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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馬總統自 97 年 5 月 20 日就職以來，秉持「擱置爭議，創造雙贏」的施政理

念，積極推動兩岸關係全面正常化；行政院在總統施政理念的指導下，亦逐步貫

徹大三通、直航與加強兩岸的經貿與文化合作。國立故宮博物院身為內閣一分

子，認為也應配合馬總統的施政綱領與行政院施政方針，克服重重困難，推動互

動交流。 

本次交流係國立故宮博物院周院長功鑫接受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務司唐司長

英年邀請赴港就未來香港政府開發文化園區交換意見，並參訪文化機構進行文化

交流之紀錄，是繼 98 年 2 月至 3 月國立故宮博物院與北京故宮博物院、上海博

物館順利進行雙邊文化交流之後，又一兩岸文化順利交流的成功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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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馬總統自 97 年 5 月 20 日就職以來，積極推動兩岸關係全面正常化；行政

院在總統施政理念的指導下，亦逐步貫徹大三通、直航與加強兩岸的經貿與

文化合作。國立故宮博物院身為內閣一分子，自也應配合馬總統的施政綱領

與行政院施政方針，進行平等且正常之文化交流。 

98 年 2 月至 3 月，本院與北京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順利進行雙邊文

化交流，交流過程中所獲得的共識並已逐步展開與落實，例如，即將在 98

年 10 月 6 日起舉辦之「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北京故宮將出借文物 37

件，上海博物館亦將出借雍正時期瓷瓶一對予本院展覽，另配合展覽舉辦之

「兩岸故宮第一屆學術研討會－為君難：雍正其人、其事及其時代」，包括

北京故宮的大陸著名清史研究人員將參與研討。香港特別行政區有鑒於本項

交流活動之成功，且未來亦將推動文化建設，故特由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務司

唐司長英年出面邀請本院周院長對未來雙邊文化交流交換意見，故本次出

訪，主要係在洽談兩方之文化交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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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日期 時間               行程 

13:05 離台 CX 511 

14:55 抵港 3 月 7 日 

15:30 赴旅館 

上午 參訪茶博物館 

下午 香港公園 3 月 8 日 

19:00 Four Season Hotel 

12:30 張董事長閭芝午宴 

15:30 與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務司唐司長英年交換意見 

20:00 離港 CX 468 
3 月 9 日 

21:35 抵台 
 

叁、心得： 

三天的參訪，深覺文化建設對城市發展之重要性，世界各大城市全力投入

發展文物、文化、旅遊，並視此為振興城市經濟之主要策略。 

香港政府為提高香港的文化水平與世界地位，將籌建西九龍文娛藝術區，

簡稱西九文化區，此計畫為香港特別行政區前行政長官董建華於 1998 年提

出，規劃於西九龍填海區臨海地段興建一系列世界級文化設施。目前該計劃

仍在草議及諮詢階段。 

香港政府希借鑑世界其他地方的知名文娛藝術設施，例如英國倫敦的

South Bank 和 West End，西班牙畢爾包等，希望把藝術、文娛及消閒設施

匯聚一起，吸引人流和匯聚藝術人才，令整個計劃成功完整呈現，並能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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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之經濟效益。 

此次唐司長英年邀請周院長就未來香港政府開發文化園區交換意見，並與

文博界間集思廣益，相互交流，必能創造更理想的文化空間，進而提昇人民

的文化水準，此項交流實有助於未來與香港方面的文化合作。 
 

四、建議： 

國立故宮博物院身為世界知名博物館之一，各項文物典藏與研究、展覽策

劃、教育推廣、文化行銷等領域均已累積相當之經驗，足供香港文化界借鏡，

本次交流所建立的互信關係為雙方合作之開始，為使兩方更進一步合作，建

議未來可先由加強館務及研究人員之多元交流展開，再逐步至落實其他面向

之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