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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會更美好，
然而，更美好的未來不會憑空出現，

我們都要爲之共同努力。」

中美交流基金會創始人、榮譽主席  
董建華先生



目錄

使命

價值觀

歷史沿革

領導團隊

項目活動

合作夥伴

2023/24 亮點

展望

1. 
2. 
3. 
4. 
5. 
6. 
7.  
8. 

1



2023 年 11 月年會期間，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李家超與中美交流基金會董事會及管理層負責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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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捐贈者與合作夥伴：

今年，我們經歷了變革，我們心懷感激。
董建華先生以其富有遠見卓識的領導力，
於 2008 年創建了中美交流基金會這一非
營利性組織。鑒於他在公共服務領域的非
凡成就，董先生當選中美交流基金會榮譽
主席。

趙令歡先生當選主席，董立均先生當選副
主席，他們與基金會創始副主席馮國經博
士並肩工作。我亦深感榮幸被任命爲總裁。
我們正以滿腔熱忱，助力中美兩國攜手共
創更美好的未來。

過去一年，我們的工作取得了意義深遠的
影響。

首先，我們促成珍貴的全球團結。2023
年 11 月，謝鋒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大
使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若澤·拉莫斯·奧爾
塔總統在我們的年會開幕式上致辭。

其次，我們資助中美兩國退役高級將領對
話，促成軍事交流重啓，並成爲新聞熱點。
習近平主席與拜登總統會晤達成的共識中
亦提及這一重要事件。

第三，亞太經合組織舊金山峰會期間，中
美兩國領導人承諾加强教育交流，其後，
我們組織了峰會後的第一個美國學生代表
團訪華。

在這個决定性時刻，世界更需要加强民間
交流。爲此，我呼籲爲我們所珍視的捐贈
者和合作夥伴一道努力，共赴使命。

在董建華先生創立中美交流基金會十五周
年之際，我誠邀您與我們攜手開啓新篇章，
共創和平與繁榮的世界。我相信，您的信
任與合作，會讓我們的子孫後代擁有一個
更加美好的未來。

最後，請允許我向兩位傑出人士表達敬意。
一位是亨利·基辛格博士（1923-2023），
自基金會成立直至去世前，基辛格博士一
直是我們的名譽顧問。另一位是羅莎琳·卡
特夫人（1927-2023），她是卡特中心的
共同創始人，也是我們尊貴的合作夥伴。

中美交流基金會總裁  周建成
2024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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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致力於促進中美這一當代最重要的雙邊關係。

中美是地緣政治、科技和經濟領域的引領者，兩國連接世界各國，且影響國際治理。兩國在氣候變化等重
大挑戰方面的應對能力，將决定全球的未來。

我們的工作旨在讓中美人民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爲全人類帶來最大福祉。

使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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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在中國藝術、詩歌和戲劇
中具有象徵意義，代表尊貴、
祥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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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交流基金會作爲獨立平台，致力於促進中美雙邊關係。我們不接受來自任何政府的資金、指導
或政策立場。我們感謝私人捐贈者，他們的慷慨支持著我們的工作。

價值觀

我們堅信，相互尊重和有意義的交流是構建開
放與公平環境的基石。我們的觀點是，只要中
美兩國選擇攜手合作，就可以爲世界作出巨大
貢獻。

我們本著多元、平等與包容的原則，與美國大學
合作，其中包括傳統黑人院校。我們鼓勵多樣的、
高水準的觀點交流，並致力於不使經濟負擔成爲
參加基金會項目的阻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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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中美交流基金會發出理性聲音，匯聚智慧，
爲中美關係回到健康、穩定和可持續發展軌道
作出新貢獻。

謝鋒

“

”
中國駐美國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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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交流基金會這類組織致力於增進相互了
解……爲加强我們兩國民間關係發揮著重要
作用。

尼古拉斯·伯恩斯

“

”
美國駐中國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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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豐富的歷史底蘊，如今
發展成爲重要的國際金融與商
業樞紐。香港是多元文化和觀
點的交匯地，是依托「一國兩
制」建立的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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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交流基金會毗鄰聞名天下的維多利亞港。早在 1425 年，該港首次出
現在中國探險家鄭和繪製的航海圖上。幾個世紀以來，天然的防風防浪
屏障爲過往船隻提供著庇護。

