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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全球瞩目的中共二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已于10月16日在北京召开。习近
平主席涛涛万言指出大会召开之目的是
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
面推进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如 今 世 局 动 荡 ， 俄 乌 战 争 休 战 无
期，疫情施虐尾大不掉，全球经济全面下
滑，美中较量与日俱增。此时此刻，中国
的所作所为对全球局势都会产生举足轻重
的影响。现就我的观察和理解就此做一论
述。

美 国 舆 论 动 向 ： 美 国 《 时 代 杂
志》10月24日至31日双周刊登载一文的标
题是：“条条大路直通习近平”，副标题
是：“习的时代”——中国主席三次连
任，首创一人走向影响全球。

近来《纽约时报》天天都有谈论中
国的文章。10月10日，“中共大会即将
召开，经济情况至关重要”；10月11日，
“习近平跳不出中共的老槽”；10月12
日，“我们突然同时向中俄展开对抗”；
10月13日，“拜登长远策略直指中国”；
10月15日，“中共大会即将召开，习近平
大权在握”；10月16日，“面临严重局
势，习坚持强硬政策”。纽约时报多篇议
论文章指出以下各点：

习近平着重一党执政，高度重视国
家安全和意识形态，把其放在比经济发展
更重要的位置。

习 实 现 权 力 集 中 ， 显 现 了 中 共 本
质。他忠于党，要大力实现民族复兴。

当前美中在科技环境里的对抗非常
激烈。美国要控制中国发展，自我称霸全
球。但美国不能永远抵制中国发展，这将
妨害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重
要领域里的互利双赢。在这些领域里，中
美同样受到威胁，唯有通力合作才是最佳
出路。美国10月7日商业部发布的新规定
已彻底封闭了美中在半导体方面的交流与
合作。这形成大门紧闭、各自为政的局
面，也迫使中国要自力更生，自寻出路。

拜 登 总 统 刚 发 表 了 “ 国 家 安 全 策
略”报告，指出“中国是唯一有意重建国
际秩序的国家，又拥有不断增强的经济、
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去实现其目标。
美国也要扩充军备，在太空、网络和海洋
方面和中国展开竞争。”

美国正运用其对全球技术和生产供
应链的影响力量去阻止中国获得半导体产

品和技术，也呼吁其盟邦一致行动，而反
馈是冷淡的。美国双管齐下的策略是，一
面为自己撑腰，一面拖中国后腿。

习近平认为中共治国模式最好，中
共专政是治国保障。他信心十足，反对势
力微弱。

以上各论点总结来说，一是，认可
习近平实力强大，颇有成就；但是担心习
领导中国的走向要损及美国利益。二是，
美国不可掉以轻心，要对中国严加防范，
主动出击。

习主席的言论：习主席在中共廿大
开幕式的发言里明确指出，大会的主题是
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中国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
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
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
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促进人与自然谐和共生，推动构造人类命
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化新形态。”时间
表是：“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强
国。”

为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充分发挥
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团结就是力量，团
结才能胜利。”

针 对 习 主 席 中 共 廿 大 开 幕 式 的 发
言，10月16日《纽约时报》发表新闻简报
说：“习发出严厉警告，中国正面临惊
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要以强硬统治回应。
中国要在中共领导下保持团结。中国要在
经济方面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必需加快步
伐，掌握对经济和军事竞争至关重要的关
键技术，要坚持新冠清零政策，要维护国
家安全，严格掌控互联网，努力争取台湾
和平统一，绝不放弃武统选项。中国的外
交政策在抵御西方霸凌行径和保护主义方
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功。中国要对世界事务
进一步施加影响。报告里未提美国和俄乌
战争一言一字，但发言内容处处映射美
国。”

我之所见所思：“今后美中互动会
连绵不断，频频登场。我对美中双方各有
期待，现申述之：

针对美国：美国对华显然是要走对
抗、竞争、合作的三条道路，各有内涵，
并行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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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的关键是不要走进死胡同，变
得双方要真刀真枪，干戈相向。

细读中国历史文化背景可以知道，
中国没有对外侵略性强的DNA遗传因
子。中国历代君主的最高成就就是风调雨
顺，人民安乐的“治国”成就，不是开疆
扩土，威力万钧“平天下”的表现。元朝
成吉思汗西征，贯穿亚欧两洲，并没有驻
足下来，开发新的殖民地。明朝郑和率领
庞大船队下西洋，也只是扩大接触，宣扬
国威，所到之地毫无侵略杀伤之举。

