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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回归献力 为和谐尽心」

      李和协

【人物简介】李和协先生，曾长期在北京外交系统工作，香港回归前担任新华社香港分

社外事部副部长，见证了香港回归及政权过渡的历史进程。後担任联泰控股副总裁、联

泰渔业副董事长、联成渔业总经理等。现担任香港渔民团体联会副会长、香港远洋渔业

协会副会长、陈守仁基金会总干事、孙中山文教福利基金会秘书长等多项社会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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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回归献力 为和谐尽心」

1997年7月1日凌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

区区旗在香港会展中心中英交接仪式上徐徐升起，历经了百年

沧桑的香港回到了祖国，中国政府开始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这一天，举国上下一片沸腾，这一天注定被载入史册。为了这

一天，中华民族盼了上百年。为了这一天，中华儿女，无论是

政府工作人员，还是民间爱国爱港人士，都为之付出了许多许

多，李和协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

从1992年7月开始後的整整五年时间里，李和协先生参与

了香港回归前最後时期的準备工作，香港平稳、顺利回归的

“军功簿”里，记录着他的一份功劳。

1982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邓小平同志就香港

前途问题与之进行了会谈，揭开了香港前途谈判的序幕。1984

年，英国外相在香港发表声明，宣布1997年以後英国将放棄对

香港的主权。随後，中英两国签订了“联合声明”。随着香港

回归祖国进入後过渡期，保证平稳过渡的各项準备工作也刻不

容缓，“1990年周南社长就任後，新华社香港分社（香港回归

後改称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简称“中

联办”）先後从外事系统抽调一批幹部充实和加强分社外事

部工作，我也於1992年7月奉调来港工作。”李和协先生感慨

地说，“香港回归前的最後五年，是我职业生涯中难忘的岁

月。”

负责与港英政府的双边联络与交涉

长期以来，新华社香港分社就是中央政府在香港的官方

代表机构，尤其在回归前五年的“後过渡期”，扮演着不可或

缺、举足轻重的角色。“外事部三位负责人均来自外交部系

统，由张浚生副社长分管。主要职责是，就内地与香港双边事

务以及涉台、涉外事务与港英政治顾问处或港府其它部门进

行联络、协调与交涉，並负责联繫驻港外国领事馆、国际组织

和外国商会。”李和协先生作为外事部副部长，主管与港英政

府的双边联络与交涉，以及涉及两地政府间各种事务的沟通协

调。“香港回归之前，所有涉及两地政府间的事务，均属外交

范畴，都要经过分社外事部处理。”李和协先生回忆说。

“与港英的政治性交涉是外事部的一项重要而敏感的工

作。交涉内容包括驻港机构的保安、出入境事务、越南船民，

以及涉台事务等。由於内容敏感、政治性强，双方往往立场迴

異。这是与港英政治顾问处官员经常发生意见分歧甚至冲突的

领域。”据李先生介绍，外事部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协调粤港双

边事务。每年召开一次粤港边境联络年会，就出入境及边境事

件、打击偷渡走私、司法互助、核电安全等问题进行回顾与协

商，在广东与香港轮流举行。双方业务部门还建立对口交流联

络机制，使日常业务性工作基本不受到中英关於香港政制分歧

的影响。外事部还与港府人民入境事务处就“香港遊”的管理

和配额安排召开定期年会，邀请相关旅行社老总出席。李和协

先生曾分别於1995年及1997在上海和南昌主持过回归前的最後

两次“香港遊”会议。

此外，两地官员的互访、培训也是回归前几年的重要双边

活动。外事部每年都协调安排多批中央部门的司、处级官员来

港，並陪同参观访问。与此同时，双方还分批安排港府高级公

务员到清华大学培训，以增加他们对国情和国家政策的了解，

为特区政府的成立做準备。

参与筹备组织回归大典

当时针指向1997年，回归进入倒计时阶段，李和协先生

来港工作也进入第五个年头。“当时中央成立‘香港回归及庆

祝活动筹备办公室’, 由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李树文任办公室

人物写真

李和协先生参观驻港部队时与时任驻港部队首任司令员刘镇武将军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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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和协先生（左二）出席港府入境处新年酒会时
与时任入境处副处长李少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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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李树文率领的跨部门团队提前几个月抵达香港，与地处

