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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朱經武校長的疑問

• 2016年10月15日在台北中央研究
院巧遇科大前校長朱經武教授，
共進早餐

• 他很關心香港，知悉我正在做一
帶一路研究時，提出了兩個問題：

• 為何近年香港青年對社會那麼
不滿？

• 中國龐大人口過去一直被認是
個巨大問題 (包袱)，為甚麼現
在反而成為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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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亞五國

• 哈薩克： 1,700萬

• 吉爾吉斯： 600萬

• 塔吉克： 860萬

• 土庫曼： 540萬

• 烏茲別克： 3,100萬

歐洲強國

• 英國： 6,300萬

• 法國： 6,800萬

• 德國： 8,200萬

• 意大利：6,000萬

• 西班牙：4,7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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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14億；廣東一省：1億700萬



引言

龐大人口由負擔轉為優勢，其過程和關鍵到底是甚麼？

大國的強、弱關鍵在哪裏？

小國的強、弱關鍵又在哪裏？

由小而大，或由弱轉強 (反之亦然) 的過程與關鍵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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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5

如果人口是資源、是市場、是發展力量，未來世界會有哪些
重大變化？



力量的轉變：國家發展理論簡述

國家如生物，具起落興替發展與生老病死
的過程

世界分了落後 (發展中) 與發達 (已發展) 
國家兩大類
世界分了落後 (發展中) 與發達 (已發展) 
國家兩大類

現代化論 現代化的動力：創新、理性化、專業化、
制度化、全球化… (資本主義精神)

國家能培養資本主義精神，便具發展動力，
便能走上現代化道路

依賴與世界
體系論

發達國家為核心，落後國家只能賴發達國
家才能生存
發達國家為核心，落後國家只能賴發達國
家才能生存

兩類國家間存在依賴關係；或是形成了
「核心—邊陲」支配與剝削的不平關係
兩類國家間存在依賴關係；或是形成了
「核心—邊陲」支配與剝削的不平關係



2016年12月23日，BBC一則專訪：1498年發生的事件改變了世界

力量的轉變：1498年的歷史轉捩點



1498年發生的重要事件

5月20日

•達加瑪(Vasco da Gama) 到達印度

西岸Calicut，乃由海路抵印的第

一位歐洲人

6月21日

•猶太人被Emperor Maximilian I 

驅逐出紐倫堡，令猶太人的經商方

式在歐洲擴散

6月26日

•中國人用野猪毛製造牙擦，成為不

起眼但影響人類日常生活的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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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

•Emperor Maximilian I 設立帝國
教堂聖詩班

7月31日

•哥侖布在第三次航行旅程上發現了
千里達

8月14日

•哥侖布成為第一位踏足委內瑞拉的
歐洲人



資本主義精神、全球化與現代化

韋伯 (Max Weber)：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
精神

逐漸踏上現代化道路的歐洲，開始了向外
開拓的探索
逐漸踏上現代化道路的歐洲，開始了向外
開拓的探索

資本主義
精神

桑巴特 (Werner Sombart)：猶太教與資
本主義精神

創新、理性化、專業化、制度化等，促使
國家走上了現代化道路

全球化 1492年10月，由哥倫布帶領的船隊，自歐
洲一直向西行， 終發現北美洲新大陸
1492年10月，由哥倫布帶領的船隊，自歐
洲一直向西行， 終發現北美洲新大陸

從此，世界是圓的事實得到確立，亦踏上
全球化步伐，歐洲各國則爭相全球擴張
從此，世界是圓的事實得到確立，亦踏上
全球化步伐，歐洲各國則爭相全球擴張



力量的轉變：資本主義精神

• 桑巴特認為，在資本主義之前，人類是比較純潔的，各人以自
己為標準，去衡量外界事物。

• 一旦接受了資本主義，就本末顛置，採取一種數量上的計算
(quantitative calculation)，所有精力用於計算如何獲得財物，
『用武力、用魔術、用新發明和用金錢去獲得財物』(黃仁宇，
1997：10‐11)

何謂：資本主義精神

• 創新

• 理性化

• 專業化

• 利益 大化等，從而走上現代化道路

具體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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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的轉變：全球化浪潮

「全球化1.0」：1492‐1800年

Thomas Friedman:

全球化三個階段

「全球化2.0」：1800‐2000年

「全球化3.0」：2000年至今天



資本主義精神與全球化的結合

因計算、變通、尋求財富等走上現代化的強國路

財富積累日厚，追求擴張之心則日熾

不滿足於只集中一隅之地，向外擴張

隨著全球化擴張全世界，以強制弱：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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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的轉變：股票市場的例子

