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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China adopted the Reform and Open Door Policy in 1978, it has integrated into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 by joining World Bank, IMF, GATT and WTO. This

policy has made China’s economy get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its people can have better

situation of life. Nevertheless, economic developments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trade

section transformed China into one big threat in American and its neighbor’s view, which

gave China the very difficulty and challenge in Foreign affairs now and beyond.

In light of the period from the end of 1970’s to now, this paper examined the prof-

itable and the futile effects in China’s policy of joining economic regime. Relying upon

this, the paper submitted a comprehensive critique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 On the other hand, through studying up the theory of

trade peace, this paper also surveyed the affection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to China,

and used this result to explain the possibility of conflicts between China and its partner in

trade.

We think, when China enjoys his economic progress, it should have, at the same time,

the more considerate and pragmatic perceptions of reducing the suspicion about its rising

and threat. And furthermore, China ought to take the peaceful strategy for his main part in

foreign policy. All of the this can help himself to catch the strategic opportunity in the

future 20 years and get more advantages to become a really great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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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跨國商業活動的迅速發展與勃興，國際間「相互依賴」
（interdependence）度日增，「經濟」議題儼然成為國際政治中最重
要的面向之一，並與安全議題共同成為國家對外事務的兩大主軸。
另一方面，冷戰的結束促使「國際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與「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受到國家的重視，成
為彼此間往來的「規範」及主要場域。中國自1978年實施改革開放
政策以來，即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
化」為目標，逐步融入「國際經濟建制」（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參與如世界銀行（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會
（IMF）、關貿總協定（GATT）與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全球或
區域性的「國際經濟建制」，使得二十五年來中國的經濟得以發
展、人民生活水準相對獲得提升。然而，經濟發展與貿易互賴雖然
使得中國國力及國際政治的影響力日增，但卻也讓中國成為區域鄰
國及美國眼中的「威脅」或是「敵手」，為中國當前及未來的外交
處境形成了一定的隱憂和挑戰。
本文回顧1970年代末期迄今中國在經濟改革上的重要歷程，分

析其過去與現在參與「國際經濟建制」的得與失，就中國參與「國
際經濟建制」作一整體的評述。同時探究中共政權內部，因經濟改
革後在政治上所做出的調整與轉變。另外，透過對「貿易和平論」
（the theory of trade peace）的探討，檢視經濟互賴對中國在國際政
治舞台上的影響，藉此說明即使現在的中國與許多國家存有密切的
互賴關係和貿易往來，但並非意謂衝突發生的可能性已不存在。本
文認為當前中國在享受參與「國際經濟建制」所帶來的豐碩成果之
餘，應該以更具創見的思考及務實的認知，化解各國對中國威脅論
的疑慮，在外交政策的主觀面與客觀面表現出和平崛起的風範，掌
握未來二十年的「戰略機遇期」（strategic opportunity），在「國際
經濟建制」中替自己爭取更多成為大國的優勢。



藉由經濟政策的改革和逐步開放，中國漸漸融入「國際經濟建

制」（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與「國際貿易體系」（interna-

tional trade system），使國家獲得了發展的機會。此種發展除了對美

國商業的利害關係影響至為重大外，對渴望追求經濟成長的其他國

家而言，也同樣具有不容小覷的影響力。一方面，中國市場宛如一

個潛力與利潤無窮的新天地，儼然成為全球競爭的輻湊之地，各類

大型跨國公司無不設法在此爭逐市場佔有率，成為立足全球的國際

性企業。但在另一方面，此種因貿易和經濟活動產生的「互賴」

（interdependence）現象，並非全然如「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

eral institutionalism）學者所言，在基於利益而產生互動的各個國家

中，只在乎一種目標，即達到本國利益的最大化。

「新自由制度主義」者認為在「無政府狀態」（anarchy）和基

於利益而生的「互賴」合作模式中，國家只重視用什麼方法才能使

自已獲得最大的收益。
1
知名國際政治學者基歐漢（R o b e r t

Keohane），將他提出的「互賴」觀點建立在國家本質是屬於一個

「個體主義者」（individualist）的假設基礎上。他認為，「無政府狀

態」下的國家，就像經濟學中的商人或企業主，是理性的「個體主

義」（individualism）者。因此，在理性的自我主義觀念下，一國的

利益與其他國家的利益是沒有關聯的，也就是說國家只重視「絕對

獲益」（absolute gains）。

然而事實上，伴隨「互賴」而生的「相對獲益」（relative gains）

問題一直是左右國家間合作或衝突的一個關鍵，基於「相對獲益」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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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xelrod, Robert M.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Y: Basic Books, 1984), pp.14~16 ;

Stein, Arthur A. Why Nations Cooperate: Circumstance and Cho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30~139. 斯坦（Stein）使用了一

個絕對獲益的觀點，即「自由主義但非重商主義的自我利益觀」，來表明國家只

關注他們本身的獲益並以自己的獲益最大化來衡量結果。



的思考，國家有可能在擔心今天合作的伙伴因為在過程中得到相對

較多的好處，而逐漸在能力上超越自己，成為明日威脅自己安全或

生存的敵人，而退出現有的合作關係，甚至不惜以發動戰爭為手

段，進行「互賴」關係的調整與修正。這也正說明了為何改革開放

後一個在經濟上逐漸進步的中國，會成為美國或亞太區域國家眼中

潛在的「威脅」，即便這些國家也與中國一同在參與「國際經濟建

制」的過程中有所受惠。
2
根據一些學者的看法，中國正呈現一種

非常危險的態勢：繁榮的經濟使其對能源的需求越來越大。當其經

濟越成長，社會更加富裕的同時，對於能源的需求自然也將更為迫

切，這很可能使中國把更多的預算與經費投入軍備，因為這樣才能

確保在任何情況發生時，能源的供應無虞。
3

類似上述的觀點，以及目前為各國所熱烈討論的「中國威脅論」

（China Threaten），無疑都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和外交政策提供

了相當的困境。本文研究之重點有二：一是嘗試從中國的經濟改革

談起，對中國參與「國際經濟建制」的正、反面效果進行分析與評

估，說明參與「國際經濟建制」是中國求取持續發展和成為大國的

不二法門，但同時也應積極設法消除「互賴」過程中鄰國內心的疑

慮，避免合作「互賴」關係的中斷，或是實際衝突的發生；另一重

點則是由中國先前的計劃經濟占絕對的主導地位，轉變為今天的非

計劃經濟、非公有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情形來分析。中國經濟的市

場化在不斷推進，但是，在經濟市場化的同時，其政治制度卻沒有

出現政治學理論中所預測的民主化。中國的政治制度之所以沒有隨

著經濟市場化而持續走向民主，可能有幾個原因：一是在經濟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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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ernstein, Richard., and Munro, Ross H.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Ran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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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渡階段，政府官員的權力成為有利可圖

的工具，因此他們不願放棄自己手中的既得利益，放手從事政治改

革。另一個原因則是，當經濟改革獲得一定的成效時，人民生活水

平的相對提高，減輕了對中共當局進行政治改革的壓力與要求。

回顧過去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共最高領導核心的結構呈現

出一種如下的發展趨勢：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是個十足的獨裁

者，一個人說了算；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雖然幹練，但也不得不

跟陳雲這樣的元老抗衡，使得中共政治權力的結構實際上出現了兩

個中心；到了第三代，江澤民則是面對更多的抗衡者，於是派系問

題浮現；到了胡錦濤、溫家寶這一代，集體領導、黨內派系之爭已

經成為不可否認的事實。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民主化是否有可

能藉由中共黨內派系間的權力制衡而產生，即值得觀察與研究。

最後在國際層次上，中國當前的外交政策，除了在客觀面要落

實安鄰、睦鄰和富鄰的政策外；主觀上和平崛起的善意表達以及理

性形象的建立，
4
也是中國未來在國際關係活動中應謹守和堅持的

原則。

貳、中國的經濟改革

1978年年底，中國開始發動經濟體制改革，邁向從計劃經濟到

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國認知到，唯有跳脫中央計劃經濟制度的

窠臼，國家未來的發展才有實現的可能。本部分將介紹中國的經濟

改革和為了融入「國際經濟建制」所做出的相應調整及其所歷經的

三個階段。另外，筆者也提出了對中國未來經濟改革必須輔以政治

革新的觀點。

6 東亞研究 EAST ASIA STUDIES     2005年1月第三十六卷第一期

4.鄭必堅，「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中國科學院。<http://www.ca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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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經濟起飛的原因