第一线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等共同筹备与见证这一重大历史事

件。”

当时香港新华分社也成立了庆典办公室，李和协先生兼

任分社庆典办副主任。一方面参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专家组与

英方就交接仪式场地等安排进行谈判，更多的是负责与港府相

关部门就各项具体活动的安排进行协调，並兼任香港回归及庆

祝活动筹备办公室礼宾部（由国务院办公厅一局徐绍史局长负

责）名单请柬组组长。除分社外，该组成员还包括国港办、外

交部等单位，统筹安排回归庆典四场主要活动的出席人选和组

织安排工作。“那是一份需要有高度责任感和极富挑战性的工

作，”李先生说，“一方面要与港府交接仪式统筹处处长林瑞

麟就双方邀请出席中英交接仪式的重复名单进行再分配，另一

方面还要面对来自各方面的请求和推荐，並进行内部讨论与协

调。为了政权顺利过渡，可以说我方参与人员都在夜以继日地

工作。”在各方面的通力配合下，他的团队顺利完成任务，並

得到有关方面的表扬。

1997年7月1日零时，伴随着英国米字旗的缓缓落下，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徐徐升起，历经了百年

沧桑的香港终於回到了祖国。

继续服务香港

香港回归後，内地与特区政府间的关係不再属於外事范

围，新华社香港分社外事部已圆满完成祖国交予的历史性任

务。李和协先生也功成身退，並於後来提前退休，获準留在香

港。

如今，香港回归祖国已经十四个年头，然而当初的一切恍

如昨日一般清晰，每每回忆起来，让李和协先生心里感受到的

不是辛苦，而是荣幸；能亲自参与见证香港回归这一具有历史

意义的事件，让他终生难忘。採访中，我们还得知，今天我们

许多人手中的香港特区护照，在其设计过程中也有李先生等人

的功劳。

那时，在香港回归後，关於港人的国籍和旅行证件问题

上，李和协先生作为分社的代表，参与由外交部、公安部、国

务院港澳办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组成的特区护照专家小组，具体

研究新护照的设计方案，並在此过程中，由分社外事部徵求特

区护照的最终使用管理单位--港府人民入境事务处的意见。

李和协先生来香港工作之前，曾长期任职於外事部门，在

我国驻日本使馆工作过多年，在美国做过访问学者，具有良好

的国际视野与文化底蕴。加之在香港工作多年，提前退休後本

可以有多种选择。然而李先生秉承一贯低调的风格，选择加入

陈守仁先生的联泰国际集团，而且一待就是十年。曾担任过联

泰控股副总裁、联泰渔业副董事长、深圳联成渔业副董事长兼

总经理，对开发集团的国内业务、发展壮大公司的远洋渔业船

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李先生已改任集团顾问，並更多地

参加社会服务工作。儘管身份改变，其爱国爱港、服务香港的

赤诚之心始终没有改变。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李先生作

为孙中山文教福利基金会秘书长，更忙於协助基金会主席陈守

仁博士筹备各项纪念活动。

儘管在旁人看来，李先生是一位有难得经历的成功人士，

但是他总是抱着一颗平淡的心，甚至还是在记者的一再要求下

才接受採访。他认为自己“经历平常，並不值得採访”。谈到

为人处世心得时，李先生认为，只要对国家、对香港社会有利

的事情，就应认真去做，並爭取做到最好。不刻意去追求名利

地位的人，心态就平和，待人就宽厚，朋友就更多。现在的

他，仍忙於各种社会及公司的事务，以笃定的步伐，继续为香

港的稳定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石  依  程书香）

李和协先生（左）出席香港回归中英交接仪式时留影 李和协先生代表香港新华社接受香港南安公会的捐款救灾支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