我們所處的這一戰略位置，讓我們得以用獨特方式在中美之間開展工作，
並與志同道合的愛港機構進行合作。

歷史沿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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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4 年，我們迎來多個周年紀念：

5

香港中美論壇五周年、
The China Current

五周年

10

基金會學生交流與教育
項目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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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45

董建華先生創建
中美交流基金會

十五周年 中美邦交正常化
四十五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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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交流基金會由董建華先生於 2008 年創立。董先生是全球航運業的領導者，於 1997 年當選香港特區首任行政長官。
他深信中美兩國的前景與潛力能爲世界帶來和平與繁榮，並加速人類社會的進步。

我們的管理受趙令歡先生、馮國經博士和董立均先生帶領的董事會指導。行政團隊由國際傳媒人、世界衛生組織親善大
使周建成先生領導。

領導團隊4.

董建華先生
創始人及榮譽主席

董先生曾任家族航運企業東方海外 ( 國際 ) 有限公司董事長兼行政
總裁，1997 年香港回歸時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其後他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他還創立了團結香
港基金。

趙令歡先生
主席

趙先生現爲弘毅投資董事長。弘毅是一家專注於大中華地區經濟發
展機會的投資管理集團。他目前還是數家跨國公司、非營利組織及
公共機構的董事會成員。趙先生畢業於美國西北大學凱洛格商學院、
北伊利諾依大學、南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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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顧問

亨利·基辛格博士 (2008-2023)  
美國第五十六任國務卿

唐家璇先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前國務委員及外交部長

羅伯特·魯賓先生  
美國美國第 70 任財政部長

徐匡迪教授  
第十届全國政協副主席

總裁

周建成

董立均先生  
副主席

董立均先生是建峰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合夥人，該公司專注於技術和
創新方面的投資。他曾任東方海外貨櫃航運有限公司（東方海外航
運）行政總裁。董先生還是國泰航空及渣打銀行（香港）的獨立非
執行董事，擁有普林斯頓大學學士及斯坦福商學院碩士學位。

馮國經博士  
副主席

馮國經博士是家族私人投資部門馮氏集團主席，該集團對影響零售
和全球供應鏈管理的企業進行戰略性投資，並在這些行業建立了具
影響力的合作夥伴關係。馮博士還是香港大學亞洲環球硏究所主席，
該獨立智庫爲全球事務提供亞洲視角。他亦是 2022 基金會這一研
究香港長期競爭力機構的主席。馮博士擁有麻省理工學院學士、碩
士及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曾任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

特邀學者 

何亞非大使
劉菲大使
王輯思教授
楊潔勉教授
姚雲竹少將

理事

查懋成先生  
香港興業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主席

陳啓宗先生  
恒隆集團有限公司及恒隆地産有限公司
榮譽董事長

方仁宙先生  
eGarden Ventures 創辦人及合夥人

馮華健先生  
聯合國和平與發展基金會榮譽主席

劉遵義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

李家誠先生  
恒基兆業有限公司主席

梁愛詩女士  
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律政司司長

劉長樂先生  
鳳凰衛視創辦人  

謝仕榮先生  
友邦保險控股有限公司獨立非執行主席

董建成先生  
金山輪船國際有限公司主席

黃錦輝先生  
中美交流基金會前執行總幹事

吳光正先生  
隆豐環球集團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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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捐贈者的慷慨深表感激。他們傑出的思想貢獻和領導力使我們的工作成爲可能。

贊助人

陳智思先生
陳慧慧女士
鄭維健博士
鄭家純博士
邱達昌先生
蔡冠深博士
朱鼎健博士
方鏗先生
霍震霆先生
夏雅朗博士
何超瓊女士
洪祖杭博士
林建岳先生
李乃熺博士
李兆基博士
李澤楷先生
李思廉先生

林曉輝博士
羅嘉瑞醫生
羅康瑞先生
盧志强先生
呂耀東先生
蒙德揚先生
黃志祥先生
牛根生先生
潘迪生先生
孫大倫博士
戴德豐博士
陳江和先生
丁午壽先生
蔡崇信先生
曹文錦博士
王健林先生
王守業先生