自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已歷經了二十餘年的快速增長。雖然

各方人士對這段期間的增長率究竟是多少存有不同的看法，但改革

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明顯加快、綜合國力不斷提升、人民生活水

準改善是不爭的事實。然而，究竟是什麼因素促使中國經濟在過去

二十餘年中保持著令人矚目的成長？這些因素在今天的中國經濟體

系中是否依然存在？有無發生變化？這些問題的釐清將有助於吾人

分析和預測中國未來經濟的前景。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平均

增長率從改革前（ 1 9 5 3 ~ 1 9 7 8年）的 6 . 1 %上升到改革期間

（1978~1998年）的9.7%。5
這段期間，中國藉由一系列的制度改

革，使資源得到適當的分配及利用，從而帶動產品和生產要素市場

的發展、促進了非國有經濟的成長、國內投資結構的改善和外資的

引進、對外貿易的擴大等，使得中國經濟能以高速度成長。中國方

面的經濟學者認為，中國改革期間的經濟成長既不是「投入帶動

型」，也非「技術帶動型」，而是基於資源重新配置所產生的現象。

表面上改革伴隨著生產率的提高，但其內在的真正原因是改革導致

的資源優化分配，提高了改革過程中的生產力。
6

在資源優化配置的措施之下，改革期間的生產要素投入、體制

革新、結構調整都從各方面帶動了經濟成長，本文透過相關文獻的

整理，羅列出以下四個在改革期間帶動經濟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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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中國50年系列分析報告之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成就輝煌」，中國國家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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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學者們認為，如果把農業到非農業、鄉村到城市、國有企業到非國有企業的勞動

力移轉均考慮在內，同時評估資本和人力資本的轉移效果，則中國二十年的改革

期間由於資源優化配置而對經濟成長產生的貢獻約有1.5至2個百分點。參考：王

小魯、樊綱，中國地區差距：20年變化趨勢和影響因素（北京：經濟科學出版
社，2004），頁95。



1.農村實行工業化

改革開放的二十餘年間，約有一億的農業勞動力轉移到鄉鎮企

業，這是相當驚人的農業工業化規模。鄉鎮企業的快速增長一直被

中國官方認為是國民經濟成長的直接動因，經濟學者王小魯認為，

農村工業化是改革期間中國經濟增長的首要推動力，在1981至1992

年間，單就農村經濟中的勞動力和資本從農業轉向鄉鎮企業的重分

配過程，就促進了1.4個百分點的經濟成長。7

2.國內儲蓄與投資

資本累積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國在1985年以後，國

內投資率便保持在38%上下，到了1993前後，更是維持在40%。另

外，有學者表示，改革期間有許多的儲蓄被轉化為有效的投資，而

不像計劃經濟時期那樣變成大量累積的「存貨」。
8
改革期間中由於

投資體制發生變化，市場對投資的主導作用開始顯現，間接促進了

經濟成長，其中儲蓄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可輕忽。

3.貿易出口

經濟迅速國際化是改革二十多年中一個顯著的結構性變化，出

口額從1978年不到GDP的5%上升到1997年的20%。中國商品出口

額按美元計算，年平均增長率為16.7%，在同一時期內可以算是各

國中的首冠。另一方面，出口商品的本身也出現了結構性的調整，

工業製成品占全部出口商品的比重在改革開放的二十年之間，大幅

升高約75%，可以說十分地驚人。由於改革後的中國發揮了經濟上

的比較優勢，改善了資源配置的效度，使得1990年代後，外貿由逆

差轉為順差，出口遂成為提升經濟成長的另一主因。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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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外資的進駐

外資對中國經濟成長的貢獻在學者間有不同的看法，但是1997

年後大量進駐或引入的外資對於生產力提高的促進則屬確實。據估

計，1992年以後，外資對GDP增長率的貢獻約為1.4個百分點。10

二、中國經濟改革的歷程

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定下翻兩番的經濟發展目標，預定每年

經濟的平均年成長率為7%的時候，全世界幾乎沒有人相信中國有

能力實踐。當時中國有80%以上的人口是農民，而且其中文盲占了

多數。這麼大的一個農業國家，加上極低的發展水平，卻真的達到

持續每年7%以上的增長速度，11
迄今二十餘年！

中國經濟改革，是以市場化為取向的，期間雖然經歷了1989年

前後的政治波折，但經鄧小平力挽狂瀾，並以1992年「南巡講話」

為轉捩點，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再度重新得到確立。中共十五大和十

六大更是在所有制理論和產權理論上取得重大突破。中國的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體制也不斷獲得完善。改革開放理論的創新直接反映到

政策決策和改革實踐中。
12
二十六年來，中國經濟實力已取得了令

世人矚目的高速發展，創造了一項成為大國的條件。

1.第一階段：1978年12月至1984年10月

從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改革經濟體

制，到1984年10月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經濟體制

改革的決定」，這段時間是中國經濟改革的第一階段。此一時間的

改革重點在農村，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完成由農村人民公社體制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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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Survey: Business in China, Behind the Mask Mar,”

Economist.com. <http://www.economist.com/displaystory.cfm?story_id=2495113>

11. Li, Ling. “The China 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 Cato

Journal, No. 18 (1998), pp. 147~151.

12.「鄧小平視南巡講話」，中國共產黨新聞。<http://www1.people.com.cn/GB/33831/33837/

2535034.html>



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過渡。在農村改革不斷深入的同時，城市改革

也以擴大企業經營上的自主權為主要內容開始進行。為了使企業擁

有一定的資金，並逐步「規範」政府與企業的關係，中國政府對企

業先後實行了利潤留成、盈虧包幹等政策。
13

到1980年代初期，由於國內經濟結構的調整，中共將發展重心

放置於輕工業和加工製造業。但從1982年開始，隨著第六個五年計

劃的確定，中、大型的基礎建設被排入時間表，而重點則是置於能

源與交通建設項目。不過由於當時投資金額低，交通與運輸等基礎

建設的發展十分緩慢，能源工業的投資額雖然有較快的增長，但仍

趕不上改革開放後中國的整體經濟需求。由於能源供應不足，發展

成果上受到了限制，因此從1983年開始，中國加強對能源與交通的

投資，並募集「國家交通能源重點建設基金」，使得該年之後的基

礎建設投資額逐漸呈現上升的局面。
14

2.第二階段：1984年10月至1992年10月

從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

制改革的決定」到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

場經濟體制，是中國經濟改革的第二階段。這一階段的改革重點是

由農村轉向城市，而內容則包括了：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增加

企業（特別是國有的中、大型企業）競爭力，使其逐步自主經營、

大幅減少指令性計畫和直接定價的商品數量，以促進市場體系的形

成和完善，並逐步改變國家對企業的管理方式，即由直接管理成為

間接管理。
15
而在國家與企業的分配關係上，先後實施第二步的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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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所謂利潤留成，就是把企業實現的利潤按一定比例在國家與企業之間進行分

配，打破計畫經濟體制下企業實現利潤全部上繳至國家再決定如何分配的制

度。而盈虧包乾，就是根據企業的盈利或是虧損情況，實行對利潤或是虧損的

包乾。曾培炎，新中國經濟50年（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1999），頁

247~258。

14.曾培炎，新中國經濟50年，頁321。

15.曾培炎，新中國經濟50年，頁479~505。



改和承包經營制度。
16

1986年3月，中共公布了第七個五年計劃，要求在基本建設的

投資上要比第六個五年計劃為高，特別是能源、交通、通信等領域

的比重。由於此段時間各投資主體的積極響應，使得基礎建設的投

資成長率增加的相當快速。
17
進入九○年代，中國邁向第八個五年

計劃，此段時間是中國成立五十年以來經濟發展最為迅速的時期，

也是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增加最快的時期。1992年在鄧小平視察南方

經濟建設情況之後，各地紛紛成立經濟與技術開發區，進行招商和

吸引外資。為了建立良好的投資環境，國家和各地政府在能源、交

通和郵電等基礎建設上投入大量的資金，並取得了可觀的成果。
18

3.第三階段：1992年10月迄今

以1992年10月中國共產黨十四大為分野，中國的經濟改革進入

了一個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階段。
191993年11月

中國共產黨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的基本方向。主要內容包括：
20(1)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現

