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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安全感的中國》讀後記
國家圖書館前出版品國際交換處主任｜汪雁秋

* 中國的崛起

「中國即使已成強權，依然沒有安全感」，這是《尋求安全感的中國》（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的核心命題。作者們以「脆弱的超級強權」來形容崛起的中國。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提到本書係 1997年他與陸伯彬（Robert S. Ross）先生合著《長城與空城計》的延續。長

城自秦漢以來是圍堵外力入侵的防火牆，21世紀今日，中國打造一道虛擬的長城（網路與海防）

以遮掩它的內在的虛弱。作者謂中國的崛起，其實是 1972年尼克森為「接觸與參與」政策訪問中

國奠下了基礎，也是西方的支持促成它的崛起。

尼克森的訪中，開啟了它的大門，西方國家也打開了自己的市場，提供貸款與投資，轉讓了

技術，培訓了中國學生，就立法和制度規章提供了建議，並幫助加入世貿組織，促使它經濟快速

的成長。

自尼克森訪中至今已 16年過去，16年後世界變化很大，蘇聯解體，柏林圍牆倒下，東西德統

一，冷戰結束，日本經濟停滯不前，安全防衛上搖擺不定，美國「系列戰爭和對抗」，敗壞了自

己作為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的優勢地位，由於這些原因，中國相對實力變化顯得更為驚人。

2008年中國爭取到奧運主辦權，竭盡所能，將此奧運辦好，他們拆除歷史古蹟舊胡同，及開

闢廣闊的土地，打造獨一無二的鳥巢運動場及地下游泳池。中國傳統有著數字的迷思，他們選擇

2008年 8月 8日 8分 8秒舉行開幕式（因 8象徵繁榮昌盛），這五個 8將中國帶上世界舞臺。據

估計全球有 20億觀眾守在電視機前觀賞奧運，璀璨的煙火，美妙的歌舞，扣旋著觀眾的心，達到

它邁向「世界文明」的目的。近年來它在世界各國成立孔子學院，宣揚中國文化，中國儒家立國

精神，企圖以孔子「禮運大同篇」與馬克斯主義融合，作為未來執政的方針。

在經濟上，它以投資、貸款、廉價貨品出口銷售、協助非洲國家，及鄰國開礦、建設、探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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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安全感的中國》讀後記

地下資源以換取大量的石油。正如吳介民教授在對本書「導讀」中謂「中國機會論」與「中國威

脅論」牽引著全球政經精英的神經。

* 中國為什麼沒有安全感？

中國為什麼有安全感？本書歸納以下因素：

一、國內局勢

據最近中國科學院發布的《2013年中國社會分析與預測》藍皮書指出，近來因社會矛盾而發

生群體事件，每年高達十餘萬件，造成社會重大矛盾的主因，包括失業、失管、失控、失範、失

措等「六失因素」，導致對立失衡情緒瀰漫，各種地下幫會勢力因運而生，如「兄弟會」、「青

年會」、「姊妹會」等。本書指出官員們貪污腐敗，公安城管濫權，貧富差距極大，人口多種且

少子化等，造成中國內憂。

最近新聞報導，中國極富及富人僅占全民 10%，90%是中產階級及貧窮，因而人民有了排富

情節，這種排富的心理，將會造成社會不安，而有革命再起之說。

習近平李克強接班前夕，中國高層傳聞熟讀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1805-1859）的名著《舊體制與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這本書探討西方社會中民主、平等與自由之關係，並檢視平等觀念的崛起，在個人與社會之間產

