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總統特朗普
2025 年 5 月 6 日在

白宮會見加拿大總理
卡尼時，當着眾多記
者稱， 「我本質上是
一 名 房 地 產 開 發
商。」卡尼立即插言
曰： 「正如你在房地
產中知道的那樣，有
些 地 方 永 遠 不 會 出

售。」雙方針對的是特朗普欲變加拿大為
美國的第51州，卻折射特朗普全球戰略的
第一重維度——如何看待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變局？是純粹以商人的觀點視之為一盤

碩大無比的生
意？抑或寄寓
某種價值觀？

卡 尼 與 歐 洲
盟友一樣，企
圖恢復自由主
義國際秩序。
特朗普則企圖
拖人類返回叢
林世界， 「讓
美 國 再 次 偉
大」亦即美國
要做人類叢林
世界的 「山大
王」。 「美國
優先」亦即美
國從世界各國
謀取甚至掠奪
盡可能多的利
益，包括關稅
和關鍵礦產資
源等等的經濟
利益，和維護
「山大王」的

地位。然而，

特朗普不是完全排斥意識形態。看待21世
紀人類為叢林世界，便是帝國主義、殖民
主義復辟。而且，他提出兼併格陵蘭島時
所利用的藉口，是維護國際安全需要。但
總的看，特朗普的全球戰略的出發點和落
腳點是美國的利益。

美國要做叢林世界山大王
美西方戰略學術界和政界，不乏把特朗普

同美國歷史上的總統對比，藉以推斷特朗普
全球戰略的性質和特徵。這是第二重維度。

例如，史汀生中心 「重思美國大戰略計
劃」的高級研究員艾瑪·阿什福德（Emma
Ashford），於2025年7月14日在美國《外
交政策》網發表文章稱，為了美國利益而
採取有限但有力的軍事行動，通常被描述
為傑克森主義；特朗普對伊朗核設施實施
有限打擊，便是貫徹傑克森主義。

根據美國知名政治學家沃爾特·羅素·米
德（Walter Russell Mead）的分析，傑克
森主義者注重美國內部事務，將國內政策
置於外交政策之上；也樂意在軍事上投入
資源，願意為了他們認為對美國利益至關
重要的議題而戰。

不是尼克遜而是麥金利
然而，這只是特朗普全球戰略的一方面

表現。2025年6月18日，全球情報、諮詢
和預測公司 Ergo 的負責人愛德華·普萊斯
（Edward Price）在《巴倫週刊》發表《特
朗普正在完成尼克遜從未完成過的第二個
任 期 》 （Trump Is Completing the Sec-
ond Term Nixon Never Finished）稱，特
朗普試圖重塑美國的努力，可以追溯到尼
克遜未竟的總統任期。特朗普正在完成尼
克遜第二個任期，重新帶回了20世紀70年
代的政治和金融風險。

從美國歷史的維度看特朗普是可以成立
的，問題是以上兩種觀點不準確，尤其把

特朗普與尼克遜相提並論顯然牽強。特朗
普本人在其就職演說中推崇麥金利（Wil-
liam Mckinley），從特朗普重返白宮約半
年作為看，稱之為仿效麥金利是比較貼切
的。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史無前例的。分
析特朗普全球戰略的第三重維度是，必須結
合或聯繫其他全球大國和區域中等強國的對
外戰略。以正在展開的關稅戰貿易戰為例，
特朗普遭遇中國反擊，和他對待中國反擊，
都不同於他與其他所有國家。特朗普顯然對
中國另眼相看，特別對待。特朗普與其他大
國和區域中等強國的博弈，證明美國正在衰
落。特朗普在歐洲、中東和亞太地區同時展
開、相互緊密聯繫的全球戰略大棋局下了不
到半年，已表現力不從心。這是美國歷任總
統未曾呈現的。

全球博弈不從心由內亂滑向內戰
分析特朗普全球戰略還必須第四重維度

——其全球戰略與其內部戰略息息相關。
之所以必須，是因為美國正陷於自南北戰
爭以來最大的內亂向內戰滑去的危局。特
朗普重主白宮發布首批行政命令，重點是
宣布美國進入緊急狀態而大規模驅逐所謂
「非法移民」，把內政與外交充分結合。

