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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景論壇 

面對嚴峻局勢，習近平的回應並非踩剎車並轉彎，反而油門踩到底，加速前進，提出了

「第五個現代化」，推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圖片來源：<https://news.sina.com.cn/c/2021-08-26/doc-ikqciyzm3796306.shtml>） 

 

習近平攀登權力高峰之路充滿荊棘 

 

顏建發 

健行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教授 

 

日前中國境外「留園網」網站，有個帳號為「方舟與中國」發表

了一篇四萬字長的〈客觀評價習近平〉，引起了熱議。作者在序言中

說，2012年底習近平就任總書記與軍委主席，原初大家並不熟悉他，

僅從一些片段與零星的訊息，例如「中國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而世

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國」的論述而抱著期待；媒體和知識界認為他

是一個平實的領導人，並期待他成為開明的君主，帶領中國走向變革，

甚至走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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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作者說，習近平提出「中國夢」，要深化改革，消除貧困，讓

全民進入「小康社會」，頓時給中國帶來煥然一新的氣象。但正當很

多人為此雀躍不已時，習近平已然朝反方向－紅色意識形態的國家主

義－轉了舵；開始緊縮言論、羅織罪名、整肅異己、大肆逮人，進行

大整改。 

中共的現代化是以黨領導的富國強兵之舉 

1949 年建立新中國的共產黨有讓中國跳脫貧弱與卑屈的強烈企

圖心。1959年 12月毛澤東曾說：「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

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

1964 年 12 月 20 日中共召開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揭櫫「四個現

代化」。只不過隔年 1966 年 5 月文革爆發，此議戛然而止，直到毛

澤東過世、鄧小平掌大局，1978 年重新啟動。毛是倡議者，鄧是實

踐者。自 2006年中國外匯儲備始終保持世界第一，2010年成為世界

第二大經濟體，再加上外交與軍事的擴張，一時之間令美國感到霸權

遭遇挑戰的不安。 

習近平上臺後各種作為，不管對內或對內，都有「超鄧、追毛」

的企圖心。2019 年 10 月 28 日，中共召開第十九屆四中全會揭櫫：

「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

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並定調為「黨管一切」。箇中所謂的「推

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被外媒稱為「政治現代化」，是

中共第五個現代化。 

習近平自 2013 年執政以來既大破（如肅貪）又大立（如一帶一

路），追求中國夢，大有一代明君的架式。然，2012 年中國已開始

下滑，而 2018 年 3 月下旬美國前總統川普對中國開啟一連串的貿易

戰與科技戰，使中國的經濟情勢更加險峻，美中對立全面升級，2021

年 1月拜登上臺後仍延續川普的反中路線，方法更細緻，打擊面更寬

廣。 

習近平在駛往現代化死胡同踩緊油門 

只是面對此嚴峻的局勢，習近平的回應並非踩剎車並轉彎，相反

地，是油門踩到底，加速前進。中國經濟與軍事的崛起讓他有戰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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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甚至做出「東升西降」的判斷；他且要超越毛、鄧「四個現代化」，

而建構了「第五個現代化」，只不過，它絕非「西方化」或「資本主

義化」，而是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但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

經濟發展，並強調黨在過程中的優越與主導角色，被稱之為「習近平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於習近平而言，中國的現代化內涵是

治理能力的提升而絕非西方陣營所主張的個體多元主義與權力制

衡。 

過去幾年習近平權力一把抓，然其治理能力不足卻缺乏制衡的糾

錯機制，導致對內與對外政策的錯上加錯，而深陷進退維谷的困境：

採守勢，不見得能免外敵的欺凌，甚至有引來內外呼應、同聲攻訐習

近平治理能力缺失、第五個現代化有徹底失敗的可能；採攻勢，他將

面臨被煽起的仇外民族主義一旦難以掌控而引發對外的軍事衝突，從

而引來中國陷入「八國聯軍」浩劫的歷史輪迴。 

美國壓制中國已鐵了心 

習近平以人定勝天的信念花大錢辦冬奧，但瞬間的燦爛一旦逝去，

他必須面對民生經濟的下滑。冬奧是 2022 年習近平攻頂權力高峰的

第一炮，但冬奧圈外的百姓如何看待才是關鍵。此外，冬奧期間中國

之外的世界並不平靜。俄羅斯置重兵於烏克蘭邊界，但美國仍堅持將

戰力安置在印太地區，拜登更發布《印太戰略報告》，劍指中國，美

國欲壓制中國於腳下的企圖，可見一斑。這是習近平辦完冬奧必須面

對的現實。 

 

 

編按：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遠景基金會之政策與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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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 

本基金會為研究國際政經情勢之民間學術智庫，旨在針

對國際政經情勢及戰略與安全等領域，將學術研究成果具體

轉化為政策研析，作為我政府參考，深化學術研究能量，並

增進與國際重要智庫交流與互訪。 

臺北市汀州路三段 60巷 1號 

Tel: 886-2-23654366 

Fax: 886-2-23679193 

http://www.pf.org.tw 

http://www.pf.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