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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著名學者鄭永年教授
領銜撰著的新書《深圳
2035：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圳
展望》近期由深圳出版社出

版，與閱讀鄭教授的時評專論一樣，從翻開第
一頁，就迫不及待地讀下去，一鼓作氣、暢快
淋漓，解惑解渴、意猶未盡。該書獲評國家出
版基金項目，足見選題意義之重大以及作者之
大手筆。

由於工作關係，筆者曾多次在廣州、深圳
拜訪鄭永年教授，每次都為鄭教授的學術擔當、
學術氣象、學術創見所震撼、所感動。閱讀這
本書同樣有這樣的感受，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以
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重大
使命，面對粵港澳大灣區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先行示範區 「雙區建設」 重大任務，深圳怎麼
辦？中國學者怎麼做？鄭永年教授通過本書，
給我們也是給社會作了一個示範，給理論界和
實務界提供了一份理據厚實的可行性建設思路，
我們從中又一次體會到了鄭教授的學術品格和
家國情懷，感覺本書有以下特點和價值：

一是視野宏闊，在大敘事中為深圳精準定
位。正如本書作者所指出的， 「全書的研究分
析聚焦在國際、國家、區域和深圳四個層面
上」 ，這還只是反映了地理橫切面的一個維度。
實際上，本書視野宏遠，大開大合，既勾勒縱
向數千年的歷史大脈絡，又重點關注橫向世界
範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實踐，條分縷析，
察古鑒今，皆為深圳先行區建設提供參考之資，
以期發揮出後發優勢。

比如，在縱向考察方面，本書第一章就述
及「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思想根源」，從中華優秀
傳統文化的歷史文化土壤、19世紀以來歐美的
現代化建設實踐、1949年以來新中國的社會
主義革命、建設、改革實踐等不同角度來聚焦
論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構想。

城市發展的鮮活材料
再如，本書第二章所建構的 「深圳現代化

建設的城市參照體系」 ，都是諸如紐約、倫敦、
東京、新加坡、香港、北京、上海等世界及亞
洲 「全能冠軍」 「單項冠軍」 城市，視野之廣、
立意之高，可謂無出其右者。

又如，第三章 「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路徑
的國際經驗」 部分，提出了英美、北歐、東亞、
蘇聯等四種現代化模式，這一分析範式既是歷
史的縱向分析，也是橫向的國際比較。這種兼

具古今中外的研究視野和寫作風格，是鄭教授
作品的一貫文風，在本書亦十分突出，例子不
勝枚舉。

二是論證科學，在多學科比較分析中求得
真知。本書的研究主題是深圳的現代化建設問
題，而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人都知道，城市研
究、現代化研究從來都不是單一學科所能支撐、
所能完成的研究課題。大家知道，鄭永年教授
團隊具備多學科學術訓練和堅實豐厚的研究基
礎，因此本研究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綜合運用了經濟學、政
治學、社會學、歷史學、公共管理學，特別是
國際政治經濟學等學科理論方法， 「力爭使成
果在內涵上具有綜合性、系統性、開放性和探
索性」 。

比如，書中重點討論的現代化理論與現代
化指標體系問題、可持續發展問題、超大城市
治理問題、 「政府─市場─社會」 關係問題，
以及韌性社會、風險社會、福利社會等問題，
都是需要多學科探討的複雜性問題。

再如本書列舉的 「國外推動現代化建設的
成功案例」 ，更是多學科觀察評判綜合的結果，
作者所關注的也是波士頓、紐約、斯德哥爾摩、
東京等四個城市的不同現代化主題和特色，都
不能統一到經濟現代化這一單一範疇中去，這
樣才能為深圳多元一體的現代化建設提供更全
面的借鑒。這種多學科交叉比較研究範式，是
本書的一大特徵，也是確保本書研究質量和研
究水平的方法論基礎。

三是為我國區域發展和城市建設提供了一
本很有價值的參考書。本書以深圳為名，但其
實際意涵和指向遠超深圳，可以說對於當前我
國區域發展和城市建設具有通用參考價值。

首先就在於本書所聚焦的中國式現代化這
一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我國政治經濟生活中的
重大理論和實踐課題，書中對中國式現代化及
「三新」 的相關理論與政策、機遇與挑戰、戰

