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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4月15日，不僅是第十個全民國
家安全教育日，也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
實施香港國安法五周年和《維護國家安全
條例》立法生效一周年，意義重大。在地
緣政治導致的國際局勢持續動盪變幻的特
殊背景下，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
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以視頻方
式出席2025年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典
禮並作主旨講話，深刻揭示了國家安全與
香港繁榮的內在邏輯，戳穿了外部勢力 「以
港遏華」 的險惡用心。夏主任用三個 「我
們相信」 ，揭示了維護國家安全，不僅僅
是特區管治者的首要責任，更直接關係到
每一位香港市民的幸福與福祉，因此需要
我們堅定地團結在一起，共同夯實國家安

全這個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 「基石」 。
細讀夏主任充滿底氣和激情的講話，

有三層深意值得我們認真思索和領會：

外部勢力干預注定徒勞無功
第一，歷史和現實已經必將繼續證明：

只要香港社會形成維護國家安全的廣泛共
識，外部勢力對港干預注定是徒勞無功。

從回歸前開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
力對香港的遏制和干預從未停歇。從2014
年非法 「佔中」 ，到2019年修例風波，再
到2025年所謂 「香港政策法報告」 ，外部
勢力的每一次挑釁，都成為香港社會覺醒
的催化劑。這次，當美國試圖通過關稅切
斷香港與全球產業鏈的聯繫時，香港銀行
業第一時間推出 「9＋5」 項措施支援中小
企業，金融管理局與證監會建立 「全天候、
聯動式、跨市場」 監察機制，確保港元匯
率穩定、市場交易有序。這些事實充分表

明，香港社會已形成維護國家安全的廣泛
共識，任何外部干預都無法撼動我們守護
家園的決心。

第二，歷史和現實已經必將繼續證明：
「一國兩制」 的制度自信正在香港 「由治
及興」 偉大征程中，不斷轉化為經濟發展
的新動力。

三年疫情、個別外資撤離等不利因素，
雖然曾短暫地為本港經濟帶來負面影響，
但在中央的堅定支持下、在特區政府的堅
強領導下，香港很快走出低谷，樓股齊升，
展現出經濟全面復甦的良好勢頭。隨着香
港國安法頒布實施，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排
名重返全球第三，全球競爭力及法治環境
繼續位列全球前列，去年全年遊客接近4500
萬人，來自內地以外的全球遊客達1050萬
人次，這些都顯示香港作為盛名之下的亞
洲國際大都會，再次綻放出特有的活力與
魅力，因為只有依託 「一國兩制」 ，香港

才能凸顯既能聯通內地、又能對接全球的
獨特優勢，這種 「超級聯繫人」 角色是任
何其他城市難以替代的。

永遠不捨大義不忘國家利益
第三，歷史和現實已經必將繼續證明：

依託祖國的堅定支持，充分發揮獨特優勢，
香港可以為中華民族復興偉業貢獻更多。

這次中美關稅戰中，香港再次證明了
自己的獨特價值。在美股出現重大波折的
背景下，香港股市不但沒有出現很多人預
想中的 「股災」 ，而且在源源不斷的南向
資金的支持下還實現了逆勢反彈，體現了
國際金融中心這塊 「金字招牌」 十足的成
色。同時，面對美方 「讓中概股從美國退
市」 的威脅，特區政府更氣定神閒地宣布，
已經協調證監會和港交所做好準備，爭取
讓香港成為中概股回流的首選上市地。而
在中美 「斷鏈脫鈎」 風險不斷上升的背景

下，作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最大離岸人
民幣市場，香港的金融樞紐功能也正在加
速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這些，不僅是
市場選擇的結果，更是國家戰略意志的體
現：當美國試圖通過金融霸權割裂全球產
業鏈時，香港正以更開放的姿態努力成為
「新國際金融秩序」 的構建者。

正如夏寶龍主任所言，在當前美國對
我們極限打壓的形勢下，更需要每一位香
港市民、每一位香港工商界人士、每一位
香港年輕人 「賡續愛國愛港優良傳統，正
確認識自身事業與香港發展、與國家發展
的關係，永遠不捨大義、不忘國家利
益。」 唯有此，香港經濟復甦轉型才能
取得成功；唯有此，全體市民共奔小康
的夢想才能盡早變成現實；唯有此，東方
之珠才能在國家安全的堅實屏障下綻放更
加絢麗的光彩！

