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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美國總統特朗
普還妄想在關稅問題上
等待中國電話時，其等
到的卻是中方又一輪的

強力反制措施，針對多名在涉港問題上表
現惡劣的美國國會議員、官員和非政府組
織負責人實施制裁。中國的反制措施，明
確展現出中方維護國家安全、主權的堅定
決心，若美方在涉港問題上採取任何錯誤
行徑，都必將遭到堅決回擊和對等反制。
對於香港社會，現時更必須認清形勢，堅
定與國家站在一起，共同維護國家安全。

外交部發言人昨日表示，美國對中央
政府駐港機構和香港特區政府6名官員濫施
非法單邊制裁，嚴重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
內政，嚴重違反國際法原則和國際關係基
本準則。中方對這種卑劣行徑予以強烈譴
責。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
有關規定，中方決定對在涉港問題上表現
惡劣的美國國會議員、官員和非政府組織
負責人實施制裁。

這次國家的反制措施傳達出多個重要
信息。首先是展現出捍衛國家主權與國家

安全的堅定決心，並明確警告美國：若然
想 「打香港牌」 損害中國利益，則必有後
果。

損害中國利益必有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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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日的主旨講話強調，美國所謂 「制裁」
和 「對等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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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對香港的打壓、制裁並非今日才
開始，美國以為制裁盡忠職守的官員，迫
使他們放棄職責，就可以讓香港回到以往
國安中門大開的時代，那只是他們的一廂
情願。來自外部勢力的壓力越大，只會越
激發香港特區政府繼續依法履職，堅定維
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國家最新的反制
措施，除了是對美國強而有力的還擊外，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為香港出了一口惡
氣，以實際的行動支持香港捍衛國家安全

以及 「一國兩制」 ，並為特區政府向美國
干預 「說不」 提供足夠底氣。

其次，今次中方反制的對象，除了美
國官員和議員外，還包括了非政府組織負
責人。這明顯是根據現實形勢，劍指海外
反中亂港分子，切斷他們在香港的聯繫網
絡。

今日的香港，除了要應付美西方等外
部勢力的干預外，對來自內部的國安風險
也不能放鬆警惕。正如夏寶龍主任所說，
現在，鬥爭並沒有結束。香港社會面看似
平靜，實則暗流湧動，安全形勢仍然十分
嚴峻複雜。反中亂港分子並沒有被消滅，
有些逃到國外興風作浪，有些撕下額頭上
的標籤，偽裝成普通市民，隱匿在社會人
群中伺機禍亂香港。

現時不少潛逃到海外的反中亂港分子，
藉各種議題大做文章，與海外反華政客裏
應外合，意圖把亂港活動倒灌香港，便黑
暴死灰復燃。這類活動本身就打着 「人權、
民主、民生、自由」 的旗號，極具迷惑性，
而且不少透過 「軟對抗」 等隱蔽形式進行，
較以往公開的街頭暴力往往更防不勝防。

過去香港警方已經多次採取行動，封
禁多個與海外亂港分子有關的平台和拘捕
相關人等，但在涉外層面上，香港可做的
相對有限。因此在國家採取實施反制措施
後，海外亂港分子將更難以對香港出手，
而潛藏在本地的亂港分子，也更難再借助
外部勢力伺機反撲，相當於對亂港分子的
聯繫網絡和資源進行了一記精準的針對性
打擊。

堅定與國家站在一起
第三，國家對美方堅決採取了反制措

施，香港各界更應清楚認識到當前形勢，
堅定與國家站在一起，共同維護國家利益
和國家安全。

一直以來，香港社會都有一些人以為
向美國獻媚、向美國跪低、向美國求饒，
就能夠換來和平、換來尊重、換來發展。
但事實證明，這是極其天真的想法。夏寶龍
主任在日前的講話中清楚強調，外部勢力
對香港插手干預從未停止過，香港回歸以
來發生的種種亂象，背後都有他們的影子。
現在，美國對香港的遏制打壓更是無所不

用其極。不論是所謂的 「2025年香港政策
法報告」 ，還是對香港加徵245%關稅，都
足以說明 「美國見不得香港好，是破壞香
港人權自由、法治秩序和繁榮穩定的最大
黑手，它不是要我們的 『稅』 ，而是要我
們的 『命』 」 。

應對美國歇斯底里的干涉中國內政和
香港事務，妄圖損害香港法治和司法獨立，
唯一方法是堅決反制。香港擁有背靠祖國，
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天不會塌下來。只
要有國家的堅定支持下，香港完全有能力、
有信心、也有底氣妥善應對，社會各界包
括工商界、企業家更要正確認識自身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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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外交部發言人指出，香港是中國
的香港，香港事務不容美方干涉。美方在
涉港問題上採取的任何錯誤行徑，都將遭
到中方堅決回擊和對等反制。美國不論是
關稅戰，還是揮舞 「制裁紙棒」 的醜陋表
演，注定是枉費心機、徒勞無功，再多幾
次制裁，也不過是再多一聲蠅鳴、再多一
張廢紙。

