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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我不是專家，只談談個人之覌察及感想；

• 所談的多半是已經發生的事實，談談在其發生後，没想到的效應；

• 沒有批評，也沒有什麽建議；

• 目的是分析已發生的事實，再覌察其背後的影響，也許可預測其
將來；

• 有不对之處，可討論，相亙學習



要領
• 近年來，世局變化已超過去我们所熟習的世界；

• 不知不覺中，世界已經發生了什麽變化？

• 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後，預想不到的效應及後果；
• 世界各國對中國的富強有不同的看法及反應；
• 中國改革開放人民生活改進，有什麽不对，為什麽大家都怕中國富強？

• 西方國家自已造成許多國内外的矛盾及問題；
• 美國發動無數的战爭，國內製造業流失及極端貧富差距；
• 川普當选為美國总統；
• 英國脫歐，法國黃夾克現象，歐州難民問題及保守派當政；

• 中亞及非州國家也希望自身富强；

• 世界的中心的確向亞州轉移；

• 我們應該如何來解讀及認識它；

• 最後我们應該有什麽準備；



目前世局變化已超過去我们所熟習的世界

•中國不再是一個被人看不起的窮國家，今天國強民
富，人民水準逐漸提昇，這是中國歷史上的頂盛期；

•美國帶頭的西方國家不再像以前那麼富強了，每個
國家都出現了不同內外部的問題，似乎目前還看不
到其解決問題的方法，到處都是矛盾；

•亞洲各國的經濟都在改進中，並与中國的關係日見
密切；

•中國一帶一路政策，帶给中亞，東歐，東南亞，非
洲，中南美各國經濟發展的机会；



不知不覺中，世界已經發生了什麽變化？
• 中國改革開放，國家富強了，十四億老百姓都富了；

• 1978中國的一孩政策，造成下一代孩子們受到較好的教育，甚至
培養了大量的大學生(2018中國有830 萬大學畢業生)，給中國在國
際競爭中帶來了优势；

• 美國自韓戰以來似乎沒停過，到處發起戰爭，勞民傷財，似乎沒
學到什麽教訓；

• 美國的經濟在華爾街控制下，造成製造業搬走了，財富集中在少
数人手中，中下層百姓收入微增，百姓不滿，川普當選為總統；

• 歐洲也發生与美國相似情況，英國脫欧，法國黃夾克暴動等；

• 當然中東的動亂一直沒停過；



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後-想不到的效應及後果
• 當國家富強後，十四億老百姓都富了，然後發生了什麽？

• 吃得好了，需要大量食物進口中國，從黃豆小麥到龍蝦等，
中國人胖了，别國壓力大了；

• 孩子们受到較好的教育，各行各業都可同西方先進國家競爭，
深圳已趕上了矽谷，抗州阿里的進步，全世界都感覺到競爭的
壓力；

• 华為及中興受到美國帶領下的圍攻，就是競爭不过的一種反應；

• 中國基礎設施的突飛猛進，公路，橋樑，海港，高鉄，電力等
等西方國家看到後心裡不安，例如中國造了近三万里的高鉄，
美國人多半不知道 (媒体極少報導，為什麽？) ；

• 最想不到的效應是：全世界各國突然覺得中國從各方面給他们帶
來許多压力，今天川普發動的貿易战只是開始而已；



中國人的看法
• 中國改革開放後國强民富，是我们努力的成果，也是我們的杈力；

• 中國人多，吃得多用的多，只要負擔得起，不関别人的事；

• 孩子受最好的教育，只要負擔得起，是中國的古傳統；

• 中國人發展新科技，对國家好，並自已也發財，有什么不对？

• 中國強軍，是我們的杈力及義務，有什么不对？

• 中國發起的一帶一路，幫助週边國家致富，不是双利的嗎？

• 西方國家歷年对中國的壓榨，今天靠自已努力得來的成果，有什
么不对？

• 中國在1840 前就是世界第一，我们有權力回到當年盛況；



西方國家的看法
• 中國40 年的進步，太快了，覺得太可怕了，怕他們会落後於中國；

• 14 億百姓富了，中國人吃多用多，就是他們得吃少用少，這是不可接受的；

• 80 年代後，中國上億受高等教肓的年青人，競爭力的增加對他們是壓力；

• 華為及中興所面对的局势就是西方國家無法接受中國科技競爭的領先；

• 美日等國反對參加一帶一路，反應出他们心中不安及無法接受；

• 在美國就有人会问這些問題：

• 美国的衰微是因為中国嗎？是美國严重的战略誤判？

• 巨大的貿易順差，是中国佔了美国的大便宜？

• 中國近年科技發展如此快，一定是偷了美國人的技術；

• 川普坚持跟中國打貿易战，美國人一般同意，是要給中國一些顏色看看；

• 美国人為什么感覺到這种恐慌？

• 不幸西方國家善於怪中國，缺乏自省的習慣；



西方國家近年沒進步，反而退少了

• 美國不停的發動世界各地的战爭，燒掉大量可幫助老百姓的錢；
• 近日川普打电話问卡特總統，為什么中國會進步得如此快？

• 華爾街為私利，促使大量製造業搬到亞洲，中下級百姓收入沒增；

• 西方經濟制度下造成富人更富，中下等百姓犧牲了 (名書“Capital” 
by Thomas Piketty)；

• 民主制度下，两党死命惡斗，政客沒為國家進步出力；

• 常年久曰後，老百姓覺得他們是制度下的犧牲者，就發生：
• 川普當選美國总统現象；
• 英國脫歐之現象；
• 法國黃夾克上街示威之現象；
• 歐州難民潮，造成集杈派當權；
• 怪中國似乎是最容易的；