香港中華聯誼會會長

「軟對抗」 這個概念，最初於2021年
4月在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活動上提出。
2023年4月，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全民
國家安全教育日指出，要「警惕 『軟對抗』
暗中作亂，警惕海外亂港活動倒灌香港」 。

時至今天，儘管 「軟對抗」 一詞在香
港已經被廣泛使用，但迄今卻仍然沒有統
一定義。事實上，政治學中也沒有這個概
念，但從其本質來看， 「軟對抗」 可以歸
納在 「隱蔽行動」 （covert action）、
「思想滲透」 、 「心理戰」 、 「認知戰」 、
「意識形態戰」 、 「顏色革命」 、 「政治
顛覆」 等學術研究範疇。今天，由於通信
工具特別是互聯網愈趨發達，而信息的傳
遞無遠弗屆，那些通過扭曲敘事和虛構信
息旨在改變對手心態的手段，在國與國的
鬥爭中的重要性也就越來越重要，甚至比
軍事或間諜行動更重要和更有效。對此，
倫敦國王學院安全研究學院副教授安德烈
亞斯．克里格（Andreas Krieg）在其著作
《顛覆：敘事的戰略武器化》（Subversion:
The Strategic Weaponization of Narratives）
（2023）中，以及國防與國際政治學者A.
B.艾布拉姆斯（A.B. Abrams）在其著作
《暴行敘事捏造及其後果：假新聞如何塑
造世界秩序》（Atrocity Fabric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How Fake News
Shapes World Order）（2023）中進行了
廣泛的描述和分析。

作為 「軟對抗」 反義詞的 「硬對抗」 ，
其定義反而比較清晰。 「硬對抗」 可以理
解為公開的、絕大部分情況下違法的、有
明確且容易識別的政治鬥爭行為，比如暴
亂、內戰、政變、武裝衝突、毀壞公共設
施、堵塞交通要道、大規模罷工、殺人放
火等。相反， 「軟對抗」 行為比較隱蔽，
迷惑性高，不容易察覺，在法律灰色地帶
出現或者在法律上 「打擦邊球」 ，因此難
以用法律手段對付。當然一些 「軟對抗」
行為可以通過修改現有法律或者制定新法
律予以禁止，但更多的 「軟對抗」 行為卻
難以在法律上清晰界定，比如很難判斷某

些對政府施政的批評是出於善意還是惡意，
發放虛假信息的人是出於惡意或者無知，
而其所產生的政治後果是意想不到的還是
刻意造成的。

在香港而言， 「軟對抗」 分子一般通
過暗示、誘導、誤導、含沙射影、諷刺、
醜化、潛移默化、隱喻、造謠、指桑罵槐、
發布虛假資訊、明褒暗貶、誤傳信息、有
選擇性發布信息、對事物作出別有用心的
解讀、散播陰謀論等方法，影響或改變人
們對事物的認知和理解乃至在社會上製造
不安、混亂與恐慌，從而達到各種政治目
標，包括對中國共產黨、中央人民政府、
內地同胞、香港特區政府、 「一國兩制」
和香港政治、經濟和社會現象的不滿、厭
惡、恐懼和憎恨，製造官民矛盾，引發社
會對立分化，並鼓勵或鼓動人們作出或參
與各種或明或暗的政治鬥爭行動，為 「一
國兩制」 的全面準確實踐，中央在香港的
全面管治權的行使，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
政府政策的制定和落實，國家的安全，香
港的穩定，社會的團結，國家和香港的金
融穩定，香港的投資環境製造障礙和破壞。

一般而言，由於 「軟對抗」 主要發生
在思想領域，所以文化、教育、藝術、體
育和線上與線下媒體便成為了這類行為的
主要活動平台。在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
的保障下，香港居民享有高度的言論和發
表自由，因此內外敵對勢力在香港有着不
少的從事 「軟對抗」 的機會和渠道。