生的摩擦。他們想從法國經驗吸取教訓，避開革命危機（頁 8）。

習李上臺後，即提倡節約，杜絕貪污，不僅是打小蒼蠅，也要打大老虎，如薄熙來案。2013

年 11月 7日新聞報導，中石油公司董事長及相關人員已受調查，相信將會有下一波行動。

新聞報導中國高官，有錢人兩個月內吃掉人民幣 640萬，一桌酒席 10萬 20萬人民幣是常有

的消費，如此的奢華，實是驚人！杜絕貪污，提倡節約是執政者正確的方向，否則中國將成為虛

有其表的空殼，又何能成為世界之霸！

二、中國的國土規模，戰略地緣與地理環境

作者們依中國的國土與人口規模，戰略地緣與地理環境歸納為四個同心圓構成了這個國家四

環戰略環境。第一環：中國實際管轄或宣稱擁有的領土；第二環：中國二十個鄰國相互外交關係；

第三環：中國鄰接六個區域：東北亞、大洋洲、東南亞大陸、東南亞海域、南亞、中亞；第四環：

其它世界區域。

臺灣屬於第一環，因為它要領土的完整；臺灣也屬於第二環，因為臺灣實質獨立自主，並成

為干擾中國外交一大難題，因此臺灣是周邊的第 21個政治行動者。中國夾處在如此眾多複雜的區

域體系及強權利益之間，顯得敏感而脆弱（頁 8）。

三、中國的人口與環境汙染

本書述及中國地員廣闊，人口眾多，貧窮，集中，老化且多民族。13億人口集中在約四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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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國土上，導致對城鄉的生活空間產生強大的壓力，人口中心地帶成丁字型。中心地帶生產總

額占全國 GDP的 83%。全世界汙染最嚴重的城市中國占了 16個，70%的江河湖泊被汙染，據世

界銀行估計，環境汙染每年導致中國 GDP價值減少達 12%（頁 45）。

作者們認為中國經濟雖然快速成長，但因以上原因，多數新增財富落在富人和超富人這個新

生階級手中，而農村，勞工階級，偏遠地區依然貧窮，他們預估 30年經濟顯著成長之後，中國人

民還是相對貧窮。長遠看來，中心地帶的人口結構同樣的充滿了潛在的威脅。

1970年末期，中國強行一胎化政策，導致男多女少，不成比例（中國傳統重男輕女），少子化，

老化，年輕人更少，預計到 2040年，退休人員將達到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更趨嚴重。2030年，中

國將有 2,500萬到 4,000萬單身男性，對社會安全產生不可預期的結果。

據中國官方認可的少數民族有 55種，其中尤其藏族、維吾爾族，佔據了廣闊的緩衝地區，為

了能控制此地區，它以漢族政府官員及衛戌部控制該地區，鼓勵漢族商人投資，建設，內陸移民，

以漢文化使他們同化。他們與國界外同族人聯繫，用各式各樣的方法，暴力或非暴力抵制漢人的

統治。現雖然平息，但仍有隱藏的問題。

四、經濟

中國在毛時代，實行史達林共產主義的模式，以及後來的人民公社失敗，造成了全民皆窮，

尤其十年文革，也使經濟停頓。1978年鄧小平執掌政權時，宣佈「改革開放」，打開了中國的大門，

獲取國際資金和技術，並能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到了 2011年，中國外匯存底高達 3.2兆美元，其來

源為國內直接外資，貿易盈餘，觀光的收入，以及貨幣「沖銷」（買進美元以維持固定匯率作法﹚。

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它利用外匯存底大量買進美國國庫券，多元化投資，逃過了金融危機，進

而利用這次危機帶來的機會廣泛投資，簽訂原料長期供應合約，收購全球各地資產，前進異國礦

場，投資伊朗以得到該國大量的石油，在蘇俄安裝油管可直接輸送石油至中國等。這些做法證明

中國資金遊走世界已成事實。中國的種種措施，旨在由政治與軍事擴大到貿易金融面，企望人民

幣能代替美元作為國際交易的貨幣。

關於中國經濟究竟是「正在崛起」還是「瀕臨崩潰」有著兩極化的爭論。根據聯合國貿易發

展組織《2013年全球投資報告》指出，中國收引外資的指數持續下降，資金外流現象已經出現。

目前中國中央政府債務高達 7至 8兆人民幣，而地方政府債務更高達 20兆人民幣以上。國際金融

專家麥嘉華（Marc Faber,1946-）提出警訊表示，中國快速膨脹的地方「影子銀行」即將引爆下一

場世界性金融危機。如果此項預測成真，世界如何應付？！臺灣如何生存？！

五、外交

作者們認為中國的外交是理性的，其決策過程是否偏向文化、民族主義，以及為「百年屈辱」

的憤恨所驅動？還是運用現有資源去驅動具體安全目標？作者們發現中國外交政策是透過現實主

義（Realism）的理論來得到答案，即是由國家的自身利益所驅動（戰略和經濟利益）。本書並以

國際政治學提供的看法即是以「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制度主義」（Institu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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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由主義」（Liberalism）來闡釋，認為抵禦威脅的脆弱性，是中國外交政策主要驅動力。

 中國的外交長久的信條是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互相尊重和領土的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

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1988年鄧小平上臺後，即告戒下屬：中國的外交不應該製造不必

