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及《華盛頓郵報》
近日紛紛唱衰中國經濟，認為中國存在經濟

嚴重失衡、通貨緊縮及 「產能過剩」 等問題。值得警惕的是，美國頻繁拋出唱
衰論調，背後或隱藏着對中國內地及香港發動金融戰的意圖。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的香港，極有可能成為首當其衝的目標，值得香港特區政府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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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商如烹飪 無煎熬不昇華
中國人重

視春節，無論
過去一年多麼

忙碌，新年假期還是會放下手頭一切與
家人共聚。過年應節美食亦不少，可口
如煎蘿蔔糕、年糕，還少不了一碗父母
為子女精心熬製的老火湯及佳餚，每念
至此便忍不住垂涎三尺。中國的飲食文
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我們不單 「民
以食為天」 ，還從飲食之道中悟出不少
大道理；那麼企業家是否能從烹飪的學
問中悟出一些為商之道呢？答案當然是
可以。

例如說 「煎」 、 「熬」 這兩種常
見的烹調手法，其實就意味深長。
「煎」 就是烈火和食材的初次交鋒，正
如新年的煎蘿蔔糕、上海人愛吃的生煎
包、福建人愛吃的海蠣煎，都是先用少
量食油將鑊加熱，使食材落鑊瞬間，被
高溫迅速鎖住內部水分，其精髓正是廚
師對油溫的掌控，食材落鑊一刻的果
斷，以及火候的把握，才能煎出金黃色
澤，外焦內嫩的口感。

對企業家而言， 「煎」 就象徵着
踏入市場時的果敢決絕。要知道創業伊
始，機會稍縱即逝，正如廚師須看準油
溫落鑊，企業家也需要掌控最適當時機
進行投入，而且一旦投入下去，就要利
用好市場大環境，把握住火候在恰當期
間讓業務穩定下來，因為太早上碟食材
會煎不透，未成熟；耽誤時機，用力太
猛，把東西煎燶了，同樣是過猶不及。

再深層次去理解，如果市場競爭
是滾燙的油鑊，懷揣着新理念、新產品
的創業者便是勇於一頭扎進去的食材，
無懼初期的未知和徬徨，以及外界質
疑、資金等多方壓力，奮力搶佔先機，
站穩腳跟，把業務 「煎」 出金黃。而成

熟的企業家也應明白， 「煎」 的精髓就
是經歷高溫洗禮才能形成獨特風味，企
業要走向成功，同樣必須經歷艱難過
程，也只有在重重壓力，種種困難之中
堅守初心，才能在市場中立足，進而為
後續的發展奠定基礎。

說完 「煎」 ，還要說 「熬」 。熬
是中國飲食文化裏最厚重的一筆，老火
慢熬的湯羹及粥品，往往需要歷經幾個
小時，甚至幾天去濃縮食材精華，讓精
華和美味融為一體。如果 「煎」 代表的
是企業家的勇氣與果斷，那麼 「熬」 就
是他們商業智慧和經驗的凝聚。

從企業發展的戰略角度來看，
「熬」 就是養精蓄銳，固本培元，市場
環境會有周期性波動，行業競爭也會日
益激烈，企業經營過程中也可能會有遇
到各種危機的時候，例如資金一時的周
轉困難、重大客戶流失、利潤減退等。
在這些挑戰的時候，成熟的企業家會深
知積蓄力量的重要性，不會因為短期的
困境而驚慌失措，甚至盲目地改變企業
核心戰略，就如同正在熬製一煲上等高
湯，深知食材需要時間來沉澱，願意耐
心地持續小火慢熬，慢熬期間去除雜
質，提煉精華，成就一鍋濃厚上湯。

掌握火候方能出彩
今年春節有兩個高科技產品火

了，一個是幫助遊客輕鬆登泰山的 「登
山神器」 ，另一個是在央視春晚表演扭
秧歌的機器人。 「登山神器」 其實是一
款叫 「π」 的外骨骼機器人，研發該產
品的肯綮科技成立已十年，其間研發的
外骨骼機器人經歷了數十次迭代，從最
初代產品重量高達20公斤，到現在僅
重1.8公斤，十年熬製終於平地一聲
雷。