特朗普國內戰略的置頂一環是， 「淨化」
美國人口即增加盎格魯—撒克遜人在美國
人口中的比重，為此，使用武力驅逐來自
其他國家的所謂 「非法移民」。這同時是
處理美國與一系列國家的外交。

特朗普在競選總統時以和平使者自詡，
但他調動軍力跨洲襲擊伊朗核設施，剝掉
了他自己塗抹的和平面具。更嚴峻的是，
「戰爭是政治的延伸，是政治通過武力手

段的繼續」，美國正繼續由內亂向內戰滑
去，不僅愈益掣肘特朗普推行其全球戰
略，而且，愈益提高特朗普鋌而走險以維
護其權位的概率。

香港要大力發展穩定幣
何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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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維度判斷特朗普全球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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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監 會 發 布 的
《2024 年資產及財
富管理活動調查》

顯示，截至去年底香港資產及財富管理業
務的管理資產年增 13%，至 35.1 萬億元。
香港管理資產急升，反映國際資本及企業
持續以真金白銀向香港投下信心一票。同
一時間，公司遷冊制度於5月23日正式生
效後，截至7月11日公司註冊處已收到265
個有關遷冊的查詢，印證香港對國際企業
極具吸引力。

在美國發起關稅戰，引發全球經濟格局
深度調整的背景下，香港憑藉 「一國兩
制」制度優勢，靠住穩定、國安港安、充
滿機遇的營商環境，逐步成為全球投資者
的 「避風港」和財富增值的 「聚寶盆」，
資金大量流入。進一步提升香港未來的一
大重點，是大力發展金融市場，這涉及與
內地及其他市場地區和緊密的金融合作，
另外要抓住全球貨幣穩定的發展機遇，利
用香港制度優勢，先行先試，搶先發展，
為國家積累經驗，從而打造成為全球財富
及資產管理樞紐。

立法會早前通過《穩定幣條例草案》，
在香港設立法幣穩定幣發行人的發牌制
度，完善了香港的監管框架下對虛擬資產
活動，標誌着香港穩定幣發展快速進入軌
道。多間金融機構積極拓展虛擬資產市場
布局，反映穩定幣業務的龐大潛力。穩定
幣雖然以穩定為名，但始終屬於數位經濟
部分，仍處初步發展階段，也存在各種風

險。自7月以來，中國多地金融部門接連發
布風險警示，強調 「穩定幣」概念遭不法
分子利用的風險。

審慎推進監管為重
對於穩定幣發展，審慎推進，監管為

重，投資者保障是重中之重。但有風險不
代表不要發展，風險往往伴隨着龐大的機
遇，穩定幣業務關係金融實力的競爭，更
關係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香港絕對
不能缺席，更應全力推進。

全球穩定幣市場目前正處快速發展軌
道。相對於大幅波動的比特幣和以太幣等
加密貨幣，穩定幣擁有區塊鏈技術、分散
式帳本所賦予的開放性、透明性、去中心
化和全球化屬性，又擁有法定貨幣穩定價
值的特徵。根據Artemis終端數據顯示，截
至2025年4月，穩定幣總市值達到2316億
美元，較去年同期的1526億美元大幅增長
51%。近年來，穩定幣在跨境貿易結算、日
常交易支付和其他金融投資等領域，已成
為現代金融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重在發行離岸人民幣穩定幣
目前美元穩定幣佔了穩定幣市場95%以上

的貢獻。穩定幣有較強的規模效應和網路效
應，越早發展越能激發優勢。作為全球主要
的金融中心之一，香港擁有完善的監管環境
和開放的政策，發展穩定幣有得天獨厚的條
件。大力發展穩定幣業務，具有三大意義：

一是推動跨國支付創新，穩定幣能大幅

降低手續費和每日結算時間，成本少於傳
統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
系統的十分之一，不單可以大幅降低交易
成本、減少匯率風險，更有利於香港減少
對SWIFT的依賴，鞏固香港國際金融、貿
易中心地位。

二是發展虛擬貨幣的戰略價值和意義，
這不但是發展一個金融產品類別，更是香
港金融市場的一個 「破局」。利用香港的
獨特優勢，搶佔全球虛擬貨幣市場，可大
幅提升香港金融競爭力，為香港吸引更多
國際資金，打造全球資產管理樞紐。

