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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底上映的中國電影「戰狼2
」，好萊嗚式的特效與場面，以及愛國情操與民族主義的核心元素，創下極佳票房，也吸引各界

關注。導演兼
男主角吳京說，拍戰狼系列

，他想展示的是「中國力量」，「《戰狼1
》是『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戰狼2

》想展現的是『殺我國人者，皆我天敵』」。他希望祖國強大，希望中國有話語權。

「戰狼2
」上映之前，正值遼寧艦巡航南海、中共軍機近距離攔截美偵察機、轟六轟炸機頻繁進行遠海飛
訓、繞飛台灣東部海域
，中印邊界軍事對峙僵局持續之時，電影所塑造出的氛圍，與北京透過新一輪的演訓，要讓中國
的海空、軍力穿越第一島鏈、成為讓區域國家習慣的「既存事實」的作為相契合。

「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有所作為」時代已到來

這樣的驃悍與豪氣，固然讓觀眾熱血沸騰，找回驕傲感。但對鄰近國家而言，面對中國被炒熱的
民族主義與積極對外擴張之
強勢姿態，卻未必是正面看待。在習近平2012年上任之後，5
年之間，中國持續在南海填海造礁、興建軍事設施，各國雖對此有所爭議，與菲律賓、越南之間
也數度引發糾紛，造成其工事暫停，去年七月宣判的中菲南海主權仲裁案，雖被視為是菲律賓的
勝利，但上述一切都無礙於中方推進其造礁與軍事化工程，各方只能眼睜睜看著中國在南海的擴
張。不過，七月下旬，中國在東協外長會議上與東協國家簽署「南海共同行為準則框架協議」，
為各方進一步協商「南海共同行為準則」建構對話基礎，此動作多少平衡了當前中國對外「關係
不佳」的印象，當然這也可以看成是東協國家欲透過多邊協議將中國霸權約束在一定範圍內的意
圖。

而日本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在五月時出席中國「一帶一路」峰會，等於是表態支持習近平最重
要的對外政策，也讓各方嗅聞到中日關係將有所改善的味道。畢竟在十九大前，營造「最高領導
人有能力妥善處理對外關係」，並且成功打造中國主導的國際合作（一帶一路），對於十九大的
鋪排是重要的一步。解放軍大動作演訓宣揚軍威、直指美日，也威脅到台灣，這與即將到來的十
九大不無關係，但長期來看，未來中國在對外事務上，包括外交及軍力展現，其「韜光養晦」時
期已結束，「有所作為」、甚至是「奮發有為」將成戰略主調，目標是藉由推進「中華民族的偉
大復興」，確保共產黨的永久穩定執政。

「習核心」、「習主席」與「習近平思想」

十九大前，中共中央開始對外使用「習近平思想」一詞。今年初，香港明報指出「習近平思想」
將在十九大時寫進黨章，甚至將入憲，引
發熱議。而自
七月以來，相關操作頻繁出現。先是國務委員楊潔篪在黨媒《求是》雜志刊文《深入學習貫徹習
近平總書記外交思想 
不斷譜寫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篇章》，文章梳理了習近平外交思想的八大方面，指中共十八大以
來，「以習近
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形
成並確立了習近平總書記外交思想」。7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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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組部黨刊《黨建研究》亦刊文《在黨的創新理論偉大旗幟下闊步前進》，文章說，「十八
大以來的創新理論，也可以稱之為習近平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

而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在7月17日、18
日召開的中共北京市十二屆委員會第二次全會的講話表示，「要始終堅持以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思
想為根本遵循，切實作為案頭卷、工具書、座右銘，切實做到一體學習、一體貫徹，確保落地生
根、形成生動實踐」。以其「習家軍」身份做出這番發言，當中的政治訊息相當明顯。觀察人士
認為，以當前「習核心」的絕對權威，習將超越江澤民、胡錦濤，擁有與毛、鄧相等的理論冠名
權，正式寫入黨章，甚至憲法序言。

今年6月30
日，身兼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國家主席習近平檢閱解放軍駐港部隊。習近平沿途向軍隊表示「同
志們好」，軍隊則回以「主席好」回應，與《中國人民解放軍隊列條令》所規定「首長好」有所
不同，故評論認為，此做法屬「史無前例」，各界都注意到此事，認為是要突顯其「唯一」的地
位，因為「主席」只有一個，但「首長」可以有好多個。也引發習有意成為與毛澤東並列的「習
主席」，蓋中共史上唯一被稱為「主席」的只有「毛主席」。