美國不會放棄扶植亂港勢力
2020年5月，中央頒布實施香港國安

法後，2019年至2020年爆發的嚴重暴亂被
弭平。2024年，《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
立法會通過。今天，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
上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愈趨健全。過去
幾年， 「硬對抗」 行為幾乎完全偃旗息鼓，
香港得到了回歸以來難得的安寧，而國家
安全也得到了切實的保障。當然，這不等
於說內外敵對勢力會從此善罷甘休，還香
港一片祥和之地。他們對在策動暴亂和港
版 「顏色革命」 中的失敗仍然耿耿於懷、
忿忿不平，也無法接受香港的新憲制和政
治秩序，所以他們依然在想方設法損害香
港的穩定，為特區的管治增添麻煩和困難，
並繼續讓香港成為危害國家安全的地方。

由於從事 「硬對抗」 非常困難，所以 「軟
對抗」 則成為了重要的政治鬥爭手段。在
這方面來說，擁有龐大資源、手段和經驗
的外部敵對勢力，比越來越勢孤力薄的內
部敵對勢力對國家安全和香港穩定的威脅
更大。

十多年前開始，美國已經將中國定性
為 「戰略競爭對手」 ，對中國展開全方位、
無底線的打擊、遏制和孤立，特別對中國
進行思想滲透和顛覆。未來，美國將會加
大力度遏制中國崛起和香港的發展，其中
重點之一是在國際上和在香港抹黑內地和
香港。去年9月，美國眾議院通過一項16億
美元的撥款。此項撥款的目的是要在全球
發動反華和抹黑中國的宣傳，削弱中國在
國際上的軟實力和打擊中國的國際聲譽。
可以預期的是，外部勢力會對香港不斷展
開宣傳戰，意圖在香港引發分化和鬥爭，
務求破壞香港的國際形象、香港的穩定和
發展與香港在國家發展過程中所能作出的
貢獻。

在複雜險惡的大國際環境下，維護國
家安全無疑仍然是香港的要務，對此國家
領導人已經多番叮囑。在香港的國家安全
法律法規的守護下，外部勢力再難在香港
培植和操控代理人，或者在香港煽惑動亂。
不過，西方的媒體、政客、專家和學者仍
然可以通過在線上和線下的方式，特別是
互聯網的宣傳和活動散播對香港和國家不
利的言論和信息，以達到 「軟對抗」 的效
果。敵對勢力把香港當作 「獨立政治實體」
或者 「獨立國家」 、把高度自治理解為 「完
全自治」 、否定中央在香港的權力和責任，
並以此得出一個香港已經失去高度自治的
權力。他們不認為香港有維護國家安全的
責任，因此中央制定的香港國安法違反基
本法、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則是 「惡
法」 。他們攻擊香港國家安全法和《維護
國家安全條例》，批評它們損害人權、自
由和法治，而且對外國人構成嚴重威脅。
他們攻擊香港的政治體制，宣稱香港走向
威權主義和成為警察 「國家」 。他們扭曲
理解基本法中有關香港政治體制發展的規
定，誆稱中央違背了對香港居民在 「民主
發展」 上的承諾。他們往往把香港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的過程扭曲為香港已經失去了
它原來的獨特性，與內地其他大城市無異，

藉以打擊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窒礙香港
國際金融、貿易及航運中心的發展，削弱
香港在國家發展和民族復興中所能發揮的
作用。他們偶爾作出暗示要對香港實施金
融制裁，意圖製造不安和打擊投資者對香
港的信心。他們把那些因為觸犯香港的國
家安全法律而入獄的反中亂港分子吹捧為
所謂 「人權鬥士和民主運動人士」 ，為他
們在香港吶喊助威，承諾為他們提供支持
和庇護，希望鼓勵更多人尤其是年輕人加
入他們的行列。這些都是一些旨在擾亂人
心和製造混亂的伎倆，而其總體目的是要
動搖香港的穩定、危害國家的安全和遏制
中國的崛起。

由於受到法律的嚴厲約束，香港內部
的反中亂港分子的活動能量比以前顯著減
少，但仍然不時伺機而動，發表蠱惑人心
和製造分化的言論、評論、報道、分析和
表演。一些人則選擇放大、重視、轉載、
呼應或配合外部勢力對香港的不實或偏頗
的批評和分析，從而借助外力在香港引發
不安和不滿。這些 「軟對抗」 行為大多在
監管較寬鬆的互聯網上出現，不少 「軟對
抗者」 其實是那些潛逃在外地的死硬香港
反中亂港分子、外國的反共反華人士和台
灣的 「台獨」 分子。無論是中央政府、香
港特區政府或者香港社會對於此類行為的
控制能力則受到不少的限制。