三是透過在香港發行離岸人民幣穩定
幣，並持續拓展及豐富離岸人民幣穩定幣
應用場景，開拓更多的離岸人民幣產品與
服務平台，有助於在建構 「防火牆」的情
況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為國家金融強
國建設貢獻香港力量。

對於發展穩定幣，不是發展不發展的問
題，而是如何加強大力度、平衡好發展與監
管的問題。當然，香港發展穩定幣的最大優
勢及亮點，不在於發展美元穩定幣、港元穩
定幣，這些香港優勢不大，也有其他更大的
競爭，而是在於發行離岸人民幣穩定幣，利
用離岸人民幣中心優勢，打造離岸人民幣穩
定幣發行樞紐，這不僅對國際投資者產生巨
大吸引力，更有助對邊境貿易、供應鏈金融
及中小企融資提供即時結算支持，對全球貿
易及香港實體經濟有直接帶動作用，也可吸
收更多國際資金，進一步增強全球資產管理
樞紐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今年是抗戰勝利 80 周年和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 周
年，本年9月3日將會在北京

天安門廣場舉行大型紀念活動，政務司司長陳國基領
導 「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正精心策劃推廣活動。
香港在抗戰時期是為祖國和盟軍運送物資的重要管道
和交通動脈，積極投身抗戰前線，守護國家。艱苦存
活的港人和熱血僑胞集腋成裘，全身投入民間抗日組
織，例如鼎鼎大名的東江縱隊和港九獨立大隊。

二戰本港淪陷時期， 「港九獨立大隊」的事迹，港
人的確要花功夫去認識。 「大隊」在1942年至1943
年夏天，在深水埗砵蘭街一帶設立 「廣恒雜貨舖」，
實際上是管理市區最重要的情報中心，英軍服務團派
員與雜貨店蒐集日軍情報和戰俘資訊。還有， 「大
隊」著名游擊員劉黑仔，原名劉錦進的事迹，港人或
許有較深認識，劉黑仔曾執行炸毀啟德機場，營救盟
軍軍人等任務，日軍懸重賞捉拿劉黑仔，在民眾齊心
掩護下，日軍抓捕計劃始終不遂。

說到營救任務， 「港九獨立大隊」其中 「港九大營
救」行動，拯救了相當重要人士，港人更應趁機重
溫， 「港九大營救」行動拯救的名人，包括曾任全國
人大副委員長何香凝，新中國首任文化部長茅盾和他
的妻子、黃河大合唱作曲家冼星海、著名京劇演員梅
蘭芳、新華社香港分社首任社長喬冠華、宋慶齡秘書
李少石夫婦、祈德尊爵士（ John Douglas Clague）

（英服務團高級指揮官，戰後在港擔任多項公職，為
紀念他對香港的貢獻，以其命名 1985年荃灣祈德尊
新村）和賴特上校（Lindsay Tsaman Ride）（戰後回
到香港大學出任校長至1965年退休）等等，除了上述
幾位英國人，拯救名單當然還有多個國家的盟軍成
員。毋庸置疑 「港九獨立大隊」事迹是本港學習保家
衛國愛國精神的彌足珍貴材料。

港英殖民政府炸毀了日軍在金馬倫山上的忠靈塔，
雖算聊表慰意，事實戰後英政權沒有投入太多資源去
保存淪陷慘烈歷史，以致香港青年對日佔時期的史料
認知尚待提升，舉例除聽聞上述游擊隊事迹外，討論
日佔時期的華人領袖們的因形勢被迫協作的 「附敵」
議題，就寥若晨星。去年辭世報界巨匠鄭明仁先生，
遺作《淪陷時期 香港報業與 「漢奸」》探討淪陷時
期和戰後，政府對日佔時 「附敵」人士的嚴寬兼備手
段，既有1946年3月公布的特赦措施，亦有寫到同年
2月19日審訊6名 「漢奸」犯 「通敵叛逆罪」，其中
最轟動的漢奸黃佐治被判死刑，同年7月10日在赤柱
監獄被絞刑處死。記得筆者當年與 「鄭老總」談此話
題，滔滔不絕，獲益良多。舉出例子旨在闡明本港抗
日議題豐饒，志士故事引人入勝，未來不愁探討和學
習範疇。