世界不會因此而停步

• 那些區域國家，得利於中國的富強：
• 非洲近年來經濟進步得很快；

• 東歐各國得利於一帶一路政策；

• 中亞各國也出現經濟成長；

• 南美各國也出現經濟成長，主要供應礦產及農產；

• 東南亞各國，中國最其最大的貿易國；

• 中東各國；

• 印度經濟成長大於7% ；



西方國家會接受中國的強大嗎？

• 不會，至少近期不會；

• 中国与西方世界各國都有不同的利益与矛盾；

• 矛盾容易造成糾紛；

• 目前情勢是中國歷史上首次面對到的，中國領導的能力極為重要；

• 未來決定於，中國領導及世界各國領導之智慧；

• 美國發起的中美貿易战，只是開始而己；

• 不同於川普，美國以後也許不再与中國单打，也許利用國際组织
群打中國；

• 中國領導将会面全球性極大程度的挑戰，比春秋战國時期更難；

• 我们應該深度的瞭解它並至少有心理的準備；



我們應該如何來解讀它
• 目前已經開始發生之事: 如

• 中國科學家及學者已經開始受到美國的關注，有些已被指責幫助中國；
• “紅色恐慌” 已使在美留华學生，不易在美政府单位任職；
• 美國有名的科技大學已少收中國學生申請入學， 例如今年 Stanford & MIT 沒有
收－個上海交大的畢業生；

• 美國及歐州已開始限制中國收購國公司；
• 美國人對中國人的心態: 從看不起，不同類，文化不同，到怕中國；

• 这只是矛盾的開始而已；
• 中美間從貿易戰，進展到科技戰，到金融戰，也許到真動兵熱戰；
• 以後会變好或許變坯很難預測；
• 但中國的壯大是不會停步的，14 億百姓決不會答應的；
• 美國及西方國家的老百姓，决不会在短期內接受中國強大的挑戰；
• 其原因多而複雜；這矛盾及斗爭会拖很久；
• 我们只能接受這現实，系好您的安全帶；



春江水暖鸭先知
• 未來社會那場顛覆性的风暴正到來；

• 將覆之巢沒有完卵；

• 我們並不希望看到中美交惡，希望同過去一樣做互贏的朋友；

• 但此景多半不會回來了

• 我們應該做什麼準備？
• 可以選擇回中國或留在美國；如打算留在美國：
• 教育孩子们，他们将可能面對的世界；
• 如孩子們在政府机構，介入國防或商業机密，他們必須100% 是美國人，千萬别
三心兩意；

• 我们應保持低姿態，少同洋人談中美政冶，双方立場不可能相似；
• 注意自已言論，通訉內容，新电子世界，小心為上；
• 注意國內自吹自擂的新聞，成功值得慶祝，但不必過份；

• 我们不能改變這世界，只要自已身体好，家裡安定；

• 中美関係只得靠政客了；



衝突已經開始了，中國的實情

• 首先是把自已的事情做好，中國要有自已的底氣，有其硬軟实力：
• 改革開放40年，國力，經濟，軍事，人民生活改進都是事实；

• 一孩政策後生的80, 90, 及00年代的中國人，是中國接受完善教育最優秀
的一代，具競爭力，他們是今天中國与世界競爭優秀的生力軍；

• 競爭主要靠人的素質，中國人做事努力，996 或716，都是常態；

• 中國掌握世界最强大的製造業，世界各國都需要中國的產品，他们自已
又無法短時生產这些產品，这是中國競爭的本錢；

• 中國又掌握強大及很長的生產鏈，快速生產及成本低，別國不易複製；

• 中國掌控稀土及世界最大的生產量；

• 中國的政府具有高效率，有策略及戰略，並且社會比較穏定；

• 中國會平等的對待世界各國；

• 國內要力求改進，進步是最好的競爭底氣；

• 古語: “文始者必有武備” ，來保護自已應有的利益；



中國可能會走的路線
• 盡量保持和平的態度，打 ”持久战”，不輕易動武；

• 中國的制度适合打”持久战”；
• 西方的制度最不適合打” 持久战”；
• 6/28 日G20 開會時，習川見面，中國的立場 “A Clear Stand” ；