略與路徑等都梳理分析得十分系統精當；其次
在於本書所具有的古今中外的宏闊視野和世界
範圍現代化城市建設正反兩方面的典型案例與
寶貴經驗，可以幫助人們開闊眼界、廓清迷霧、
找準新路；還有就是深圳作為 「雙區驅動」 的
先行示範區及其實踐探索，其一舉一動在全國
都有標誌性意義；這些都是國內其他地區現代
化建設和城市發展可資學習參考的鮮活材料。
再就是本書所提出的極富學術創見和魄力的 「深
圳市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把握的兩個基本原
則」 「地域嵌入型世界級經濟平台」 「有限全

球化」 「第二次入世」 「發揮 『三層資本』 優
勢」 等觀點，既具創新性，更有啟發性，很值
得認真閱讀體會，學習借鑒。

通讀本書，還有一個細節給我很大觸動，
也引發我的一些思考。就是本書開篇序言的第
一段有這樣一句話： 「作為中國四大超一線城
市中土地面積最小的城市，深圳土地面積只有
北京的八分之一，只佔全國土地面積的萬分之
二，但近年來深圳的地區生產總值卻幾乎佔國
內生產總值的3%。」 這句話無疑是為了突出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深圳所取得的偉大發展成
就，以及突顯 「深圳已經成為粵港澳大灣區乃
至整個中國一個重要的經濟增長極」 。

兩地合作發展新模式
但是這句話中的相關數字引發我兩點思考：

一是正如本書多處所指出和強調的，深圳、香
港兩個城市聯繫的緊密性、合作的重要性、一
體發展的可能性，但是全書從立意、布局到文
字似乎並未將香港（的重要性）置於系統思考
布局深圳現代化建設的應有高度；二是回歸祖
國前後，香港作為早發地區其經濟總量竟然能
夠佔到全國的近20%（現在則不到3%），而
香港的土地面積則還不到深圳的一半，佔全國
土地面積更是萬不及一。

由此也想說明兩點，一是從全國範圍看，
今後的深圳仍然會發展，但是它在國家的經濟
比重及影響力是否也會存在逐漸下降的問題，
以及如何長期保持其強勁發展勢頭和引領性地
位；二是從國家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實踐看，
深圳的現代化建設和發展離不開香港，而從新
時代以來粵港澳大灣區和深圳先行示範區建設
實踐看，深圳仍然不能離開香港，那麼需要考
慮的是，深圳的現代化建設是否必然或者必須
要納入香港抑或與香港並聯，達到統籌兩市一
體發展的狀態或層級，這裏所指的不僅僅是將
香港作為發展元素或要素，而是作為一個城市
的整體。

由此又給我帶來一個美好的期許。不僅期
待鄭永年教授在該書序言中所提到的 「深圳研
究三部曲」 的盡早面世，讓廣大讀者們一飽眼
福、先睹為快。更期待鄭教授團隊在本書的基
礎上，能夠繼續深化對深港一體化建設、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兩個課題的研究，以期與該書並
列成為新的 「深圳研究三部曲」 。這可能已是
對作者的苛求，也是與本書關係不大的話題了。

暨南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
地研究員

美當局不過是又一次玩弄黎智英而已

二戰的啟示——反霸權的現實意義

近期一項由香港理工大學航運研究
中心進行的深入研究揭示，俄烏衝突和
紅海危機等重大地緣政治事件正深刻改
變全球液化天然氣（LNG）航運網絡的

結構。研究結果指出，香港應積極推動綠色航運發展，致力打造成
為亞洲重要的LNG加注中心。

研究顯示，全球LNG航運網絡在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後經歷了
重大轉變。歐洲各國為降低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大幅增加LNG
進口，特別是在北溪管道遭受破壞後，這種需求進一步加劇。這一
背景下，LNG航運網絡的大多數性能指標在2022年下半年達到研究
時段的最高水平，形成了一個以歐洲和美國東海岸港口為主的大型
港口群，突顯出美國在向歐洲供應LNG方面的日益重要地位。