研製扭秧歌機器人的企業宇樹科
技，在近年AI熱潮下，先後於2023年
及2024年發布其最新款兩足及四足機
器人，引發廣泛關注，一鳴驚人。這兩
個例子正是深諳 「煎」 、 「熬」 之道的
最佳寫照。

但我們也要明白，就算理解
「煎」 、 「熬」 的道理，實踐起來卻絕
不容易。究竟煎製的火候和油溫該如何
掌握？熬製過程中添加食材的先後次
序，何時要小火小火慢燉，何時應中火
煨煮？入廚者可以看烹飪教程學習
「煎」 、 「熬」 技巧，企業家同樣能借
助資源共享平台，運用平台大數據、人
工智能等技術手段，深入了解企業本身
的需求和資源特點，從而烹調出最適合
企業自身發展的 「珍饈百味」 。

（作者為天九企服董事長兼CEO）

港需提高自身抗風險能力
日前貝

森特公開表
示，中國經

濟 「嚴重衰退且極端失衡」 ，他認為
中國是 「世界歷史上最失衡的經濟
體」 ，正在經歷通貨緊縮，並通過出
口來緩解經濟壓力。美國《華盛頓郵
報》近日也發表社論，稱中國製造業
存在 「產能過剩」 問題，並認為中國
政府未能有效刺激國內消費，反而依
賴出口來削弱其他國家的競爭力。

DeepSeek崛起驚艷全球
上述言論缺乏對中國經濟模式的

基本了解。當前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理
論，已較難解釋中國經濟增長奇跡。
例如，凱恩斯主義與新古典經濟學，
強調供需平衡，認為經濟增長應以消
費帶動生產，形成良性循環。然而，
這種理論框架在西方市場經濟體制下
或許適用，但在強調宏觀調控的中國
經濟模式中，卻難以準確解讀中國的
增長邏輯。

中國經濟的增長奇跡並非完全依
賴消費，而是通過大規模投資和出口
導向戰略快速發展。政府通過基建投
資、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等手段，推
動經濟長期增長。這種模式雖與西方
理論不同，但實踐證明其有效性。美
國政客和西方媒體對 「產能過剩」 的
批評，本質上是以西方經濟學的視角
來評判中國經濟，而忽略了中國經濟
的獨特性和韌性。

儘管美國官員和部分西方媒體持
續唱衰中國經濟，但國際資本市場卻
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態度。外資機構近
期紛紛加碼布局中國市場，顯示出對
中國經濟的長期信心。

高盛集團上周二（2月4日）發布
研究報告，強調今年MSCI中國指數
有14%的上漲潛力，並看好中國科技
股，認為更光明的成長前景和技術突
破將帶來巨大的生產力提升，有助於
縮小美中科技股及半導體股票之間高
達66%的估值差距。高盛指出，中國
政策周期已從預期階段過渡到實施階
段，細節和行動將成為穩定增長和支
持企業盈利的關鍵因素，並進一步推
動股市上漲。

高盛並稱，DeepSeek的崛起意
味着AI產業發展正從硬件基礎設施層
向軟件應用層轉移，這一趨勢不僅對
「美國例外主義」 形成衝擊，也為全
球市場多元化發展創造新機遇，尤其
利好中概科技股。

德意志銀行上周三（2月5日）也
發布研報，認為A股和港股的牛市已
在2024年啟動，預計中期將突破此前
高點，並認為DeepSeek的推出標誌
着中國科技產業的崛起。德銀預計中
國股票的 「估值折價」 即將消失，並
認為2025年將成為全球投資者重新認
知中國競爭力的關鍵一年，全球資本
預計將加速流入中國市場。

外資加速布局中國市場
隨着中國資本市場的不斷開放與

發展，越來越多的外資機構也加快在
華業務布局，包括外資券商和私募基
金。中國證監會官網顯示，城堡證券
（中國）的設立申請材料於2025年1
月17日獲中證監接收；同日，渣打證

券（中國）首個分支機構也獲准展
業。市場人士普遍認為，隨着中國資
本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和發展，全球投
資者對中國的興趣將持續升溫，預計
未來將有更多外資機構進入中國市場
並擴大投資規模。

