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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會否以和平方式衰落

種種跡象顯示，美國正在經歷長期性
和不可逆轉的衰落過程，特別是相對於中
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大國而言。美國在
軍事上、外交上、經濟上、科技上、思想
上和文化上的全球影響力正在不斷減退。
最近幾年，這個過程正在提速，具體反映
在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明顯下滑、沙
特阿拉伯拒絕美國有關增產石油的 「指
令」 、世界上幾乎所有的非西方國家在俄
烏衝突中沒有站在美國那邊、美國在國際
上孤立中國的意圖未能得逞、絕大部分全
球南方的國家選擇在大國之間當 「騎牆
者」 、世界各國包括美國的盟友紛紛以各
種方式 「去美元化」 等。近年來，雖然美
元霸權已經逐漸墜落，但美國依然不斷揮
舞制裁大棒，把不願意臣服的對手驅逐出
美元系統。不過，正如美國學者丹尼爾．
W．德雷茲納（Daniel W. Drezner）指
出，美國對經濟制裁的執著正好是美國的
衰落的信號。他表示： 「美國不再是一個
無可匹敵的超級大國。」

美精英不願承認衰落事實
專門研究大國興衰的美國學者格雷厄

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其《注
定一戰》（Destined for War）一書中
有 「修昔底德陷阱」 （ 「Thucydide's
Trap」 ）之說， 指出 「一個崛起的大國
威脅要顛覆一個正在統治的大國時會造成
嚴重的結構性壓力。在這種情況下，不僅
是非同尋常的意外事件、即使是普通的外
交摩擦，也可能引發雙方的大規模衝
突。」 這位學者在梳理和總結眾多的歷史
現象後認為，在大多數的實例中，崛起大
國和現存大國之間難免一戰。

有趣的是，雖然很多其他國家的政治
精英乃至普羅大眾都覺得美國走向衰落是
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據我觀察，大多數的
美國政治精英都不願意承認這個 「事
實」 ，起碼他們不會公開承認。他們部分
人壓根不相信美國衰落，仍然認為美國現
在和將來依然是最強大的國家。即便也有
部分人感覺美國正在衰落，但感情上卻無
法接受這個殘酷 「事實」 。然而，中國的
迅速崛起的確讓美國人感到如芒在背。大
多數的美國政治精英擔心，崛起中的中國

對美國構成了愈趨嚴重和 「生死存亡」 的
威脅。因此，為了延續美國的霸業，遏制
和阻止中國的崛起便成為了美國政治精英
的普遍和 「跨黨派」 的共識。

無論美國的政治精英承認或接受
與否，一個客觀上正在衰落中的美國是否
以和平方式衰落還是以非和平方式衰落對
世界和平和發展事關重大。今天，崛起中
的中國和現存的全球霸主的美國之間最後
是否難免一戰便是世界各國急切關注和極
度憂慮的問題。過去的歷史經驗顯然難以
令人安心和放心。部分學者認為，一個衰
落中的大國對世界和平構成嚴重的威脅，
尤其是當它不知道或不接受其衰落的事實
時，因為這個大國還會拚盡一切去保有其
霸主地位和由此而衍生的各種特權和好
處。

美國學者基爾其克（Kirchik）指出，
歷史經驗說明，衰落中的國家通常最不會
規避風險。大英帝國、法蘭西帝國和蘇聯
在它們走向衰落時都沒有察覺，也沒有做
好應對衰落的準備，反而竭力抗拒任何對
其霸業的威脅，甚至不惜對別國動武，結
果是虛耗國力和禍害自己，但敗局仍然難
以挽回。更嚴重的是其他國家因為衰落國
家為保霸主地位而 「不自量力」 地 「逞
強」 而蒙受巨大傷害。

就中美關係而言，雖然中國從來沒有
與美國爭霸的意圖，但美國卻篤信中國處
心積慮要 「篡奪」 美國的霸主地位。所
以，美國將中國當作 「十惡不赦」 「難以
共存」 的敵人。美國企業研究所外交與國
防政策主任科里．沙克（Kori Schake）
斷言： 「英國霸權讓渡到美國霸權的經驗
昭示：一個和平的、從美國霸權到中國霸
權的讓渡過程是不太可能的……有中國特
色的霸權不會依循美國所制定的秩序規
則。相反，假如中國成就霸業的話，中國
也會跟美國一樣把自己國內的意識形態傾
注到國際秩序中去。」