要的對抗，而應「韜光養晦」。習近平在中共三中全會前曾召開「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強調要

堅持睦鄰友好，守望相助；講平等、重感情；常見面、多走動；更親近、更支援。

本書認為民族主義是中國外交政策論述強烈支撐因素，而以歷史上的屈辱和受傷的民族自尊

為動力，贏得民眾的最可靠的共識，其外交政策目標：1.恢復和維護領土的完整；2.在鄰國間擴

展中國的影響力；3.努力其經濟發展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

總之，中美關係是亦敵亦友，如作者所謂「兩手外交」。而中國鄰近 20個國家，表面上仰

賴中國表示友好，然其內心對中國有著存疑，所以中國只有北朝鮮一個朋友。中國的學者分析它

的外交政策是「太極外交」、「能源外交」。

六、軍事現代化

本書述及其解放軍（各種軍種、各兵種的總稱）擁有四百萬官兵龐大武力，然其作戰議題僅

限於國內（國共內戰）及中國邊境的陸地戰（如韓戰、越戰等）。自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政策，

軍備亦隨之革新：1.提昇軍人學養素質、科技的專業；2.減裁軍隊並妥善安排下崗的軍人出路；3.送

軍人到國外參訪觀摩學習；4.大量增加國防預算。

1980至 1990年代恢復軍事專業教育，興辦國防大學及國防科技大學，幾十所軍事院校及技術

學校重新建立。為了提升官兵的技能，改善他們協調工作的能力，舉辦真槍實彈的演習及與他國

開展多國軍事演習等。增加國防預算作為武器裝備，尤其海軍增添一艘醫療船及燃料的油船。並

積極地把一艘航空母艦輸入現役（良格號），擴充水面艦艇及用先進武器及感測器提升潛艇部隊，

至 2010年止，它已擁有核子動力攻擊潛艇及五十多艘柴力動力潛艇，旨在使中國加強領海的要求，

並保護在太平洋海洋通道。其空軍軍備自 1990-2010，約 70%舊機退役換新，獲得先進戰鬥機並開

發能從航空母艦上起降的噴射戰鬥機，具備空中加油的能力。其核心使命有四：1.保衛中共統治；

2.保衛領土；3.核武嚇阻；4.臺灣之外問題。本書另一作者施道安（Andrew Scobell）認為，中國

解放軍的快速發展，多次擔任聯合國的維和部隊，中國的企圖顯而易見，作者們認為中美在軍事

上，現代化，資訊化，仍然超過中國，在軍事上美國加上鄰國－墨西哥、加拿大要超過中國三倍

之多。中國在軍事上的威脅，他們認為有限（頁 374-418）。

七、臺灣問題

本書對臺灣問題著墨很多，自 1949年說起，國民政府遷至臺灣，一切百廢待舉，幸有美援，

對軍事及文化多有幫助，時美國是反共的，它將臺灣作為一個基地向中國沿海派遣國民黨水陸兩

棲突擊隊，對中國進行間諜偵察，同時訓練臺灣空軍駕駛U2飛機做空中偵察，以供美國多方情報。

美援直到蔣介石後期臺灣可自給自足才停止。但美國仍派第七艦隊防衛臺灣海峽的安全。因為美

國的干預臺灣，何時能歸屬中國，是它在外交上最頭痛的問題。

《尋求安全感的中國》讀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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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用外交孤立臺灣，阻撓臺灣參加各種世界組織，使用經濟手段加深臺灣對它的依賴。近

