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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論壇以「社會支持無界，文化發展無限」為主
題，旨在推動區域內社會力量參與文化建設，共

同建造有利亞洲藝術文化發展的環境。出席論壇的中
央政府官員還包括國家文化部港澳台辦公室主任謝金
英以及文化部港澳台辦公室港澳處處長白冰。浙江省
文化廳廳長金興盛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局長
吳衛鳴亦出席是次論壇。特區政府主要文化官員和香
港藝術文化界代表等近100人共同出席。

雒樹剛：盼兩地合作共推中華文化
雒樹剛在演講中表示，社會力量參與文化建設是激

發全社會文化創造活力、推動文化繁榮發展的重要途

徑。在中國內地，參與文化建設的社會力量包括國有
企業、民營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非營利機
構、社區組織、公民個人等。國有文化企業釋放活
力，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公共服務能力顯著提升，民
辦文化機構大量湧現，社會資本投入文化產業熱情高
漲，發展態勢令人欣喜。可以說，政府主導、社會參
與的文化建設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他又指，在此過程中，中央政府高度重視社會力量

參與文化建設，在重大決策中多次作出部署，採取了
一系列措施，包括深化國有文化企事業單位改革、完
善扶持政策、創造公平環境、提供優質服務，以及營
造良好氛圍等。

在問答環節中，雒樹剛表示，「十三五」是今後五
年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行動指標。文化部將重點提高
全社會思想道德素質、大力繁榮文化創作、構建中華
優秀文化傳統體系、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完善文
化市場體系以及提高文化開放水平。廣泛吸收世界優
秀文化，同時，讓世界更加了解中國文化。
他特別表示，香港中西文化薈萃，具有獨特優

勢，在文化運作模式、市場體系、人才培養方面與內
地互補性強。雒樹剛又強調，香港在「十三五」規劃
及「一帶一路」國家戰略中均佔有重要地位，希望兩
地加強合作，讓中華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劉江華：港優勢顯著將發揮更大作用
劉江華致辭感謝蒞臨參與論壇的各國文化部門代

表，並表示，香港始終給人一個「用實際和商業的眼
光看待文化藝術」的印象，但這一印象正逐漸改變。
他續指，每年香港都會舉辦不少地區和國際藝術盛
事，香港現時是世界上最大的藝術品拍賣市場之一，
對於國際間的文化交流也在不斷深化。
他介紹，近年，香港除了政府資助的文化藝術項

目層出不窮，本地藝術家亦日漸活躍。快將落成的
西九文化區會為香港市民帶來世界級水準的劇院、
博物館和演出場地等，亦將提升香港「文化之都」

的形象與地位。
劉江華感謝雒樹剛肯定香港在「十三五」和「一帶

一路」中的地位，並強調，香港有特殊的地位：在文
化上與內地一脈相承，而地理位置上又具有溝通世界
的獨特優勢，可為中華文化對外交流及區域文化交流
帶來便利。他相信在國家「一帶一路」機遇的帶動
下，香港可在文化、學術及人才交流等方面發揮更大
作用。

多國文化部高層發表主旨演講
蒞臨論壇的柬埔寨、印度、韓國、老撾、緬甸、

新加坡、泰國等國家的文化部長或代表發表了主題
演講，感謝特區政府主辦是次論壇，為亞洲各國加
強文化交流、區域文化合作提供了良好平台。各國
文化部長或代表就本國文化交流發展及區域文化融
合問題，分享本國經驗，並在問答環節與與會者交
流意見。其中，新加坡財政部兼文化、社區及青年
部高級政務部長沈穎介紹了新加坡如何利用「責
任」、「平衡」和「信仰」三大元素將不同種族和
民族文化融合在一起，成為一個多文化和諧共融的
國家。她又強調，跨區域性合作對於新加坡的重要
性，並表示，新加坡一直認為在文化推廣方面必須
具有區域視角。

「「亞洲文化合作論壇亞洲文化合作論壇20152015」」圓滿落幕圓滿落幕

由特區民政事務局主辦的「亞洲文化合作論壇」於12月7
日在港舉行，今年已是香港第九次舉辦是次活動，邀請來自中
國、文萊、柬埔寨、印度、印尼、日本、韓國、老撾、緬甸、
新加坡及泰國等11亞洲國家文化部長、代表、學者出席，就
推廣文化的政策和措施分享經驗，並為推動亞洲文化共謀善
策。其中，八個國家文化部部長和高層官員發表主題演講，民
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為論壇致開幕辭。國家文化部部長雒樹剛
在論壇上表示，香港中西文化薈萃，與內地互補性強，希望兩
地互補共同推動中華優秀文化走出去。

■八個亞洲國家的文化部長和高層官員發表主題演講，並與參加者交流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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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文化部長及高層交流意見

■國家文化部部長雒樹剛表示，社
會力量參與文化建設是激發全社會
文化創造活力、推動文化繁榮發展
的重要途徑。

■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致辭表
示，推動文化藝術採取自下而上的
方法，可集合社會各界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