市民翹首以待港府，正好趁今年向大眾從不同角度介
紹抗戰正確史料，讓市民更深刻、更全面了解抗戰勝利
的重大歷史意義，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

用好抗戰史料 弘揚愛國精神
城市智庫研究員 吳家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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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處首次揭發有跨境犯罪集團以虛假
文書騙取 「高才通」簽證，涉及金額高達
5000多萬港元，手法有系統、有規模，令
人震驚。如果任由此類違法行為滋長，

「高才通」非但淪為不良分子牟利捷徑，更
恐影響到香港引入 「真高才」，而 「假高才」來

港亦有礙市民利益。當局須從速堵塞漏洞、嚴懲造假行為，
杜絕以假亂真，以免政策初衷被扭曲。

「高才通」自2022年底推出以來，成效受到肯定與歡迎。
截至今年中已接獲逾19萬宗申請，當中近14萬宗獲批。通過
吸引大量科技、金融等領域的頂尖人才，以填補人才缺口，
滿足香港短中長期經濟發展、產業升級轉型的需要，並紓緩
老齡化與少子化對人口結構的衝擊。人才之流，如水之源，
是城市進步的命脈。然而，隨着申請數字持續上升，吸引不
良分子覬覦，企圖鑽空子混水摸魚，嘗試透過虛假學歷之類
蒙騙過關；過去 「假高才」魚目混珠之謂偶有所聞，今次案
例反映已涉集團式操作，凸顯在審批和監察上必須加緊防
範，堵塞一切可能存在的漏洞。

打擊 「假高才」，須從執法與執行兩個層面雙管齊下。案中
犯罪集團以 「一條龍」方式運作，手法熟練、組織嚴密，未必
是個別案件，當局須嚴陣以待、迅速應對，事實上網絡世界已
見不少類似的 「假高才」申請指南及門徑。一方面，入境處應
加強執法，嚴格審核以至主動放蛇；另方面，亦要盡快研究增
強與 「高才通」計劃下各高校的協作，以提升對學歷證明的核
查效能等。目前，政府並無強制要求申請者經 「學術及職業資
歷評審局」辦理學歷認證，可能形成可鑽漏洞；評審局是個行
之有效核查平台，與各學位頒授機構緊密合作，亦透過其他地
方的資料庫驗證學歷，政府可主動藉此加強核查工作。此外也
應強化跨境協作，對準非法中介鏈，針對社交平台上的廣告源
頭作出整頓打擊，防微杜漸。當前不少申請者因對政策理解不
足，誤信非法中介協助，甚至誤墮法網，故政府應加強社會宣
傳與教育工作，提升辨識能力，減少資訊不當帶來的風險。制
度建得穩，更要守得住、用得好。打擊造假行為不能手軟，唯
有 「快打快查、以儆效尤」，維護 「高才通」的聲譽和公信力。

更須警惕的是，若坐視 「假高才」得逞，不僅浪費社會資
源，也會擠壓 「真高才」來港名額，形成 「劣幣驅逐良幣」
的惡性循環，還會不必要地令人質疑 「高才通」本身的政策
成效，以致一粒老鼠屎毀了整窩粥。 「假高才」一旦取得永
久居民身份，不單會搶佔基層市民飯碗，亦會佔據住屋、醫
療、教育等珍貴公共資源，觸發市民對制度公平性的質疑與
不滿。入境處貫徹做好把關工作，快速果斷執法，無疑值得
肯定。要根治問題，確保來港都是 「真高才」，能帶動香港
經濟高質量發展，能創造更多高增值的職位，當局必須在精
準化審查及監察、透明化制度建設上持續發力。像 「真高
才」前桌球世界一哥奧蘇利雲，其投資的桌球俱樂部昨日正
式開幕，便為香港帶來經濟社會貢獻，不單帶來就業機會，
也有利於桌球運動的發展。

香港一直歡迎世界各地人才來港發展，這份海納百川的初
心值得珍惜，也需守護。不法 「假高才」只是極少數，唯有
嚴厲打假，續搶 「真高才」，香港人才高地必可走得更穩、
更遠。 香港商報評論員 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