楊釗博士
楊建文先生
楊孫西博士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 (由王冬勝先生代表)
中國工商銀行 ( 亞洲 ) 有限公司
太古集團
史帶基金會
新鴻基地産發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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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

陳祖澤先生
胡曉明博士
胡偉星教授
郭少明博士
賴榮火先生
梁信軍先生
劉鐵成先生
盧古嘉利女士
馬可飛先生
黃子欣博士
王守業先生
王于漸教授
伍淑清女士
葉維義先生
余鵬春先生
盛智文博士

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 
（由李建紅先生代表）

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由麥伯良先生代表）

大中華地區渣打（香港）銀行有限公司
（由洪丕正先生代表）

怡和集團 
（由班哲明 . 凱瑟克先生代表）

惠理集團有限公司 
（由謝清海先生代表）

特別顧問

朱英璜先生

以美國總統命名的機構

卡特中心
喬治·布什美中關係基金會

名譽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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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交流基金會創造了對當前形勢來說至關重要
的對話機會。提供了一個平台，讓雙方能持續接
觸、對話，不斷爲解决問題而努力。

白茜芙大使
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主席，美國第十二任貿易代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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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持中國與國際社會、特別是與美國之間的非
政府對話和交流方面，中美交流基金會發揮了獨
特而有影響力的作用。這正是當下這個充滿挑戰
與分歧的世界所需要的。

傅瑩大使
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外交部前副部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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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小提琴演奏家塔斯曼．列
桃是 The China Current 文
化欄目的主持人，她在 1982
年跟隨老師耶胡迪·梅紐因首次
訪問北京。梅紐因既是二十世
紀最偉大的音樂家之一，也是
一位著名的和平締造者。我們
正在擴大我們的項目，以發揮
文化對於人文交流與包容的橋
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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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
行動

我們的
方式

我們的
理由  

支持中美關係全面發展，爲解决問題和促進共贏創
造機會。

通過舉辦創新性項目、活動和會議，發起並維護旨
在建立信任的措施。

成功的中美關係不僅影響我們每一個人，也是實現
全球健康和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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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工作路徑

對話

通過圓桌會、研討會、音視頻講
故事等方式增進對話交流。

教育
促成世界一流院校師
生之間的交流。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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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目標
爲應對公共衛生、氣候行動等全球性
挑戰獻計獻策。

文化
通過電影、藝術、音樂、體育等活動，增進對傳統、
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了解。

3

4

23



一年來，我們的創新性項目吸引了從政治領
袖、學者、商界精英到大中學生等各界人士
的參與。

我們與亨利·魯斯基金會合作，支持由北京大
學王緝思教授和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
心甘思德博士牽頭的中美學術交流項目。我
們還組織了有其他中美機構人士參加的私人
圓桌會議。

這一切均來自我們支持研究和學術的傳統。
該傳統始於 2013 年，當時我們發布了一份關
於未來十年中美經貿關係的研究報告。在董
建華先生主持下，這份出版物得到中美交流
基金會的趙令歡先生、馮國經博士和劉遵義
教授，以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賓
塞教授的支持與協助。美方指導委員會成員
包括彭安杰、比爾·蓋茨、莫里斯·格林伯格、
盧英德、約翰·波德斯塔和大衛·魯賓斯坦。

特別是，我們是「三亞倡議」的堅定合作夥伴。
該倡議即中美兩軍二軌對話，每年邀請中美
兩國退役將領舉行閉門研討會。在這個不確
定時期，對話成爲國際安全領域的一個關鍵
架構。

我們亦是受認可的中美政黨高層對話召集人。
我們爲來自民主黨、共和黨和中國共産黨的
資深人士提供交流平台，其中包括美國前國
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中國前國務委員楊
潔篪，以及美國參議員、前大使馬克斯·博卡斯。

我們還與世界最著名藝術博覽會——巴塞爾
藝術展合作製作系列短片，並爲值得慶賀的
里程碑活動提供贊助，如乒乓外交五十周年
活動，紀念爲中美政治和解與文化交流打開
大門。

項目活動5.