二次大戰後，美國湧現的主流戰略觀
點是美國必須永遠維持其全球霸主的地
位，方能保衛美國的利益、安全、價值觀
和生活方式，方能維護世界和平和公義，
和方能促進人類的發展和福祉。既然美國
建構和主導的國際秩序的存廢關乎美國和
全人類的福祉，所以維護美國的全球霸權
便是題中之義。在美國國際關係學者斯蒂
芬．沃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眼
中，在這種對霸業難以戒除的癮癖長期以
來已經對美國和其他國家造成了嚴重的傷

害和破壞。在這種癮癖的操縱下，美國會
無情地用盡一切辦法摧毀任何可能挑戰其
全球霸主地位的現存挑戰者或潛在挑戰
者。因此，無論是中國或者其他國家（包
括其他西方國家）的崛起都不是美國所能
夠接受的。

對美國而言，中國對美國霸權的威脅
不但巨大而且是獨一無二，因此更加必須
遏制和摧毀。中國擁有比美國數量大得多
的人口，其經濟和軍事實力則比美國先前
的挑戰者更為雄厚。作為一個大國，中國
的綜合國力足以與美國匹敵。令美國不爽
的是，中國用自己的獨特方式和路徑崛起
而非依循美國倡導的 「西方模式」 ，因此
對美國乃至西方在全世界的思想影響力帶
來嚴重的衝擊。更為重要的是，在美國的
政治精英眼中，中國意圖以一個以中國為
中心的 「威權國際秩序」 來取代美國主導
的 「自由國際秩序」 ，讓美國淪為次等大
國。

作為美國的必須解決 「對手」 ，中國
的另一獨特之處是因為中國人不是白種人
（Caucasians）。過去幾百年，西方的
白種人通過奴隸制度、殖民地、戰爭、掠
奪、不公平交易等不義手段來控制和剝削
其他國家和民族、實現現代化和建立全球
霸業。西方人很容易便認為他們是最優秀
的種族，而只有他們才有資格和 「合法
性」 來統治這個世界和支配其他種族。中
國人作為黃種人的崛起是美國和西方所難
以接受的歷史變故。

儘管美西方政治精英盡量避免從種族
角度來製造遏制中國的藉口，但卻仍有
「不小心說溜嘴」 的時候。2019年2月，
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基倫斯金納
（Kiron Skinner）在 「未來安全論壇」
上表示，挑戰中國的 「長期威脅」 很困
難，因為這個國家 「不是高加索人」 。她
強調： 「當我們想到蘇聯在那場競爭 『冷
戰』 中時，在某種程度上，這是西方家
庭內部的一場鬥爭。」 但美國與中國的
競爭則是另一回事。 「這是一場與完全
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識形態的鬥爭，
美國以前沒有過這種情況……在中國，
我們有一個經濟競爭對手，我們有一個意
識形態競爭對手，在幾十年前我們沒有
預料得到的，是這個國家確實在追求一
種全球影響力。而且我認為這也是第一
次我們將有一個非白種人的強大競爭對
手。」

中美之爭除了被美國政治精英視為種

族之爭外，也是文明之爭。美國著名學者
塞繆爾．亨廷頓在其1996年發表的《文
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斷言
穆斯林國家的人口爆炸和東亞的經濟崛起
將要改變全球政治。這些事態發展挑戰了
西方的主導地位，帶來了對所謂的 「普
世」 西方理想的排斥，並加劇了不同文明
間在核擴散、移民、人權和民主等問題上
的衝突，穆斯林人口激增導致歐亞大陸發
生許多小規模戰爭，而中國的崛起可能導
致全球文明戰爭。

許多美國人相信，西方文明的核心是
基督教， 「敬畏上帝」 乃美國立國之本，
而美國的文化和制度以及美國所構建的
「自由國際秩序」 則建基於基督教教義。
部分美國人甚至相信美國乃上帝特別啟迪
和眷顧的國度。因此，那個宣揚唯物主義
和 「無神論」 的社會主義中國在宗教信仰
上與美西方水火難容。中美之爭也因而帶
有宗教之爭的性質。