在全球經濟復甦步履艱難的當下，
美國向全球貿易夥伴加徵所謂 「對等關
稅」 ，人為打亂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無
異於令全球經濟雪上加霜。特別是將包
括香港特區在內的中國關稅提高到荒唐
的245%，這意味着中美貿易實質性脫
鈎。這不可能不影響中國和香港特區，
特別是國家及特區正在實現經濟轉型，
面臨的挑戰很多，而關稅戰的挑戰帶來
更大的不確定性。

有人對未來怎麼看、怎麼幹，不甚
清晰。對此，我在兩會精神宣講中，多
次強調信心，信心堪比黃金。有奮鬥目
標，有信心，才有動力，才會 「萬水千
山只等閒」 ，越坡過坎，勝利達到彼
岸。

但是，信心何來？我們絕不是
空談。我們的信心在於對歷史發展方向
的把握和對當前國家及香港發展趨勢的
認知。

危機中育新機變局中開新局
縱觀歷史長河，一個國家、城市的

前途命運往往取決於能否在危機中育新
機、於變局中開新局。對於香港居民而
言，唯有以全局眼光看清 「時與勢始終
在奮進者一方」 的歷史邏輯，看明白中
央和香港特區所下的棋局，毫不動搖地
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何懼 「小小寰
球，有幾隻蒼蠅哀鳴」 ？

首先我們需要看清事實，堅定
迎戰。關稅戰嚴格說來是美國自傷性經
濟武器。2018年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發
起關稅戰時，白宮曾宣稱這將重塑全球
產業鏈並振興美國製造業。四年後，美
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的數據顯示，美國
進口商支付了超過1600億美元的懲罰
性關稅，而且推高了美國通脹。美國全

國零售聯合會數據顯示，關稅導致美國
普通家庭年支出增加1274美元。沃爾
瑪等零售巨頭被迫將玩具、家電等3000
多種商品漲價，直接衝擊中低收入群體
消費能力。這場精心策劃的貿易戰，最
終演變成美國經濟的一場自殘式實驗。
難怪美國多名經濟學家、智庫學者認
為，美中關稅戰，贏家肯定是中國。

特朗普的關稅升級被稱為 「政治表
演經濟學」 ，其政策設計刻意忽略了兩
大現實：中國製造業正通過區域生產網
絡消化關稅衝擊，以及美國跨國企業在
華累計超過8000億美元投資形成的利
益捆綁。當政治口號遭遇經濟規律，這
場關稅鬧劇或將加速美國在全球供應鏈
中的邊緣化進程。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截至2025年
4月19日，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高頻
調整、反覆無常。特朗普最近多次公開
宣稱 「等待中國電話」 ，不小心露出其
底牌。而且，美國財長貝森特認為，中
美貿易關係有可能走向破裂，現在的對
華高關稅是不可持續的。他的說話，暴
露了美方焦慮。

畢竟中國對美國的圖謀早有應對。
習近平主席高瞻遠矚，看到世界進入百
年未有之大變局，布局中國及早綢繆。
從2013年提出共建 「一帶一路」 倡議，
到2020年11月15日正式簽署《區域全
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中國製造業走
向世界，幫助了其他國家的快速發展，
中國也從中獲益。

科技自立自強突破封鎖壁壘
中國從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西方封

鎖中，學到了自力更生。中央結合中
國具體國情，審時度勢提出 「雙循
環」 新發展格局。希望中國不僅成為
製造大國、生產大國，也要加快構建
消費大國、生活大國。擴大內需正是
應對國際環境變化、保障經濟安全的
長期戰略，意在提升經濟韌性，降低

對外部市場的依賴。
科技自立自強實現歷史跨越，創新

鏈突破封鎖壁壘是我們擁有自信的重要
基礎。2018年美國的芯片制裁，令 「中
國芯要涼」 的聲音一度甚囂塵上。但
是，最新消息顯示，中芯國際28納米
工藝良品率在制裁後反提升至98%，
中國半導體自給率突破70%，半導體
芯片產業鏈的國產替代趨勢有望全面加
速。美國半導體協會數據顯示，若全面
斷供中國，其全行業將損失3800億美
元。