以底線思維和睿智方法反制
來自外部或者內部的敵對勢力的 「軟

對抗」 對香港的實際影響究竟有多大很難
評估，但卻不宜過度低估。在愈趨嚴峻複
雜的國際環境和兩岸局勢中，我們適宜用
底線思維和睿智方法來警惕和應對 「軟對
抗」 行為。他們在毒化香港年輕人的思想
上的作用尤其值得關注。

由於 「軟對抗」 行為往往難以用法律
手段對付，所以政治和教育手段更為重要，
主要目的是要讓香港居民特別年輕人對重
要事物有正確的認知和理解。在對付 「軟
對抗」 時，我們需要有縝密和周詳的考慮。
香港一方面要妥善、積極和強硬應對 「軟
對抗」 ；二方面要維護社會和諧團結和營
造一個讓人 「心情舒暢」 和活潑包容的政
治氛圍；三方面則要鼓勵、容許和肯定社
會各方面勇於對政府施政和公共事務提出

善意和有建設性的建議和批評；四方面則
要保證香港深化對外交流合作的工作和活
動不會受到影響；五方面則要維護好香港
的投資和營商環境。

趁機開展國民和國安教育
所以比較好的辦法是在一般情況下用

「智對策」 應對。所謂 「智對策」 ，是 「智
慧對策」 ，即是用智慧手段反制和克制 「軟
對抗」 。第一，對於那些明顯不過和後果
惡劣的 「軟對抗」 言論，政府和社會各界
必須公開和高調直斥其非，明確指出其謬
誤，並講明真相，以正視聽，第一時間阻
止其在社會上發酵和蔓延。香港的意見領
袖在這方面的工作尤其責無旁貸。

第二，政府和社會各界應藉着反駁澄
清那些不實信息，趁機開展國民教育和國
家安全教育，提升香港居民對相關事情特
別是 「一國兩制」 的初心、基本原則、中
央對港政策和特區政府的大政方針的正確
認識，為他們打好 「消毒針」 和 「防疫
針」 。教育界翹楚在此需要承擔重任。

第三，政府和社會各界要用高度政治
智慧去對付 「軟對抗」 分子，避免墮入 「陷
阱」 。畢竟，這些人搞 「軟對抗」 的原因
之一，是要引起政府和社會人士的過度和
錯誤反應，從而在社會上引起爭議和矛盾，
並在人們心中產生一些對中央和特區政府
負面看法和牴觸情緒以及損害香港的國際
形象。在擬定應對辦法時，需要小心謹慎
從大局考慮，盡量減少對社會的衝擊和對
香港國際形象的破壞。

第四，政府和社會人士要能夠清楚分
辨懷有不可告人目的的「軟對抗」分子，和那
些支持政府和希望改善政府施政的人，要
小心判斷他們的不同動機，特別是從那些
人過往的歷史、言論和行為中尋找線索和
作出判斷，避免殃及池魚，帶來社會不安。

最後，打擊 「軟對抗」 應該被視為是
中央、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與內外敵對勢
力爭取人心的一項重要政治工程。在推進
這項工程時，特區政府必須負起領導社會
各界協力工作的責任，如此一來，在應對
「軟對抗」 之時，更可以營造社會團結、
同心和合作的效果。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
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

團結一心維護國家安全 共同夯實繁榮穩定基石

中國反制美國關稅霸凌與香港突圍破局
面對中國精準有效反

制美國的單邊霸凌關稅政
策，美國總統特朗普完全
喪失理智，將對中國商品

加徵關稅大幅調高至累計145%。但不管是
特朗普 「口嗨」 還是繼續揮舞關稅大棒，
都凸顯中國反制美國措施的精準高效和正
當性。

一方面，引發美國國內強烈反彈。美
國公布所謂 「對等關稅」 政策後，三大股
市一度跌跌不休，美國各地也掀起反特朗
普關稅政策的示威遊行，特朗普民望跌至
新低。

另一方面，無論是越南對美拋出的橄
欖枝還是日本主動釋放的善意，抑或是其
他國家怯於美國而不敢作出反制，都沒有
獲得美國關稅豁免，只是換來暫緩關稅90
天。更糟的是，特朗普政府偏執地認為關
稅帶給美國政府的所謂 「收入」 ，卻忽略

