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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前瞻前瞻 大國博弈大國博弈兩兩會會 之

中美博弈「短兵相接」的前線，香港
面臨巨大挑戰。金燦榮指出，隨着中美
貿易戰持續，香港難免會受到波及。美
國將香港和內地視為一體，未來香港經
濟或面臨更多衝擊。王勇亦認為，美國
對香港的打壓和制裁的政策沒有改變，
香港的對外出口、投資等均面臨着不確

定的外部環境。

面對可能的挑戰與衝擊，王勇建
議，香港可進一步加強與內地的經濟
整合，抓住內地經濟發展和恢復性增
長以及科技創新活力，更好地融入到
內地經濟發展中，包括大灣區的建設
中，這將為香港在應對國際不確定性
方面提供更大活動空間。
同時專家建議，香港一方面要在各

個層面繼續加大與美方的互動交流。
另一方面，由於特朗普在國際上實施
相對的戰略收縮，這反而在某種程度
上有助於香港持續鞏固與歐洲等西方
國家的關係。另外，全球南方是一個
廣闊的新市場，值得香港去進一步開
拓。香港可大力發展與全球南方國
家的關係。

香港應加強與內地經濟整合香港應加強與內地經濟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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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國際局勢變亂交織，地緣衝突延宕不斷，貿

易保護主義愈演愈烈，世界分裂對抗風險加劇，大

國博弈風高浪急。展望2025年，中國外部環境不穩

定不確定因素顯著上升，成為影響中國經濟社會發

展首要外因。對此中國外交該如何「排兵布陣」，

無疑將是下月召開的全國兩會上的重要話題。專家

指出，中國外部環境戰略機遇仍大於風險挑戰，其

中最大的不確定性來自於美國對華政策變化，面對

美國可能進一步打壓的風險，中國手中有更多籌

碼，並要加快自主創新，化外部壓力為內生動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馬靜北京報道

今年中國外交今年中國外交
熱點展望熱點展望

●促進大國協調和良性互動，力

爭中美關係穩定、健康、可持續發

展，夯實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

伴關係，引領中歐關係沿着獨立自主、

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的方向穩步向前。

●踐行中國特色熱點問題解決之道，為烏

克蘭危機、巴以衝突以及朝鮮半島、緬

甸等熱點問題的政治解決繼續發揮建設

性作用。

● 支 持 舉 辦 第 二 屆 中

國—中亞峰會，推動中

國—東盟自貿區 3.0 版升

級協定書簽署實施。推動落

實中非攜手推進現代化十大

夥伴行動，加快構建中阿五大合

作格局。

●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八

項行動落地見效，統籌推進重大

標誌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項

目建設。●堅定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亞太自

貿區建設。辦好博鰲亞洲論壇、夏季達

沃斯論壇、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將隆重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

年，弘揚正確歷史觀，堅持

真正的多邊主義，堅定

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

的國際體系。

●辦好上海合作組織「中國年」。

支持巴西舉辦金磚峰會和氣候變

化大會，支持南非舉辦二十國

集團峰會。

2025 年全國兩會召開在即，將成為外界觀察中國內

政外交、國計民生的重要窗口。今年是「十四五」規

劃收官之年，也是為下個五年規劃謀篇布局之年，同

時中國還要面對不少新風險、新挑戰，需要各界凝聚

共識、團結應對。香港文匯報從今日起啟動兩會專題

報道，首先推出「兩會前瞻」系列，聚焦今次兩會議

題，邀請代表委員、專家學者暢談熱點，建言獻策，

敬請垂注。

危中有機，亂中有局。王勇認為，特朗普的
「美國優先」政策，將可能使美國與重要盟友
的關係發生重要變化。金燦榮也指出，特朗普
政府的政策可能會令美國國內政治陷入混亂，
同時也會「打擊」其鄰國與盟友，使得其他國
家對美國的信譽產生懷疑，並在一定程度上削
弱這些國家對美國的「忠誠度」，這將為中國