從十八大提出「中國夢」，之後提出「四個全面」，去年六中全會通過「習核心」文字，到近期
陸續鋪陳的「習主席」、「習思想」，大致能看出習是有計畫的為完成自己的「歷史定位」、按
部就班地進行佈局、填充素材。除了有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與思想論述，擁有黨政軍全力臣服的
絕對權力則是實踐前述理論的必要的條件，加上打貪反腐與整肅金融亂象等政策工具，讓他能透
過民意高度支持來獲取其核心地位與絕對權力的正當性。

絕對權力掃除障礙，確保一黨專政的可持續發展

在習近平的第一任期，十八大前，各方對於習近平可能將推進「政治改革」抱持高度期待。而習
上任後為鞏固權威而實行的各種言論緊縮措施，對異議人士的打擊有增無減，讓「政治改革」的
期待完全落空，也可看出，習決心要以自己的方式，即共產黨「紅二代」的價值與手段，來實現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那是一種維持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前提下的可持續發展，有條件、管理
式的開放言論空間，並以打擊貪腐來疏導民怨、維持政權的合法性。至於西方式的「民主改革」
或「普世價值」，並不存在其選項之中。

習近平是根正苗紅的「紅二代」，文革時期下放到延安，經歷過窰洞的艱苦生活。他親嚐過「苦
」，了解「鬥」，知道何時必須「狠」，何時要表態，在條件不足時能忍耐，在籌碼具足時很強
硬，手段與姿態更可以很務實、彈性。要將父執輩所打下的江山守住、發揚光大，則是他的信念
。他很清楚，實力就是一切，這也是他在第一個任期內接連肅清障礙、樹立絕對權威的目標。

朝日新聞前任駐中國記者峯
村健司，在其著作「站上十三億人的頂端--
習近平的掌權之路」中描述了一段習近平與
歐巴馬在2013年6
月會面的場景。當時在陽光之鄉的非正式會談，欲營造輕鬆、親近氣氛，美方與會官員都不打領
帶，但中方的應對則截然不同。據與會者轉述，在會議開始之前，習下達指示，要將事前準備好
的文件全數帶入會場。美方看到厚厚一疊資料一口氣擺到桌上時，都大吃一驚。習刻意藉此彰顯
自己有備而來，在對方未防備下製造心理壓力。(註一：P.94-99, 
聯經出版社，站上十三億人的頂端--習近平的掌權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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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晚宴時，原本和緩的氣氛被習近平打斷，他突然開始長達七十分鐘的「演說」，從強調釣魚台
是中國核心利益，到批判安倍政權的歷史觀與修憲問題，整個晚宴變成他一人表演的舞台。從會
談時的唇槍舌劍、毫無交集，到晚宴時他強勢發言使晚宴氣氛僵硬，讓對手產生此次會議恐一無
所成的壓力。這導致隔天歐巴馬邀習單獨散
步，獨處50
分鐘。據後來隨員的轉述，兩人談到了中方數次提出但未獲美方接受的「新型大國關係」。事後
，中方人士認為，讓美方正式使用「新型大國關係」一詞，是此行最大成就。透過設定好的言語
及表演，構成心理壓力，順勢推進自己的利益，習可算是冷靜的計算師與執行者。

很多人認為，習之所以要高度集中權力，是因為若權力不夠集中，類似胡錦濤時代的元老干政，
積累多年的黨內部門、條塊利益，以及威脅到中共政權合法性的種種發展問題，包括經濟放緩、
環境污染、貧富差距等，都難免遭既得利益者掣肘的局面。是以習的集權不僅是為了自身的安全
與生存，更有為了維繫共產黨的永續執政與實踐自身理念而排除結構障礙的動機。

隨著胡錦濤欽定總理人選孫政才的落馬，到目前為止，習無論在黨內或軍隊已然大權在握，當前
已不存在足以挑戰他的政敵或派系，各界對此幾無懸念。那麼，如同一位資深媒體人所形容的，
接下來，即將邁入「習近平的中國」，或說「習近平的中國共產黨」。一些所謂「慣例」未必會
再被依循，高層政治運作也可能出現變化，例如，從胡時代的常委集體領導制，調整為「主席制
」，十二個小組繼續作為決策的主要機制，他所拔擢的舊屬與核心幕僚，將擔任重要的決策輔佐
角色，而個別常委在小組運作中都是「成員」而非「主導」，習則擁有一錘定音的拍板權。