中國絕地突圍的不僅僅是芯片，還
有AI等前沿科技。白宮制裁加速了中國
科技自立，美國企業正為其政府的戰略
短視付出沉重代價。

當然，不可否認，美國的制裁對中
國經濟的影響客觀存在，而且，美國對
中國的打壓不會收手，中美較量短期內
不會結束。不過中國俗言說得好， 「你
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 。貿易戰中國
不願意打，希望打，但也絕對不害怕
打。我們的信心何來──從當年朝鮮戰
場、越南戰場，到2018年的貿易戰、
科技戰等一系列歷史中可以尋找到答
案。甚至，美國多名知名經濟學家、智
庫學者都認為，美中關稅戰，贏家肯定
是中國。

香港需要既着眼當下更謀劃長遠。
如今正加快發展創新科技，推動新質生
產力，走出了令人鼓舞的開端。特別是
香港今天已經走出了 「high tech揩嘢，
low tech撈嘢」 的創新發展盲區，發展
創新科技成為了全社會共識。未來創科
發展加速可期。

今天我們越來越感覺到，堅定擁有
與國家發展同頻共振的戰略定力，在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中把握機遇，在世界大
變局下危中尋機，我們就一定能實現歷
史性的經濟轉型。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常務副理事長

中方堅決反制美任何亂港行徑

美徵收港口費加劇國際貿易混亂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

日前宣布針對中國海事、
物流和造船業的301調查
最終措施，以加徵額外港

口費、對貨物裝卸設備加徵關稅為核心，
試圖通過經濟施壓遏制中國在全球航運產
業鏈的競爭力。中國商務部明確表示，美
方措施充分暴露出其單邊主義、保護主義
政策本質，是典型的非市場做法，具有明
顯的歧視性色彩，嚴重損害中國企業正當
權益，嚴重擾亂全球產供鏈穩定，嚴重違
反世貿組織規則，嚴重破壞以規則為基礎
的多邊貿易體制和國際經貿秩序。中方對
此強烈不滿、堅決反制。這場由美國挑起
的貿易戰，本質上是單邊主義與多邊規則
的碰撞，其影響已超越中美雙邊範疇，成
為重塑全球經貿秩序的關鍵變量。

在特朗普政府單邊主義用力過猛難以
為繼，成為全球笑談之時，臭名昭著的美
國301大棒指向中國造船業，不僅意味着美
國對華黔驢技窮，更損人害己破壞全球供
應鏈穩定。

首先，這種公然針對中國的勒索，將
對中國海事、物流和造船業帶來嚴重影響。
根據新規，中資船東需按船舶淨噸位支付
逐年遞增的港口費，使用中國建造船舶的
非中資企業則需按20呎標準集裝箱或淨噸
位繳納費用，必然造成運營成本大幅上升，
推高中企對美航線的運輸成本，衝擊中國
造船出口市場。此外，也對中國帶來市場
准入限制和技術壁壘。

增加全球海運運費
其次，美國對中國造船業揮舞301大

棒，不僅 「傷人」 更加 「害己」 。美國此
舉直接推升中美航線運輸成本，預計中美
航線單箱成本將最終由美國消費者承擔。
當美國強制出口貨物使用美籍船舶，導致
運力供需失衡，美國港口擁堵可能加劇，
跨太平洋航線運費或上漲500至1500美元
／集裝箱，對美國西海岸港口的影響尤為
嚴重。

特朗普政府此舉凸顯美國對其造船業
衰退的深度焦慮，如同加徵所謂 「對等關

稅」 ，都屬於粗莽昏招。數據顯示，美國
商業船廠數量較1975年峰值減少70%，全
球市場份額不足1%，船舶生產成本是國外
的數倍，生產效率僅為他國三分之一。美
國通過行政干預扭轉市場規律，無法重振
造船業。因為美國產業存在結構性缺陷：
高昂的人工成本、產業鏈斷層，以及研發
投入不足。因此，濫施關稅也好，301調查
也罷，除了將國內矛盾轉嫁為對外貿易戰，
引發全球反制美國外，最終還會加劇美國
通脹壓力。IMF研究顯示，航運成本每上升
10%，全球通脹率將提高0.3個百分點，美
國通脹率也會水漲船高。

其三，嚴重破壞全球供應鏈穩定性。
一方面，航運企業被迫調整船隊結構，造
成 「美建船」 與 「非美建船」 的二元分割，
加劇船隊調度與航線規劃的複雜性，導致
全球船舶運力運能效率降低，成本增加。
另一方面，由於中國佔據全球86%多式聯
運底盤和95%集裝箱產能，美國有關舉措
在打擊中國造船業的同時，也將增加全球
海運運費。

