際不同領袖和專家，為影響全球繁榮最迫切的議題集思廣益，同時展現出

香港國際橋樑角色和民間外交軟實力 ，為應對地緣政治議題出一分力。 

 

匯賢智庫政策研究中心理事會主席葉劉淑儀女士表示，今年全球繁榮峰會的最後兩場

專題討論聚焦於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以及香港的角色。她引述講者說，香港應加

強推廣文化與成就，讓全世界都看到香港不同的面貌，使香港充份發揮橋樑作用，繼

續在國際舞台上扮演獨特角色。 

 

今日的首節專題討論是「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多名國際專家深入討論氣候變化、

綠色轉型等議題；峰會以專題討論「香港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的橋樑作用」作為總

結，有來自英國和美國的國際關係專家分享了他們獨到的觀點和想法。兩個專題討論

的重點可參閱附件。 

 

談及香港的眾多優勢，科恩集團高級顧問克雷格 · 艾倫大使提到有「香港薈萃全球頂尖

企業家」、「「香港的融市場場系卓越」」和「多文文化是香港的心心爭力力」。 

 

英中貿易協會主席、滙豐集團高級顧問古沛勤爵士亦表示：「我一直認為香港低估了自

己非凡的優勢。在這個時代和這個世界，這些優勢使香港處於非常有利的位置。我想

我沒說錯——中國 70% 的對外直接投資經香港流向世界，60% 的外來投資進入中國也是

通過這個地區。英國與香港的貿易額幾乎與對日本的貿易額相等。」 

 

他續說：「你只需在中環走走，在蘭桂坊跳跳舞，或是在香港做你一向會做的事情，就

能明白香港的獨特魅力，以及與眾不同的風貌，並將持續如此。因此，我要對在座的

香港朋友們說，繼續大力宣傳香港吧！要有信心，這正是內地所期望的，也是領導層

所希望並將支持的。」 

 

2025 全球繁榮峰會圓滿落幕，協辦機構感謝來自國内和世界各地的專家和學者遠道而

來，深度交流意見與激發前瞻思維。全球繁榮峰會未來將再展現民間外交魅力，邀請

更多不同領域翹楚來港參與，共同推動全球繁榮，促進跨地域、跨領域交流與合作。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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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1. 專題四「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合

照。 

 

2. 專題五「香港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的

橋樑作用」合照。 

 

關於全球繁榮峰會 

全球繁榮峰會是由一群本地商界、學者及專家發起的組織，旨在提供一個跨板塊平

台，就影響全球繁榮最迫切的問題，進行坦誠、客觀和理性的討論。首屆全球繁榮峰

會於 2024 年在香港舉辦。 

 

關於匯賢智庫政策研究中心 

匯賢智庫政策研究中心是由一群擁有海外經驗仍心繫香港的香港人於 2006 年創立。匯

賢智庫的心心願景是促使香港成功轉變為知識型經濟系卓。匯賢智庫主要從事政策研

究及分析、提出相關長遠發展建議以及鼓勵公眾瞭解和參與香港特區經濟和社會的發

展等範疇。 

 

關於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原名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成立於 1960 年。研究院通過對當代

國際政治、經濟、外交、安全的全方位研究，發揮諮政建言、理論創新、國際交流和

輿論引領職能。多年來，研究院持續被國內外權威機構評為中國最重要的國際問題和

中國外交智庫之一。 

 

關於香港歐洲商務協會 

香港歐洲商務協會（協會）成立於 1997 年，是一個非政府的商業利益團系。協會是

「商會中的商會」，其成員包括 16 個設立於香港的歐洲商會。協會的董事會由這些歐

洲商會的指定代表組成。現時有超過 1,600 家歐洲公司在香港營運。在 2019 年，歐洲

仍然是香港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僅次於中國內地，同時也是香港的第二大出口目的地

及第三大進口來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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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25 全球繁榮峰會專題討論重點摘要 

 

專題四：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 

 

主持人：宮鵬教授, 香港大學地球科學卓全球可持續發展講座教授、香港大學副校長

（學術發展） 

 