經濟決定一切，維穩是大局

依據習近平十八大提出的「中國夢」，其內涵是要成為富強的大國，人民安居樂業、有幸福感，
打造真正的和諧社會。實踐「中國夢」，有兩項具體目標，即「兩個一百年」，第一是建黨一百
年，即2021年，第二是建國一百年，即2049

2010
年翻一番（兩倍）。第二個百年目標，是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此目標
尚未提出具體的實踐指標。

第一個百年目標的2021年，正值2022
年二十大的前一年，因此將是決定習近平歷史定位的最重要的任務。但在經濟增長放緩的新常態
之下，確實是個挑戰。去年開始，「習近平經濟學」已成為政策框架，成為戰略指導。依據學者
胡鞍鋼的闡述，「習近平經濟學」目標就是要因應新常態，解決結構矛盾，特別是供給側結構改
革。不過，國內外的企業與經濟專家，對於習第一任期所宣稱的各項改革規劃多數不滿意，不僅
並未落實「市場將在分
配資源方面發揮『決定性的作用』」的宣示，
就連GDP
增長也越來越依賴於債務，顯示其改革並不到
位。
上海復旦大學經濟
學家李維森在接受媒體電話採訪時說
「我們可能已經發布了100
多份改革文件」，「但哪些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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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真正的實施，包括財政改革？
」根據中共中央文獻所整理的「習近平關於經濟工作的重要論述」，他認為，針對中長期發展目
標進行估算，只要7%
的增速就足夠達成第一個百年目標。中
國去年經濟增幅是6.7％，今年第一季的增長是6.9%
，若不發生重大風險或危機，或許不致偏離其目標。不過，「改革」向來是一種「各表」，外資
企業期待更朝向自由化，但共產黨不見得這麼想。在去年底召開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強
調「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是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穩是主基調，穩是大局」，因為「穩」才
能確保統治，這才是壓倒一切的硬道理。

有學者認為，習能否順利實踐第一階段的「中國夢」，最直接的挑戰就是在於經濟是否能夠軟著
陸，畢竟經濟直接影響就業與生計。至於民間各處因為維權或追求理念而層出不窮的維權或運動
事件，將受到更全面且綿密的壓制，既無理念或價值的結合，也無從透過網路或運動等方式串連
而形
成有意義
的挑戰。同時，如
同前面所說，習無意進行民主人士所
期待的「政治改革」，
他在多次談話中提到「堅持獨立自主走自己的路」，「不會照抄照搬任何國家的發展模式，中國
的改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發展」，顯示採行更為開放的政治競爭甚至多黨制
的可能性甚低。

至於對台政策，習曾經說過，兩岸問題不能一代又一代的拖下去。雖然他對於實現「和平統一」
可能並無急迫感，也不是他最優先要處理的議題，但基於對於歷史定位的追求，論者咸認為他有
一種使命感，希望在他任期內達成某種「有意義的進展」，如同他藉由馬習會向世界確認「一中
」一般。而涉台系統經過一輪換血，新任主管與過去涉台人士不同，對台灣沒有情感，也不以台
灣民意向背為對台工作成效的衡量標準，「施壓以得到屈服」成為最直接方便的選項。因此，雖
有人認為十九大後習因集權、穩固而有對台政策彈性的空間，唯其「空間」可能提供的選項極為
有限、甚至難以接受，屆時台灣仍將處於兩岸間僵持、加上美國難以預測所造成的迴旋空間極窄
的狀態，而中共透過大量資源投入台灣社會各階層，在內部建立親中社群、影響政治與民主的做
法，將更為強化。

十九大後的中國，將讓習成為如明星一般的領導人，所有的光環與成敗都在他一人身上。未來，
在全球事務上，預料中國將積極抓取任何美國退卻的位置，無論是全球化議題還是多邊協議，在
區域上則透過政治、經濟（一帶一路）與軍事力量，造成既定的存在，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擴張
，削弱並排除美國的影響力。如果說中國將成為「習近平的中國」，亞洲是否會成為「中國的亞
洲」？聽起來或許並非全然不可能。無論如何，所有國家都在緊盯著中國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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