外交創造機會。

可抓住美日歐分歧機遇
伴隨着特朗普重新執掌白宮帶來的「2.0 版

本」衝擊，美國與歐洲之間因加徵關稅、欲
提高北約軍費和收購格陵蘭島等問題而矛盾
重重。同時，雙方在經貿、俄烏衝突、巴以

問題等一系列議題上，亦立場差異巨大，紛
爭不斷。
德國知名智庫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日前發布

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歐洲人不再將美
國視為盟友，而只是「必要的夥伴」。越來越
多的歐洲民眾認為，歐洲應在國際事務中採取
更加獨立的立場，而不是一味追隨美國步伐。
王勇建議，中國可以利用國際上具有高度

不確定的這一段時期，抓住機遇，改善與包
括歐洲、日本等在內的相關重要國家和地區

的關係。
金燦榮則提出，美日歐關係呈現複雜局面，

中國外交重點或可放在加強與全球南方國家
的合作上，如深化「一帶一路」倡議、推進
金磚合作、借助G20 平台等，鞏固與發展中
國家的合作關係。同時，周邊外交也是重點
關注領域，中國要秉持「防守反擊」策略，在
做好國內發展的前提下，把外部矛盾盡量控制
住，避免主動挑起爭端，在維護自身權益的同
時積極鞏固「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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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優化外國人來華政策，對38國實施單方面免簽，

54國實行過境免簽。

●中美舉行兩輪戰略溝通和五次金融、經濟工作組會議，續簽兩國政府

科學技術合作協定，近1.5萬名美國青少年通過「5年5萬」項目來華。

●目前已有82個國家加入「全球發展倡議之友小組」，119個國家和國

際組織支持全球安全倡議。

●一年來從國外高風險地區累計平安撤回1萬多位同胞，僅用48小時就打通

黎巴嫩撤僑「萬里歸途」，全年處理領保求助案件5萬多宗，遣返電騙網賭

疑犯3,000多人。

●堅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全面放開製造業准入，給予所有建交的最不

發達國家100%稅目產品零關稅待遇。

●中歐班列累計開行突破10萬列，155個國家加入共建

「一帶一路」合作大家庭，2024年中國同共建國家貿易逆

勢增長6.4%。

數看2024年
外交亮點

鞏固「南方朋友圈」料成外交新重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據公開資料整理

文匯觀察

●專家提倡中國繼續堅持全球化的正確方向。圖為駐華使節參觀中國機械工
業集團的雙臂協作機器人。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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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據公開資料整理

2025年新年伊始，「特朗普衝擊」便一波

接一波不斷來襲，全球單邊主義、保護主義

之風隨着「美國優先」愈颳愈烈，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在世

界大行其道，外部環境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作為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負責任大國，中國要如何破局突圍，避