遏制中國只會引火燒身
同樣麻煩的是，美國的政治精英尤其

是美國總統拜登把中美之爭刻意炒作為
「民主」 與 「威權」 或 「專制」 的對壘，
也是 「善」 與 「惡」 的決鬥，因此成為了
一種難以調和或妥協的意識形態之爭。如
此一來，美國要達到的目標便只能是社會
主義中國的倒下或滅亡。美國著名政治評
論家法里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感嘆： 「美國的外交政策已經
失去了所有的靈活性……我們今天的外交
政策通常由宏偉的道德宣言組成，將世界
分為黑白、朋友和敵人。這些陳述很快就
會被制裁和立法鎖定，使政策更加僵
硬。」

對美國的政治精英而言，無論從
種族、宗教、文明和政治角度，中國對美
國的挑戰的性質是前所未有的，也是關係
到美西方的 「生死存亡」 的威脅。因此，
中美的較量無可避免地帶有 「零和遊
戲」 、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的性質。除
非這些政治精英對中國崛起的看法發生根
本性改變，否則中美鬥爭只會愈趨激烈和
不斷擴散到各個領域和全世界。可是，在
可預見的將來，美國政治精英對中國的敵
意只會越來越濃烈和非理性。這和他們有
維護自身利益的需要有關。對此，美國學
者 本 傑 明 ． 肖 伯 特 （Benjamin
Shobert）在其《怪責中國》（Blaming
China）的書中說的很坦率。他認為，當

前美國社會比南北戰爭以來的任何時候都
更加憤怒、更加分裂和兩極分化。 「美國
人對美國的經濟未來、對美國在世界上的
地位、對美國處理恐怖主義的手法和對那
個運作嚴重失效政府懷有深深的不安全
感。這四種不安全感被歪曲並投射到中國
身上，並試圖將完全由美國自己造成的錯
誤歸咎於中國。」

為了推卸責任和轉移視線，美國的無
良政客更肆意推波助瀾，不斷把中國描繪
為對美國的最大和必須打到的敵人。隨着
美國國內的眾多難題愈趨惡化、而且並無
輕鬆解決的辦法，美國政客為了自己一己
之私和黨派鬥爭的需要肯定會變本加厲煽
動反華狂飆。

總的來說，美國的衰落不可能是一個
和平的過程，尤其是當它面對的是中國這
個強大、獨特和前所未有的對手。展望將
來，美國將會無所不用其極地全方位和持
續打壓中國。不過，中國人不但不會被打
倒，反而會加倍團結奮起來抗擊美國，讓
美國付出沉重和無法承受的代價，從而迫
使美國改轅易轍。頭腦比較清醒的美國學
者沃特海姆沉痛指出： 「隨着時間的推
移，美國可能會發現自己不堪重負，並要
冒着違背美國利益的戰爭風險。」 他預
言： 「如果美國將其帶入伊拉克這個弱得
多的國家的同樣的主宰意志應用於同級競
爭對手身上，後果將是嚴重的。 『下一個
伊拉克』 很可能會以大國戰爭的形式出
現。」 他進一步表示： 「中國將如何反應
尚不得而知，但其傷害美國的能力是巨大
的。在捍衛其至高無上的權力地位時……
美國正在承擔巨大的風險，但卻沒有意識
到激烈的競爭會如何使美國人變得更窮、
更不安全。」

顯然地，美國的衰落不會是一個和平
的過程，它必然會為自己、為中國乃至全
世界帶來戰爭、毀滅和傷痛。在這點上，
借用卡根一本講述美國崛起故事的舊著的
書 名 《 危 險 國 家 》 （Dangerous
Nation）來描述今天的美國確實貼切不
過。不過，我們也殷切期待，美國最終因
為明白到為了保持霸權而遏制中國不但會
失敗反而會引火燒身後而幡然改圖，從而
改為選擇找尋與中國和平共存之道。然
而，即便如此，美國、中國、美國的盟友
和世界也會因為美國的不和平衰落而要受
到極其巨大和難以彌補的傷害。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
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

從國泰事件看人心融合之路 放寬港企外資限制
助港人到內地創業

國泰航空空中服務員的服務態度
再次為人詬病。有內地乘客社交媒體
實名舉報國泰航空，表示早前乘坐國
泰航班由成都飛往香港時，無意間聽
到空姐不斷用英語、粵語抱怨內地乘
客，並嘲笑內地乘客的英語水平，甚
至稱 「他們聽不懂人話啦」 。