上述趨勢不僅反映出全球資本對
中國經濟長期增長潛力的認可，也表
明中國市場在全球投資版圖中的重要
性正不斷提升，與美國官員和媒體的
悲觀論調形成鮮明對比。這進一步印
證了美國唱衰中國經濟的言論，或許
只是其政治和經濟戰略的一部分，而
非對中國經濟的客觀判斷。

值得警惕的是，美國官員和主流
媒體近期頻繁唱衰中國經濟的背後，
可能不僅僅是單純的輿論攻勢，而是
美國或將對華發動金融戰的前奏。縱
觀歷史，美國在全球競爭中慣用經濟
戰和金融戰手段打壓競爭對手，以維
護自身的經濟霸權，其策略通常涵蓋
多個層面，並具系統性和協同效應。

首先是發動輿論戰，美國政府及
其盟友的官員、媒體、智庫和評級機
構往往通過渲染負面經濟數據、誇大
風險、製造悲觀預期等方式，在全球
範圍內製造對手經濟即將崩潰的假
象。這種輿論戰不僅影響投資者信
心，還可能誘導國際資本撤離，進一
步加劇市場的不穩定性。

其次是發動金融攻擊，美國依託
美元霸權，通過各類貨幣政策工具，
間接對新興經濟體施壓，迫使資金回
流美國，導致他國或地區的資本市場
流動性緊張。此外，美國還會利用金
融制裁手段，對特定國家或地區的銀
行、企業或個人實施限制，阻斷其與
全球金融體系的正常聯繫，削弱其國
際貿易和投融資能力。

再次是進行經濟制裁，美國通過
操控大宗商品價格、干預供應鏈，甚
至對重要行業實施技術封鎖，以削弱
對手國家的產業競爭力。同時通過影
響石油、天然氣、稀土等關鍵資源的
價格，擾亂對手國家或地區的宏觀經
濟穩定。

最後是進行市場操控，美國的金
融機構及對沖基金往往利用自身在全
球資本市場的影響力，通過大規模撤
資、做空股票、操縱匯率等方式，製
造金融動盪，甚至引發系統性經濟危
機。歷史上，委內瑞拉、俄羅斯、土
耳其等國均曾遭受類似金融攻擊，導
致本幣貶值、通脹飆升、資本市場劇
烈動盪，甚至引發經濟衰退。

如今有理由相信，美國或許正試
圖複製這一模式，對中國內地和香港
市場展開新一輪金融戰。從近期美西
方媒體對中國經濟的持續唱衰，到對

中國科技企業的制裁施壓，再到美聯
儲貨幣政策的調整，都可能是這一策
略的一環。

香港作為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
長期以來在中國與國際市場之間發揮
着橋樑作用。但如果美國試圖通過金
融戰打擊中國經濟，香港很可能成為
首要攻擊目標。這一風險主要源於以
下幾個關鍵因素：

一是香港金融體系的高度開放，
使其更容易受到國際資本流動的影
響。作為全球最自由的金融市場之
一，香港的資金進出幾乎不受限制，
這一特性在正常情況下有助於維持市
場活力和吸引國際投資，但在面臨外
部攻擊時，也意味着更容易成為國際
資本操控的對象。

二是港元與美元掛鈎的聯繫匯率
制度，為美國提供了潛在的干預手
段。借助美元霸權，美國可以通過調
整美元流動性、操控利率政策等方
式，間接影響港元匯率，製造市場恐
慌，很有可能導致資金加速流出香
港，導致流動性緊張，甚至引發市場
劇烈波動。

三是國際資本的高度集中也增加
了香港市場的脆弱性。大量外資機構
在香港市場運作，美國的金融機構和
對沖基金可以利用這一點，通過大規
模撤資、做空港股、操縱市場情緒等
方式，刻意製造流動性危機，甚至引
發股市暴跌，從而影響投資者信心，
削弱香港的金融穩定性。

四是西方一些勢力希望削弱香港
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以此遏制中國
經濟發展。如果美國及其盟友選擇將
金融戰作為戰略工具，針對香港實施
系統性的市場干預、施壓評級機構下
調香港信用評級，甚至推動某些國際
組織調整香港市場規則，都可能對香
港的金融穩定和國際地位造成衝擊。