研究同時揭示了地緣政治事件對航運網絡脆弱性的不同影響。
俄烏衝突使得LNG航運網絡變得更加脆弱，到紅海危機爆發後，原
本的大型港口群已經分裂為多個較小的群組。這種分散化趨勢出人
意料地使得LNG航運網絡變得更不脆弱，這也展現出全球LNG航運
網絡的自適應能力。

港口重要性的排名也隨着地緣政治局勢變化而顯著調整。研究
初期，荷蘭鹿特丹港是最重要的節點。隨着俄烏衝突的爆發及美西
方對俄羅斯實施制裁，美國港口的重要性不斷提升，成為歐洲LNG
供應的主要來源。紅海危機爆發後，東亞港口的重要性明顯上升，
新加坡更躍升至全球第二位，這一變化為香港發展LNG加注業務提
供了重要的戰略機遇。

同時，國際海事組織已制定2050年實現航運業淨零碳排放的目
標，歐盟也開始將大型船舶納入碳排放交易體系。在此背景下，LNG
作為清潔燃料的需求預計將持續快速增長。據統計，2024年替代燃
料船舶的訂單數量增長了50%，顯示全球航運業綠色轉型正在加速。
業內人士指出，去年中國的LNG加注量為35萬噸，雖然我國在LNG
加注業務上已取得初步進展，但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特區政府去年公布《綠色船用燃料加注行動綱領》，制定五大
策略和十項具體行動措施，包括簡化綠色船用燃料加注的審批程序、
推出 「綠色船用燃料加注獎勵計劃」 等。政府並研究利用兩電的
海上LNG接收站為船舶補充燃料，為業界提供更完善的基礎設施
支援。

今年2月，中國石油旗下的昆侖能源有限公司在香港水域成功完
成首單 「船對船」 LNG加注作業，為 「以星海藍石」 號雙燃料貨櫃
船加注2200噸LNG。這一突破性進展不僅標誌着香港在綠色航運發
展上邁出重要一步，更展現了香港在推進 「雙碳」 目標方面的決心。

最後，研究團隊建議，政府應加強能源安全建設，包括多元化
供應源開發和戰略儲備設施建設。例如，香港可充分把握大灣區發
展機遇，加強與深圳等灣區城市在港口上的合作，並考慮允許深圳
港綠色能源加注船在香港指定水域提供服務，簡化海事審批流程，
發展 「一船跨兩地」 服務模式。這些舉措不僅有助鞏固提升香港國
際航運中心地位，更能為實現國家 「雙碳」 目標作出重要貢獻，推
動大灣區綠色航運的整體發展。

香港理工大學航運研究中心主任、香港理工大學航運研究中心
顧問

202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80周年。
人類回顧、紀念和慶祝對反法西斯主義、
軍國主義取得歷史性重大勝利之際，尤為
重要的是，要不斷總結和加深理解二戰的
經驗和教訓。

1938年9月，英法德三國簽署的《慕
尼黑協定》，是英法綏靖主義向德國法西
斯主義退讓的重要標誌。當時美國的羅斯
福政府雖然對希特勒是採取綏靖與遏制兼
備的策略，但是，在《慕尼黑協定》簽署
前後，偏重綏靖。

無情的事實迅速擊碎綏靖主義。《慕
尼黑協定》助長希特勒的囂張氣焰。羅斯
福覺醒。1938年10月26日，他在演講中對

《慕尼黑協定》作出另一種評價── 「越
來越清楚，以恐懼維持的和平並不比以刀
劍維持的和平更高尚、更持久。如果法律
的準繩一再被假裝高尚的純粹武力所代替，
那麼就無和平可言。如果蓄意以戰爭威脅
作為實行國家政策的工具，那麼也無和平
可言。」

今天，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全
面深入演變，其複雜、艱巨和嚴峻程度，
遠超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二戰的經驗和教
訓，不足以啟迪今天的我們應對百年未有
之大變局，但是，仍有可供借鑒之處。最
具現實意義的便是不忘《慕尼黑協定》，
堅定地反制反擊美國霸權霸道霸凌，因為，
後者是對當代世界和平最主要威脅。

