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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崛起」的大哉問為近年學界探討的熱門，如何適當的進行評價

與預測尚未有定論。兩種基本論調截然不同的推測迴盪於國際舞台間，一是

中國崛起勢不可擋，必將成為與美國同級的超強，另一說法為中國必將崩潰，

其政權面臨轉型或瓦解。對此，北京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教授閻學通以「下

一個十年：全球變局大預測」一書提出個人看法，1然作者認為本書並非全然

的學術著作，而是一本國際形勢的預測讀書，但究其內容與說明方式與國際

關係領域的論證檢視近乎相同，仍不失為預測社會的一本鉅作。 

首先，本書始於以中國專家為導讀者的引言，從不同面向剖析本書主題

─中國崛起的可能性，如指明本書引用數據與相關論述的套套邏輯無法完全

證明中國現實面，或以探討歷史的偶然對歷史發展的重要性，或以傳統王道

概念衍伸出中國發展道路，或以不同方式論證中國是否成為兩極強權之一評

擊接續的預測，或以後進之姿學習本書預測之眼界，或以現實條件輔正假設

與預測。這是少數導讀以多角度方式呈現，其目的並不在否決本書的預測，

                                                 
1 閻學通，《下一個十年─全球變局大預測》(新北市：八旗文化，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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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地想要透過不同的辯證方式，說明預測社會與國家未來發展的難度，預

測結果雖然不盡相同，但本書解讀國際環境與建構對於未來的預測仍將發揮

其影響力，成為信者執行的依據，「預測未來」行為著眼之處信為「建構未來」。 

次之，本書作者從「歷史的慣性」出發，說明國際格局變化的趨勢，一

為世界大事不會逆轉，二是中國將實現崛起，三乃兩極格局的底定，續以現

實主義角度出發說明綜合國力對國家政治的影響，說明中國將在未來十年實

現崛起，實現中華民族復興之目標。中國崛起的型態是國際政治關心的議題，

然能否準確預測卻是社會科學欲突破的盲點，導讀文末對於國家崛起的說

明，讓我們可以理解社會科學預測的難度，「歷史給所有國家提供的機遇是相

同，關鍵不在於誰有機遇期，而在於誰能抓住並利用身邊的每個機遇。」因

此，除檢視本書除對現象的預測外，也需要探討對於國際現象的理解與分析

方式，才能真正地切中本書精華。 

再次，分別以「國力較量：二〇二三年的中國與美國」、「權力轉移：二

〇二三年的東亞主導權」、「昔日大國：二〇二三年的俄、日、歐」與「兩極

分化：二〇二三年的發展中國家」為題，論述作者心目中的世界版圖與國家

力量的改變，如同導讀者所言，這是預測未來的關鍵，也是作者本身對於世

界局勢發展的註解。在國力較量上，本書認為國力的綜合評估運算式如列： 

政治實力 x (軍事實力 + 經濟實力 + 文化實力) = 綜合國力 

 

因此，決定中美未來興衰的關鍵在於，兩國各自的戰略友好關係，前述

各項物質實力的積累有其重要性，但能否發揮影響力的關鍵在於中國對於國

際環境的應對，另外中美兩國關係是否敵對、美國如何因應中國國力上升將

是解讀未來國際環境的基本要件，確認兩強之間的政治關係，才可能解讀兩

國實際的政治實力。針對權力轉移的預測，本書鎖定在未來東亞區域的主導

權上，當代世界局勢的轉移將從歐美的相對衰落而起，相對應的中國將建立

以自己為軸心的傘型同盟，用以應付世界中心轉移到東亞的戰略轉變，進而

將主導東亞區域的力量擴及於世界，美國的相對衰落、歐洲影響力下降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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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力轉移與中國全球戰略競爭力的上升等因素，都是本書探討世界局勢變