沒有創立股票市場之前 (十七世紀)，經
濟結構

十七世紀，股票市場於幅員細小的荷蘭創
立，令該國率先踏上資本主義道路
十七世紀，股票市場於幅員細小的荷蘭創
立，令該國率先踏上資本主義道路

兩輪驅動 如「兩輪驅動」的人力車，動力弱，速度
慢

促進生產的要素 (factors of produc-
tion) 只有土地、勞力

四輪驅動 其經濟結構就如「四輪驅動」的電動車，
動力大，速度快
其經濟結構就如「四輪驅動」的電動車，
動力大，速度快

因促進生產的要素除了土地和勞力，還增
加了資本和企業精神
因促進生產的要素除了土地和勞力，還增
加了資本和企業精神



力量的轉變：股票市場的例子

將公司股份像貨物般買賣，並設立公開透明市場進行交易，乃
一種史無前例的制度創新

此制度可促進資本聚合，將零星分散民間儲蓄如百川滙海般
集結，讓商人用於開拓市場、發展經濟，推動社會建設

除大股東，小股東 (冒起的中產階級) 亦可分享發展成果

荷蘭經濟迅速發展起來，之後為英國所仿效，並發揚光大，
日後更刺激了工業革命

美、法、德、日先後引入該制度，壯大國力，進行全球擴張

14



中國缺乏資本主義精神

沒法走上現代化道路

重農抑商：

沒追求財富的精神張力

家族主義：

感情重於理性

缺乏創新：

儒家傳統、服從保守

中國走上現代化道路的曲折歷程



由盛而衰

• 清道光時期 (1821‐1850)，中國的產量約佔全球三分之一

• 鴉片戰爭敗陣後，連番割地賠款，國力日弱

• 連番改革失敗， 後滿清皇朝被推翻

外憂內亂

•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唯又陷內鬥，軍閥混戰尤烈

• 蔣介石北伐成功，即遇日軍侵華，全國與日展開持久抗戰

• 抗戰勝利，但不久又陷國共內戰， 後國民黨敗走台灣

改革開放

•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實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政
治制度及社會環境等銳變

• 國力稍見恢復，又遇文化大革命的激烈政治運動

• 1978年，在一窮二白中宣佈改革開放

中國走上現代化道路的曲折歷程



歷史上罕見的

成功例子

• 戰國七雄時秦國商鞅變法，取得成功

• 自此之後，直至改革開放

• 未見成功例子

連串失敗

• 宋朝：范仲淹、王安石

• 明朝：張居正

• 清朝：曾國藩、李鴻章、康有為、慈禧

改革之初

不被看好

• 1978年的改革開放，內外環境極差

• 摸著石頭過河

• 社會期望不高

• 不看好或撥冷水者極多

中國走上現代化道路的曲折歷程



中國走上現代化道路的曲折歷程

2010年，中國超

越日本和德國，

成為世界第二大

經濟體，僅次於

美國

收回香港與
澳門，

進一步提升
綜合國力

從計算、變
通、尋求財
富中走上強

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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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革開放前夕，
中國大陸的生產
總值約只有香港
的兩倍多而已

2. 經濟底子極弱

3. 人民一窮二白

1. 沒有美籍日裔學
者福山 (Francis 
Fukuyama) 眼中的
西方自由民主體制

2. 缺乏韋伯口中的
資本主義精神

3. 但中國的經濟則
一直保持急速上升

1. 中國的成功突圍，可
以擺脫對歐美的依賴與
被支配，被視為「中國
模式」

2. 不全盤採納西方一套，
先發展自由民主，藉高
效體制推動經濟發展

3. 高舉發展至上的「硬
道理」，政治上集權，
全力拼經濟，做好建設，
搞好民生

「中國模式」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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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化具資本主義精神

• 儒家思想及家族主義有其促進經濟發展的
動力

• 中國的政治體制「穩定而高效」(哈佛大
學前校長Larry Summers)

• 因此中國可以走向現代化

中國的成功
說明

• 《經濟學人》(2014年3月) 認為中國模式：

• 「揭示了西方政治體制的根本弱點」

• 「破壞了西方人固有的自信」

• 「打破了民主世界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壟斷」

中國模式反
映現代化之
路不只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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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模」揭示現代化之路不只一條

所以從理論上說「中國模式」是一種創新



一帶一路：全球化年代中國的發展理論與理想

國家主席習近平說：

「一帶一路是促進共同發展、實現共同繁榮的合作共贏之
路，是增進理解信任、加強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誼之路。」

2013年10月

中國提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2013年9月

中國提出了發展絲綢之路經濟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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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的理論、理想與實踐

