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圖片來源： Pixabay 圖庫 

中國「反間諜法」壟罩難擋美國經貿壓力 

楊志恆 

臺北醫學大學兼任副教授 

一、美總統川普對中國課徵高關稅施加經貿壓力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甫就任旋即對墨西哥、加拿大商

品課徵 25％關稅，對加拿大能源課 10％關稅，對中國進口商品額外課

徵 10％關稅，3月 4日又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額外 10％關稅。在選舉

前，川普就已經喊出將對中國課徵 60％關稅，使習近平對經濟困境陷

入更深憂慮。中國除宣布針對美國公司和關鍵產品進口採取反制措施，

包括對液化天然氣、煤炭、農業機械和其他產品加徵關稅、對一些生

產高科技產品的關鍵礦產出口實施限制，以及宣布將 11 家美國企業

列入不可靠實體清單等。另外，習近平要財經機構做好正面宣傳宣揚

政府的政策，不批評經濟成長。中國證券業協會去（2024）年 12月 20

日即在業內發布通知稱，首席經濟學家應當負責任發聲，「正確把握黨

和國家大政方針」，遏制對經濟的負面評論，要求券商加強公開言論管

理，尤其是首席經濟學家、券商分析師等人員，並對產生不良嚴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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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的，應從重處理直至解聘。中國著名經濟學家高善文，因為質疑中

國 GDP 數據，認為實際 GDP 增幅低於官方數據，並批評政府刺激經濟

措施；12 月中旬又在美國華府的一場論壇上再度質疑中國的 GDP 增

幅。高善文表示，如果猜測是正確的，他認為中國未來 3 至 5 年的經

濟成長率在 3％至 4％之間，不過，中國官方數字始終在 5％左右。由

於高善文的客觀分析惹得習近平勃然大怒，下令調查並處分，此事件

反映中國政府壓制經濟負面言論，加劇市場不透明度，更因為「反間

諜法」壟罩，即使習近平和李強呼籲民企和外企投資中國，也難以大

顯身手，抵擋美國高關稅經貿壓力。 

二、習近平高調歡迎民企大顯身手，李強頻繁邀請外企投資

中國 

    2月 17日，習近平出席民營企業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表示，幾

十年來，關於對民營經濟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中地

位和作用、政府對民營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與時俱進，在堅持和完

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鼓勵、

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民營企業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

等受到法律保護，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新時代

新征程民營企業發展前景廣闊、大有可為，廣大民營企業家大顯身手

正當其時。根據中國海關總署透露，去年中國外貿企業進出口民營企

業 24.33兆人民幣，占外貿總值比重提升至 55.5％，超過國企。 

    去年 11月 5 日，國務院總理李強出席上海舉行的「第七屆中國國

際進口博覽會暨虹橋國際經濟論壇」開幕式，發表主旨演講中強調三

點吸引外企，一是中國將進一步擴大制度型開放，積極對接國際高標

準經貿規則；二是中國願進一步開放超大規模市場，把中國大市場變

成世界大機遇；三是中國願同各方繼續密切在國際經濟組織協調配合，

率先探索實施世貿組織公布的《促進發展的投資便利化協定》，攜手建

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李強在座談會表示，希望外資企業繼續紮根中國

市場，把更多高品質商品與服務帶到中國，同時深化與中國採購商等

企業合作，不僅將中國做為出口地，也做為重要投資地、創業地，推

動中國與世界市場更好對接。今年 2月 17日，中國副總理何立峰會見

日本「經團連」會長十倉雅和、日中經濟協會長進藤孝生與日本商工

會議所會長小林健也表示，中國正在持續推進高水準對外開放，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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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歡迎日本等各國企業投資中