國泰空中服務員對操普通話乘客
的歧視，瞬間在網上引發了不少內地
民眾的 「共鳴」 和憤怒，紛紛表示過
往乘坐國泰航空時，也曾因為內地居
民身份而遭遇不愉快經歷。《人民日
報》旗下微信公眾號 「俠客島」 發文
譴責，指該事件令人震驚和心痛，國
泰航空似乎 「保留了某種崇拜洋人、
尊重香港人而看不起內地人的乖戾情
緒和莫名優越感」 ，也 「暴露部分人
的國族認同偏差、心理扭曲以及文化
和專業素養之低。」

暴露「不普通」的人心迷思
行政長官李家超指出，對於國泰

航空有機組人員對內地乘客作出不尊
重言行，感到非常痛心。這些不敬的
言行傷害了香港和內地同胞的感情，
破壞了香港一貫的尊重、有禮、共融
的文化和價值觀。

毋庸置疑的是，有關空中服務員
的言行實屬惡劣，理應嚴厲譴責。但
批判國泰航空 「膝蓋骨軟」 ，對其 「崇
洋媚外」 的態度提出控訴之餘，筆者
希望透過今次事件，將國泰乃至香港
部分機構和個體對普通話的歧視問題，
引入一個更為深層次的角度，即今次
事件到底暴露了香港什麼樣的人心迷
思？

首先，國泰航空自身應對事件的
效率和態度是值得肯定的。事情發生
後，國泰航空在短時間內發表3份聲
明：5月21日內地網民實名舉報後，國
泰航空在翌日發表第1份聲明，除了表
達歉意，還指出公司已經聯繫該名旅
客了解情況，並且着手開始嚴肅的調
查處理；國泰航空在第2份聲明指出，
涉事的3名空姐已被暫停有關空姐的飛
行任務，公司已展開內部調查，並承
諾在三日之內必定會有相應的處理結
果；國泰發表第3份聲明，表示調查已
完成，依據公司規章制度，3名涉事空
姐已經予以解聘，另將成立跨部門的
工作小組作出全面檢討。

三度道歉，落實責任，處罰到人，
絕不含糊，國泰航空直接認錯，承擔
責任的態度可以說，對於整個企業而
言，他們是深知底線，也深明是非。
公司行政總裁林紹波早前在廣州出席
「粵港合作周」 啟動儀式時，更四度

用普通話致歉，並表示為避免再次發
生類似事件，他將會親自領導跨部門
的工作小組做出全面檢討，改善國泰
航空現有服務流程、人員培訓和相關
制度， 「最重要的是確保所有國泰員
工必須尊重來自不同背景及文化的旅
客，在所有的服務地區均提供專業且
一致的服務。」

在輿論譴責國泰 「媚外心」 的同
時，筆者卻有一些不同的思考，更想
從這一場關於普通話的歧視事件之中，
挖掘出一個關於香港社會人心彌合的
「不普通」 危機。一些內地網民之所

以怒火中燒，輿論難息，其中的核心
問題並不僅僅只是粵語和英語與普通
話的 「對立」 問題，更是香港和內地
在文化、社會生態和人心認知上的相
互齟齬。

對於一個地域廣袤、人口構成多
元複雜的社會，使用多種語言或方言

的情況並非是新鮮事。如今有些人為
博取眼球、刺激流量，不斷利用國
泰航空 「普通話歧視」 事件煽風點
火，本質上是再一次加深了香港和
內地的精神鴻溝。其一，自2019年
黑暴之後，香港印象在內地媒體中
「一落千丈」 ，即便如今走進由治
及興的新階段，部分內地民眾對於
香港依舊是充滿着打量、猜疑、複
雜的敏感態度；其二，歷經黑暴和
新冠疫情，香港的經濟修復和社會
形象提升正處於關鍵時期，國泰航空
被爆出歧視操普通話旅客事件，也恰
恰說明經濟的復甦並不能代表人心的
真正融合，若是香港社會的人心沒有
得到彌合，光是物質建設和發展，也
不免會容易 「擦槍走火」 ，自我反噬；
其三，事件發酵而引發成為全國關注
的焦點，這其實是一種令人心酸的 「創
傷後應激障礙」 ，黑暴期間部分國泰
員工與 「黃絲」 為伍、 「撐暴」 立場，
不單令香港市民感失望，也讓內地旅
客感到害怕。國泰空姐的語言歧視事
件，是否勾起了內地民眾對國泰的不
良印象？

