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最大優勢在工業 形成止戰作用 

作者：張志剛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全國政協委員 

文章刊載於《明報》2024 年 1 月 18 日 

 

 

張維為和李世默兩位先生都是中國發展的大好友，所以他們兩位都說好中國發展的

故事，一點都不意外。但他們所講的都不是口號，而是有實實在在的數據支持。個人

在討論時已經指出，要是張和李兩位先生所羅列的論據，只要有一半是真確的話，美

國對華的打壓也不會成功。 

 

美國工業力量 無法應付對華軍事衝突 

 

張和李兩位先生的論述不是一樣，但都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中國自身有一個最大優

勢，就是工業能力夠強！其工業製造強大的程度，是當今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

比擬。有了這個實在的工業製造力量，就可以形成一股「止戰」的作用。這個「止戰」，

當然最核心的是「阻止熱戰」。以美國現時的工業製造力量，根本不可能應付大規模

的對華軍事衝突，那更不要說兩敗俱傷的核戰。當美國失去「軍事」手段時，其他一

切都可以見招拆招、以時間換空間，反正美國沒有殺着。 

 

對於美國而言，面對一個「工業大塊頭」的中國，固然打不起像「俄烏」那樣針對中

國的代理人戰爭，就算貿易戰和金融戰，也因為中國的工業底子和其引伸出去的貿易

網絡，美國無法構成足夠遏制中國的國際多數。你美國可以不計成本效益，用其他國

家的產品取代中國製造，但其他國家可以嗎？其他國家的國民，願意付高三到五成的

價格嗎？ 

 

面對中國穩固的工業基礎，美國既無從入手，也投鼠忌器；但更麻煩的是，世界發展

大潮流就是不利美國維持一國獨大的超級霸權。上周專欄引述在「盛世？亂世？如何

面對世界新局勢」論壇中，召集人陳啟宗先生就對當下的道德價值矛盾引以為憂。陳

先生引述中、印、俄及伊斯蘭世界的人口，已經是全世界的六成有多，他們所代表的

道德價值體系，跟傳統西歐和美國截然不同。爭奪道德價值主流，必然帶來衝突。 

 

這其實只是整個故事的一面，而另一個維度，就是世界逐步走向多元。美國生產值

（GDP）在全球的份額，由 1960 年的 39.2%，下跌到 2000 年的 30.3% ；最新的數

字， 2022 年美國只佔全球生產值的 25.3%（見圖）。更何况這個生產值，有相當部

分是來自虛的金融和服務業。 



 

世界趨多元 中等強國愈來愈多 

 

就以陳啟宗列出人口數字的國家，中國當然是「中美角力」的主角，國家領導人在不

同場合都明確表示無意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中國只是謀求發展，最終達到民族復興

的目標。但對美國而言，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歲月裏，還沒有美利堅合眾國的存在。

美國的建立，不足 250 年，成為最大經濟體只有 100 多年，稱霸更不足 100 年，跟

中國 5000 年的文明歷史根本不能比較。中國不是要挑戰美國霸權，但當中國民族復

興之後，美國應該用什麼姿態去「仰視」千年的文明。 

 

「民族復興」這個概念，美國不但不能理解、不能感受，更不能接受，更不要說支持。

但美國當下要面對尋求民族復興的國家，遠遠不止中國，俄羅斯也是，土耳其也是，

伊朗也是，甚至伊拉克也是。印度不一定也用民族復興來自勉，因為他們可能覺得印

度本身每一天都在壯大。但無論如何，印度是不結盟運動的推手，也執意要做一個有

聲有色的大國，印度不可能以美國的利益為優先。 

 

世界發展大趨勢，就是「中等強國」愈來愈多，一些尋求回復民族昔日的光輝，例如

伊朗、土耳其；一些希望出人頭地、吐氣揚眉，例如韓國、巴西。這種發展，簡直就

是遍地開花。當全世界的大勢是百花齊放時，美國又如何維持一枝獨秀？ 

 

百花齊放 對華有利 

 

之前本欄曾寫過土耳其是中國可以爭取的朋友；實際上，中國可以爭取的朋友又何止

土耳其！整個中東地區，都是中國可以爭取的朋友。中國與中東阿拉伯國家的關係，

在美國逐漸退出這個戰略地區而備受關注。但中國在中東地區的活動，並不始自最

近，在經濟發展合作上有非常悠久的歷史。以阿聯酋為例，它的 40 多個自貿區，很

多都借鏡了中國經濟特區的經驗；加上中國的製造業正是中東國家所需，再加上中國

不干預別國內政的路線方針，更是廣受中東國家歡迎。 

 

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正在急劇消減，就算中國不主動替補，此消彼長也是自然態勢。

中國不尋求結盟，只尋求多交朋結友。百花齊放的大形勢發展，就於我有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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