更嚴重的是，美國此舉旨在打擊中國，
刺激美國和歐盟、日韓等造船業本地化。
韓國、日本等造船業雖有一定競爭力，但
短期內也很難補上國際海運物流無法使用
中國建造船隻的缺口；至於美國造船業本
地化，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全球供應鏈去美國化
猶記得，疫情時全球供應鏈曾經陷入

「效率─安全」 失衡困境，現在美國以泛
化國家安全概念管控供應鏈，將嚴重削弱
國際貿易流動性，更將引發航運服務標準
碎片化。因此，美國破壞全球供應鏈，將
導致全球供應鏈去美國化。

美國使用301條款已被WTO多次裁定
違規，此次措施可能引發中國與俄羅斯、
巴西等國的聯合訴訟。歐盟或以《通脹削
減法》反制，形成貿易戰升級風險，不但
將導致全球運力減少，中小型航運企業也
可能被迫退出市場。這種 「以鄰為壑」 的
策略，不僅無法振興美國造船業，反而可
能加速全球供應鏈的 「平行化」 ──形成

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供應鏈，以及美國為
中心的北美供應鏈並行格局，最終損害全
球貿易效率。

其四，中國將繼續反制美國。法律層
面，中國已向WTO提起訴訟。技術領域，
中國加速綠色船舶研發，並通過上海國際
航運中心建設強化規則話語權。市場方面，
中國深化與中東、拉美合作，通過航運合
作項目分散對美依賴。中國反制美國的舉
措已經取得效果，如中國對美農產品加徵
125%關稅，直接打擊美國大豆、玉米出口；
稀土出口管制直擊軍工和高科技產業命脈
等，這些舉措表明，中國已從被動應對轉
向主動出擊，通過精準打擊美國核心利益
實現戰略制衡。

美國頻頻揮舞301大棒已成全球公認的
單邊主義霸道典型。中國則成為全球多邊
主義的引領者。美國繼續沉溺於零和博弈，
將面臨 「去工業化」 與 「通脹螺旋」 的雙
重困境；中國通過技術創新與開放合作，
有望為全球經濟注入新動能。

國際關係學者

把握歷史方向 堅定發展自信不可耍弄伎倆
立即懸崖勒馬 議論風生

葉建明

國際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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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背後

梅若林

最近有風聲傳出，長
和準備改換買家，將大部
分港口資產賣給意大利航
運大亨阿龐特家族旗下的

TiL集團，而不是賣給美國貝萊德集團。然
而，這不過是欺騙公眾的煙幕彈而已。

事實已被美國《華爾街日報》揭得一清
二楚：該報4月17日在一篇關於長和交易的
報道中，引述貝萊德首席執行官芬克表示，
該交易仍包含巴拿馬運河的兩個港口。報道
指出，對於這兩個巴拿馬港口，TiL獲得49%
股份，貝萊德獲得51%的股份。 「該安排
使得特朗普得以宣揚該交易讓美國重新獲得
對這些巴拿馬碼頭的控制權。」 美國彭博新
聞社4月14日相關報道，亦證實新方案將巴
拿馬運河的兩個港口交給貝萊德。

這說明，儘管長和出售港口一事從一開
始即招致包括香港在內中國社會各界的強烈
反對，國家有關部門亦已介入調查，但長和
並沒有知錯改錯，反而在美方不斷向中國極
限施壓、中方堅決反制的情況下，仍然繼續
在做親痛仇快的事。

特朗普揚言是「美國的勝利」
事實上，特朗普上任後不斷揚言美國要

「收回」 巴拿馬運河。3月初長和交易方案
公布後，特朗普迅速表態，將其定義為 「美
國的勝利」 ，聲稱巴拿馬運河 「由中國運營」
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這種說法雖然
是對中國的欲加之罪，但也暴露了美國政府
從未將此宗交易視為 「普通商業行為」 ，
更加不是長和方面所聲稱的 「純商業行
為」 。

無異於把利刃遞到美國手中
美國近日圖窮匕見，推出 「天價港

口費」 方案，凡是中國製造或經營的貨輪經
過美方港口，都要交納昂貴費用。誰都看得
出，美國並非單純追求商業利益，而是企圖
顛覆中國在全球海運業的主導地位，限制中
國的航行自由，打擊中國的造船業，而控制
巴拿馬港口是其推行全球霸權棋局的重要棋
子。一旦美國通過財團控制這些港口，中國
商船將面臨限流、徵費或歧視性待遇，物流
成本上升，供應鏈穩定性受損。長和的交易，
無異於將一把利刃遞到美國手中，這對中國
和香港特區而言遺患無窮。

大義大節面前，長和不可再耍弄伎倆，
應立即懸崖勒馬。否則，不但會留下歷史罵
名，也不可能有好下場。

來論

鄭匯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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