• 中國內部須保持团結和统一；
• 國外势力盡力要分化中國，这是事實；

• 团結国際一切可以团結的力量；
• 與周邊國家相處得好；
• “一帶一路”政策帶來雙边的利益；
• 與東南亞，歐洲，中亞，非洲，中南美洲各國建立友好關係；

• 美國內部矛盾的進一步激化和經濟停滯，(中國人管不着)
• 美國兩党之爭，及利益集團控制会影响其國力；



结論

• 期望中美两國能和平相處；

• 但世局非我们能控制，只能多関心時事，小心為上；

• 其他時間可談以下題目:
• 從華為手机來看中國科技的兢爭；

• 華為的前途；華為主要產品是電訊設備，手机只是小部份；

• 香港及台湾的中心問題都是”經濟”；
• 台湾的前途? 其前途須靠自已而非靠美國；

• 台湾2020 年總統選舉；

• 台湾是美國手中對付中國的一張牌，如果大陸不得已對台湾動武，美國
會出兵保護台灣嗎？

• 等等



台灣的前途
• 這幾年是民進党及蔡英文宣佈台湾独立最好的時機，但他们沒有
宣佈，為什麼？是”不敢”及”不可能”。

• 台湾的基本問題是受美國的控制及本身經濟問題(韓國瑜現象)；
• 台湾的前途須靠自已，而非靠美國；

• 美國會把台湾當個棋子來鬥中國，為美國的利益，美國也許會犧
牲台湾人民的利益及生命 (川普的 “America First” 已很明顯了) 。

• 台湾的老百姓必須認清這一奌；

• 2020 年希望能选出一個總統，他能保護台湾人民的安全及利益，
不會把台湾犧牲在中美鬥爭過程中；

• 目前看不出那個候選人能做到這個要求；

• 走着看把。



香港問題，看似政治問題，實是經濟問題

• 1961-2016 其GDP 近20% 增速，而今跌落在 2%-3% ；
• 失去是唯一窗口，製造業中心，轉口貿易中心；

• 香港萎靡的10年，是大陸崛起的10年。

• 不是香港不行了，而是大陸變得太行了！香港沈沒是歷史必然！

• 香港不是沒有機會，而是錯過了太多機會。
• 董建華擬定「數碼港」計劃，要發展互聯網科技。

• 董又提出「矽港」計劃。结果台積電的張汝京在上海搞了個中芯國際。

• 董再次提出「中藥港」計劃。结果深圳出現了華大基因。

• 16年前，香港的GDP是深圳的7倍，但今天，深圳幾乎超香港。

• 香港經濟脫實向虛，掉頭轉向「金融業、地產業、服務業」。

• 年青人在金融、地產這兩項，沒有出路，充滿戾氣。



深圳的崛起

• 深圳的崛起，首先要感謝的是政策，其次就是香港。

• 80年代，深圳承接了大量來自香港的製造業轉移，深圳得到了原
始的財富積累。

• 2000年之後，製造業又找到了更優質的轉移地——以越南為代表
的東南亞國家。

• 然後深圳憑借製造業的原始財富積累，轉变為科研創新、產業升
級、中國硅谷。

• 香港錯過了互聯網、基因生物、智能製造、轉運物流，都被河對
岸的那個小漁村撿了起來。



深圳的崛起

• 於是成就了一大批群星璀璨的企業——
• 有市值近2800億美元，4萬名員工的互聯網企業騰訊；

• 有營收5000億人民幣，18萬名員工的科技公司華為；

• 有市值700億，全球一流的基因生物公司華大基因；

• 有市值1700億，22萬名員工的汽車製造商比亞迪；

• 還有市值3000億，擁有34萬名員工，巨無霸，物流企業順豐速運

• 還有港科大2006年畢業的汪淊創辨，今佔有世界70%市場的大彊創新。

• 甚至在香港拿手的金融和房地產行業，深圳也在奮起直追，平安、萬科、
招商……

• 未來，深圳是研發中心、總部基地；東莞的產業工人，是製造中
心；中山和惠州是零部件採購中心；廣州是分銷中心；鹽田港是
貨櫃中心；留給香港的只剩下，上市融資中心；



從华為最新手机看华為

• 上月在上海買了华為最新生產的 P30-Pro 手机來親身体驗；

• 從買手机，問許多関心的问題，到体驗技術上的性能 --- 相當好；

• 會用我的华為老 P9 手机，下載华為鸿蒙系统(OS) 來瞭解其性能；

• 分析华為:
• 主要營業是” 电訊器材”, 部份是” 手机製造”；
• “电訊器材” 是世界第一位，美國沒有相似公司与其競爭；

• “手机製造” 方面，一定會受美國制裁影响，多少須看其內在实力；

• “电訉器材” 前途是在5G ，华為的策略是發展：Sub-6，基站及微波；

• “电訉器材” 市場策略是爭得美國之外的國家市場；

• 华為的商業模式，注重品質，最好的客戶服務及價錢便宜；

• 华為的前途：在美國打壓下，生存下來的可能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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