01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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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304

01
學生在成都觀看中國傳
統表演

02
由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
大學組織、中美交流基
金會贊助的世界發展論
壇

03
學生團獲邀出席紀念中
美關係正常化活動，外
交部長王毅等均有出席

04
代表們參加基金會在香
港舉辦的活動

05
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
總監樂思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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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值得一提，我們近乎每月舉辦國際學生
交流，活動為基金會帶來良好聲譽。從十年
前的第一個團開始，已有逾兩千名青年學生
參與其中。這些優秀學生大約有四成是來自
傳統黑人院校，其中許多人在疫情期間參加
了我們爲期三個月的普通話網課。

芝加哥大學哈里斯公共政策學院碩二學生丹
尼茲·艾肯認爲，中美交流基金會交流項目的
作用，是爲他提供了「了解中國高層决策過
程的機會」。中方參加交流的學生，如上海
復旦大學的于大皓也認爲「與美國頂尖大學
的青年領袖對話和建立聯繫」是一種獨特體
驗。

我們通過資助或聯合舉辦在北京大學、哥倫
比亞大學的學術研討會，以及哈佛大學肯尼
迪學院一年一度的中國論壇等，來倡導教、研、
學的作用。這些活動也吸引了優秀的學者，
如格雷厄姆·阿利森教授、薛瀾教授，以及奧
運冠軍谷愛淩。

聯合國成員國一致通過的可持續發展目標，
是衡量我們工作成效的標準。這些目標是人
類與地球和平繁榮的共同藍圖。

01
奧運會金牌得主谷愛淩在哈
佛大學出席由基金會資助的
活動並發表演講

02
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在深圳
訪問

03
基金會在北京舉辦的國畫工
作坊

04
來自傳統黑人院校的青年領
袖領略北京歷史風情

05
普林斯頓大學當代中國研究
中心 2023 年度報告封面展
示他們到訪中美交流基金會

01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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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式體驗收穫滿滿，

它讓我們親身了解中國

的發展歷程，並建立起

有價值的聯繫。」

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公共事務學院學生  
奧爾俊·多格馬澤

02

0304

27



「我告訴年輕人，你們要知道自己是擁有無限潛能
的，要去感受這種能力，感受你擁有的力量，然後

撫心自問，我打算用來做什麽？」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孟加拉國臨時政府領導人
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

28



中美交流基金會高度重視與穆罕
默德·尤努斯教授的合作關係。尤
努斯教授在小額貸款和微型金融
領域的開創性工作，幫助全球最
貧困人口中的許多人脫貧，同時
提升了全世界在這一領域的信心
與領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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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人文故事，探討全球問題。

2019 年，我們創建了 The China 
Current。這是一個開創性的、有關 21
世紀中國人生活的短視頻及播客平台。

平台主持人包括周建成、美國環境攝影
師凱爾·奧伯曼，以及英國小提琴演奏家
塔斯曼．列桃，她最近獲英國國王查理
斯授勳。

The China Current 正不斷發展成爲有
國際影響力的多媒體平台。平台致力於
爲我們正在面臨的貧困、氣候變化、健
康和創新等重大挑戰提供思路和解決方
案。

目前，我們在 Facebook、YouTube
和 Twitter 上有 100 多萬用戶關注，是
同類敘事平台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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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知名黑猩猩研究專家珍妮·古道爾、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Seed Global Health 創始人瓦內薩·克里都曾接受
The China Current 專訪，這些專訪也收錄在我們出版的《New Tomorrow》一書中。

這本對話集的訪談對象還包括彼得·皮奧特、瑪麗·羅賓遜、馬凱碩、拉吉夫·沙阿、埃爾納·索爾伯格、何亞非、托馬斯·巴赫、陳馮富珍、海
倫·克拉克、杰弗裏·薩克斯、菲利普·格蘭迪和譚德賽。

書籍與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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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短視頻起步，我們如今已經發展到製作長紀錄片。

我們的首部紀錄片講述了上海猶太人的故事，他們在二次大戰期間逃到中國，躲過了納粹在歐洲的大屠殺。

據記載，至少一萬八千名來自德國、奧地利及歐洲其他地方的難民最終在上海存活下來，其中許多人曾得到何鳳山博士的幫助，
這位中國外交官發放了數千份簽證。

《地球盡頭：上海猶太人的旅程》計劃於 2024 年在美國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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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組織對話，並公開分享。這正是我
們數字平台的作用，讓每個人都能訪問
並看到我們的視頻和播客。

