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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的世界觀 ∗ 

施正鋒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暨發展學系教授 

 

在這裡，我們先將根據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及中共中央文獻室在 2014 年

10 月交外文出版社所彙編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透過中國領導者習近平在

2012 年 10 月中共十八大接班以來正式對外宣示的觀點，嘗試理解他的世界觀。

其次，我們會對他中國近日召開全國政協、及人大兩會 12 屆 3 次會議之際，參

加民革、台盟、台聯小組聯組會上的對台發言，做簡短的評論。 

在比較外交政策學的文獻裡頭有所謂的「三階分析」，分別以國際體系、國

家╱社會、以及個人三個層級來考察影響決策。具體而言，在個人層級的因素包

括理念、世界觀、個性、訓練、以及經驗等等特質；其中，所謂的世界觀是指決

策者對於個人外部的基本傾向，所有的認知都必須先經過這個心理過濾網篩選。 

整體看來，習近平自承，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政策的特色就是延續性、及穩

定性。因此，他重申「和平共存五項原則」、確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承

諾「永不稱霸、永不搞擴張」、宣示「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強調「反對以大欺小、以強凌弱、以富欺貧」、不認同「國強必霸」、奉行「防

衛性國防」、講「和平、和睦、及和諧」、誓言「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

倡議「要和平不要戰爭、要多邊不要單邊、要對話不要對抗」、還以「和而不同」

呼應「多元一體」，四平八穩。這些華麗的詞藻，還需要抽絲剝繭。 

國際關係有三個主要的研究途徑：現實主義者主張國家的涉外行為受制於國

際體系、決策者只能被動地調適，自由主義者則認為國家有相對的自主性、服膺

國際規範及建制，而建構主義者則以為國家與國際社會可以相互建構。儘管習近

平使用當多自由主義者所偏好的概念，譬如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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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一再以相互倚賴的方式表達中國與他國關係，譬如「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

世界的繁榮也需要中國」，甚至於向世人不惜訴諸感性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命運共同體」，也有建構主義的痕跡，不過，還是可以看出現實主義的底子。 

在習近平的認知中，認為世界多極化、而非兩極化；他自信「中國是一個大

國」，「中國的國際地位不斷提高、國際影響力不斷擴大」，樂觀「國家發展形

勢很好」。儘管他高唱「新型國際關係」，當中俄的大國關係被定位為「維護國

際戰略平衡和世界和平穩定的重要保障」，卻隱隱約約透露傳統現實主義的均勢

平衡的思維。同樣地，他雖然表達建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意願，強調「加

強對話、增加互信、發展合作、管控分歧」等程序，卻沒有具體的實質想像，頂

多是跟美國心戰好話「亞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發展」。至若「富國才能強兵、

強兵才能衛國」的基本假設，依然掩飾不了的現實主義本質。 

大體而言，內政與外交的關係有三種可能。首先是內政會影響外交，稱為「第

二意象」，也就是「安內才能攘外」；再者是外交為內政的工具，又稱為「第二

意象逆轉」，亦即所謂「外交是內政的延長」；再來是所謂的「二階競局」，決

策者必須同是面對國內、以及國外兩個政治場域。我們可以看到，習近平的外交

佈局大體是為了內政的工具性考量，「謀大略勢、講戰略、重運籌」，最高的戰

略目標則是為了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以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

夢」。既然相信「形勢決定任務」，雖言「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他的思維依

然是反應性的。 

對於習近平來說，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中國要全面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

放，必須面對國內、以及國際的「大局」，也就是「和諧穩定的國內環境」、以及

「和平安寧的國際環境」兩個基本條件。就「良好外部條件」、「維護周邊和平穩

定」而言，他直言中國「最需要在和平環境中進行國家建設」、「通過爭取和平國

際環境發展自己」，也就是「爭取更加有利得外部環境發展自己」。 

因此，習近平堅持「和平發展」、「實現我們的奮鬥目標，必須有和平國際環

境」、「沒有和平，發展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他甚至於說，「中國需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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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人需要空氣一樣，就像萬物生長需要陽光一樣」，也就是說，認為和平是中

國發展的必要條件。同樣地，他雖說「發展和安全並重」，其實，「為發展求安全、

以安全促發展」的安全觀，還是以發展為目標。也因此，儘管他表示「既通過維

護世界和平發展自己、又通過自身發展維護世界和平」，看來是前者的迫切性重

於後者，至少在可見的未來。 

就意識型態來看，至少在口頭上，習近平還是不敢逸脫社會主義的教條，因

此，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信仰、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是信念，相信「只有社會主

義才能救中國」。為了強調一脈相承，他必須請出馬克斯列寧、毛澤東、鄧小平、

江澤民、以及胡錦濤的思想理論來背書，不時強調堅持和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所高

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是優越的「中國道路」，也就是「社會主義現代化」、

「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作為指導經濟發展的理論、

制度、以及實踐，認為這才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具體而言，這種混和式的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推及政治、文化、社會、甚

至於生態文明等建設，這是「解決當代中國一切問題的根本要求」，因此「只要

內外大勢門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就不應該改變。 

習近平提醒，「落後就要挨打、發展才能自強」，而儘管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

濟體，不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還不高、人民生活水平也還不高」，國際地位仍

然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中國的「最大國情╱實際」就是「仍處於並將長期處

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因此，發展是第一要務，必須「加速轉變發展方

式」。所謂的「中國夢」就是抽象的口號「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分為國家富強、

民族復興、以及人民幸福三個面向，就時程而言，希望在中共建黨百年達成「全

面建成小康社會」、以及在中國建國百年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

代化國家」，也就是十八大的「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大體不脫十六大、十七大

的基調，計畫經濟的色彩仍存。 

其實，有關於台灣部分，習近平沒有多大著墨。對他來說，儘管台灣同胞是

客人，然而，「台灣同胞保持著強烈的中華民族意識和牢固的中華文化感情，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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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眼裡認同自己屬於中華民族」。既然「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有著「共同的