特朗普聲稱，他在第一次任美國總統
時，沒有對外發起戰爭，他再次任美國總
統將促進和平。但是，特朗普較拜登更強

力支持以色列政府對哈馬斯趕盡殺絕。更
嚴重的是，特朗普向美國的全球貿易夥伴
發動關稅戰、貿易戰，如此霸道霸凌的行
徑，在美國立國以來近250年歷史上是前所
未見的。

這不是尋常的經濟領域的國際衝突。
它是美國霸權正在加速衰敗的嚴重表現，
並同時破壞了二戰後美國主導建立的全球
經貿體制。

這場經濟領域的國際衝突，與美國國
內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的瓦解息息相關。
特朗普對外施行史無前例的單邊主義，對
內顛覆美國傳統三權分立政治制度，加劇
美國社會分裂和政黨對抗，把美國推向新
內戰。

特朗普所謂 「讓美國再次偉大」 ，根
本目的是延續其個人職權。其個人獨特的
經歷和經驗，使他深知，一旦從美國總統

位置上退下，他將會面對巨大的經濟、政
治和法律風險。

這一切，加上歐洲和中東已陷入戰爭，
使當下的世界，某些症狀類似第一次世界
大戰前，另一些現象類似第二次世界大戰
前。因此，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及時
而強有力地向美國霸權霸道霸凌作出反擊。
在特朗普重返白宮一百天時，中國外交部
製作中英文視頻《不跪！》向全球發布，
不僅表達中國政府和人民的意志，而且，
鼓舞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

當年羅斯福總統一度對希特勒抱有某
種希冀，不只是欠缺深刻的戰略洞察，而
且是缺乏應有的戰略準備。

今天，中國政府有理有節地反擊反制
特朗普政府的霸權霸道霸凌，既是對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擁有深邃洞察的表現，
也是中國建立了充分戰略準備的展示。

中共十八大以來，我國建立了軍民融
合發展的全國體制並有序推進相關戰略部
署。今天，我國總體經濟實力，尤其製造
業完整體系和強大生產能力，令潛在的敵
人生畏。

中國不惹事但也不怕事，這不僅展現
出意志和勇氣，而且更展現出實力和能力。
2024年底2025年初，中國向世界展示先進
戰機和具世界先進水平的人工智能，是 「備
戰止戰」 的卓越示範。

第二次世界大戰，讓人類付出了迄今
最昂貴的生命代價和財富損失。今天，人
類面臨着空前的歷史性抉擇──必須避免
人類自我毀滅，謀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
局納入正確的軌道，先確立大國和平共存，
再逐步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而開創全
人類在21世紀的光明前景。

資深評論員、博士

深圳現代化建設與香港的關係

知微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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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背後

卓銘

國際衝突重塑全球液化天然氣航運格局
政策思考

黎基雄、于承忠

學者論衡

常 樂

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
接受訪問時回應稱，不排
除會把 「黎智英納入談
判的一環」 ，並稱覺得

這是 「非常好的主意」 。顯而易見，美
國當局根本不是要真的想 「幫」 黎智
英，而是將他視為貿易戰的 「耗材」 。
然而，試問連美國將關稅加到245%都
逼不了中國，拿一個涉及重大國安罪行
的要犯來威脅中國，又豈可能得逞？事
實再一次證明，黎智英被美國 「玩了一
次又一次」 ！

面對關稅戰，中國的立場從未動搖，
早就給出了清晰回應： 「談，大門敞開；
打，奉陪到底」 ，這表明了中國的自信與
底氣，也展現出中國不懼霸權脅迫訛詐的
決心。中國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和政治意志
來應對美國的挑釁，絕不會在涉及核心利
益的問題上妥協。美國的關稅大棒揮舞
得再狠，也嚇不倒堅定捍衛主權的中國。
任何對話談判必須在相互尊重、平等協