中美聚焦匯聚了重要的思想領袖，如拉
裏·薩默斯、達巍、約瑟夫·奈和賈慶國
等，他們在此分享對時事的洞見。在同
類平台中，中美聚焦是唯一中美兩邊都
能登錄的網站，這確保了我們的內容能
跨越國界，實現雙向交流。

這些訪談、專欄文章和約稿還會收入我
們出版的《中美聚焦文摘》。

中美聚焦在美國有 250 萬關注者，在
中國有 800 萬人閱讀其原創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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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美論壇

我們的標誌性活動是香港中美論壇。作
爲中美交流基金會年會，該論壇重點關
注經濟、國際安全、人工智能、民間外
交等重大問題。

自 2019 年首屆論壇舉辦以來，香港中
美論壇已發展成爲一流國際研討會，得
到衆多國家領導人和政府首腦的支持，
包括若澤·拉莫斯·奧爾塔、瑪麗·羅賓遜、
福田康夫、海倫·克拉克、羅馬諾·普羅迪、
吳作棟和尚·克雷蒂安。此外，聯合國高
級官員亦出席論壇會議。

論壇由中美交流基金會和中國國際經濟
交流中心聯合舉辦，後者是國務院智庫，
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前副總理曾培炎先生
創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前局
長畢井泉先生任理事長。

01

01
崔天凱大使及捐贈者出席
午餐會

02
來自滬江維多利亞學校的
學生參加香港論壇

03
聯合國大會主席莫恩斯·呂
克托夫特、美國前貿易代
表白茜芙大使與中美交流
基金會主席趙令歡

04
謝鋒大使在開幕式上致辭

05
論壇嘉賓來自中國、美國
及全球各利益相關方面，
包括印度、英國、澳大利亞、
印度尼西亞、泰國、德國、
丹麥和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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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交流基金會履行使命，爲維持艱難時期的兩國關
係、維護中美之間的穩定與尊重發揮了重要作用。對
這一努力我表示感激和讚賞。

崔天凱
中國駐美國大使（2013-20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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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係如何經營，將影響我們子孫後代的生活。
中美交流基金會在幫助我們妥善管理這一關係方面
做了了不起的工作。

馬克斯·博卡斯
美國駐中國大使（2014-2017)、參議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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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與多個傑出機構緊密合作，特別是與兩位前總統創立的機構保持著長期夥伴關係：一個是位於佐治亞州亞特蘭大、由吉米·卡特總統及
夫人羅莎琳·卡特創立的卡特中心；另一個是位於德克薩斯州休斯頓、以美國第四十一任總統名字命名的喬治·布什基金會。

我們很高興與關注中美兩國福祉並爲取得積極成果而不懈努力的機構合作。我們尊貴的合作夥伴有世界頂尖智庫、高中、大學、文化機構，
以及來自中國外交部和美國國務院的高層代表。

我們的主要合作夥伴包括（按英文字母順序）：

美國商會
亞洲全球研究所

亞洲協會
卡特中心

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香港特首辦公室
特首政策組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
中國民居項目
中國外交部

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
香港中文大學

合作夥伴6.

哥倫比亞大學
The Elders

費爾法克斯縣全球領袖項目
復旦大學

喬治·布什基金會
喬治城大學
哈佛大學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馬克斯·博卡斯研究所
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
世界青年領袖峰會

北京大學
費城交響樂團

普林斯頓大學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
西德威爾友誼中學

史汀生中心
清華大學

芝加哥大學
香港大學
美亞學會

美國國務院
美國腹地中國協會

世界經濟論壇
尤努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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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交流基金會在資助和提供獎學金方面做了卓
越的工作，增進了美中之間的理解與聯繫。

尼爾·布什先生
喬治·布什基金會創始人及主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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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交流基金會是民間外交領域的一個出色引領
者，我接觸過的兩國的學者都對基金會充滿感激
和敬意。

王緝思教授
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中美交流基金會特邀學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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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4 亮點

