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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學者海聞接受本報專訪：

特朗普揮舞關稅大棒，頻繁釋放對中國輸美商品加
徵高額關稅的信號，其中涉及從傳統製造業的鋼鐵、鋁

製品到高科技領域的電子設備、通信器材等諸多品類，
表面上看，會對中國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出海造成巨大

衝擊。但海聞認為，危機是變革的催化劑，貿易保護主義
的封鎖恰恰是中國產業結構轉型的契機。

「關於貿易戰，我更多地覺得，特朗普政府希望通過這
樣的手段來為美國增加利益。因為美國在整個國際貿易的格

局中，實際上有巨量的貿易逆差，政府希望能夠減少這種貿
易逆差。」由於中美貿易逆差的存在，全球性的貿易戰可能

打響，但結果將會是中美兩敗俱傷。 「提高關稅的目
的，實際是一種討價還價的手段。而貿易戰最根本的
目的，是希望通過這樣互相威脅的手段，讓雙方都降
低關稅。我們現在最主要的任務是盡量避免互相增
加關稅的貿易戰。」

如何避免貿易戰，以及貿易戰打響之後，中國經
濟怎樣佔據有利地位？海聞認為，應該要大力關
注中國的民營企業，保持企業韌性，激發企業創
新活力。

特朗普政府秉持 「美國優先」的政策，推動製造
業回流，這對於中國企業而言，是挑戰也是機遇。

「中國的製造業確實也需要從全球的角度考慮，
也就是說我們不能成為全世界所有商品的生產

者。」海聞談到，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產業結構也
應該及時調整。 「我們自身發展需要用市場的方法，

根據人民群眾的需求來調整產業結構。我們現在缺的
是醫療、健康、教育文化等產業的發展，中國人口的就

業，不一定都是在製造業上面。」
他認為，目前中國需要滿足國內需求的行業，不能把

出口作為最重要的一個努力方向。在產業轉型的時期，民
營企業承擔着巨大的作用， 「民營企業對市場是最敏感

的，因為他們知道哪些是我們的長項，那麼一旦發現某些
產業我們不佔據優勢，民營企業就會很快地撤離。」

海聞判斷，目前中國的經濟問題不是宏觀問題，而是微
觀問題。 「大家都很看好中國的前景，我們擁有巨大的
潛力。隨着各項政策特別是一攬子增量政策落地見效，
現在宏觀經濟的調控方面已經非常到位，但是中國真
正的問題是怎樣重塑民營企業的信心，讓他們看到未
來中國經濟和民營企業的前景。」

如何提振中國民營企業的信心？海聞建議稱：
「行業的准入，民營企業的定位，政治上的信任，

法律上的保證，這些都是讓民營企業更加有信心、
有能力去發展的重要方式。」

關注中國民營企業韌性及創新

根據國內民眾需求調整產業結構

2024年的美國大選，堪稱一場 「燒錢」 大戰，其中
著名企業家馬斯克為支持特朗普付出了巨額成本，其高
調的支持行為促使此次大選成為美國歷年來花費最為昂
貴的一屆。而特朗普勝選後，也兌現了先前的承諾，邀請
馬斯克加入內閣，並宣稱將成立 「政府效率委員會」 ，交
由馬斯克管理。回溯特朗普第一任期種種行為，如今力邀
馬斯克加入內閣，這不僅是一次常規政治利益瓜分，更深層
次的目標，乃是對準美國政界久居要位、把控資源的既得利
益集團 「開刀」 ，志在打破固有格局。
「馬斯克對特朗普來講有兩個方面的作用，第一，是一個得

力的助手，因為特朗普本身是個企業家，然後他從企業家的角
度來看，他認為政府裏面很多的政策需要調整，但是如果按照原
來的這種官僚體系的話，可能不一定能夠貫徹他的這些理念。」
海聞認為，馬斯克本次隨特朗普進入白宮，將會對原本的美國官

僚體系造成衝擊， 「馬斯克本身是一位傑出的企業家，所以特朗普
可能會把他作為自己理念的執行者，讓其政府變得更加實際，政策
更加有效。」
同時，海聞認為，從商業維度而言，特朗普龐大的商業人脈資源與

馬斯克在科技前沿領域深耕所積攢的創新實力，可以互為補充。 「特
朗普所從事房地產這種傳統的行業，而馬斯克本身是一個新興企業家的
代表，所以特朗普可能依靠馬斯克來發展美國的新興產業。馬斯克也可
以從新興產業的角度來考慮美國的國際政策。」
那麼，特朗普和馬斯克的合作，是否會對中國未來經濟產生不利影響？

海聞對此的態度較為樂觀，他談到，馬斯克在美國政府裏擔任一定的職
務，對中國實則應該是有好處的。由於馬斯克曾多次訪華，並且重視中國市
場，他對中國的看法，或者對華具體的措施，比一些美國政客理解得更為透
徹。

特馬合作也許有利中國

將於2025年1月20日再次入主白宮的特朗普
（Donald Trump），其新政府 「班底」 逐漸浮

出水面，中美關係走向備受矚目。特朗普 「美國
優先」 政策會對中國經濟帶來哪些挑戰？在此形
勢下中國的企業如何作為？全球首富馬斯克
（Elon Reeve Musk）與特朗普的合作，會給中
美關係帶來怎樣的影響？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副
主任、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創院院長海聞對此作
出了判斷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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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長沙，機遇之城」系列報道之四

