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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近年中國快速成長所造成的國際變遷，白邦瑞 (Michael 

Pillsbury)的《 2049 百年馬拉松：中國稱霸全球的秘密戰略》 (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一書適時地提醒世人中國崛起可能帶來的巨大影響。基

於長年的公部門經驗，白邦瑞可說是過去三十年關於美國外交政策和中美

關係決策的局內人。白邦瑞特殊的經歷使其得以從得天獨厚的角度詮釋中

國的發展，並從中得到不同於一般學界和媒體人士的見解。 

有別於 2000 年中期以後在市面上出現的中國研究書籍，例如奈思比

夫婦的《中國大趨勢》和馬汀‧賈克的《當中國統治世界》等，白邦瑞對

於中國的評價極為負面。白邦瑞認為野心勃勃的中國正企圖取代美國成為

超強，而在崛起的過程中，北京將破壞民主、言論自由、環境保護等「普

世」價值。白邦瑞斷言「終極結果」— 中國稱霸全球 — 將在 2049年或

中國共產黨建政一百周年時出現。而於此同時，中國將持續保持韜光養晦

的姿態，並採取各種手段弱化美國。春秋戰國時期為中國的戰略思想家和

決策者提供許多值得參考的寓言。為了在 2049 年完成中國崛起的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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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邦瑞認為北京將無所不用其極。發動網路攻擊、竊取美國的軍事科技和

情報，以及文化宣傳等，皆是中國可採取的手段。 

作為一位通曉中文的專家，白邦瑞從中國的過去找尋北京試圖稱霸的

蛛絲馬跡。白邦瑞在首章指出，毛澤東喜歡《資治通鑑》中「天無二日」

的古人智慧，並早從五○年代起就開始著手推動中國崛起。毛澤東的願景

近年體現在所謂的「中國夢」；北京試圖在二十一世紀全面落實中國偉大

的民族復興。《中國夢》作者劉明福以「馬拉松」一詞形容中美兩國在新

世紀所產生的角力戰。在「中國採取修正主義路線」的假設下，白邦瑞鉅

細靡遺地闡述中國稱霸全球的隱性戰略，並在書末提出其見解和政策建

議。 

自發行以來，《2049 百年馬拉松》引發高度爭議，尤其是對照一帶一

路、亞投行、G20高峰會等中國試圖創造雙贏的作為時，白邦瑞的論點更

顯得荒誕不經。對於認同和平崛起的支持者而言，北京近年的作為正好體

現國際社會長期以來對於中國的要求。然而，對懷疑論者而言，中國在南

海和東海所引起的爭端，為未來增添許多變數，而白邦瑞所描述的情形正

好呼應其認知。白邦瑞作為一位在過去幾十年在美國外交政策制定中扮演

重要角色的人物，其論點頗具說服力。白邦瑞的語言優勢更加強書中論

述，並使其觀察從坊間的中國研究作品中脫穎而出。 

無論如何，在白邦瑞對和平崛起提出反證和警示的同時，我們也必須

思考，究竟中國即將擁有的主導地位會是國際社會的一場災難，還是其中

也隱含其他契機。換言之，若中國崛起勢可難免，與其擁抱中國的發展並

使其融入國際秩序，國際社會有更多的理由持續防範中國嗎？對於樂觀者

而言，中國的壯大值得歡呼，因為國際社會從此將增添一支持續帶動國際

經濟發展的生力軍，而北京也將可望在氣候變遷、核武非擴散和第三世界

議題上投入更多心力。因此，批評者可質疑白邦瑞圍繞美國國家利益的論

述方式。在「中國試圖稱霸」的前提下，結論勢必是美國(和其他國家)應

該提防來自中國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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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49百年馬拉松》的核心論點可被解讀為「防範中國」的同時，

我們也必須留意到當下距離 2049 年仍有一段不短的時間。國際關係複雜

多變的特質暗示著，中國在未來三十年期間可能遭遇許多挑戰。例如，中

國必須維持高經濟增長以成為所向無敵的超強國家。另一方面，中國也需

要為建立超強地位付出代價。究竟北京是否願意付出代價，仍不得而知。

經濟高速發展已在中國造成嚴重的汙染問題和環境破壞，而貧富問題的加

劇則已造成許多民眾不滿和社會問題。簡言之，中國面對許多迫切需要解

決的問題，而許多問題的答案並不容易。因此，究竟中國是否會贏得百年

馬拉松，仍有待時間的考驗。 

就兩岸關係而言，白邦瑞的《2049百年馬拉松》也頗具啟發，因為北

京近期曾暗示，希望在 2049年以前解決台灣問題。2016年 5月，台灣政

黨輪替，民進黨的再次執政重新為兩岸關係帶來許多不確定性。由於新政

府不承認九二共識作為兩岸關係發展的基礎，因此北京近期已透過中斷兩

會協商、限制陸生和陸客來台等方式對台灣施加壓力，期望能迫使台北就

範。白邦瑞在第十章末頁簡短地提及台灣問題，並認為中國從外放棄收服

台灣的野心，即使兩國自 2008 年開始修復關係。白邦瑞認為中國試圖透

過經濟利多、投資、觀光客等降低台灣的戒心，以經濟手段「買下」台灣，

而美國應該就當下發展有所回應。若美國無法或不願回應中國的攻勢，北

京在未來勢必會得尺進吋，立場越來越強硬，進而對日本、韓國、菲律賓、

越南等美國友邦造成安全壓力。就某個角度而言，台灣是中國是否能跑贏

馬拉松的試金石。若台灣問題無法在 2049 年以前得到有效解決，其不僅

暗示中國在稱霸或崛起的過程中將遇到大量難以克服的阻力，或許也暗示

兩岸問題在未來會更形複雜。有鑑於此，《2049 百年馬拉松》的敘述和推

論值得讀者細細品味和反覆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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