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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十大召開前夕，香

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

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

永年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

暢談中國這十年的發展成就

及經驗啟示。他指出，中共

十八大以來，百年變局和世

紀疫情疊加，世界變亂交織，中國不僅在內部實現了可

持續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更進一步走向世界舞台中

心，在劇烈變化的國際事務上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

色，這一切得益於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提供了堅強、可

持續的制度支撐，「可以說，習近平總書記主導開展的

一系列全局性、創造性的治國理政制度建設，是過去

十年取得的最突出成就，同時也是其他各項事業順利

進行的最根本的保證」。他強調，中國之所以能夠

找到自己的道路、自己的理論和自己的制度，

其根源就在於文明自信。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

��
���
專家眼中的專家眼中的

中國之治中國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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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只要穩定開放 不會被新加坡超越

自信而開放的文明可以生生不息

其人之道反制「切香腸」促成台灣和平統一
有海外輿論指出，中共二十大有可能在解

決台灣問題上提出一些新的主張與部署，從
而對台海形勢產生積極影響。對此香港中文
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
長鄭永年建議，在對台方略上，「等待」與
「武統」的方式代價都非常巨大，最理性的
方式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同樣用
「切香腸」的方式，把「危」轉為「機」促
成台灣和平統一。
鄭永年說，對待台灣問題，中國面臨着三

種選擇。一是等待，接受現狀，被動回應。
這種做法只會讓美國不斷突破「一個中國」

原則，最終被以「切香腸」的方式實現台灣
的「獨立」。二是立刻武力統一台灣。雖然
我們有能力實現「武統」，但台灣不是阿富
汗，也不是烏克蘭，台灣本就是中國的一部
分，是中國的內部問題，因此要克制使用武
力。「等待」與「武統」的方式代價都非常
巨大，最理性的方式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
之身，同樣用「切香腸」的方式把「危」轉
為「機」促成台灣和平統一。以佩洛西竄訪
台為例，美國以自己的方式改變了台海現
狀，那麼我們也要以自己的方式來改變台海
現狀，比如宣布不存在「台海中線」，軍

演、巡航常態化等等，一方面以足夠的軍事
實力來反制美國對台灣的軍事干預，另一方
面則用足夠的發展消化國家統一的成本。
他還表示，中國文化決定了中國是一個統
一的國家，而統一的國家內部治理制度可以
是多元的。
中國並不否認民主是值得追求的價值，同
時也正在以中國的方式去追求。中國大陸必
然對「台獨」說不，但不是要追求治權的統
一，只是追求主權的統一。香港、澳門都已
各有自主的治理方式，台灣的前途也是如
此。

中共二十大中共二十大迎迎 接接

鄭永年認為，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與社
會可持續穩定的動態平衡，是非常不

容易的。放眼全球，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只
有中國做到了這一點。

大幅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公正
在他看來，過去十年，中國實現了可持續
的經濟發展。根據統計數據，十八大以來，
中國GDP年均增長6.6%，從54萬億元增加
到114萬億元（人民幣，下同），佔世界經
濟比重從11.4%提高到18.5%。經濟發展在
帶來紅利的同時，也會催生貧富差異、社會
分化等負面效應。難能可貴的是，中國同時
也實現了可持續的社會穩定，不但居民收入
與經濟同步增長、人均GDP接近高收入國
家門檻、形成全球最大規模中等收入群體，
更歷史性地消除了絕對貧困，這是世界史上
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發生過的，「可見中國
的社會穩定是通過大幅改善民生、促進社會
公平公正來實現的，而絕非如同西方所污衊
的那樣，依靠『獨裁』或『警察國家』云
云。」

戰略布局「五位一體」「四個全面」
鄭永年認為，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提供了
堅強、可持續的制度支撐，特別是十八大以
來，習近平總書記主導開展了一系列統攬全
局、創造性的治國理政制度建設，是中國可
以同時實現可持續經濟發展和可持續社會穩
定的根本保證。
「從某種意義來說，以往的改革及制度建
設是相對分散、零星的。以十八大為標誌，
中國的改革進入了新階段，特別是十八屆三
中全會後開啟了自上而下、全局性、系統性
的制度改革。」他指出，在習近平總書記主
導下，中央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

態文明五個方面總體布局作出了全面部署，
即「五位一體」，並提出協調推進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
全面從嚴治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四
個全面」裏，除了第一個「全面」是關於經
濟發展之外，都是關乎制度建設的。
「到現在為止，西方一些人認為中國只有
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因為他們所定義
的政治改革無非就是三權分立、多黨輪換、
一人一票，似乎除了這個就不是政治改
革。」鄭永年認為，這是西方的誤讀和偏
見，中國的全面改革當然包括政治改革，不
但有，還是中國今天取得成功的根源之一。
他舉例說，十九大後中國設立了獨立的監察
權，實現對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這是事關
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也是中國共產黨自我
革命的關鍵舉措。