代企業制度；(2)建立及培育市場體系，同時發展合理的個人收入

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3)調整政府職能，建立完善而宏觀的經濟

調控體系；(4)對內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對外則加強貿易經濟

體制改革，同時擴大開放的程度；(5)加強法律制度的完備。

為了加快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4年1月之後，中國

在宏觀經濟體制變革方面推出一系列的措施，例：統一稅率，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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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所謂第二步利改稅，就是國家設置不同稅種，不同的企業向國家繳納其中的幾

種稅，稅後利潤原則上全部留給企業使用。

17.曾培炎，新中國經濟50年，頁322。

18.曾培炎，新中國經濟50年，頁324~329。

19.施哲雄主編，發現當代中國（台北：揚智文化，2003），頁211。

20.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台北：聯經出版社，2000），頁

27~65。



央行與地方分稅制、開放主要工業產品價格、實行匯率併軌制等。

在企業改革部分，則係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採取捉大放小、資本

優質組合等措施。1997年10月，中國共產黨在十五大上又進一步提

出加強企業技術進步、鼓勵兼併、下崗分流、「規範」破產制度等

措施。
21

三、小結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後，中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無論是在

物質層面、體制層面還是法律制度。當前中國的改革正進行著兩個

目標的轉換：一個是從「經濟」發展朝向「人」的發展轉變；另一

個是從「經濟」上的改革朝向「政治」運作模式的轉變。事實上，

在改革開放的這段時間，中國大陸一方面經濟層面在發生轉變，一

方面政府層面也在發生變革。在這種情況下，原有的政治體制，即

由政府主導型的改革，已不可能完成政府本身的革新與進步。因

此，政府自身的改革必須訴求政治體制改革的幫助。誠如中共總理

溫家寶所說，一腿長一腿短是站不穩的，僅有經濟體制變革的單腿

改革已經不能再持續下去，經濟體制改革已經需要政治體制改革這

另一條腿來相配合。
22
在本文的下一部分，將先就中國改革開放以

來的政治變遷做一說明，最後再從經濟面向切入對近二十餘年的改

革開放政策進行評析。

參、改革開放後政治結構的轉變：

中共政治改革的歷程與挑戰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內部即存在著兩股相互對峙的政治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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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曾培炎，新中國經濟50年，頁137~164。

22.此為2003年11月21日，中國總理溫家寶在中南海紫光閣接受華盛頓郵報總編唐

尼的採訪時，所作的表示。「溫家寶談台灣和西藏問題等」，中共中央統一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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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自由派的政治勢力，他們以民主、自由為號召，要求進一步加

快市場化經濟，並藉由擴大政治參與和政治改革來實現政治制度的

民主；另一股勢力則是傳統派的保守人士，這些保守的左派堅持舊

計劃體制下的意識形態，主張對社會生活實行嚴格的控管，甚至主

張恢復文革以前的計劃體制。
23
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以知識份子

為主軸的自由派構成了解構舊秩序的力量，而後者則構成推動政治

緊縮的力量。此兩種力量均力求透過影響以鄧小平為首的政治威權

中心來取得對政治的主導權。它們彼此間的消長過程構成了改革開

放以來中共當局政治發展的主線。二十世紀八○年代初的「反精神

污染」、八○年代中期的「反自由化」和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

事件，可被視為最能代表這兩股政治勢力衝突走向白熱化的的三個

階段。
24

在改革開放的二十多年中，吾人所觀察到的中國政治變化現

象，是以知識份子為主體的自由派和以傳統意識形態為理念的左派

均在政治上被逐漸邊緣化，而由具有威權主義特點的技術官僚取得

了主導政治的地位。為什麼中國政治會經歷這樣一個過程，本部分

將試圖作一簡略的分析。

一、兩極政治勢力與政治中心的互動關係

從1978年到1989年，以鄧小平為首的政治中心、以知識份子與

學生為主體的自由派，以及以意識形態官僚為主體的保守派這三者

之間便長期存在著複雜的周期性互動關係。從政治互動模式來分

析，1980年代後中共當局的政治光譜並不是簡單地只有左、中、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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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Zhang, Allan. “China’s New Leadership Rolls Out Its Reform Agenda,” Pricewaterhouse

Coopers. <http://www.pwc.com/extweb/newcolth.nsf/0/CE98119E9205D7D985256

E2800760ABE?OpenDocument>

24. Chen, Feng. Economic Transilion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Post-Mao China:

Ideology and Refor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pp.

26~33.



三種政治勢力，實際上當時的政治結構是呈現一個以鄧小平為中

心，向保守和激進兩個端點漸次延伸的多種「派群」共存的結構。
25
大體上，可以根據對舊體制的喜惡程度作為排序依據，把對中國

政治具有實質性影響的1980年代政治精英群體納入到下圖來加以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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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Breslin, Shaun. “China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From Plan to What?’” Political Studies Association.

<http://www.psa.ac.uk/cps/1995%5Cbres.pdf>

激進自由派

立憲溫和派

黨內民主派

鄧小平中心

元老派

保守派

激進守舊派

開放程度

守舊程度

權威
中心

圖1  1980年代政治精英群體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如圖所示，最下面的是保守度最高、與舊體制和傳統意識形態

最具親和性的官僚。而所謂的元老派是指相對務實但仍然強烈維護

黨的一元控制系統的官員，如陳雲、彭真、王震等人。中間是以鄧

小平為核心的政治中心。在這個中心裡最接近鄧小平的是以胡耀

邦、趙紫陽等先後擔任中共總書記的政治次中心，他們作為黨內開

明派的代表人物，被鄧小平委以實際操作改革政策的重擔，但並不

具備最終決定權。
26
在「鄧小平中心」的上方，依次是黨內民主派

（如朱厚澤、胡啟立等人），接著就是主張在體制內加快民主化建設

的知識份子立憲派，在這一光譜的最上面一塊，就是知識份子與學

生為核心組成分子的自由主義激進派。
27

在這個政治光譜的兩個極端與鄧小平的政治中心之間，則有若

干緩衝型政治團體。通常這些團體在實際政治生活中的影響力遠比

兩個端點的勢力要大得多。在1980年代末以前的相當一段時期內，

左右兩側的勢力並不強大，而在自由激進派與「鄧小平中心」之

間，存在著體制內憲政民主派、黨內民主派，以及以胡耀邦、趙紫

陽為首的次中心，他們的功能在於聯結並緩衝、協調「鄧小平中心」

與自由派知識份子之間關係的作用。
28
這些緩衝團體曾是1980年代

中共政治中的實際操作者。而在政治中心與保守派人士之間，則存

在著元老派作為中間的緩衝者。元老派的主流傾向接近於保守派，

其中也有部份人較為同情自由派，他們在不同時期發揮了協調不同

政治勢力的作用。當然，這些被稱為政治派別的群體彼此之間並沒

有涇渭分明的界線，也沒有明確的組織形式。

根據這一政治光譜吾人可以推斷，中共政治的互動過程可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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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伊銘，「中共新的權力三角」，早報網。<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

congress16/pages/congress16151102g.html>

27.伊銘，「中共新的權力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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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兩種不同的前景。其一是政治權力中心將立場較不突出的兩側

