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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意識迷惑及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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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元2000年對台灣和中國都是非凡的一

年。台灣歷經了50年來首次的政黨輪替，

而中國則出現意識型態的顯著轉變。自年

初以來，江澤民提出所謂『三個代表』，

將中國共產黨的權力和意識型態基礎，由

『代表工人階級的無產階級先鋒隊』，轉

移為『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廣大

人民的利益』的『全民政黨』。在年度一

次的北戴河會議中，中共更大膽聲言「放

棄無產階級專政」，以穩定及發展為主

軸。這種轉變很可能意味著中國在意識型

態即對本身地位的定位上，已經出現了自

共產社會主義向類似新加坡、威權台灣那

樣的『新保守主義』過渡的徵兆。這不僅

隱含著值得注意的深層結構轉變，更為未

來提供了許多的不確定性和可能性。  

 中國對台灣及國際關係的基本觀照角

度，其實和自己對本身的角色定位及所持

意識型態有密切關係。1949年中共奪得政

權後，對蘇聯採取「一面倒」政策，目的

在於快速結合社會主義，形成足以抗衡

「侵略」及自立的力量及意識型態的強大

堡壘。雖然當時中國還未成為軍事及經濟

大國，但利用韓戰與西方集團的對抗成功

塑造起一定形象，也為其世界革命的意圖

凝聚起意志。  

 1960年代是中國積極邁向大國的起跑

期。雖然經濟狀況不振，政治又陷入文革

毀滅性的混亂，但在國家權力的幾個具體

面向上，中國作為獨立大國的態勢反而漸

趨明朗。外交上雖然與美、蘇同時決裂，

但北京有效地將其加入聯合國的努力與第

三世界的獨立自主及反西方情緒掛鉤，不

僅最後藉由聯合國安理會的席位確立其大

國的法定地位，更為未來的「三個世界

論」打下堅實基礎，軍事上中國原子彈、

氫彈相繼試爆成功、和蘇聯的劇烈意識形

態論戰甚至邊界衝突、以大量人力物力實

際支援甚至參與中南半島的內戰，經濟上

雖然凋敝不堪，但積極無條件地援外，結

合其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意識形態，也讓

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及形象趨於正面，進而

支援了中國在「軟權力」上的特殊地位。

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及毛澤東思想成為

全世界左派嚮往的樂園，甚至相當程度地

影響了當時席捲西方和日本的學運及社會

解放抗爭風潮。  

 但到了90年代之後，改革開放雖然為中

國帶來經濟及國力的提升，但現在的中國

是否較60年代更具備大國的自信及具體條

件？在經濟上，目前中國實際上是以龐大

的對美順差支持其經濟成長及吸收其過剩

勞動力，對美國的貿易依存度已經高到難

以接受的程度，在獲得美國PNTR和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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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貿易組織之後，無疑象徵著傳統意識

形態的徹底解構，中國已經完全成為世界

資本主義體系的下游。過去經濟實力被認

定為是累積國家實力的方式，但今天的中

國還未能藉由有力的跨國企業獲取世界經

濟中的上游優勢，其過去利用國內廣大市

場作為政策工具的能力也逐漸因為加入

WTO而轉弱。舉例來說，過去由於法國

出售幻象機和拉法葉軍艦給台灣，中國關

閉了法國在廣州的總領事館，並且排除法

商競標廣州的地鐵系統。但未來在世貿組

織的架構下，這種做法漸漸將難以持續。

而中國擴大的經濟實力由於落實在潛在的

內需市場及大量的廉價勞力上，對需要資

本輸入，無力對外投資，又一樣擁有廉價

勞力的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來說，並無發

揚權力的空間。  

 在經濟上高度依賴美國之外，中國在軍

事上目前等於又回到1960年代初期高度仰

賴俄羅斯的態勢，只不過不同的是當時蘇

聯的援助還鑲嵌在蘇聯整體對抗西方的架

構之下，非僅為了商業考量，因此轉讓的

技術其幅度和項目就任何兩國間的軍事交

流來說都可能是史無前例的。但今天俄羅

斯則純粹基於利益考量，但中國卻又在毛

躁和僵硬的對台立場上難以轉圜，因而依

賴的強度及態勢越來越難以自拔。  

 外交上，中國在積極靠攏西方貿易及資

本主義體系之後，作為第三世界龍頭的正

當性及道德性也在褪色。由於國家權力組

成的缺乏完整和對美國的大量依賴，中國

尚難成為在國際事務上的主要發言者，因

為無論軍事或經濟，中國所能拿出來的都

極其有限。如前蘇聯那樣硬性利用否決權

和美國抗衡的可能性也很少存在，一來中

國沒有如前蘇聯那樣有一群扈從國家，二

來以中國今天對西方尤其是美國的貿易依

存度，使它無法過度自外於西方的政策取

向及道德價值。更因在美國「圍交」

（ congagement）的作用之下，中國被美

國局限於亞洲強權，真正需要與之對談並

顧及其意見的，充其量只有台灣問題。就

連朝鮮半島問題，在兩韓突然在今年舉行

了50年來石破天驚的首次高峰會談之後，

球又回到了兩金手上。  

 在「軟權力」上，中國作為資本主義經

濟的後進者，雖然成績優異，但在對他國

的道德形象和文化示範性等「軟權力」的

要素上，中國幾乎乏善可陳。意識形態隨

著與西方貿易體系的結合而解體，掏空了

過去中國的「軟權力」；在網路經濟的大

潮之下，中國卻因必須堅持社會控制以維

持一黨專政而落後。在通俗文化上中國尚

難以在華人圈引起與其人口規模成比例的

共鳴，在華文資訊的形成上也不足以抗衡

西方入侵的速度。  

 所以，今天的中國可說處於一個拉扯及

矛盾的局面；經濟上為美國所積極影響，

軍事上則被另一邊俄羅斯所控制，外交上

則跳離了過去對中國有利的美中俄大三角

的中間，而把這個左右逢源的地位讓給莫

斯科。在大國基礎僅建立在土地、人口及

核武而非有效的軍事、經濟、外交及軟權

力之上時，與台灣的對立更加深了其不確

定及矛盾的情勢。目前中國的大方向是實

用主義取代了意識型態的使命感，國家主

義取代了國際主義，也看到了許多局部性

的理性和務實。－包括對台灣的態度－但

也看到了價值流失與空缺，中國會不會只

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下抱採「新保守主

義」的一個權力機器，或者有更多的文明

許諾？這是大家關切的課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