國。 

三、「反間諜法」壟罩難提升民營外企投資中國 

    2023 年 7 月 1 日，中國開始實施《反間諜法》，國安人員對外國

企業在中國活動時，獲取政府數據，在網路搜尋當地官方、企業資訊，

甚至與當地人士閒聊、訪談，可以拘捕關押。民營企業家也同樣受到

限制。最近，習近平對他們改變態度，主要是受到川普將對中國經貿

施壓的影響，不得不討好他們；但限制性法律都還在實施中，他們是

不是願意投資中國？有待觀察。可以確定的是，中國經濟發展真的已

經面臨很大麻煩。中國開始施行新修訂的《反間諜法》，擴大間諜行為

的定義，廣泛查處提供「國家安全和利益」相關資訊的行為，如存在

間諜嫌疑，國家安全部門可以檢查嫌疑人隨身行李與電子設備，不但

是對在中國經商者如此，還鼓勵人民發現間諜行為，要及時向國家安

全機關舉報；國安人員對有間諜嫌疑的人，可以盤查和其隨身攜帶物

品，迄今仍有許多外商因違法還被關押；在《反間諜法》實施下，如

果民營、外國企業家可以大顯身手，中國國營企業豈不是可以如魚得

水，生意興隆，何勞他們幫忙救中國經濟! 

四、習近平強調「東升西降」神話構築中國夢 

    儘管中國正陷經濟低迷困境，習近平仍對他三年前開始第三任總

書記時提出「東升西降」之論深信不疑，堅持從上而下的經濟計畫。

隨著川普總統第二任期開啟，習近平似乎也做好與美國攤牌的準備；

今年元旦習近平在黨營刊物《求是》上發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

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再度強調「東升西降」是必然趨勢。事

實上，目前中國經濟發展陷入困境，美國卻還在成長中。雖然美國在

民主黨執政時，強調「外交先於軍事」解決紛爭；共和黨經常是「軍

事先於外交」；中國強調持續不斷強軍建設。其實，經濟景氣是有週期

循環，軍事與經濟政策施政，各國有先後順序，這是常態，所以在美

中戰略博弈中，強調「東升西降」其實是中國對內向人民宣傳自己一

直在強大中，不過就整體國力而言，中國還是承認自己綜合國力不如

美國；「東升西降」是個抽象概念，對一向堅持「唯物論」的中共會相

信它，令人費解。新冠疫情後，習近平知道中國經濟已經無法回到 8

％以上的高成長率，僅能勉強維持 5％持平成長，客觀的中國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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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高善文評估僅 2％至 4％，習近平還下令經濟專家不得與政府唱反

調，這不就說明「東升西降」是他提出的神話！目的是為他的三連任

總書記政績，以及到這個世紀中葉實現偉大的「中國夢」圓謊。 

五、印太地區對抗中國仍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 

    去年 10 月 18 日，美國總統選舉前，川普就高喊「如果中國進入

臺灣，他將對中國徵收高達 150％至 200％的額外關稅。」美國務卿盧

比歐（Marco Rubio）過去是參議院對抗中國在亞太區域領土及經濟野

心的先鋒，2022年曾提出「透過實力促進台灣和平法案」（Taiwan Peace 

Through Strength Act）。1 月 16 日，美國國安顧問瓦爾茲（Mike 

Waltz）在上任前表示，川普新政府將加強華府的印太戰略，包括對臺

軍售，希望加快交付臺灣已購買的武器，以遏制中國在該地區野心。

美國國安高層目前戰略思維是，集中精力在印太地區對付中國威脅地

區國家安全，保護美國利益與對盟邦的承諾，這是美國當前重中之重

的外交政策。從川普提出對中國課徵高關稅做為中國入侵臺灣的「武

器」，可見關稅提升將在對付中國扮演重要角色。從習近平、李強近期

拉攏民企和外企投資中國，可見得川普將施予的經貿壓力是相當大。

2023 年 7 月中國實施《反間諜法》，已經嚇壞很多民營企業家和外國

企業家，習近平和李強最近的拉攏，能夠奏效嗎？「東升西降」神話

會持續嗎？令人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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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