血眽、共同的文化、共同的連結、共同的願景」，那是心心相印、血濃於水、骨

肉天親、命運與共，那麼，只要宣導「兩岸一家親」、增進「兩岸命運共同體」，

就可以「順勢而為」。 

習近平承認中國與台灣尚未統一的事實，而彼此長期存在政治分歧的問題必

須解決；他以為既然「同屬一個國家、同屬一個民族」，只要在「一個中國」的

框架下，在「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基礎下，可以進行「平等協商」。只不

過，對他來說，既然跟非洲、或是其他地區國家都可以高唱命運共同體意識，美

麗的詞藻聽起來就相當廉價而不真實。至於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以及

促進共同發展等所謂的三大歷史任務，聽起來是虛應式的遙遠目標。 

習近平近日強調「九二共識」是跟台灣交往的條件，同時指出認同中國跟台

灣同屬「一個中國」是核心，聽來老生常談，至於所謂的「四個堅定不移」、「三

個共同」、及「兩個不會改變」，只是一些陪襯的花絮。比較特別的是，他認為「決

定兩岸關係走向的關鍵因素是大陸發展進步」，顯然間接承認中國能否吸引台灣

才是癥結。 

我們知道，今年兩會的重點在於習近平確立個人思想上的領導，也就是包括

小康社會、深化改革、依法治國、以及從嚴治黨等「四個全面」，可以看出著眼

點在於鞏固權力。考察他從中共十八大以來的發言，言必稱馬列主義、毛澤東思

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以及科學發展觀，彷彿孔孟道統，掩飾不了接班的

戒慎小心，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除了每年 7%的經濟成長率，

還是相當空泛。既然國際環境的穩定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條件，可以預期，在

十九大之前，他對台政策不會有重大改變。 

習近平在去年秋天接見台灣統派，疲憊中重提過時的「一國兩制」，應該是

對於香港佔中的機械反射。隨後，陳雲林受斥、以及台辦官員陸續下放台研單位，

顯示他對於江、胡的對台工作有所不滿。儘管如此，即使是少康中興，在全力肅

貪之際，除非遭到強力反彈而必須轉移焦點，勢必安內才能攘外，好大喜功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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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得內憂外患。因此，他重提國民黨「九二共識」的老調，應該是穩健而不冒進

的作法；至於「反對台獨」，如果過於高調，反而是更不利於泛藍的生存。 

由於馬英九政府形同癱瘓、朱立倫整合黨人焦頭爛額，如無其他意外，民進

黨總統大選儼然勝券在望，蔡英文沒有必要對於中國政策有太多著墨，「三個有

利」、以及「三個堅持」，只是宣示性的交流大原則。形勢比人強，「最後一哩路」

陰霾應該早已逝去，程序性的「台灣共識」或許足以應付華府之行，北京當然也

沒有必要做出損人不利己的底線攤牌；因此，少數人祭出「反分裂國家法」的警

訊，恐怕是反映自己嚇自己的焦慮。 

野放的政治素人柯文哲是一張外卡，結合紅、白、黑衫軍之勢席捲京城，即

使不問鼎九五，柯家軍勢必進軍國會，動見觀瞻。他在九合一選舉之前到延安、

及井岡山朝聖，自栩熟悉毛澤東戰法，又稱自己是「文化上的中國人」，讓獨派

人士老大不高興。他裝瘋賣傻，一副不知道「一個中國」是什麼的樣子；人家提

「九二共識」，他說不如談「一五共識」，對方說「一國兩制」，他回道「兩國一

制」。觀其「四個互相」，也是以程序應付實質。東拉西扯、吃足對方豆腐，不過

是緩兵之計，畢竟院轄市長沒有太多國政發言空間。然而，為了台北與上海的雙

城論壇，市府增聘大陸小組府外委員，可見他有大顯身手的雄心。只不過，還不

知道他打算跟民進黨演雙簧、還是取而代之。 

值得注意的是，太陽花學運於國民黨政爭中崛起，前途茫茫的年輕人怪罪馬

英九政府經濟傾中，進而把反中的情緒化為支持台獨，不要說國民黨百思不解、

連民進黨都必須想辦法吸納，自顧不暇的中國應該不會火上加油。 

針對「中國威脅」，習近平的回應是：「相互了解、相互理解是促進國家關係

發展的基礎工程。了解越多，理解越深，交流合作的基礎就越牢固。」那麼，對

於台獨，中國是否也應該嘗試著去了解跟理解？同樣地，如果「一國的是情由本

國人民作主」、「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的道理放之四海皆準，是否也

適用於中國強力推銷台灣的「一個中國」及「九二共識」？又假設「反殖民反帝、

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道理「一以貫之」，中國人是否願意跟台灣人「結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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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的兄弟情誼」？果真「遠親不如近鄰」，那麼，中國人願

意在「維護民族尊嚴、捍衛國家主權」的鬥爭中，跟台灣人相互支持、作個好鄰

居？最後，既然相信「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何不「路遙知馬力、路久見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