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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來春晚表演不僅是娛樂節目，更是一種帶有明顯政治意涵的文化儀式。（圖片來源：http://

www.jingtianrobots.com/index.php?id=1536） 

 

 

中國民族主義與科技強國建設評析 

 

洪敬富 

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 

 

中國政府歷來強調科技自立自強，這種政策方向是與民族主義情

緒相互促進的。在習近平新時代，由於美中科技競爭加劇，面對美國

日趨強硬的科技封鎖與全球尖端、先進技術競逐，中國民族主義得到

進一步的強化。民族主義正被官方用來建構一種敘事：核心技術不能

受制於人，必須實現自主可控。唯有科技自立自強，才能擺脫對西方

的依賴，並將科技自主與國家安全緊密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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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科技創新也被視為是中共「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支撐。民族主義驅動了科技自主發展，以建

設科技強國作為民族復興的象徵。習近平推動的「科技強國」政策，

從「中國製造 2025」，到近期中國國內在人工智慧、半導體、量子科

技、航太工程等領域的加大投入，既要實現高端製造業升級，也要在

科技創新上有所作為，成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於是，在川普 2.0的

當下，中國在 2025年春節聯歡晚會（春晚）上展示了機器人舞蹈，同

時 AI初創公司「深度求索」（DeepSeek）的崛起，讓中國官方將這些

科技發展視為國家科研實力和創新能力的里程碑，並大肆進行國內外

宣傳。 

春晚機器人舞《秧 BOT》 

歷來春晚表演不僅是娛樂節目，更是一種帶有明顯政治意涵的文

化儀式。它的取材內容和形式編排反映出中國政府當下的意識形態、

政治宣傳重點，以及國家形象的形塑。在《秧 BOT》節目中，由杭州

宇樹科技研發的 16臺人形機器人與人類舞者共同表演了傳統秧歌舞。

官媒將此作為中國在 AI 和機器人技術領域取得突破的象徵，強調其

在全球科技競爭中占有優勢的地位，並向海內外觀眾展示其科技實力，

呼應著中國科技自立自強戰略。此外，北京市經濟技術開發區亦舉辦

了首個機器人春晚嘉年華，展示機器人在唱歌、跳舞、寫春聯等方面

的能力，進一步宣傳了機器人技術的美好應用前景。 

春晚機器人舞蹈的科技秀，雖然視覺效果驚人，且展示了技術的

應用，但技術深度與創新性仍沒有更大的突破。該機器人核心技術，

例如高精度伺服電機、核心算法、高端傳感器等方面，仍然高度依賴

進口，特別是依賴於美國高端的 AI 技術如 NVIDIA、AMD 等公司。

若再與美國波士頓動力（Boston Dynamics）、特斯拉 Optimus、日本

的軟銀機器人 Pepper 相比，則中國官方強調的科技自主創新，依然存

在不少差距，只能視其為科技民族主義的時興宣傳，意在宣揚科技強

國與自主創新的國家形象。這或許能鼓舞國內士氣，凝聚民族自豪和

國家驕傲，但在國際上，這其實是中國政府又一次的自我宣傳案例，

而非真正具有開創性的科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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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空出世的 DeepSeek 

在中共官方政策中，發展 AI 技術必須與國家戰略需求相結合，

以確保數位經濟安全，並承擔實現科技自主的政治使命。從而中國政

府在資源和政策上大力扶植國內 AI 技術產業的發展，特別是在本土

大型的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 LLM）開發上，視其為提升國

際競爭力的關鍵技術領域，期以應對美國 AI 技術的制裁和封鎖。

DeepSeek 作為中國開發的先進 LLM，被視為中國 AI自主化的重要一

步，並被官媒吹捧為以低成本開發，不輸 ChatGPT的中國自研大模型。 

本質上，號稱科技自主創新的 DeepSeek，其基礎仍是建立在美國

AI的「蒸餾」技術，以及依賴美國的高科技晶片之上。就其實際，其

一，DeepSeek 的訓練過程主要依賴大規模語料庫蒸餾技術，類似於

ChatGPT 模型的微調機制，但特別針對中國市場需求進行改良。研究

人員首先從開源語料與經過篩選的中文文本庫中提取關鍵資訊，然後

透過蒸餾技術對語言模型進行優化，以確保其在生成過程中符合既定

的語言風格與內容安全標準。這顯示出 DeepSeek 在學習語言結構的

同時，也會被強化特定的價值觀與內容範疇，使其在技術創新與意識

形態控制之間取得平衡。 

其二，包括 DeepSeek 在內的許多中國 AI企業的開發團隊，仍然

依賴於繞過管制的方式獲取 NVIDIA 晶片，甚至利用雲端計算服務

來獲取高性能算力資源。這暴露了中國科技自主戰略的一個核心矛盾：

一方面希望擺脫對美國技術的依賴，另一方面在短期內仍無法擺脫對

關鍵技術的需求。 

DeepSeek 與歐美國家 AI 模型最為不同之處在於其內容生成必須

遵循中國獨裁政府的言論規範。此前中共政府對網路審查幾乎已涵蓋

包括社交媒體、多媒體、短影音等絕大多數層面的數位內容。現在，

黨國這隻看不見的手，儼然已經伸向 AI生成內容。因此，DeepSeek 在

開發時已內建即時內容過濾功能，以確保其輸出的文本資訊「合規」。

於是，DeepSeek 在處理敏感議題或關鍵詞時，往往呈現明顯的生成限

制，給出模糊或迴避性的內容，甚或直接拒絕回應。這凸顯了黨國政

府高度管控下的科技創新與自主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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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儀式與科技強國敘事的塑造 

總結而言，中國在推動科技自立自強的過程中，透過民族主義的

動員和文化儀式如春晚，塑造「科技強國」的國家形象，並以 AI、機

器人技術等領域的展示強化國內認同感與國際競爭力。然而，無論是

春晚上的《秧 BOT》機器人舞蹈，還是 AI大模型 DeepSeek 的橫空出

世，雖在形式上展現中國的技術進步與國家意志，但實質上仍難掩其

核心技術高度依賴外部供應的現實。這些成果更像是以科技包裝的政

治敘事，藉此凝聚民族情感與穩固政權合法性。 

從技術層面觀察，中國當前的科技自主戰略仍處於結構性矛盾中：

一方面強調去美化與自主可控，另一方面卻在關鍵技術與基礎設施上

無法擺脫對美國的依賴。尤其是 AI領域中所謂的「自主創新」，往往

是在既有西方技術架構下的本地化改良，並深受國內政治審查與意識

形態導向的制約。因此，中國的科技民族主義更像是一種象徵性工程，

儘管具有強烈的動員效果與戰略意圖，卻在實質創新與國際競爭力上，

仍面臨顯著的挑戰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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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