一帶一路貫穿亞歐非大陸，一頭是活躍的東亞經濟圈，一頭
是發達的歐洲經濟圈，中間廣大腹地國家經濟發展潛力巨大。



一帶一路倡議中的「五通」

多元與多
樣的聯繫
合作互通

政策溝通

設施連通

資金融通貿易暢通

民心相通



一帶一路的核心內容與實踐方略

覆蓋65個國家，當中有發展國家，亦有新
興國家，總人口達44億，市場潛力巨大

構思中有六大經濟走廊，牽涉龐大資金、
貿易、建設與發展動力

已成立絲路基金 (SRF) 和亞洲基礎建設投
資銀行 (AIIB)，推動一帶一路實踐

國家正全方位推動一帶一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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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經濟學巨匠熊彼得 (J.A. Schumpeter) 的簡單說法，是「推
行新組合」

• 「推行新組合」有五個具體條件，而其中一項為推行一個新
商業組織

• 「一帶一路」倡議可視作「推行一個新組織」的制度創新

何謂創新

• 歐美發達經濟體主導的自由貿易組織 (GATT, TPP)，其實並不
自由，採取「會員制」，具排他性和封閉性

• 中國的發展中經濟體提倡，不用「會員制」，願意即能互往，
具包容性和開放性

• 交往不限於經濟貿易，涵蓋不同層面，具多元化及多樣性

內容與特點

一帶一路的制度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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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倡議出台的歷史與時代背景

歐洲及美國自進入千禧世紀的十多二十年來，
經濟發展動力大不如前，甚至持續衰退

伊斯蘭世界發生巨大變化，恐怖主義抬頭，
且日趨熾熱

亞洲成為世界經濟火車頭，美國推出了亞洲
再平衡策略，重返亞洲

中國經濟保持發展動力，對全球的貢獻及影
響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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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間對中國提倡一帶一路的臆測與分析

改革開放進
入深水區，
須尋新發展
亮點，帶動
經濟發展

產能過剩，
須向外傾銷
產品，換取

資源

工業成本上
升，經濟與
社會進入升
級轉型階段

中國意欲稱
霸世界，向
外擴張，掠

奪資源

別理他，
「我自求我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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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溝通

設施連通

資金融通貿易暢通

民心相通

政策溝通
與秩序管

治

基礎設施

能源開發

融資集資

貨幣運用

商貿往來

工業生產

文化交流

教育互動

政治溝通
協商

一帶一路的巨大機遇與挑戰



一帶一路的巨大機遇與挑戰

幅員遼闊、資源豐富、人口眾多，市場巨
大

政治、信仰、文化與生活習慣等差異巨大，
合作溝通與互動需更多了解
政治、信仰、文化與生活習慣等差異巨大，
合作溝通與互動需更多了解

巨大機遇 大多屬新興經濟體，充滿活力，且發展空
間有待開發

彼此發展腳步不同、優勢強弱存在差異，
合作發展的協同效應巨大

巨大挑戰 部份地區治安不靖、交通欠便，且有戰爭
與恐襲威脅
部份地區治安不靖、交通欠便，且有戰爭
與恐襲威脅

發展要兼顧環境保護、可持續等，須花更
多投資、心力與關注
發展要兼顧環境保護、可持續等，須花更
多投資、心力與關注



一帶一路巨大發展潛能的一些例子

橫跨歐亞的高鐵系統、高速公路系統與建
設

六大橫跨歐亞、中亞與東南亞的經濟走廊
及其建設

強化與一帶一路國家政府及人民的接觸、
旅遊、學習與交化藝術交流等活動

各種貿易、建設與文化交流等背後牽涉的
技術、物流及專業服務

大小建設、商貿活動及人民交往，必然牽
涉貨幣與金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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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2



