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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后的中美关系

《中国新闻周刊》6月17日

刊登外交部前副部长傅莹的万

字长文《新冠疫情后的中美关

系》。文章说，未来中美是否会陷

入零和对抗、抑或实现“竞合”

关系，关键要看两国能否客观判

断对方的实力与意图，进而能否

找到彼此目标相容的空间。

文章说，无论美国大选结果

如何，中美关系的未来方向都是

下一阶段双方决策层需要认真思

考和理性探讨的。看美国对华态

度的演变趋势，在如何实施新战

略上可以观察到两个方向上的推

动力 ：一股力量以华盛顿右翼为

主导，主张对抗和“全面打压”

中国 ；另一股相对理性的力量也

是存在的，不主张放弃“有限接

触”，希望保持务实关系。后一种

观点并非没有广泛和沉默的支持

者，将来随着美国内政治局势的

变化，其影响可能会有所上升。

对中方而言，如何应对美国

的竞争挑衅，如何准确判断世界

潮流，并且能顺势而为，对内确保

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进程

不被打断，对外赢得和保障国家

发展所需要的和平与合作的环

境？这是摆在21世纪历程途中必

须面对的大问题。

需要认识到的是，我们看今

天的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不能低

估一些政客出于各种利益的考虑

刻意误读、误判中国和由此可能

对两国关系带来的伤害，甚至会

让两国关系一时偏离正确轨道。

但是，我们也不必高估他们改变

历史潮流的能力。鉴此，我们需

要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做认真

的思考和设计，主动提出自己的

选择和方案，既能够切实维护中

国根本利益，又能解决美方合理

关切，同时也符合世界和平发展

的大方向。

复杂环境下的底线思维

《环球时报》6月15日刊登

杨雪冬的文章说，底线思维，关键

是要厘定谁的底线，什么水平的

底线。中国正经历着深刻变革，

社会利益快速分化，社会观念更

加多元，不同群体、不同个体都有

自己的底线预期，都有自己的衡

量标准。这些底线预期并不完全

一致，衡量标准除了不同，还可能

相互抵牾。

因此，在当下中国讨论底线

思维，首先的前提是，必须承认这

是社会多元条件下的底线思维。

底线思维从根本上说，就是人民至

上思维，就是改革思维、开放思维。

其次，在多元底线条件下，

底线思维要努力塑造社会共识。

社会越多元，观念越多样，就越需

要以制度化、法制化方式控制社

会分化、化解社会矛盾，提供诉求

表达，就越需要主动塑造社会共

识，增强社会认同，把全社会力量

凝聚在一起。因此，底线思维就是

民主思维、协商思维、法治思维。

第三，在国家治理的具体实

践中，底线思维就是短板思维，

需要认真分析国家治理体系还存

在哪些缺陷，国家治理能力还有

哪些不足，还需要跟踪研判国际

环境中哪些变化会成为“黑天

鹅”事件，哪些会产生“蝴蝶效

应”“灰犀牛效应”，进而常怀忧

患意识，培养系统思维、同情共理

思维，提高预判能力、回应能力、

应变能力，及时补短板。

近代以来，忧患意识一直伴

随着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底线

思维是这种忧患意识在当代的理

性化呈现。越是接近成功的目

标，越是需要保持对复杂环境的

清醒认识以及冲破各种利益、观

念束缚羁绊的勇气，越要戒骄戒

躁，从容筹划，果断实施。

香港和海南自贸港
各有各的优势

《环球时报》6月3日刊登梁

海明的文章说，中共中央、国务院

6月1日印发了《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总体方案》。目前我国最

大的自贸港是香港，因此有一些

舆论认为，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

的建设，是不是有希望其承担或

者取代部分香港角色的意思？

“海南免税威胁香港”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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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法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