兩地需互相接納和理解
普通話歧視，不僅僅在於說什麼

語言的問題，更是牽扯到人心和認
同的問題。香港社會的人心修復，
不僅僅在於如何在香港社會之內，
市民和機構團結一致，向外維護香
港的體面、尊嚴和價值底線，更在於
香港整個社會如何與內地相互接納、
彼此融合以至達到真誠理解。普通話
歧視背後的 「不普通」 的人心之迷思，
若繼續糾葛難解，那便是香港社會發
展日後的一個 「結」 ，甚至一個
「劫」 。

中國僑聯委員、安徽省僑聯副主
席、香港安徽聯誼總會常務副會長

政策思考
林功成、蕭逸駒

思想庫
劉兆佳

香港和內
地在科技創新
方面的合作近

年取得許多重大突破。國家 「十四五」 規
劃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港深兩地政府亦簽署了河套區發展的合作
安排，為區內大數據及人工智能、金融科
技、醫療科技等重點領域提供便利人流、
科研資源流動及開設業務等措施。雖有上
述政策支援，但香港傑出的科研人才仍有
可能因 「大門未開」 的准入限制，在內地
創新和創業時面對不少阻礙，比如有專注
於研發無創性產前基因檢測技術的香港著
名創業者曾因准入限制而無法直接在內地
開設公司。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
（下稱 「《外商投資法》」 ），香港企業
被視為境外投資者。若其希望在內地進行
投資，則需參照《外商投資法》及《外商
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21
年版）》（下稱 「《負面清單》」 ）執行，
故可能在內地部分領域（如生物科技、信
息技術等）創業、投資時受到禁止或限制。
筆者了解到，有部分港人因而須與內地合
夥人共同投資和創業；然而香港初創企業
可能因為缺乏內地人脈、難以達到股權分
配的共識、需與合夥人分享技術細節和商
業機密等因素，令其對在內地創業和投資
望而卻步。團結香港基金的調查結果亦顯
示，近30%有興趣在內地創業的港青因此
暫時未能在內地創業。

可分三階段推進放寬措施
特區政府在2022去年底成立了 「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督導組」 ，宏觀推進和督導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工作。為了讓香港更
積極地融入國家的發展大潮流。筆者建議，
特區政府向內地積極爭取在有審批的前提
下，逐步放寬港人在《負面清單》的准入

限制。長遠而言，中國籍香港永久居民和
內地居民在內地某些領域進行創業時應享
受同等待遇。具體來說，可以檢討和調整
《負面清單》，將一些高新技術領域的准
入限制放寬，如上述人體幹細胞、基因診
斷與治療技術開發的應用及互聯網等行業，
讓符合條件的港人企業進入內地市場。放
寬措施可循序漸進地進行，大體可以分為
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可先容許符合以下兩個條
件的企業進入大灣區內地城市營運以作先
行先試：一是企業由中國籍香港永久居民
擔任法人或主要股東，二是企業在河套區
完成註冊以方便內地部門審批。此舉可以
使得港人企業在灣區內地城市的試營運以
小規模、先行先試的形式進行，為內地有
關部門推行下一步的放寬措施提供參考。

第二階段，可根據上述於河套區註冊
的港人企業，在灣區內地城市先行先試的
創業或投資成果和反饋，逐步推廣至在全
國範圍均可放寬港人企業在《負面清單》
的限制。第三階段，待措施成熟後，可考
慮在經過內地有關部門審批的情況下，直
接容許在香港境內成立的、由中國籍香港
永久性居民擔任法人或主要股東的港人企
業進入內地市場。

總括而言，若能通過逐步放寬港人在
內地科創領域投資和創業的限制以應對 「大
門未開」 的難題，定能幫助更多港人拓展
科創事業以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包
括上文提到的專注研究基因檢測的科研人
才。筆者相信只要為香港青年提供適當的
創新土壤和充分的發展空間，他們定能充
分發揮自身的優勢，不僅能為香港的創科
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亦能在內地龐大的
市場和更廣闊的舞台一展所長；而內地也
可更容易享受香港的科研成果，從而達到
雙贏的局面。

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