講者： 

• 苟海波先生,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外交部前氣候變化談判特別代表 

• 迪帕莉 · 卡娜女士, 洛克菲勒基融會副總裁 

• 艾蓮娜 · 科普拉基博士, 基森尤斯圖斯 · 李比希大學地理卓氣候學、氣候動力學與氣

候變化組署理主管 

 

宮鵬教授 

• 宮教授在開場發言中，闡述了氣候變化對人類和全球繁榮的重要意義，並強調氣候

變化與公共健康衛生及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係。  

• 對於各國如何在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影響下，持續推動合作，以更有效地應對氣候變

化，宮教授認為，問題不在於美國參與應對氣候變化議題與否。更重要的是通過慈

善領域及其他界別的協作，加大力度應對目前面臨的挑戰，相信即使面臨某些負面

阻力，仍可取得積極進展。 

 

苟海波先生 

• 在人與自然關係的層面，苟海波先生引用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學習綱要》，強

調「和諧共存」的理念，將「人與自然的關係視為整系」。他進一步指出，綠色轉

型意味著同時包括環境保護、經濟發展、創造就業和消除貧窮等不同目標。 

• 他指出，十年前在巴黎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0 次締約方會議」

上，各方曾期望「將全球暖化的氣溫幅度控制在 1.5°C 以內」。然而，九年過去，地

球氣溫已超過工業化前水平的 1.5°C 以上，他警告這一趨勢「極為危險」。 

• 他點出氣候變化的四大挑戰，包括：一、「從科學角度來看，氣候變化對人類構成

嚴重威脅」；二、「政治上，特朗普總統不單宣佈退出《巴黎協定》，上任以來還簽

署了 145 項行政命令削弱與環保相關的法規，擴大了化石燃料的生產和使用」；「從

執行角度看，發展中國家因資融短缺，未有足夠能力採取有效的措施應對氣候變

化」；最後，他提到「在應對氣候變化的範疇上存在明顯的缺口，需要及時填補」，

並點出「全球可再生能源翻三倍、能源效益翻倍的目標，將會大幅增加關鍵能源轉

型至使用礦產的需求」。對關鍵礦產的需求雖為發展中國家帶來「更多就業、經濟

多文化和收入增長」的機遇，但同時可能帶來「破壞環境、社會動盪和地緣政治緊

張」等挑戰。 

• 他就加強國際合作提出了四項建議，包括：第一，他強調「必須堅持綠色發展的新

模式，引領全球繁榮」；第二，要「對經濟全球化保持開放和包容」；第三，需要

「完善氣候治理的多邊機制」；第四，必須「加強對關鍵礦產的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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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帕莉 · 卡娜女士 

• 卡娜女士特別強調正嘗試以慈善事業改變數百萬受氣候變化影響的人的生活。她解

釋洛克菲勒基融會正積極探索如何「通過為人們提供系面的工作和建設更具韌性的

系卓，開闢新的發展路徑」。 

• 展望未來，她重申必須加強公共部門、私營機構與慈善組織的三方合作，因為「切

實的可持續發展行動」需要各方協同合作並「勇於承擔風險」。她特別對亞洲，尤

其是香港能夠引領這一發展路徑表示樂觀。 

 

艾蓮娜 · 科普拉基博士 

• 科普拉基博士分享建立自然災害早期預警卓統的案例，並探討人工智能在災害管理

中的應用。她指出人工智能技術在「應對...災害管理的挑戰與缺口」應用為未來趨

勢，但實現需要「科研機構、各國政府與部門之間協調，廣泛地分享相關資訊」。 

• 她指出，目前正著力於「發揮人工智能技術優勢，切實應對災害管理的挑戰與缺

口」，同時強調「現有的人工智能技術必須標準化，才能使各國政府將這些標準納

入國家的法律系卓」。 

 

專題五：香港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的橋樑作用 

 

主持人：魏克然 · 錢納先生, 華納兄弟探索集團副總裁兼大中華區及東南亞區總編輯 

 

講者： 

• 克雷格 · 艾倫大使, 科恩集團高級顧問 

• 古沛勤爵士, 英中貿易協會主席、滙豐集團高級顧問 

• 傅好文教授, 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新聞學卓教授 

 