年來它用獎學金號召臺灣一流大學學生進入它的名校，培植人才；用高薪吸收臺灣的科技菁英，

促進他們的科技發展。黎知道臺灣學界有很多人憂慮中國以經濟力量逐漸控制臺灣，他從現實主

義看來，對此現象感到悲觀，不知道如何迴避。

對於馬英九政府改善兩岸關係，開放陸資（服貿），黎認為符合美國利益，但另一方面可能

讓中國海軍突破第一島鏈，又與美國經濟利益衝突，他們認為只要美國經濟不衰退，美國仍會維

持在亞洲的影響力。

2013年習近平與歐巴馬會面時，提出「新型大國關係」口號，目的是希望美國改變既有的敵

對關係，接受中國合理的要求，如減少對中國海軍的監測，不要干預臺灣問題，停止天安門事件

以來對中國採取科技的制裁等。作者們認為華府不會接受這個要求，因為雙方都不願放棄西太平

洋海域防線的爭取。臺灣位於西太平洋海域要津，如果中國收復臺灣，則美國在亞洲影響力受到

阻礙。作者們最後結論是：中國的崛起，只要在美國認為它成為一個威脅時，才能威脅到美國及

世界。只要美國牢牢堅守其價值觀，並解決其國內問題，它將能夠應付中國的崛起。

* 後記

本書兩位作者各有不同的學科背景，黎安友哈佛大學博士，師從老一輩名漢學家費正清（John 

Fairbank），影響他對中國研究發生興趣。他專長中國政治與外交政策，政治參與及政治比較研究，

人權研究，他曾在 30歲時訪問過中國，後因他支持六四運動及論中國人權，而被中國禁足，實是

遺憾。施道安出生於香港，美國亞太安全軍事專家，他經常到中國深入探討，對中國軍事知之甚

深，兩人合著互補不足，而能使本書完整的呈現在讀者眼前。

譯者何大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河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其翻譯文字優美，能

引經據典，讀來順暢，不覺是譯本。

本書以述史、分析、預測融和的寫作方式，文字細膩而委婉，其特點以歸納法將中國的崛起

及沒有安全感劃分為四個環，再將每一環作詳細的分析，不帶有任何色彩，平實地敘述。讀者如

對中、美、臺三角關係、對中國如何崛起有興趣，這是一本學術性易讀的好書。

《尋求安全感的中國》出版後數月內，國際間發生了一些事件，尤其是有關美、中、日、韓

之間的矛盾：

一、中共國防部對東海方面設防空識別區，引起美、日、韓嚴重的關切，美國是站在日本這邊，

直接衝擊到日本與美國空中警戒範圍，也將釣魚臺列嶼主權爭議拉到風險最高的層次（聯合

報 2013年 11月 24日）。

二、中國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廢止「勞動教育」，及宣佈 2014年，除涉及重大國際機密案件外，

所有判決均將透明化（透過網路公司）是大陸邁向法治及人權釋放重要信息的開始（鉅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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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新聞中心，2013年 12月 31日）。

三、南韓 2013年 12月 8日宣布擴大防空識別區，7日生效，東北亞各方環空識別區的博弈，開始

進入四方對弈的局面，中、美、日、韓四方博弈形勢發展，是否衝擊臺灣現有的區域戰，將

是嚴肅的課題（聯合報 2013年 12月 16日）。

四、中共將無人嫦娥 3號於 2013年 12月 10日登上月球，成功的抵達月球虹灣，將玉兔盒置放在「廣

寒宮」，「廣寒宮」真的有玉兔了！宣示它的科技發展（中時 2013年 12月 10日）。

五、北朝鮮張成澤（親中）被處死事件，及發射導彈，發展核武，將是東亞一個愈來愈難測的威脅，

北朝鮮雖然是中國唯一朋友，但金正恩的不按牌理出牌是中共的隱憂。

由於以上事件，甚感國際間瞬息萬變，根據閻學通《下一個十年：全球變局大預測》謂未來

十年將是中美的天下，美國不會衰退，中國將繼續崛起，東亞地區將成為世界中心（2023年）。

臺灣呢？要怎樣在中美夾縫中生存？這是執政者及在野者需要深思如何面對的一個嚴肅問題。希

望兩黨能理性地坐下好好商談，國會議員也能針對國家面對嚴肅的問題，民生重要案件，經濟如

何與國際接軌等，提出正面的建議，督促政府，同造臺灣光明的未來。

延伸閱讀

1. 卜睿哲著（2013 年 4 月）。未知的海峽：兩岸關係的未來（林添貴譯）。臺北市：遠流。

2.艾利森，布萊克維爾，韋恩作（2013年 7月）。去問李光耀：一代總理對中國、美國和全世界的深思（林添貴譯）。

臺北市：時報文化。

3. 潘卡吉．米什拉著（2013 年 8 月）。從帝國廢墟中崛起：從梁啟超到泰戈爾，喚醒亞洲與改變世界（黃中憲譯）。

臺北市：聯經。

4. 時寒冰著（2013 年 9 月）。歐債危機下的中國變局。臺北市：龍圖騰文化。

5. 閻學通著（2013 年 10 月）。下一個十年：全球變局大預測。新北市：八旗。

6. 胡安．巴勃羅，賈勒德納，埃里維托．阿拉伍候著（2013 年 11月）。中國悄悄占領全世界（譚家瑜譯）。臺北市：

聯經。

《尋求安全感的中國》讀後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