與不變的主要論調，如中國崛起必然面對三種層次的摩擦，經濟為先，軍事

次之，思想為後，而中國追求正義的思想將在未來引領世界的潮流成為新型

國際規範。昔日大國俄、日、歐的剖析，可能是本書最易招致批評之處，其

對俄羅斯、日本與歐盟的解析，以經濟、軍事面向為經，輔以當權者缺失、

體制改革困難、政治思想差異為緯，成為預測俄、日、歐綜合實力降低的依

據，並斷定其在未來世界中扮演影響力較低之角色；其評估簡潔也切中俄、

日、歐的特點，具體事項雖並非全然照其預測，但整體而言仍有其可觀之處，

如俄羅斯戰略困境的產生，促使俄羅斯積極參與 2014年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

措施會議第四次峰會，如此的戰略預測需要透視國家當前環境與政策目的才

能貼近國家真正意圖。第四部份以持續發展下的世界地圖為說明，從開發中

國家的戰略選擇評估，說明未來世界兩極化下，各區域、各國家可能面臨的

問題以及最佳的選項，用以論證本書的預測是否準確，簡略的說明帶過了金

磚四國、印度、中東、非洲與拉丁美洲，可以想見不論當代國際政治舞台中

其擁有潛在的發展基礎，其認為未來的世界舞台中這些國家的影響力未見增

加，現實政治勢力的拓展中，世界舞台將以中國發展為優先，次區域國家在

戰略中心的轉移與改變上難施其力。 

最後，以未來十年的中國外交戰略為題，總結其對未來十年預測的結

論。本文嘗試引用書中兩段主旨，評斷此結論，首先為封面中的疑問句「如

果中國人主導了國際體系和規則，世界會變成甚麼樣子？」。本文認為這是本

書最主要的目的，借托預測之名行立言之實。而書中 283頁更對此提出其見

解「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

德，何以主盟？」。作者認為在王道思想和霸道思想選擇時，未來中國需要以

道義現實主義為依歸，創造新的普世價值觀，建立國際新秩序和國際新規範

為課題，如「負責任大國」的外交原則。中國王道思想與西方世界建構的當

代國際關係是否有相異之處，如民主、自由、和平等核心價值觀或許見仁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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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惟稱霸全球建立國際新秩序和國際新規範，讓世界以東亞為中心運轉，

需要一個令眾人心服口也服的新價值，並非如此容易。 

春秋戰國時代王道中的道義是中國最高標準的仁義道德，其追求以德服

人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大同的唯一手段，當代國際政治現實並非據此出發，僅

以道德口號為出發將成為空談，故作者輔以前文所稱綜合國力中的軍事實

力、經濟實力以及文化實力。「負責任」的「大國」意表如此，前者說明中國

願意承擔的責任與保證，後者說明中國的地位與高度，將政治實力與實質國

力區別的用意在於讓中國能夠透過「干涉」建立「出頭」的可能性。 

如書中所敘，一項預測能夠達到 65%以上的準確性，即證明預測的方式

有其科學性，75%以上的準確性說明其預測具有參考價值，85%以上的準確

性就代表其有使用的價值。由此可知，當代預測未來的可信度不高，但預測

未來依靠的並非是專家學者單純的偏好而以，對社會科學而言如何選擇以及

如何詮釋更為重要，預測過程檢視大量的事實與其政策背後的目的，是預測

能否準確的重要因素，因此嘗試預測的學者需要將其認定的現狀以及可能的

選項清楚臚列，避免誤會。如果預測準確性以當代國際關係而言仍屬偏低，

則預測的手段與目的就需要重新檢討。國際關係理論的第三次大辯論，不再

以討論目的與方法為滿足，知識論與本體論的研析，讓許多觀點重塑國際關

係理論的型態，建構主義影響國際關係理論讓國際關係領域重視概念、規範、

價值與社會，觀念將成為行為者的動力。未來的預測如果能夠準確，相信對

於國際關係領域乃至於社會、國家都有相當程度的影響，但如果不夠準確，

卻因為論述過程中對於全球戰略的設定、國際局勢的認知或對國家行為者政

策的動向與目的有異於往常的理解與重新詮釋，其對國際政治舞台未來的發

展同樣有可能因為蝴蝶效應而產生新的漣漪，這樣產生的未來就未必如預測

當下的想像，也就可能因為預測未來的動作進而「建構未來」，作者存有建構

新中國之心，而讀者不可不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