待到19世纪，晚清势衰，列强入
侵，中国反倒受尽耻辱，沦为赔款割地的
次殖民地的地位。1911年清朝推翻，中华
民国建立，其后38年历经军阀混战，北伐
统一，和抗日胜利等阶段。二战后国共内
战爆发，1949年国府溃败，退守台湾，维
持中华民国称号至今。中共统治大陆后改
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造成两个中
国的事实，迄今两岸和平统一仍待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卅年是内斗
不断运动不休，南征北讨（越战韩战），
迄无宁日。而国力民气大伤，直到1976年
毛泽东去世，1979年邓小平主政中国，实
行“改革开放”国策，中国才能逐渐恢复
元气，建设有成。如今成为实力全面的泱
泱大国。

但今日的中国并没有企图、野心、
必要和条件去称霸世界，独占鳌头。中国
要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造人类命
运共同体，这没有打击美国，独霸全球的
意念和内涵。

所以美国要静下心来，仔细分析，
不要把中国列为生死斗争的头号假想敌。
世界够大，可以容下不同政体和平共存，
各自发展。

美中要进行良性竞争，重点是科技
发展和经贸利益。要避开军备竞争，不要
在太空、地面、海底开发精准、神速、强
大的杀伤利器。中美更要携手领导世界防
止核武扩散和核弹首投。如今，半导体、
人工智能产品、量子计算、网络传播、电
动汽车和机器人制造等领域是今后世界努
力发展的方向，美中双方都可竭尽全力，
专注开发。但美国就此对华恶性打击和封
闭是不可取的。

美中双方经贸互补性很强，美国着
重高科技产品，中国主打劳力密集产物。
美国也不宜以“高关税”的手段去打乱中
国产品输美的正常渠道，这祸及双方，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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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受害，有待修正。
美中合作的广阔领域是全球关注，

美中互惠的许多方面，这包括气候变化、
公共卫生、防恐措施、能源转换、环境保
护、农工增产和消除贫穷等。但美中双方
一旦在对抗时过火过头，又出现恶性竞争
加油添醋，双方善意下降，信任丧失，要
再谈友好合作就十分困难了。中国官方也
曾一再提出这一顾虑。

针对中国：中共施政中国的最大考
验是能否以一党专政框架实现振兴民族的
民主政治目标。现指出一些实现目标要啃
的硬骨头如下：

人民民主——要将“为人民服务”
和“人民当家作主“两大目标实现，就得
把宪法保障下的各种人民可享的自由一一
兑现，这包括言论思想、宗教信仰、迁居
结社等。

民生建设——要实现安居乐业，食
品安全，住房价廉、环境清新等。

压制贪腐——要从基本着手。消除
纵容贪腐的乐土。以行政体制、法制功
能、道德风气、社会监督和高薪养廉五道
关口制止贪腐不能、不敢、不肯、不易、
不必发生。

重用人才——有创造力和前瞻性的
是人才，要加以培养和重用。唯唯诺诺，
听命如仪的是蠢才和奴才，要弃而远之。
政府要得天下英才而用之，用人不能局限
在自己亲近熟悉的小圈子里。

立法督政——让人大、政协发挥实
力。前者立法严明，利国利民。后者议
政论政，造福社会，不做花瓶和应声虫。

处理台港澳——要让这三地充分发
挥民主政治的优点，成为实现民主的试
验田地。针对台湾情况习主席在中共廿大
开幕式里说：“我们坚决以最大诚意，尽
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放
弃使用武力，保留争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
项。”蔡英文反应习的发言说：“中华民
国是主权独立国家，民主自由是台湾人民
的信念和坚持。台湾的主流民意也清楚表
达，我们坚定拒绝一国两制。台湾人民的
共识是，国土主权不退让，民主自由不妥
协，兵戎相见绝不是两岸选项。”

我认为维持现状，不独、待统、台
海无战事，是有利两岸，并惠及美国的
最佳选项。让水到渠成，实现两岸和平统
一。

尾语：习主席设定的目标，“全面
推进伟大民族复兴，“是宏伟、远大、可
行的。但任重道远，不能一蹴而就。中国
今后对内对外，要慎思善处，不虚浮，求
实质，获民心，赢赞美。正所谓：

民族复兴责任重，慎思善处要先行。
举国康乐普天庆，世界繁荣又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