團體結合成自己的新勢力，形成以自己為中心而兩極趨弱的政治結

構，壓抑左右兩極，迫使兩極之間形成平衡，從而維持其政治上的

主導地位。這種情況是1980年代前半期中共政治發展的特點。29
其

二是激進派與保守派形成日益激烈的拉鋸狀態，各自主導部份意識

形態和政治權力。處於這兩端之間的各政治派群則不得不根據自己

的利益與觀念各自向兩極靠攏。一旦出現這種兩極化政治結構，力

求在兩端之間維持平衡的中間派將兩面受敵，最後必然逐漸失去政

治影響力並被迫邊緣化；政治發展一旦進入了這種狀態，很容易出

現危機。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到1989年春夏之交，中共政治的實際

走向就是逐漸在保守與激進的兩極互動過程中形成了中間各層趨向

兩極的「中弱兩極強」的結構危機。
30
於是，激進者越來越激進，

保守者越來越保守，1989年天安門事件即是最佳的例證。

這時處於不利地位的是那些屬於次權力中心的人士。一方面，

他們作為開明的改革派，不願意對自由派表現得過於強硬。因為這

會影響到他們在民間的形象與威信。另一方面，如果他們不能表現

得足夠強硬，就會面臨「喪失立場」的指控，失去政治中心的信

任。隨著鄧小平為首的政治中心與次中心之間出現裂痕，次中心的

部分人士最後便成為自己軟弱態度的犧牲品。
31
那時，保守派認定

次中心的代表人物「喪失立場」，「鄧小平中心」則認定他們軟弱

無能。胡耀邦、趙紫陽就是在這種兩面受敵的困境中先後被迫下台

的。次中心的邊緣化反過來也會對鄧小平的政治中心產生衝擊。

1989年春夏之交學生們在天安門廣場絕食後，趙紫陽的出局，使鄧

16 東亞研究 EAST ASIA STUDIES     2005年1月第三十六卷第一期

29.王懷超，「中國政治體制改革24年」，理論動態，第一五九五期（2003），頁

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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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失去了與激進派之間的緩衝屏障，不得不直接面對激進派的挑

戰與壓力。

二、1990年代的政治格局與變化

1990年代初，當自由派與黨內民主派被邊緣化以後，趁勢而起

的保守派在部份元老派官員的支援下，借助「反自由化」而獲得意

識形態的主導權，在政治上極為活躍，力圖成為主導中國政治的新

勢力。為此，他們以「反和平演變論」與「兩種改革論」來作為政

治復辟的意識形態戰略。「反和平演變論」主張「孤立合理」。它

強調，外部世界及西方文化的邪惡勢力將會改變中國，所以中國處

於受害者地位；作為受害者的自衛反應就是把自己與從邪惡勢力主

導的外部世界隔絕開來；
32
因此，對外封閉與自我孤立便被說成是

中國人自衛與生存所必需的手段。這一觀點還啟動了二分法的思

考，並把它延伸到經濟領域；美國與西方具有先進工業文明的「現

代化」國家因而被定義為帝國主義。這一意識形態宣傳本身與鄧小

平主張的經濟對外開放政策是完全背道而馳的。另一個保守派的意

識形態戰略是「兩種改革論」，它把改革區分為資本主義改革與社

會主義改革，兩類性質根本對立的政治範疇；而它主張的所謂社會

主義改革其實不過是在社會主義架構內自我完善，因此，1978年以

來經濟改革中幾乎所有從西方學來的新事物都被歸入資本主義改革

的範疇而遭到排斥。
33
這實際上也就否定了鄧小平的經濟改革路

線。

在保守派崛起的情況下，鄧小平意識到這股勢力的威脅性。於

是鄧藉由「南巡講話」作為與之抗衡的起點。「南巡講話」的基本

精神是在保持政治格局不變的同時，經濟上要繼續對外大幅度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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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要通過經濟發展的實效來保障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並且提出

了反左優先論，從而削弱了保守派在天安門事件以後已經獲得的政

治優勢。
34
鄧小平還特別提出在「姓社姓資」的問題上不要爭論，

用以剝奪在意識形態已經取得優勢地位之保守派的話語霸權。鄧小

平的「南巡講話」只是保守派被邊緣化的開端。事實上在1990年代

中期以前，黨內保守派仍然具有相當的政治影響力。他們利用他們

掌握的報刊，發表反對改革開放的觀點，試圖繼續影響高層政治。

保守派的真正失勢是在1990年代中期，那時不少守舊的元老過世，

或由於年齡原因而退出政治舞臺。
35
結果，長期以來影響中國政治

生活的左派保守勢力從此失去了他們的政治依託。另一方面，經濟

市場化導致人民觀念的轉變，年輕一代對主義和信仰逐漸失去了興

趣。因此自1990年代中期之後，左派反對勢力後繼無人，隨著鄧小

平時代的結束，保守派已不再是左右中國政治生活中的關鍵因素。

特別說明的是，左派勢力消退的最重要原因乃是主張激進西化

的自由派勢力的消退。與此同時，隨著經濟發展，由國家供養的知

識份子生活條件大幅改善，知識份子在市場經濟與政治控制相結合

的新社會結構下，比其他階層獲得較多的利益，於是政治態度逐漸

趨於溫和。
36
許多原本對政治壓抑不滿的知識份子也獲得可以選擇

出國留學或是進入黨工作的機會，自由派知識份子的分流也減輕了

對當局挑戰的壓力。自由派被邊緣化之後，保守派失去了對手，因

而也失去了價值。「南巡講話」以後的經濟發展造成了新興中間階

層的崛起，它主要由各級政府中的技術官僚、民營企業家、高等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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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授、律師、外資企業中的白領階層，以及體制內得益的傳媒工

作者等人士構成。他們作為現存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反對激進的自

由主義，擔心政治改革會危及他們的利益；當然，他們也不可能支

援保守派的意識形態，因為保守派主張恢復的社會主義也同樣會剝

奪他們已經取得的利益。因此，他們認同技術官僚的威權統治，希

望在現存威權秩序下繼續謀取利益。而這些人也正是中國目前威權

體制中的真正核心力量。
37

三、後兩極化與新型權威主義政治的形成

在本部分最後，有必要對兩極化的中共政治結構進行分析。

1990年代初期以後，中共的政治結構可以稱之為是一種「技術官僚

的新權威主義時期」，經濟改革已經使社會生活逐步多元化，「三

個代表」的入憲，象徵中共在意識形態上已經擺脫了傳統意識形態

的平均主義思考。
38
因此吾人認為這是一種後極權時代的新權威主

義。是一種由非意識形態化的技術官僚及知識份子和專家所共同主

政的新權威時期。

後兩極化的意義在於，它使「新權威」不必再受到左右兩極政

治勢力的強烈干擾與影響而具有了穩定性。到了1990年代後期，由

於政治結構上終於擺脫了兩極政治壓力的干預，權力中心具有了充

分主動權，使得中共的新權威主義政治逐漸成熟。在這種新權威主

義體制下，以社會經濟分工為基礎的社會自由空間，將會在市場化

的過程中，取得實質性的發展。經濟發展是推動中國政治走向民主

的最有效動力。市場經濟給予中國人的自由，將是未來政治走向民

主的溫床。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社會多元化以及契約性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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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規則，將是中國人學習民主的來源。一方面，充分享受到自由經

濟好處的城市新中產階級，會成為民主政治的推動者；另一方面，

農村民眾的切身利益，也使他們對村自治抱持著更積極的態度。而

主政者在不受意識形態原則支配的情況下，他們也會從「功能」意

義上對民主化過程採取較為務實的態度。這並不意味新權威主義的

執政者會自動成為民主化的積極推動者，但是在沒有政治風險的情

況下，他們會更趨於用理性來考慮中國民主建設的前景問題。雖然

這一條件下的民主制度及政治改革是相當有限的，但至少使得中共

的政治民主化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肆、中國參與「國際經濟建制」

1980年代的中國，逐步調整其與西方資本主義間的對立，努力

爭取成為國際貿易與金融等各項經濟建制的一員。同時積極謀求國

內經濟體制的革新，1997年亞洲的金融風暴，使中國開始贏得國際

間的正面評價。現在的中國已是「國際經濟建制」中不可獲缺的一

員。
39

一、從內而外的開放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經濟發展史

上的里程碑。這次會議開啟了中國經濟走向世界的大門，擺脫了以

往閉門造車的鎖國政策，確立了對外開放的發展戰略。
40
吾人可以

說由此開始的往後二十年，是中國經濟由封閉走向開放和逐步確立

世界貿易大國地位的黃金時期。

中國的貿易進出口額，從1978年的兩百零六億四千萬美元增長

至2001年的五千零九十八億美元，每年平均成長15%。41
中國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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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在世界的排名，從1978年的第三十二位，上升到2001年的第六