免被拖入大國衝突的陷阱，是今年中國外交「大考」中的

第一道必答題，也是今年兩會的關注焦點之一。

當前，中國外部環境的最大風險點主要來自於中美關係。

近年來，美國誤將中國視為最大競爭對手，並不斷加大對華

遏制打壓。今年初，特朗普政府上台後，即對華揮出加徵關

稅的「大棒」和投資限制，並在「一帶一路」倡議和巴拿馬

運河問題上不斷杯葛中國，後續很大可能還會在南海、台灣

等問題上做文章。外界甚至傳言，特朗普之所以急着結束俄烏

衝突並改善對俄關係，是為了騰出手來集中對付中國。

在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面前，妥協退讓換不來和平，相反只

能成為別人的「菜單」和「刀俎」上「魚肉」。面對美國的來勢

洶洶，王毅外長近日在慕尼黑安全會議的聚光燈下公開「亮劍」，

用「奉陪到底」回應「單邊霸凌」。他強調，「如果美方執意還要打

壓中國、遏制中國，我們必將奉陪到底，必將堅定回擊美方的單邊霸凌

行徑，必將堅決捍衛中國的國家主權、民族尊嚴和正當發展權利。」

「若天地不容，我便扭轉這乾坤」，《哪吒 2》中的這句台詞風行網

絡。面對美國慣用的「霸王棒」，中

國自有「乾坤圈」應對：從經濟反制

到外交縱橫捭闔再到大國重器，中國

穩紮穩打，步步為營，見招拆招，直

擊軟肋。中國外交的戰略定力來源於

中國多年苦練的扎實「內功」，從芯

片自主研發到量子計算，從最近的新型

戰機試飛到DeepSeek大模型橫空出世，

中國不斷取得的新發展成就，就是中國

化解外部風險的實力與底氣。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馬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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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全球來看，地緣政治的風險都在升高，這將對全球經濟
產生重要影響。今年全球一大重要政治變化就是特朗普

再次入主白宮。」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國際
政治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向香港文匯報指出，特朗普的
政策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其奉行的「美國優先」極具貿
易保護主義色彩，這些都將給世界格局和全球經濟帶
來巨大衝擊，由於中國是「美國優先」這一競爭性
戰略的主要針對對象之一，中美關係預料也會因
此受到很大負面影響。

美或再提高關稅 對華搞全面競爭
今年1月20日，特朗普時隔四年再度就任

美國總統，開啟了「特朗普2.0模式」，其
上任後不久，美國即接連退出世界衞生組
織、《巴黎協定》、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
國際組織，並陸續公布多項加徵關稅措
施，宣稱最快可能在4月初開始對所有貿易
夥伴徵收「對等關稅」。外界普遍擔憂，特
朗普執政下的美國將會越來越趨向推行單邊
主義政策，這將導致全球保護主義上升，大
國博弈加劇，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
特朗普上台短短數周時間，便下令對華輸美
產品加徵10%的關稅，中方作為回擊也宣布對原
產於美國的煤炭、液化天然氣等產品加徵10%至
15%的關稅。王勇判斷，接下來美國可能還會進一步
提高對中國輸美產品的關稅，中國對第三方的出口和投
資也將會受到一定程度影響，這將會給中國經濟增長前景
帶來一些衝擊。
除了對華發起關稅戰，特朗普政府還在共建「一帶一路」和巴拿馬運
河等問題上不斷對華施壓發難。面對美國咄咄逼人的架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外交部長王毅日前在出席慕尼黑安全會議時警告，如果美方執意打壓中
國、遏制中國，中方必將奉陪到底，必將堅定回擊美方的單邊霸凌行徑。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也向香港文匯報分析，特朗普第二
任期可能會對華搞全面競爭。「目前來看，特朗普政府主要有兩個打壓中國
的手段：一是搞關稅戰、貿易戰；二是產業戰，要組建將中國排除在外的產
業鏈。」

中國要加大開放 掌握更多主動權
「事實上，中美經濟間的相互依賴關係，很難在短時間之內發生變化。」

不過，王勇指出，中國同時面臨着一些重要機遇。與八年前相比，中國現在
更加強大，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度大為降低，中國應對美國關稅和經濟打壓有
更多籌碼。美國的壓力也加快了中國的自主創新，中國在人工智能、半導體
等方面都取得了長足進步。
金燦榮也指出，中國硬軟實力都在上升，產業技術、軍事裝備進步飛速，
文化產業也突飛猛進。外部局勢確實複雜，但亂中也有機遇，且機遇大於挑
戰。「中國市場這麼大，新質生產力發展這麼快，機遇和基礎都非常好。」
金燦榮認為，下一步關鍵在於提振國內經濟和民眾信心，提升地方政府、
基層幹部、企業家的積極性。雖然特朗普來勢洶洶，但面對壓力中國只需保
持淡定和穩定，頂過衝擊後便能掌握更多主動權。
王勇也提出，中國要繼續堅持全球化的正確方向，堅持改革開放，加大開
放力度，這樣中國在中美不確定時會有更大機遇。

編 者 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