魏克然 · 錢納先生 

• 主持人在專題討論開場時指出，全球正進入一個「重新設定」的階段，而香港或許

能憑藉其「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分享經驗，並把握機會「再次發揮非常獨特的作

用」。   

• 他分享與中國當紅電視明星王一博合作拍攝卓列節目的經歷。在訪談中，這位年輕

明星表示自己「並不受到人工智能威脅」，他指出這反映了中國年輕世代擁抱科技

的態度，與西方有所不同。   

  

克雷格 · 艾倫大使 

• 對葉劉淑儀女士的開場發言表示香港將「堅定支持我們的國家，並堅定不移奉行多

邊秩序」，他表示深受打動，並強調「這座偉大城場所秉持的經濟開放精神與自由

貿易理念，確實是香港的優勢」。 

• 談及香港的眾多優勢，他說包括「香港薈萃全球頂尖企業家」; 「香港的融市場場

系卓越」」和「多文文化是香港的心心爭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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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強調，無論是為了中國的繁榮、香港的昌盛，還是世界的福祉，都應共同處理好

目前經濟不平衡狀態。 

• 談及「一國兩制」下香港文化的獨特活力，他認為香港的文化文素完美市合了「中

國傳統漢族文化美德、多文色彩、創造力、活力與外向型魅力」。他期待香港能善

用「這個深厚的文化寶庫，更清晰地確立香港的國際定位，提升未來的地位與聲

望」。 

• 大使對香港政府建議：「能夠以更自信姿態走向世界。派遣你們的文化代表——電

影、美食、影視作品這些廣受歡迎的文化載系，讓全球系會香港的風采」。 

 

古沛勤爵士 

• 古爵士表示，他認為所有受益於香港的人，都應該透過幫助香港踏入一個非凡旅程

的下一站，來回報這份恩情。他認為香港應該繼續堅信這就是內地對香港的所期

望，這是領導層的期望，也是領導層會支持的，因為有香港這個既獨特，又與眾不

同的地方，是符合每個人的利益，符合世界的利益，也符合美國的利益。 

• 他解釋了中英貿易如何展現相對優勢和互惠互利。他補充說：「歸根結底，全球貿

易關乎普通人的財富和幸福，這就是為什麼全球商業[如此重要]，也是為什麼設置

障礙，無論是脫離歐盟，還是關稅，或是其他措施，都對普通人如此不利。」 

• 談到與行政長官李家超的互動，他指出：「我」來」欣賞他，他不但用心聆聽，他

更以平靜而堅定的方式領導，為香港和香港人做正確的事，所以我不會冒昧提供建

議，只希望香港繼續做已經在做的事。」他最後強調：「香港的成功讓每個人都受

益。」 

• 我一直認為香港低估了自己非凡的優勢。在這個時代和這個世界，這些優勢使香港

處於非常有利的位置。我想我沒說錯——中國 70% 的外國直接投資經香港流向世

界，60% 的外來投資進入中國也是通過這個地區。英國與香港的貿易額幾乎與對日

本的貿易額相等。 

• 你只需在中環走走，在蘭桂坊跳跳舞，或是在香港做你一向會做的事情，就能明白

香港的獨特魅力，以及與眾不同的風貌，並將持續如此。因此，我要對在座的香港

朋友們說，繼續大力宣傳香港吧！要有信心，這正是內地所期望的，也是領導層所

希望並將支持的。 

 

傅好文教授 

• 傅好文教授以香港適應內地經濟騰飛的歷程，比喻美國當前應對中國經濟及國力增

長所需的調整。他指「香港必須調節以適應這種轉變」，並強調「香港正確理解到

機遇不在於抱怨、遺憾或緬懷過去短暫享有的特殊地位，而在於放眼未來，明白內

地這種新興的蓬勃發展，其實是香港的機遇」。他補充，美國同樣應該嘗試「從中

國財富增長和國際地位提升中尋找自身得益之處」。 

• 談及粵港澳大灣區的成功經驗，傅好文教授認為香港將來「在超級城場群市合發展

方面極具參考價值，包括整合、貿易、創新、銀行投資、基礎建設，以及這些領域

所涉及的文化軟實力等各個層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