位，佔世界貿易額的比重達3.2%。對外貿易在中國國民經濟中的

地位迅速提升，國民經濟中的外貿依存度由1978年的9.8%上升到

2000年的44%，42
其中出口總值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

由4.6%上升到22.7%，進口總值所佔比重則由5.2%上升到15.8%，

這一切在在顯示對外貿易在中國的經濟成長上所扮演的角色是何其

重要，同時也對中國何以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建制」提供了一項有

力的說明。

二十多年來，中國在對外貿易體制上持續地進行改革，基本上

已經擺脫了對外貿易由國家壟斷經營、高度集中、政企不分的舊

制，逐步減少了指令型計劃經濟，而以關稅、匯率、信貸等經濟制

度來間接調控國家對外貿的管理方式。以下針對幾點重要的變化，

略作說明：
43(1)進出口商品結構逐漸優化。原本以食品、農作及原

油為主的初級產品，出口幅度下降，工業性成品的比重則是逐漸上

升；(2)外商投資增加。外資已成為當前中國對外貿易發展和國家

經濟成長的最主要支柱；(3)貿易市場進入多元化發展。在整個世

界貿易中，中國出口的商品品種較少，渠道偏窄且集中，極易導致

他國採取貿易保護措施。為此，在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對美國、日

本、歐盟、東協等傳統重點市場出口的同時，中國已開始積極拓展

新興市場，並加快外貿主體多元化後的管理體系。設法引導中、小

企業在取得進出口的自營權後，能適應國際經濟規則與國際競爭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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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國際經濟建制」的「接觸」

與中國相關的全球經濟體系建制主要可分為兩大類群：一是金

融建制；一是貿易建制。前者主要是以世界銀行（World Bank）、

國際貨幣基金（IMF）為經緯；後者則是以世貿組織（WTO）作為

主軸。其他區域性的經濟組織，如亞太經合會（APEC），在使中國

參與「國際經濟建制」方面，也發揮著相當重要的功用。這些制度

和組織在與中國互動的過程中，以一種「接觸」（Engagement）性

的戰略，使中國漸漸融入世界經濟。
44

1.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1980年，中國先後加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最初的運作

是由中國主動發起的，一方面謹慎的與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進

行協調；另一方面在國內展開一系列的政策變革。其中最重要的是

設法淡化文化大革命所遺留的負面影響，決定將經濟發展作為國家

的首要目標，同時結束原本自給自主的經濟模式，建立起相互依賴

的合作經濟觀。
45

在中國成為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的這些年，雙方

彼此間的合作關係已經被穩固的確立，許多的合作項目（特別是與

世界銀行資金相關的項目）都有十分豐碩的成果。另外，中國本身

經濟的逐漸市場化，使它更加適應這些組織中的運作「規範」

（norms）與「國際經濟建制」。在有協議簽訂的情況中，中國的履

行能力與實施記錄可以說是十分地良好，無論是在償還貸款還是遵

守世銀的約束性條件方面，表現均受到高度的評價。
46

2.世界貿易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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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5年起，中國開始積極設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中國而

言這是一項機遇與挑戰並存的高難度工作。1982年，中國以觀察員

的身份參與世貿的前身，即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1986年中

國申請全面加入關貿總協定，自第二年起正式開始入關參與談判。

正如同加入世銀與國際貨幣基金一樣，申請加入關貿總協定的主要

動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出自於政治目的，毋寧，中共領導人希望中國

能在台灣之前先行加入該組織。1988年，中國在申請加入關貿總協

定上取得了進展，該組織與中國進行談判的代表在雙方爭議的問題

上表現出相當的靈活性，有關中國最初加入關貿總協定的草案中，

並未要求中國因為成為關貿總協定的締約方而必須接受市場原則。
47
但是隨後於次年發生的天安門事件，使得中國的加入進展受到嚴

重影響，同時也令美國將中美雙方的貿易與人權問題相掛鉤。由於

美國與中國逐漸惡化的雙邊貿易赤字，使得抑制中國的勢力在美國

逐漸抬頭，導致中國在此段時間的談判中，無法以較為寬鬆的條件

加入關貿總協定。
48

進入1990年代後，有關中國加入關貿總協定的談判似乎變得更

為棘手，因為除了先前天安門事件的影響外，美國也一直或多或少

的扮演中國「入關」過程的守門員。在所有雙邊協定中，與美國的

雙邊協定最為重要。一個身為世界軍事與經濟的先進國家和一個最

大的發展中國家，在相互關係上必定是會有一些衝突。所幸，最終

雙方認知到在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政治格局中，彼此有需要也應該建

立一種合作的關係，才能有益於各自的利益及世界的穩定。1999年

11月，在雙方領導人，江澤民與柯林頓（Bill Clinton）的直接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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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為期六天的談判過程終於達成了一個雙贏的協定。
49
隨後，中

國與歐盟在2000年5月達成協定。並與其他國家進行獲准進入雙邊

市場的談判。2001年9月13日，中國與墨西哥達成協定，從而圓滿

結束中國「入世」之後的雙邊市場談判任務。
50

加入世貿組織兩年多來，中國為使和世界的貿易與投資往來更

為便利，已經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瑞典國家貿易委員會

（Swedish Trade Council）主任彼得．克倫說：「中國政府正在履行

自己的諾言。」
51 2003年6月25日，瑞典國家貿易委員會公佈一份

關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評估報告認為，中國在適應世貿組織

條款方面有重大進展，超過世人原先的期待。報告認為中國已進一

步開放了商品貿易和勞務市場，降低了關稅、取消了價格管制並修

改了很多規定和條款，不過在地方保護主義問題方面，還有努力的

空間。
52

三、小結

總結中國實施了長達二十餘年之久的經濟與貿易改革，以及其

後參與「國際經濟建制」的表現。本文認為豐沛與廣大的市場、富

有活力的私人企業、以及跨國公司與外資的大量投入，是造就今日

中國經濟起飛的三項重要基石。
53
雖然中國的人民幣匯率水平時高

時低，但中國的出口額一直保持著良好而穩定的增長態勢，特別是

能歷經席捲亞洲的金融風暴而不衰。回想在亞洲金融風暴時期，包

括日元在內的絕大多數亞洲貨幣紛紛貶值。當時，大多數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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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Holbig, Heike. (2002), p.107.

50. Holbig, Heike. (2002), p.254. 

51. “Swedish Trade Policy,” SWEDEN.SE.<www.sweden.se/templates/FactSheet____

6366.asp>

52. “Final Report on Trad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Trade Knowledge

Network. <http://www.tradeknowledgenetwork.org/pdf/tkn_china_final.pdf>

53. Hale, David., and Hale, Lyric H. “China Takes Off,”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6

(2003), pp. 36~37.



和評論家聲稱中國的出口競爭力將受到嚴重削弱，人民幣也勢必下

貶。然而，事實是人民幣最終保持了穩定，為中國贏得了世界各國

對其在亞洲金融風暴時期為穩定匯率所做出貢獻的高度評價。
54

過去，中國經濟所以落後的重要原因是經濟體制缺乏開放性；

現在，透過全方位的開放，經濟獲得了迅速的發展。中國吸引了大

量的海外投資，引進大量先進的技術，並開闢了經濟成長所必須的

廣闊國際市場。二十多年的實踐證明，閉關鎖國，只能導致落後；

改革開放，才能夠利用國際上的資源、資金、技術和市場，來支持

中國經濟的發展，落實鄧小平所謂「發展是硬道理」的國家戰略。
55

不過在融入「國際經濟建制」的過程中，未來有兩種可能的發

展係值得吾人予以關注：
56(1)重新鎖國的傾向；(2)過度開放的傾

向。前者，往往係與西方國家政治上的敵意，以及由此引發的民族

主義情緒有關；
57
後者，則與西方強國（特別是因與中國貿易而受

惠的國家）的壓力、自由放任的國際貿易學說有關。這兩種傾向所

可能引起的影響將是深遠的。重新閉關鎖國，勢必將使中國失去進

一步發展的機會，沒有了經濟發展，共產黨統治的正當性將會受到

質疑；
58
而過度開放，雖然可能為中國創造更多的財富，以及強化

在國際上的地位，但是很可能招致政治上的不安全。因為當今世界

的經濟秩序與政治秩序是密切相關的。中國如果要在二十一世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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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Pesek Jr., William. “China’s own Asian financial crisis,” Taipei Times (Mar 17, 2003);

Halloran, Richard. “China’s Decisive Role in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Global Beat