一年時光流轉，中國香港圍棋總會會長潘日軒對
去年的長沙望城之行依舊歷歷在目。2023 年 12 月
26日，潘日軒帶領 20多名香港中小學生到望城參
加圍棋比賽並到湖南雷鋒紀念館參觀研學。令他沒
想到的是，香港學子對參觀湖南雷鋒紀念館的熱情
很高，紛紛在此合影留念，還不斷向講解員提問。
「香港學生包括我自己對雷鋒不是很了解，通過到

雷鋒紀念館參觀研學，我們了解到了雷鋒的生平事
跡和高尚品質。在這個快節奏、高壓力的現
代生活中，我們能在這裏尋找到觸動

心靈的力量源泉。」潘日軒告訴記者。
湖南雷鋒紀念館是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

地、全國青少年教育基地、全國性的雷鋒精神宣
傳實踐基地，也是全國4A級景區。館區總佔地面
積 10.4 萬平方米，形成了 「四館一故居」參觀格
局，包括有雷鋒生平事跡陳列館、長沙國防人防

教育館、長沙好人館、 「與時代同行」專題
展館和雷鋒故居。

記者從長沙市文化和旅遊
局了解到，今年，長

沙文旅聚焦 「三
張 文 化 名

片」，讓廣大遊客感受這座城市悠久的歷史文化、
厚重的革命文化、活躍的現代文化，其中的紅色長
沙之旅便是重點。湖南第一師範學校舊址——新民
學會舊址——花明樓——雷鋒紀念館——楊開慧紀
念館——陳樹湘故居——田漢文化園——黃興故居
紀念館——秋收起義紀念園——蒼坊旅遊區——錦
綬堂這條紅色打卡線路備受青睞。

在深圳從事媒體工作的莫先生經常到長沙出差，
每次來都要到橘子洲走一走，到青年毛澤東塑像打
卡留念。1925年，毛澤東從廣州回到湖南領導農民
運動，寒秋時節重遊橘子洲，寫下了《沁園春·長
沙》，從此橘子洲聲名大振。坐落於橘子洲頭的毛
澤東青年藝術雕塑，展現了毛澤東青年時代胸懷大
志、風華正茂的氣概。 「毛主席等老一輩革命家歷
經千辛萬苦才鑄就我們今日的幸福生活，每次重溫
其歷史故事都令人動容，我們應該永遠銘記他的

豐功偉績和崇高風範。」莫先生說。
而享有 「千年學府，百年師範」美譽的
湖南第一師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重要

策源地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重要發源
地之一，更是毛澤東初心形成地和

毛澤東思想萌芽地。步入其校
門，一樓五座展廳熠熠生輝，

八班教室、自習室、大禮

堂、君子亭等十餘處紅色紀念地，宛如歷史長卷，
生動鋪展着毛澤東青年時期那段輝煌的求學篇章。
「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宏偉青春理想，在巍巍麓山

腳下的一隅農家小院中展翅翱翔。小院竹籬環繞，
香樟挺拔，靜謐而古樸，這便是新民學會成立會的
舊址。1917年，蔡和森為了在長沙求學，將全家遷
至 「劉家台子」小院，自此，這裏成為蔡和森與毛
澤東、蕭子升等同道好友聚會、勞動、暢談改造社
會之場所。

「長沙紅色旅遊資源豐富，在這裏可以瞻仰先輩
故居，走訪革命舊址，追尋建黨先聲，聽國歌嘹
亮，重溫革命歷史，感受 『十步之內，必有芳草』
的紅色風華。歡迎粵港澳大灣區的遊客來此開啟一
次心靈之旅。」長沙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市文旅廣
電局黨組書記、局長易鷹說。據了解，今年有多個
粵港澳團隊到長沙開展紅色旅遊。比如10月，大灣
區近300名師生赴長沙縣開慧鎮開展 「信仰·我的板
倉行」紅色研學之旅， 「湘粵牽手」 跨越700公里
追尋紅色記憶。

長沙與粵港澳大灣區，地理相接，文化相融。憑
借兩地間朝發夕至的交通之便，長沙文旅對接大灣
區的獨特區位優勢愈發顯著。長沙正以她那深厚的
紅色文化底蘊，向粵港澳大灣區及全球張開熱情的
懷抱。

隨着旅遊市場的蓬勃興盛，
粵港澳大灣區遊客的旅遊需求
愈發多元化。他們不再囿於傳
統的觀光遊，而是愈發注重旅
遊的文化底蘊與體驗價值。長
沙，作為中國近現代革命歷史
的璀璨明珠，其豐厚的紅色文
旅資源恰如其分地滿足了這一
需求，為遊客奉上了多姿多彩
的旅遊盛宴與文化洗禮。因
此，越來越多的粵港澳遊客選
擇奔赴長沙，開啟一場凈化心
靈的奇妙之旅。

化定興 文新征

長沙紅色遊長沙紅色遊：：粵港澳大灣區的心靈之旅粵港澳大灣區的心靈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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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第一師範是
毛澤東初心形成地
和毛澤東思想萌芽
地。

特朗普重回白宮
中美博弈如何破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