一帶一路的巨大潛能：貨幣與金融的例子

大中華區有四個股票市場，但處於同一時
區，有不同制度及社經環境

大中華區有四種貨幣，兌換率變化不一，
應朝向相互掛鈎或設立單一貨幣方向走
大中華區有四種貨幣，兌換率變化不一，
應朝向相互掛鈎或設立單一貨幣方向走

大中華
股票市場

一帶一路的商貿與投資必然帶動大量集資
融資需求

應求同存異創立大「大中華板」，在此板
掛牌買賣者可四地流通，股票與債券並進

大中華
貨幣

現時人民幣未自由兌換，資本賬未開，香
港為離岸人民幣中心，但人民幣使用日多
現時人民幣未自由兌換，資本賬未開，香
港為離岸人民幣中心，但人民幣使用日多

現時國際貨幣以美元獨大，歐元次之。大
中華區四種貨幣若能聯合，流通必日大
現時國際貨幣以美元獨大，歐元次之。大
中華區四種貨幣若能聯合，流通必日大



開拓一帶一路巨大潛能：香港的重要性

具國際聯繫與知名度，更有史無前歷的「一國兩制」，乃一帶
一路的集資融資中心

擁有極為優良且公開透明的司法制度，有助處理不同商貿
與投資糾紛和仲裁

乃金融市場 (股票、債券、銀行業等) ，設立「大中華板」
管理中心的不二之選

乃離岸人民幣中心的不二之選

擁有高效專業的服務團隊，可提供全方位支援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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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國家應：

謀發展、共繁榮

一帶一路國家應：

謀發展、共繁榮

發展過程應：

先易後難

揚長避短

發展過程應：

先易後難

揚長避短

世界經濟論壇：

《全球競爭力報告》

的說明

世界經濟論壇：

《全球競爭力報告》

的說明

33

開拓一帶一路的各師各法：競爭力比較



一帶一路國家或經濟體競爭力評分 (2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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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國家或經濟體競爭力評分 (2015‐16)



中國大陸與一帶一路整體經濟的競爭力比較 (2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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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一帶一路整體經濟的競爭力比較 (2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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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一帶一路整體經濟的競爭力比較 (2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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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與一帶一路整體經濟的競爭力比較 (2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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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從專注發展、高舉發
展中得到成功，樹立典範

在全球化年代，
任何謀求發展的
經濟體，均不能
自我封閉，而須
向外開拓

輸出經驗：

發展至上

強調原則：

互利共贏

努力方向：

和平友誼

40

「中國模式」的核心：發展是硬道理

用Larry Summers的話是：
「打破了民主世界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壟斷」



困阻與挑戰

自然地理的阻隔

•一帶：高山、沙漠、缺乏基本的交

通建設

•一路：海盜出沒、海港欠設施

宗教、歷史與文化差異

•區域內宗教眾多，歷史文化差異大

•語言、制度及生活習慣不同

戰火彌漫與恐怖主義

•不少國家仍受戰火蹂躪

•宗教極端主義與恐怖主義高張 41



一帶一路國家脆弱指數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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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阻與挑戰

意識形態與政治角力

•政治、宗教糾纏產生不同意識形態

•彼此間角力與鬥爭不斷

經濟與產業差異

•經濟規模與發展程度差異大

•發展模式不能抄襲照搬

域外國家插手干預

•發展起來影響全球政治

•域外國家或會暗中阻撓破壞
43



特朗普時代的危與機

美國優先

•保護主義

•退出TPP

歐亞「再」平衡

•又再調整亞洲政策？

•又再調整歐洲政策？

不穩定性與難預測性

•政策難料

•動向不明
44



歷史的遺憾：甘英使大秦

班超派遣甘英與羅馬帝國交往

班超派甘英
使大秦：

「聞之乃至」
歷盡千山萬水抵伊朗西岸，

但因「海水廣大」不敢再進



歷史的遺憾：鄭和七下西洋

鄭和七下西洋，歷28載花巨資
明成祖派鄭和
七下西洋：

止於「宣揚國威」
足迹遠至印度洋、中東、東非

沒如歐洲人般所到處拓殖掠奪



歷史的時刻：一帶一路與中國

呼應歷史發展：不同民族互通

一帶一路倡議：
歷史性舉措 結合當前國情與全球化進程

立足包容、合作、發展、互利



歷史轉捩點的抉擇與思考

甘英使大
秦，遇阻隔
困境「聞之
乃止」，錯
過了打通歐
亞阻隔的歷

史契機

日後有了馬
可孛羅東

來，成為歐
亞聯繫第一
人，促進多
方接觸往來

鄭和七下西
洋，未能挺
進歐洲，亦
未能促進
政、經、

貿、文等多
方發展

日後有了哥
侖布發現新
大陸，然後
是歐洲連番
向外拓殖、

掠奪

一帶一路雖
強調多元包
融不強逼，
但卻招來不
少批評，應
否「聞之乃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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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創造新的文藝復興，令歐亞非乃至全世界均能獲益，邁向有更

寬廣的未來

若一種高舉發展，強調互惠合作共贏的模式能落實，則可打破

過去依賴或「核心—邊陲」理論，擺脫支配與剝削關係

一帶一路地區經濟獲得同步發展，不同社會與文化有更好良性

互動與交流，區域內不同種族人民則有更好生活

中國經濟、產業與科技等順利轉型，綜合國力進一步提升，國

人有更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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