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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其然，中國推動改革開放之後快速崛起，經

濟體量高度增長至僅次於美國，除了讓中美兩國的經

濟競爭日益加劇之外，更是因地緣政治不斷升溫，而

造成雙方軍事緊張，導致美國無不想方設法對抗中國

快速崛起，以維持其主導全球的地位。在這股不可逆

轉的趨勢之下，儘管許多經濟學者、戰略專家擔憂中

美兩國可能淪落“修昔底德陷阱”；然而部分學者專家

則是有不同的觀察認為，目前美國正面對着兩黨分歧

加劇，加上政府運作暫停風險升溫等問題，此時需要

形塑共同敵人藉此凝聚國內團結，中國無疑是最好之

目標，而且此一趨勢恐將日益明顯，甚至持續更長時

間。這些現象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美國想方設法對抗中國快速崛起

其一，先從經濟競爭領域來說，雖美國民眾享受

大量便宜來自中國產品輸入好處，但在大量進口的同

時，卻又造成許多勞工失業。再者，美國認為中國透

過國源主導模式補助特定產業，讓美國與其他的外

企淪為不利競爭地位。此外，近年以來中國積極對外

投資，更是引發美國對國安的疑慮，甚至長期指控中

國竊取技術或施壓美企轉移技術，藉此達成“彎道超

車”。這些現象，無疑讓中美兩國經濟的未來充滿着

挑戰，尤其美國總統拜登對中國的政策思維，雖在表

面上採取合作的想法，但其背後則是選擇更加果決對

抗之態度。

其二，再就科技競爭方面而言，近年以來中國在

技術創新上突飛猛進，加上全球科技發展日益分化，

尤其是標準與規範的分歧，包括中國技術逐漸脫離美

國與西方國家所訂定的規格等，例如華為公司因西方

制裁而轉為自主研發技術，無疑引發美國對經濟競爭

與國安恐受影響的擔憂。因此，美國政府從10月起再

度提出制裁，包括禁止美企逕向中國出口先進晶片、

軟體與相關製造設備，這些措施勢必限制中國取得人

工智慧(AI)發展所需要的關鍵零件。很顯然地，中美

科技大戰已經進入另一階段。

毋庸置疑，中國透過改革開放所累積的經濟基

礎，加上明清以來既有市場經濟傳統，快速發展充滿

活力的中國特色之“市場經濟”；同時，憑藉其大量

人口作為基礎，配合電子資訊科技發展創造新興網絡

經濟，例如阿里巴巴、京東、騰訊等。亦即網絡所帶來

的變化，讓中國的市場經濟呈現前所未有動能，尤其

讓農村的經濟獲致活絡機遇，包括偏鄉地區經濟更

是因宣傳與行銷而取得動力及利益。也就是說，中國

利用這個龐大體量的民間經濟為基礎，進而發展高端

科技產業。此一有別於遵循“雁行理論”之經濟發展

模式，最後引發美國對中掀起經濟爭端，從起初關稅

戰，更進一步延伸至科技戰，試圖干擾中國高端科技

發展，其中華為更是在突圍美國制裁下，成功發表5G

新機典範。

合作共贏是中美經濟的唯一選項

從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角度，科技是全體人類共

享的文明結果，亦即誰能取得更好科技，厚植技術，提

高製造能力，在獲致利益的同時，其實是為人類文明

創造更多福祉，誰都無法阻止。不過，美國並未選擇

利用科技進步作為基礎，達成維護其高端科技領先地

位，而是採取逆道而行干擾人類文明進步行為，包括

經濟制裁、人身逮捕、司法訴訟、阻止關鍵零件銷售

等非屬經濟手段，干擾中國科技進步，藉此持續主導

全球經濟資源配置獨佔利益。

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是，美國錯估中國龐大的

經濟體量，甚至忽略中國潛在之決心。雖美國希望讓

中國退回世界加工及製造出口的地位，但卻又讓中國

產生國家自立與生存之危機，進而到逼讓中國再度

召喚“五四運動”以來“救亡圖存”的民族自尊意識

型態。很顯然地，中美兩國這場經濟糾葛沒有歷經10

年、或是需要更長時間，恐將難以獲致結果；但是，從

人類文明的長遠發展規律加以檢視，卻又逐漸顯示其

最後可能格局。因此，我們認為中美經濟糾葛未來唯

一可能選項，乃是“合作共贏”，若雙方不此之圖，則

一切終將徒勞，甚至讓全球面對更多之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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