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地交流團感言 

 

      清末民初時期，中國內外交困，改革失敗，最終淪為「半殖民半封建社會」。新中國成立

後，經歷「三面紅旗」、「文革」等政治運動，使全國經濟、文化陷入停頓、倒退狀態。此時，

中國在基建、實業等發展皆遜色於西方國家，因此我漸漸把「中國」和「落後」掛鉤，認為所

謂成就只是「浮誇風」下的產物。考察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原來中國早已脫下「落後」的標

籤…… 

 

      考察團的首站是深圳工業展覽館，展館介紹了中國在不同範疇科技發展，當中可以看出科

技有助提升企業生產效率，以及改善人民生活質素，例如無線質檢資訊傳輸系統能使企業更有

效地進行品質管理，有助提升企業競爭力，也能讓中國商品脫去「劣質」的標籤，而智能家居

則能讓繁忙的「上班族」提供便捷舒適的生活，省卻了不少時間。中國的科技進步，亦能提升

中國的硬實力。一個科技先進的中國呈現在眼前，使身為中國人的我，也對國家未來的發展前

景提升信心，因而產生自豪感。 

 

        接着，我們到了附近的改革開放展覽館，展館介紹了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提出

的理念主張，例如「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方針以及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策推

行初期，重點於沿海城市發展經濟，設立多個「經濟特區」，時任廣東省省委習仲勳等負責人

積極配合，成功提振當地經濟，成功讓一部分人富起來，最終使中國於二十一世紀初達到全面

小康。修讀中國歷史科的我，更明白改革開放政策使中國人的生產積極性提升，以及引進更多

技術和資金。國家發展良好，讓我增加對國家的好感。 

 

        下午，我們來到行程的最後一站--甘坑客家小鎮。這景點跟前兩個不同，這裏不是以創新

為主題，反而充滿著農村風土人情。當中的文化博物館，介紹了不同的客家文化以及歷史。透

過科技和資源，把小村落打造成旅遊景點，既能促進當地發展，又能把當地文化宣揚開去。新

舊交融的設計，能不失當地風貌，亦能受年輕人歡迎。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能使我感受到創新

與傳統融貫通、相輔相成，能提升中國的軟實力，使我對國家的歸屬感提升，放下一貫以來對

中國的偏見。 

 

     全日的交流團，使我認識到中國的當代發展，以及走向成功之路的過程。從以前被認為是

落後的發展中國家，提升至現今的中等收入國家，皆有賴人們的努力和堅持。改革開放以後，

仍至是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已經踏進了經濟文化發展的新里程，由「落後」的標籤換上了「進步」

的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