新的承諾
我們重申自己的使命，並發布新的發展戰略，强調全球性議題，
强調全球利益相關方的交流。

總裁辦公室
我們在聯合國大會、全球化智庫論壇、三亞倡議、盧旺達大屠
殺紀念活動等場合介紹我們的工作。

博卡斯研究所
我們恢復與蒙大拿州學生的年度交流活動，這是疫情後第一個
訪問中國的美國學生代表團。

法學院
我們接待紐約大學、聖母大學、密歇根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法
學院學生訪問香港、北京、上海和深圳。

青年交流倡議
我們資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喬治城大學、哈佛大學、哥倫比
亞大學、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等院校的交流項目。

7.
費城交響樂團
我們支持費城交響樂團的 50 周年紀念巡演，該團 1973 年首次
在中國演出。

全球領導力
我們首次在香港中美論壇迎來國家元首、諾貝爾獎得主和聯合
國大會主席。

中美交流基金會十五周年
我們與楊潔勉、崔天凱、井泉和金刻羽等嘉賓舉行了一系列慶
祝基金會成立十五周年私人晚宴。

四十五周年紀念
我們在華盛頓特區聯合組織學術會議，紀念 1979 年中美關係正
常化。

哥倫比亞大學
習近平主席和拜登總統承諾加强兩國交流後，我們接待了首個
美國學生訪華團。

吉米·卡特論壇
在佐治亞州亞特蘭大的卡特中心，我們受邀就流行病的未來等
緊迫的全球衛生議題發表演講。

巴塞爾藝術展
我們與世界最著名的藝術博覽會巴塞爾藝術展合作，持續推出
我們的系列視頻訪談。

校園對話
我們邀請達巍教授、鄧希煒教授和邵育群博士在全國大學校園
裏與美國學生對話。

中美交流基金會 + 世界青年領
袖峰會獎學金
我們爲傑出青年領袖設立獎學金項目，入選者將參加 2024 年蒙
特利爾世界青年領袖峰會。

中美青年交流周
我們與商界、衛生界和文化界機構團體在福州共同主辦了規模
最大的中美青年聚會。

01  
博卡斯大使在基金會成立十五周年活動上講話

02  
基金會成立十五周年活動，爲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名譽院長楊潔勉先生舉
辦午餐會

03  
馮國經博士及基金會董事會成員與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金刻羽博士進行圓桌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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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兩國應保持頂層聯繫和相互對話，這一理念得到中美交流基
金會的推廣。基金會爲商界人士、大使和國際社會提供了對話空間，

這一努力令人欽佩。」

世界青年領袖峰會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  
凱特·羅伯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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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美交流基金會 + 世界
青年領袖峰會獎學金項目，從全
球 12991 名申請者中遴選了八位
傑出人士，他們將接受世界頂尖
思想家爲期一年的領導力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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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暢所欲言，並提出建議。項目中的這種
歸屬感和團隊情誼讓我覺得自己是這個集體的
一部分。

曼哈頓學院  奧利維亞·阿佩爾

我有機會參與對大使的訪談，有機會去外地參加一個重要的青年峰會，甚至被允許協助更重要的項目，比如
香港中美論壇。

普林斯頓大學、紐約大學  金和慶

很榮幸，作爲實習生和年輕人，我能用自己的
多媒體製作技術和聲音為中美關係建設信任貢
獻力量。

新加坡國立大學  何柏穎

“ 我感到自己的觀點被重視，我還獲得
寶貴的職業發展指導。在中美交流基
金會的實習經歷，讓我有了一個更樂
觀的視角去了解國際政治。

賓夕法尼亞大學  姚嗣敏

““

“

2024 年實習生感言……

48



49



展望8.

實習項目

2024/25

西德威爾友誼
中學

2024 年 7/8 月

基金會校友聚會

2024 年 9 月

世界青年領袖
峰會

2024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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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大會

2024 年 9 月

香港中美論壇

2024 年 11 月

中美交流基金會
青年交流倡議  

2024/25

哈佛肯尼迪學院
中國論壇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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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基辛格博士
（1923–2023）

第五十六任美國國務卿
中美交流基金會名譽顧問

董建華先生和亨利·基辛格博士私交甚篤，這一友誼的基礎，是他們致力於增進中美兩國人民

的福祉，並支持中美兩國爲全球共同利益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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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過去十五年來的信任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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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上環干諾道西 3 號億利商業大廈 20 樓 
info@cusef.org.hk
cusef.org.hk
+852 2523 2083

中美交流基金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