加強防範市場異常波動
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及《華盛頓

郵報》的言論，不過是美國在全球經
濟競爭中的一環。其唱衰中國經濟的
背後，可能隱藏着發動金融戰的準
備，試圖通過操控市場情緒、誘導資
本外逃、打壓人民幣匯率等手段，對
中國內地及香港進行金融攻擊。但事
實證明，中國經濟依然穩健發展，國
際資本對中國市場的信心依舊強勁。

對香港而言，面對可能的外部金
融攻擊，需要加強對市場異常波動的
防範，完善金融監管機制，增強流動
性管理能力，同時深化與內地金融市
場的聯動，提高自身抗風險能力，確
保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穩定性和競爭
力。 （作者為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

▲中國經濟穩健發展，科技產業崛起，國際資本信心強勁。圖為春節期間，浙江烏鎮有機器
人進行拜年表演。


蛇年樓市小陽春初現

過去周末
兩天（2月8日
至9日）樓市

終於出現了今年第一個小陽春，這個小
陽春會持續多久或者會有多大規模，現
在說言之過早，但的而且確出現轉旺情
況。目前情況比之前短暫的樓價回升，
能夠牽動到更多的購買力回歸到市場，
其中有多重因素，包括租金有力向上，
很多租客轉為買家；租金回報率上升，
推動很多收租客入市；銀行定期息口亦
比之前的要低，即是說目前的購買力比
過去更樂意進入樓市尋找機會。

此外，愈來愈多泛內地客來港買
樓。泛內地客是指過去二十年的新舊移
民、來港長期工作、或者已取得身份證
的內地生意人。從他們身份證上的普通
話拼音，可以對這批客戶進行統計，顯
然這類買家逐漸成為市場主流，這與香
港優質的樓宇水準有關。

筆者堅持認為年初的判斷會最終
實現，樓價有足夠條件從谷底回升5%
至10%。至於更長遠的樓市，我們要
看一些因素，例如股市的變化，因為股
市牽涉巨額的資金，股市的表現亦反映
到中美角力的形勢。究竟中國資金會像
以前般以守為攻按兵不動，還是會與美
國資金互相流動，令雙方可以有多一些
活動的空間？如果是偏向平和的話，那

市場上就會有更明朗的前景讓銀行去借
錢給投資者去投資。

筆者奉勸一直看淡樓市的朋友，
應該在這個時候停一停、想一想，樓市
的本質當然是有升有跌，看跌是可以
的，但不應該無限期看跌，現在是時候
盤算究竟何時才是最佳的入市時機，否
則無了期地看淡樓市，到樓市回升後同
樣會後悔莫及。

見到有一直唱淡的KOL來到現時
的價位開始入市，有人說他們立心不
良，唱淡樓市原來是想自己入市。我不
介意別人的這種投資態度，相反唱淡如
果是無止境，其實對自己沒有好處，只
是在態度上對樓市作出詛咒而已，最後
都容易成為輸家。

當然，香港樓市的韌力最重要還
要看政府的選擇。首先，政府要因時制
宜，既然樓市供應已經得到改善，甚至
有短暫高企的情況，筆者認為政府要檢
討土地開發的時間表，這樣才能夠令發
展商部署如何發展地盤。

其次，政府應該向市場釋放更多
正面訊息，提升市場信心，加強心理預
期，否則在人心虛怯或充滿疑問的氣氛
之下，成交和轉流率就不可能提高。沒
有發展商願意做蝕本生意，已買樓的市
民也不想賠本的啊。

（作者為祥益地產總裁）

樓市新態
汪敦敬

明觀四海
梁海明

共創共享
戈峻

▲研發 「登山神器」 外骨骼機器人的肯
綮科技成立十年，產品經歷數十次迭
代，從最初20公斤到現在僅1.8公斤，
平地一聲雷。

中國經濟增速 （％）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0
2014年

7.4
6.9 6.7 6.8 6.6

6.0

2.2

8.1

3.0

5.2 5.0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

過
去
周
末
兩
天
樓
市
出
現
了
今
年
第
一

個
小
陽
春
，
交
投
轉
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