Issue Brief. <http://www.nyu.edu/globalbeat/pubs/ib24.html>

55.陳鐵民，社會發展理論模式研究：兼論鄧小平現代化理論（廈門：廈門大學出

版，1999），頁43。

56. Johnston, Alastair I.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4 (2003), pp. 5~9; pp.50~56.

57.當然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所得收入的差異過大也是造成此傾向的原因。

58. Johnston, Alastair I. (2003), p. 48.



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大國，必須在經濟上要有維持發展與保障成果的

能力，有一套專屬於自己的經濟安全戰略。
59

伍、中國參與「國際經濟建制」評析

國際政治的多極化和經濟貿易的全球化發展趨勢，給予世界和

平帶來了機遇和有利條件。中國有效的掌握了此一時代脈動，獲得

了發展的契機，並在客觀上逐漸成為具有全球政治與經濟影響力的

大國。由中國過去二十多年的發展過程表明，中國的崛起對於週邊

國家和世界其他地區來說是一個正向的助力，是一個穩定的力量。

關於此點可由前述中國在東南亞金融危機的表現及國際間的評價得

到印證。但在另一方面，自進入新世紀以來，國際形勢詭譎多變，

國際關係中的強權政治、單邊主義、訴諸武力解決爭端的傾向重

現，這無疑對世界和平及國家間的合作關係形成威脅。同時也可能

使經濟「互賴」的關係與成果被毀於一旦。

因此，吾人認為中國必須小心謹慎的處理目前「互賴」過程中

日益浮現的難題（特別是隨著「互賴」程度的深化，所可能致生的

磨擦），同時積極承擔一個大國應付之責任，避免與其他國家產生

衝突，危害了國家未來經濟發展的機遇。

一、參與「國際經濟建制」的意義與成效

中國參與「國際經濟建制」的意義為何，或可由以下幾項優點

予以說明：

(1)獲取貿易利益：這裡不單係指藉由出口貿易所獲得的外匯

增加，還包括了因進口貿易取得的收益。
60
開放後的中國市場，人

26 東亞研究 EAST ASIA STUDIES     2005年1月第三十六卷第一期

59.鄭通漢，經濟全球化中的國家經濟安全問題（北京：國防大學出版，19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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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能用較少的錢買到質與量較優的產品，使得消費者福利增加。

(2)利用多邊機制解決爭端：過去中國傾向用雙邊談判解決貿

易糾紛，但這並非最好的方法。在多邊為主體的經濟建制中，往往

設有一權威機構，由其解決成員間的爭端，不但效率高且易於執

行。
61

(3)參與制定經貿「規範」：以世貿組織為例，國家必須在其

下次談判正式開始之前，即申請加入獲准，否則無權參加談判，只

能在談判結束後被動地接受結果。若不願接受，則可能在國際經貿

活動中受到諸多的不便與不利。
62

(4)加速改革的腳步：中國現在需要建立與穩定新一代的企業

制度、金融制度，但是在具體實施上有許多相左的意見。透過與國

際接軌，用外部壓力加速改革，可以說是爭議較少而效果最佳的方

法。
63

除了上述優點外，參與「國際經濟建制」後的中國市場自2001

年以來，所吸收的外資持續大幅增加。2001年整年的外商投資契約

金額為六百九十一億九千一百萬美元，實際利用外資額為四百六十

八億四千六百萬美元，比2000年分別增長了10.43%和14.9%。2002

年，在中國吸引外資持續增加的同時，全球跨國投資金額正處於下

降的狀況，依照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UNCTAD）的評估，美國吸引的外資金

額已經下降到四百五十億美元左右，而中國則成為全球吸引外資最

多的國家，約佔全球跨國投資金額的9%。

在吸引外商投資的過程中，以往很長一段時間，在中國投資的

外商並不引進其母公司的先進技術，然而最近幾年，外商投資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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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Holbig, Heike. (2002), p.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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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國轉移先進技術的比率開始增加。以2001年為例，有42%的企

業使用其母公司先進的技術在中國從事生產。
64
到了2002年，更有

高達五分之四以上的新投資項目，採用了外資母公司最先進的生產

技術在中國進行生產。
65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以吸引跨國公司參與大型國有企

業改革的國家經濟政策日益明確。大型跨國公司參與中國國有企業

改革，不僅提供巨額投資，而且他們多面的行銷管道、先進的經營

觀念與技術等各種資源也將一併融入國有企業之中。
66
因此，會使

大型國有企業推動全方位的變革，一方面增加與其他企業的競爭

力，一方面吸引更多外資。中國國資委員會主任李榮融曾表示，中

國要適應世界產業結構調整的大趨勢，發展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

大公司，必須使劣質企業儘快退出市場，支援引導外國企業特別是

跨國公司作為戰略投資者參與大型國有企業的重組與改革。
67
中國

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在去年11月6日開幕的「世界經濟發展宣言大會

暨中國企業高峰會」上表示，中國將積極引導外商投資企業參與中

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在題為「互利合作 加快發展 共創輝煌」的

演講中，吳儀表示：中國將積極引導外商投資企業參與中國區域經

濟協調發展，捉住新一輪國際產業結構調整的時機，大量吸引國際

資本、技術和人才，形成具有規模效應的產業帶和產業群，充分發

揮產業聚集效應、輻射效應，以及對區域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的快

速帶動作用。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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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及參與「國際經濟建制」之前的中國，無論是經濟條

件與經濟環境均令外資感到怯步。這種情形一直到中國「入世」之

前，並未有太大的改善，由於經濟體制的透明度不足，使得跨國公

司對中國的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是抱持著觀望的態度。「入世」之

後，由於外商預期中國將會遵守WTO的各項規則，而這些規則正

是外商所熟悉並認為能保障他們商業利益的保護身符，加上中國市

場廣大的需求量、低成本的勞動市場，促使外資的投資比例逐漸上

升。除了外資流入加快，固定資產的投資也有所增加，目前外商投

資及跨國企業對於中國經濟的成長已佔據重要地位，而且改變了中

國經濟成長的方式和質量。
69

總的說來，雖然中國已初步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但是中國經

濟仍存在許多矛盾和問題，包括產業結構不合理，地區經濟發展不

平衡，企業整體素質和競爭力不高，體制性障礙仍制約著經濟發

展，以及官員的貪汙等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必須依賴體制面的改

革，建立市場化經濟體制才有可能解決。同時也唯有透過市場機

制，才能優化產業結構，面對全球經濟一體化下激烈的競爭。

二、融入「國際經濟建制」的困境與挑戰：貿易與和平vs.貿易

與戰爭

當前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僅對中國本身而言有莫大的意義，對於

區域和世界的穩定也同樣具有著關連性。依據「貿易和平論」（the

theory of trade，或稱：「經濟互賴和平論」，economic interdepend-

ence theory）的觀點，國家間藉由經濟與貿易所產生的「互賴」關

係，既包含有促進和平的因素，也包含有導致衝突的可能。本部分

具體分析經濟「互賴」的性質與條件，從而發現經濟「互賴」雖然

是中國經濟得以發展和崛起的一項助力，但同時也是中國未來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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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國家發生衝突的危險因子。

（一）「貿易和平論」

對經濟與和平關係的探討，可追溯至十七世紀的自由主義經濟

學。根據早期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自由貿易理論，貿易之所以產生，

就在於交易的每一方都能從貿易中獲利，無論個人之間、公司之

間、區域之間，還是國家之間都是如此。反觀戰爭，即使是勝利者

也不會從中獲利，充其量不過是勝者的損失小於敗者。所以，按照

早期自由主義經濟學學者的看法，藉戰爭手段來獲取財富是不可能

的。相反地，自由貿易則被視為一項取得財富的有效方法，無需耗

費過多，便能得到與戰爭同樣甚至是超過的利益。此一觀點即演變

成為後來「貿易和平論」的基礎。
70

「貿易和平論」的創始人科布登（Richard Cobden）承襲了史密

斯和李嘉圖的自由貿易理論，提出了自由貿易與和平之間存在著互

為因果的內在關系。依據他的觀點，自由貿易對於每個參與的國家

具有一種「聯合的」（united）作用，使得每一方同等程度地熱衷於

尋求給對方帶來繁榮。換句話說，戰爭或衝突爆發的可能性相對地

下降。
71

關於貿易會帶來和平的觀點，學者安吉爾（Norman Angell）

除了肯定科布登的貿易「聯合」作用外，進一步由比較成本的角

度，論證貿易與和平的關係。他指出，隨著經濟相互依賴的深化，

每個國家都將面臨一種選擇，即選擇和平貿易的新思維，或是選擇

「權力政治」（power politics）的舊方法。他認為，雖然戰爭在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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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歷史上被證明是有利可圖，但由於現代戰爭具有破壞貿易「聯合」