2018年《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的指导意见》发布时，香港

社会内部和一些外部观察人士中

就有一些担忧的舆论，有“海南崛

起、香港失势”的说法。但实际

上，香港和海南自贸港各有各的

优势。香港主要优势是资金自由

兑换和出入境，以及可以做空对

冲。海南自贸港加速金融市场开

放，政策与以前相比大大放宽，

外资可以在内地设独资的基金、证

券公司，外资持股比例上限也放开

了。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考虑短

期回报高的会选择将金融部门设

在香港 ；想进一步拓展中国内地

的客户则可以更多考虑海南。在

投资类别上，投资股票、固收等二

级市场更适合在香港，而高科技风

投更适合在海南自贸港。

除此之外，海南和香港差异

化发展的道路还有不少。如果可

以把海南自贸港和香港的优势结

合，以及推进两地更加相互联动，

令外国投资者既投资香港，同时又

投资海南，这样就可以既兼顾两地

投资类别的特色，又可以兼顾短期

利益和长期利益，这对海南、香港

和外国投资者来说，是三赢。

地摊概念一夜疯狂
产业发展不能靠“蹭热点”

《新京报》6月5日刊登盘和

林的文章说，自中央表态支持小店

地摊经济以来，资本市场也闻风而

动。数据显示，6月3日A股19只

地摊经济概念股全部飘红收盘，占

比达到73.68%。五菱汽车因推出

针对摆摊人员的翼开启售货车，6

月3日股价一度涨超120%。　　

不可否认，地摊经济在疫情

过后对复工复产、刺激消费和活

跃市场具有重要的作用。现阶

段，通过开放地摊的政策在短期

内对整个市场必然会产生一定的

刺激作用，但也必须认识到地摊

经济的“市民”属性和低端产业

层次。过去地摊经济一直是城市

的边缘经济，更多的是售卖小商

品和特色小吃，产业链条比较固

定和封闭，满足的人群也多是周

边的普通百姓，所谓的一夜之间

变得“高大上”仅仅是概念使然。

当前，A股经常会出现羊群

效应，并不是真实价值的反映，

投资者要理性对待。一方面，经

济驱动力要避免陷入热点循环，

资本市场也不能盲目跟风、一哄

而上。另一方面，企业要把发展

重心时刻放在技术创新上。而对

政府来说，也要积极进行宣传引

导，在提出概念、刺激产业的同时

也要统筹规划，做好风险预估和

应对方案，发展与监管并重。

“顶格管理”逼得基层搞
形式主义

《北京日报》6月8日刊登房

宁的文章说，从公共管理学的角

度看，普遍存在的形式主义问题

与“顶格管理”模式及其理念有

关。所谓“顶格管理”，简言之，

就是一切按照上限进行管理的操

作模式和理念。它表现为管理工

作中的“四最”——“最全事

项、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快速

度”，也就是追求经济学上的所谓

“最优化”目标。

然而，实行“顶格管理”，追

求最优化，是要有前提的。首先

需要最优条件，其次要付出最高

代价与成本。但在实际生活中，

这种最优化的前提条件和成本支

付都是难于实现的。如果强行要

求“最优化”，就会造成包括形式

主义在内的很多问题。概括起来

说，“顶格管理”带来的主要问

题 ：一是会推高管理成本，二是

因缺乏操作的灵活性，会降低政

策的适应性，导致工作难以真正

落实。明明做不到，又强制要求，

于是现实中就只好应付，“形式

主义”就这样出来了。按基层干

部们的说法，形式主义是官僚主

义逼出来的。

以“最严要求”而论，现在

上面布置的任务非常具体，包括

路线图、时间表、各项标准，有的

干脆就是下发一个大表格，要求

不折不扣地执行。然而须知，底

下情况千差万别，不可能和上面

的政策一一对应，不给执行者一

定的自由裁量权，任何政策都无

法真正得到执行和落实，还会助

长形式主义。现在基层管理中出

现某些奇葩现象，都和这有关系。

严防抗疫财政资金
“雁过拔毛”

《第一财经日报》6月11日刊

登社论说，不久前结束的全国两

会，中央决定通过提高财政赤字率

和发行特别国债，筹集规模约2万

亿的资金予以驰援。这一过程中，

如何严控资金被滥用，防止各级政

府“雁过拔毛”，备受关注。

从以往经验看，中央拨付资

金到地方进行救灾等特定用途

时，“雁过拔毛”现象并不少见。

今年从中央到地方财政收入均不

乐观，数万亿的财政资金下发，

地方“截留”部分资金的动力有

增无减。以往“雁过拔毛”的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