商、互惠互利的前提下開展。中方將堅
定維護自身發展利益，堅持捍衛國際公
平正義、維護國際經貿秩序的立場和目
標。

美貿易戰的「耗材」
而且特朗普應該先搞清楚，黎智英之

所以被起訴，並不是因為他是什麼 「民主
鬥士」 、 「捍衛新聞自由」 ，而是由於涉
嫌干犯勾結外國勢力罪。美國長期把黎智
英案包裝成 「反抗政權」 的故事，但實質
上，這只是一宗國安重犯依法受到審訊的
案件。對黎智英案作出公平公正的審訊，
重要性並不亞於維護國家的正當貿易權利。
特朗普以為這樣就能輕而易舉影響到香港
司法獨立，令中國作出讓步，根本是幼稚
得可笑。

從特朗普這番話也能看出美國那些反
華政客究竟有多虛偽。事實上，這班反華
政客根本從沒真正關心過黎智英，由始至
終都只是把他當作政治籌碼。否則特朗普

在年初上任第一日就應該提出要釋放黎智
英，何必等到現在差不多四個月後，才彷
彿突然想起有這麼一個人般？在特朗普上
任初期說要凍結資助 「美國之音」 、 「自
由亞洲電台」 等反華媒體時，就應已看清
他完全不把黎智英和反中亂港分子當一回
事的真實想法。

反過來看，特朗普現在淪落到要用黎
智英充當談判材料，也反映出美國在這場
貿易談判中，其實根本沒有多少籌碼。如
果美國真的透過關稅戰掐住了中國咽喉的
話，那特朗普應該拿出更具實質威脅性的
舉措來逼迫中國讓步。但如今特朗普卻覺
得在會談中提一個與關稅戰完全無關的案
件被告是 「好主意」 ，足以說明美國現在
根本無牌可打，只能用這些可笑的伎倆來
干擾中國。

再退一步說，美國過去對香港特區的
官員、法官威脅過無數次，又是制裁又是
恐嚇，但有哪一次有奏效？特區官員只會
更團結、更堅定維護起國家安全和利益。

過去不論是 「35+顛覆政權案」 、 「立場新
聞案」 、 「屠龍恐襲案」 ，香港司法機構
始終堅持依法辦案，嚴格遵循法律程序和
證據規則，確保每宗案件得到公平公正的
審理，特朗普叫囂再多，都無法撼動香港
司法的專業性，更只會暴露其對法治毫無
尊重的卑劣一面。但話說回來，一個會利
用總統特權特赦自己、特赦違法支持者的
人，也許從一開始就不應期望他會尊重法
治。

如此既無倫理道德、也無政治智慧，
現在竟然好意思裝成 「教師爺」 指手畫腳。
看看美國國內，種族歧視、槍支暴力、貧
富差距──這些 「老大難」 問題哪一個解
決了？甚至近年還有越演越烈之勢。面對
社會撕裂、民眾抗議、治理無能，美國政
府早已焦頭爛額，卻還要厚着臉皮跑到國
際舞台上對中國內政和香港事務說三道四。
而且特朗普濫徵關稅還幾乎開罪了全世界，
國內支持率更 「榮登」 史上最低民望總統
第一名，與其操心一個黎智英，不如先想

想怎樣應付國內亂局和接下來的中期選舉
吧。

加速其代理人的滅亡
正如夏寶龍主任所說，美國一而再、

再而三對香港進行遏制打壓，換來的只能
是其在香港的代理人的加速滅亡，最終必
將反噬其自身。美國所謂 「制裁」 和 「對
等關稅」 ，也撼動不了中央政府和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的決心意志，嚇不倒包括香
港同胞在內的14億中國人民，只會讓我們
更加堅定地團結在一起，更加堅定地維護
國家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勝利一定屬於
偉大的中國人民！

特朗普把黎智英當作貿易戰 「消耗
品」 ，試圖干預香港司法獨立，伎倆既幼
稚又可笑。中國對關稅戰態度堅定不變，
不會因任何壓力而退讓，美國更沒有資格
對中國內政指指點點，特朗普的 「交易藝
術」 不過是又一次自取其辱，徒增笑柄罷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