作用的能力，因此選擇戰爭無於是一種自殘的行徑。國家決策者若

能明白，與貿易相比戰爭是無利可圖的，則和平就有可能實現。
72

冷戰時代，「經濟互賴和平論」的觀點被美國學者羅斯克蘭斯

（Richard Rosecrance）進一步加以完善。他把國家分成兩種類型，

一是以商業促進福利的貿易國家；一是靠軍事擴張國力的領土國

家。他認為世界經濟的發展和相互依賴關係的存在，會使得越來越

多的國家成為貿易國家，在高度依賴的國際體系之下，發動戰爭的

原因就不易存在。因為戰爭不僅成本過高，而且國家本來可以從貿

易中獲得的利益，也可能因為戰爭而失去。
73

到了二十世紀的七○年代，「互賴」理論獲得了發揚，羅斯克

蘭斯借用了這一理論的精神，輔以「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s）

和「調整成本」（costs of adjustment）的概念，74
由「互賴」條件下

收益和成本的比較視角切入。他認為一個依賴度較高或開放性較大

的國家，「機會成本」可能相當大，而「機會成本」越大，這個國

家因切斷對外經濟聯繫所受到的經濟損失就越大。這是因為除了承

受巨大的「機會成本」外，國家還必須支付重新建立國民經濟體系

而導致的「調整成本」。所以，這些國家不傾向於輕易發起破壞彼

此經濟關係的戰爭。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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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貿易和平論」的質疑與修正

經濟上的「互賴」能夠創造和平的說法，其核心是因貿易而產

生的「聯合」作用，讓具有依賴性的國家因為擔心這種「聯合」作

用的消失而使經濟利益減損，所以不願發動戰爭。從根本上看，這

是假設國家與決策者是理性的，能衡量利益的和諧與精密的計算外

交政策的成本。然而，經濟上的「互賴」與和平的關係果真是如此

單純嗎？

對此，現實主義學派提出了一些質疑，首先是針對該理論所忽

略的「互賴」脆弱性問題，也就是相互依賴的各方獲得可替代選擇

的能力。國與國在貿易中斷的情況下，獲得可替代性選擇的能力有

高有低。在現實主義看來，「無政府狀態」對國家的影響是根本性

的。一國從自己的安全利益考量，對相互依賴並非總是歡迎；相反

的，隨著相互依賴的增加，國家會擔心由於依賴過強而影響到自身

的安全，這特別是對於那些過分依賴石油或是生產原料的國家。根

據現實主義的分析，這種不斷增加的擔心，會促使這些國家設法減

輕依賴度，進而造成他們設法控制貿易資源的帝國主義行為。
76
若

是依照這個邏輯，相互依賴很可能引發更大的安全競爭，其結果反

而是不利於和平。

面對現實主義學派的質疑，主張「貿易和平論」者，開始對該

理論提出了一些修正：(1)將經濟「互賴」與國際制度相結合，就

理論而言，由於相互依賴關係中存在著需求被中斷的風險，導致交

往的成本過高，因此「互賴」關係中的國家為了共同的利益，可以

借助雙邊、多邊的制度安排，來調整國家間的關係，保證「互賴」

雙方能安全而持久的獲益。正如學者哈斯（Ernst Hass）所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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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處於相互依賴的各方意識到發生衝突的代價太高，因而成員間為

管理和限制利益衝突的情況發生，會促進與達成一系列的安排。
77

此外，學者奈伊（Joseph Nye）指出，一個有效的制度可以從四個

方面穩定國家的預期心理：使行為者明白維繫行為連續性的價值、

提供互惠的機會與可能、增加資訊的流動與透明度、提供解決衝突

的方法與機制。
78
簡單的說，經濟「互賴」與國際制度相結合，為

國家間關係的穩定奠定了更深一層的基礎。因此有學者認為，關於

國際合作的理論現在已經超越了相互依賴，而發展到用來解釋國際

建制與制度能減少戰爭發生的可能性。
79(2)將經濟「互賴」與國家

對未來貿易的預期相結合。「貿易預期理論」（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認為，相互依賴的程度加上對未來貿易的預期，可以

對一國是否具有發動戰爭的意圖作出預測。
80
此一觀點的推論是一

國在決定戰爭或和平時，不會簡單的只考慮當下的貿易利益和「調

整成本」，還必須考慮貿易的預期價值。一個處於高度依賴狀態下

的國家，儘管當下的貿易情況良好，但由於對未來貿易預期低，所

以會選擇發動戰爭。相反地，一個國家雖然現在的貿易情況不佳，

但因為對未來的貿易預期看好，使得國家願意保持「互賴」關係或

是短暫的不利益，而謀求長遠的利益，維持和平的延續。

（三）分析

「貿易和平論」因為與二次戰後世界的長期和平以及國家間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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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關係的「互賴」發展比較符合，而具有解釋國際現象的一定影響

力。但是經濟上的「互賴」究竟是利於創造和平還是易於引發戰爭

呢？

由於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貿易日漸興盛，各國在經濟上相

互依賴度加深，使得經濟關係成為國際關係中不可忽視的一環。

「地緣經濟學」（geo-economic）已逐漸成為傳統地緣政治學研究的

核心，被大量用來分析國際事務，而經貿外交也成為大國之間外交

的重點。
81
因此，確如「貿易和平論」所言，在一些重視雙邊和多

邊貿易，而且經濟相互依賴程度較高的國家之間，貿易利益的考慮

是制約戰爭爆發的重要因素，至少在領導者下決策時，貿易及相關

經濟利益是一個重要的參數。為了政治原因而損害貿易利益，畢竟

對所有國家來說都是一項沈重的代價。如果再考慮當前高科技下戰

爭帶來的嚴重破壞力與成本，國家是非常可能為了保持貿易關係而

設法回避戰爭或衝突。故而，隨著全球經貿關係聯繫的增強，各國

之間在經濟上的交流與合作，在一定程度上軟化了政治的分歧，促

進了和平的實現。即便是對「貿易和平論」提出批評的現實主義，
82
也不得不承認當前的國家通常是選擇合作與國際分工來獲得更多

的利益，而非戰爭。
83

雖然相互依賴的發展確實有加強國家間共同利益的形成，從而

促使國家尋找非暴力的方式解決彼此的衝突。但這並非表示只要國

家間存在相互依賴關係，國際間的和平就能得到保障！因為對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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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而言，貿易的利益是否超過經濟上相互依賴的成本，關鍵是決

定於貿易關係是否對稱。在不對稱的貿易關係中，依賴性較強的國

家因為處於一個相對不利的貿易格局中，並可能受制於依賴性較小

的他方，此時相互依賴關係中的貿易給它帶來的不是利益的獲得而

是成本的付出。正如學者基歐漢（Robert Keohane）所說，在行為

體交往過程中，最有可能對行為體形成影響力的就是依賴關係中所

存在的不對稱狀況。從不對稱關係中獲利的國家常常享有經濟上、

政治上的優勢。而且依賴性較少的行為體經常可能把「互賴」關係

作為一種談判時的籌碼。
84
因此，若從這方面來理解，在相互依賴

關係中，貿易關係的不對稱往往是導致衝突的重要原因。

其次相互依賴意味著國家自主權在某種程度上的弱化。因為所

謂的「互賴」就是產生於交往過程中彼此都付出代價的時候，若彼

此交往間不會產生付出重大代價的結果時，只存在著相互往來。
85

國家自主權的削弱是相互依賴的一個特點，這可能會促使一些國家

為尋求自主權或為保衛其基於「互賴」的利益而不惜使用武力。
86

事實上，在一個相互依賴現象盛行的國際關係中，國家依舊是最重

要的行為主體，國家對利益的追求依舊是「互賴」關係中的一個核

心問題。因此在必要時使用武力，仍就是追求和保護國家利益的有

效選項。換句話說，戰爭是不可能被完全避免的。這特別是在一國

認為它從戰爭中得到的利益要比付出的成本多，或者是戰爭給敵國

造成的損失要比自己遭受的大，此時戰爭不但是可能的選擇而且也

符合理性的決策模式。例如：1982年阿根廷出兵福克蘭群島與英國

開戰，儘管該場戰役毫無疑問的會損害阿國與西方國家的貿易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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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為其帶來經濟上的不利益，但是戰爭移轉了國家統治權爭奪的