了關稅對美國經濟的毒害。
可以說，特朗普政府已經完全失去基

本的經濟學常識，也違反了正常國家的治
理邏輯。在此情勢下，面對公然踐踏國際
貿易規則，將關稅當成訛詐霸凌工具的美
國，國際社會無原則的委曲求全沒有意義，
只會自取其辱，堅決反制才是正確之道。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強調，關稅戰、貿易戰
沒有贏家，中方不願打，但也不怕打。我
們絕不會坐視中國人民正當權益被剝奪，
絕不會坐視國際經貿規則和多邊貿易體制
被破壞。如果美方執意打關稅戰、貿易戰，
中方必將奉陪到底。此外，商務部和駐美
大使館也發出同樣堅決的聲音。

與此同時，香港作為國際自由貿易港，
特區政府亦提出從七方面加大力量應對衝
擊，在維護自身利益的同時，為全球經貿
秩序注入穩定力量。

必須指出的是，特朗普2.0治下的美國，

已經失去了國際社會的信任。所以，面對
所謂的 「對等關稅」 ，無論美國建制派政
媒還是稍有經濟學常識的美國民眾都不會
支持。從美國的歐洲盟友和亞太貿易夥伴，
乃至全球各國，也對美國發出集體嗆聲。
只不過歐盟和日本也沒有足夠的實力和美
國叫板，何況美國還牢牢控制着它們的安
全命脈。在國際社會對美國 「對等關稅」
敢怒不敢言的情勢下，中國堅決反制的行
動和奉陪到底的決心，具有劃時代的拐點
意義：美國形象一落千丈，中國則成為捍
衛全球多邊貿易的旗手。

如果美國在霸凌關稅死路上逆勢而行，
那些對美國的經濟體也會逐漸放棄幻想，
追隨中國對美國霸凌關稅進行堅決反制。

一方面，美方加徵 「對等關稅」 ，實
則是對國際經貿規則的系統性破壞。美國
單邊主義關稅政策，不僅違背世貿組織
（WTO）原則，更暴露了美國試圖通過經

濟脅迫重塑全球產業鏈的霸權意圖。
另一方面，中方的反制措施始終遵循

國際法框架，以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為核心
目標。例如，對美進口商品加徵至125%關
稅，對中重稀土實施出口管制。這些措施
既是對等反制，也是對全球產業鏈韌性的
強化。是屈從於美國強加給國際社會的 「霸
凌叢林」 還是和中國一起維護多邊貿易體
系，相信國際社會會做出正確選擇。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和國際社會在維
護多邊主義方面亦有卓有成效的合作。當
美國濫用 「長臂管轄」 ，將美元清算系統
武器化時，已有68個國家與中國建立本幣
結算安排；當美方破壞WTO上訴機構運行
時，127個成員聯署支持重啟爭端解決機制。
可見，單邊主義不得人心，合作共贏才是
人心所向。

受到美國關稅衝擊的香港，轉口貿易
和物流業也面臨挑戰。不過，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三大中心的地位不會
改變，中國對美堅決反制的行動和決心也
為香港破局美國單邊主義關稅提供了助力。
因此，香港應立足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
的獨特優勢，深化與內地產業鏈協同，對
沖美國關稅衝擊，提升轉口貿易地位。同
時，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樞紐，亦可
探索數字貨幣跨境結算等創新模式，為國
際貿易提供更好的解決方案。

中國的發展壯大是歷史必然，任何遏
制打壓都改變不了經濟全球化的浩蕩潮流。
中方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決心堅定不移，
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的立場始終未變。
面對美方關稅訛詐，中國有足夠的戰略定
力與政策工具應對挑戰，繼續沿着高質量
發展道路穩步前行。緊隨祖國大國步伐，
香港也將突破美國關稅霸凌影響。當世界
選擇站在歷史正確一邊時，任何訛詐與威
脅都將化為泡影。 國際關係學者

用「智對策」應對「軟對抗」
學者論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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