制度探索對他國不無參考意義
鄭永年指出，中國這十年得到了可持續
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從而能進一步走
向世界舞台中心，在劇烈變化的國際事務
上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而西方儘管
有發展但沒有穩定，富而不公，中產社會
已然變成「富豪社會」，且政治精英之間
黨爭不止，社會進一步分化。對一個失序
的西方來說，中國的制度探索不無參考意
義，同時對那些既要發展、又要尋求政治
獨立的發展中國家，更提供了一種可能的
模式選擇。
「一個政權的生命力之所在，就在於不斷
的制度建設和更新」。鄭永年說，站在新的
歷史起點上，中國仍然需要與時俱進深化改
革，創造新制度優勢，釋放新治理效能，這
樣才能更有效地提升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的能
力，並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積澱能量。

鄭永年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指出，過去十年
內，香港局勢一度出現嚴峻局面，但中央果斷
決策、力挽狂瀾，香港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
折，特別是國安法生效實施、新選舉制度全面
落地後，政治環境出現了根本性好轉。他認
為，香港的內生優勢仍在，並有強大祖國助
力，只要穩定下來並保持繼續開放，其金融中
心地位非但不會被其他經濟體超越，還將加速

發展、更加繁榮。
鄭永年說，當前香港最大的比較優勢，就

是李光耀先生所說的「軟件」，即制度規則
體系。作為一個高度國際化的城市，香港在
法律服務、國際仲裁、港口管理、消費者權
益保護等諸多領域都有被國際社會所廣泛接
受和認可的規則與標準。目前，香港這一優
勢仍然存在，也是內地所需要學習的地方，

現在美國和西方國家都想用規則來封殺中
國，中國要強大，內部必須做到規則和標準
的統一，對外必須跟世界規則對接，避免制
度上的脫鈎。

新加坡主要面向東南亞市場
近段時間以來，輿論經常出現香港被新加

坡超越的聲音。對此，在新加坡工作生活多

年的鄭永年認為，香港的優勢要遠遠大於新
加坡，因為香港的金融中心背靠整個祖國，
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從總量來說未
來還會超過美國；而新加坡主要面向東南亞
市場。

不過，他也指出，金融需要政治穩定，沒有
一個政治不穩定的地方能成為一個金融中心。
新加坡在後李光耀時代沒有出現大的政治問

題，一直是在實現政治穩定的基礎上發展社會
經濟，其長期的政治穩定和可預期性，吸引了
許多金融資本入場；反觀香港前些年出現政治
激進化，這大大降低了政府的效率，也削弱了
投資者信心，「不過，進入香港的資本，看中
的是整個中國內地的大市場，所以我覺得香港
只要穩定下來，繼續開放的話，不存在被新加
坡超越的問題。」

近年來，中國高層領導人針對自上世紀八
十年代以來西方思想「滿天飛」、盲目崇拜西
方的現象提出了「四個自信」，即道路自信、
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去年11
月的十九屆六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
全黨要「堅定歷史自信，自覺堅守理想信
念」，之後「歷史自信」這一論斷被不斷提
及。
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

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看來，「四個自信」
和「歷史自信」，其本質都是文明自信。他
認為，作為唯一沒有中斷過的文明，中國文
明具有很多好的基本制度傳統，同時又有開

放性特徵，中國之所以能夠找到自己的道
路、自己的理論和自己的制度，其根源就在
於文明自信。
鄭永年指出，不符合本國文明的東西可以
從天上掉下來，但是沒有生存能力。很多國
家都做過這種試驗，搬一套全新的制度進
來，但生存不下去。可見任何的政治經濟都
要符合它的文明。
比如很多發展中國家也對西方開放，但往
往照抄照搬西方模式，不管是主動的還是被
動的，結果失去了國家的獨立性，和西方形
成了依賴關係。
但反觀中國，中國是在開放狀態下通過學

習國際經驗得到發展的，中國模式具有了
「世界性」；同時因為中國不照抄照搬任何
一個國家的經驗，總是通過消化融合到中國
經驗之中，因而又能保持「中國性」，也就
是獨立性。從更長歷史觀來看，這也是中國
開放文明的「一貫性」，吸收消化其他文明
的長處，把它們變成自己文明的一部分，生
生不息。
他表示，凡是文明的才是可持續的。中華
民族的復興，不能放棄自己的文明，也並非簡
單地回歸傳統，而是需要開放，對自己的文明
進行創造性地轉化，在和其他文明的對話中再
次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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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國麥克阿瑟基金會（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研究基金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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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設是保證
文明自信是根源

香港文匯報專訪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鄭永年 暢談十年中國之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