危機。
87

（四）小結

對所有國家而言，保證自己的政治和安全利益是獲取經濟利益

的先決條件。試想如果一個國家連自己的安全都無法確保，又如何

能放心的去追求經濟上的利益及發展。當然，獲取經濟利益可以增

加國家的經濟實力，進而增強國家保障安全的能力，但當國家的安

全利益受到威脅時，將經濟利益置於次要，不惜訴諸武力的決定，

也的確是十分正常而合理的。

以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和與西方國家的「互賴」情形看來，中

國如果與其他國家發生衝突或是戰爭，絕對是要付出高昂的「機會

成本」與「調整成本」的。但如果衝突是涉及到一些觸及中國核心

利益的領域，例如：台灣的統一問題、南海主權的問題等，則很難

保證中國政府不會斷然採取強硬措施，甚至是軍事上的手段。即便

這必然會招致美國的介入而與中國產生對抗，會嚴重影響中國本身

現有的發展與經濟利益，同時也會破壞中國與西方世界的經貿合作

關係。
88

陸、結論

1977年，毛澤東去世一年後，鄧小平重新掌權。自那時起，中

國的大戰略從追求「革命」轉向尋求「現代化」。此一國家目標的

調整，代表著中國後革命時代的開始。鄧小平在1978年的一次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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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出：只有把國家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才能有

效地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對付外國侵略者。
89
從1980年開始，鄧小

平為中國往後的十年提出了三個主要努力的目標，其中之一便是

「四個現代化建設」，並把這個目標視為中國解決國際問題、渡過國

內困境的先決條件。
90
在鄧小平的開啟與領導下，中國經歷了一系

列的國內經濟改革，這些改革措施推動著北京在對外政策上逐漸朝

向對國際社會開放，其具體表現為：從倡導世界革命轉為追求和平

的國際環境、從不信任與不加入國際建制到積極參與和融入，甚至

是主導、從強調政治和軍事建設到把精力集中於經濟「現代化」。

隨著時間進入1990年代，東亞經濟開始陷入困境。首先是日本

經濟從1990年代初開始呈現衰退，至今仍未明顯好轉。1977年的亞

洲金融危機又席捲了整個區域，到了2000年東亞地區才剛要從金融

危機谷底逐漸攀升時，美、日、歐的經濟情勢卻開始下滑，使得東

亞的經濟增長又進入嚴冬。這種現象影響了區域國家人民對經濟發

展前景的信心，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在同樣期間內獲得發展和崛起

的中國。經濟成長率一枝獨秀，外商投資比率逐年增加，對中國而

言，這是實施經濟改革與「現代化」的成果，人民的生活水準提

升，物質條件也有了改善。同時中國也在逐步融入國際建制和參與

多邊形式的國際組織過程中，成為一個具有影響力的大國，在國際

政治的舞台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但就另一個角度來看，中國

的發達與崛起卻對某些國家帶來威脅。中國在經濟改革成功的基礎

上，積極進行國防「現代化」，國力迅速提升，對鄰近國家造成極

大的不安全感。「中國威脅論」不僅代表著亞太區域內國家，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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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這個新興強權的憂慮，同時也是美國在亞太戰略布局上的一個

衝擊。對此，近年來美國又重新出現「圍堵」中共的論述，
91
而大

部分亞太國家的立場，則是發展出一套結合經濟開放與戰略「圍堵」

的策略；也就是，在汲取中國利益的同時，設法降低或控制中共對

區域和平的威脅。
92
這種左手「接觸」，右手「圍堵」的政策，差異

不在於其互斥的關係，而是強調根據實際發展的需要，作出彈性與

階段性的因應之道。
93

在經濟改革的推動下，中國開始與世界接軌，為了獲得更多的

利益與合作可能，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拋棄了對國際「規範」的仇

視，積極參與和融入各項國際制度與組織，尤其是「國際經濟建

制」。
94
透過貿易的往來和外國企業在中國的設廠與投資，中國與其

他國家的相互依賴度日增。依照「貿易和平論」的觀點，國家間會

因為貿易而產生一種「聯合」作用，在彼此間形成共同的利益。一

方面，使得每一方同等程度地熱衷於尋求給對方帶來繁榮；另一方

面，讓具有依賴性的國家因為擔心這種「聯合」作用的消失而使經

濟利益減損，以致不願發動戰爭。據此，當前的中國將不會是一個

傾向使用武力或是改變現有國際規則的國家，所謂的「中國威脅論」

僅是誇大且過於悲觀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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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129~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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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進一步分析貿易「互賴」與和平及戰爭的關係後，本

文認為經濟「互賴」中的貿易關係是否對稱，是一項決定國家間未

來是否發生衝突的關鍵因素。在不對稱的貿易關係中，依賴性較強

的國家因為處於一個相對不利的結構，並可能受制於依賴性較小的

他方，使得相互依賴關係中的貿易對前者而言，給它帶來的不是利

益的獲得而是成本的付出。其次，「互賴」關係中國家自主權的削

弱是另一項可能導致衝突的因素，因為國家可能會為了尋求自主權

或為保衛其基於「互賴」的利益而不惜使用武力。因此，若從以上

兩點來理解，中國確實有可能是造成區域乃至於世界不穩定的威

脅。
95

面對上述的困境與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心中的憂慮，中國

應如何沈著面對，以求在保持現有的經濟建設成果之餘，繼續朝向

「現代化」建設的「第三步」？
96
本文提出下列幾點作為參考：(1)

以追求和平為前提的崛起。中國在崛起的同時，應明白表達追求和

平的善意與真誠，回避霸權主義行徑，強調其在亞洲所扮演的穩定

角色，消除外界疑慮，並主動向國際社會特別是周邊國家做解疑釋

惑的工作，爭取各方面的理解和信任；(2)強化與東亞國家之間的

互利合作。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所帶來的經濟上利益，展現出中

國在將在東亞經濟合作中的地位與功能。中國對東亞提供的市場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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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中國雖然比過去較傾向於現狀，但這不代表中國在國際關係中就變得較為良善

而不會使用武力解決問題，或是未來不會有所改變。因為即使是一個安於現狀

的國家，如果在遭遇到攸關存亡的安全困境時，恐怕也會傾向藉由武力來保衛

領土和勢力範圍。因此，未來有兩點是吾人應高度關注的問題，一是中國內部

的社會與政治情況是否穩定；一是中美間可能升高為實際衝突的安全困境成因

（特別是台灣問題）。Johnston, Alastair I. (2003), pp. 52~56.

96.所謂的「現代化」建設「三步走」係指：第一步從1981年到1990年國民生產總

值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從1991年到二十世紀末，國民生產總

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二十一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

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



經超過日本，中國在東亞合作中也具有穩定大局和人心的作用。在

近幾年的東亞領導人相關會議上，中國所提出的二十多項合作方

案，應是未來繼續努力與推動的重點；
97(3)與鄰為善、以鄰為伴。

睦鄰：與周邊國家和睦相處；安鄰：積極維護本地區的和平與穩

定，堅持透過對話合作增進互信，透過和平談判解決分歧；富鄰：

加強與鄰國的互利合作，深化區域內合作機制的形成，促進經濟整

合，與亞洲各國一同進步與繁榮；(4)大國與周邊外交雙軌併行。

隨著國力的不斷壯大和融入國際體系速度的加快，中國越來越重視

與發達國家的關係，逐步提高了大國外交的地位，同時也繼續加強

睦鄰友好，增強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合作。新世紀以來，「大國外交

是關鍵、周邊外交是首要、發展中國家外交是基礎」的多方外交政

策已經確立，現在中國應擔負起大國責任，透過國際合作，來促進

國際經濟發展與強化世界和平。

當前的中國相較於歷史上的任何一段期間，是更為融入國際建

制，並且積極地與區域或世界的政治和經濟組織合作。但這不意謂

著經濟上的「互賴」將使得中國在國際關係中就不會與他國發生衝

突。中國參與「國際經濟建制」固然取得了發展與繁榮，但是同時

也面對了挑戰和未知。展望新世紀，和平崛起應是中國邁向大國應

有的認知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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