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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紐約時報有一則讓各界高度關注的新聞，關於台灣年輕人在澳洲因為不承認「台灣是中國

一部份」而工作權受損。報導指出，某中國餐廳經理問台灣籍員工「台灣是不是中國的？」，她

因回答「當然不是」而遭解雇。她在臉書上貼文講述這段遭遇，提到餐廳名字「胡同涮肉」和經

理「哈總」。隔天，中國官方媒體《環球日報》編輯發文「想去雪梨，給『哈總』點個讚！」而

在媒體推波助瀾下，那家餐廳人滿為患。整起事件，就像是集體霸凌一個台灣人，之後還開趴慶

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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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高漲意識形態強勢蔓延

上述遭遇並非個案，許多在澳洲求職或打工的台灣人都曾有過類似的遭遇，被質問「是否自認中

國人」，或「台灣是不是中國的一部份」，若回答令對方不滿意，下場就是被解雇、遭拒甚至當

場怒斥。因為政治立場或國族認同而遭受歧視或人身攻擊，是違反澳洲法律。依據澳洲的工作平

等法，雇主不可「政治觀點、國家出身或社會根源」而歧視員工或可能的員工。但這恰恰是很多

中國老闆正在做的事情，而且此類行為幾乎不會受到懲罰。

自信高漲的中國民族主義，飄洋過海來到澳洲，不僅在中國人社群中發揮相互監視、自我審查的

效果，為了表忠或彰顯政治正確，許多人更進一步、自動擔負起言論警察的角色。紐約時報該篇

報導形容：「中國的意識型態像是永不散開的霧霾，已經變成一種威脅性極強，並絕不鬆懈的存

在」。 這個存在，

利用民主社會的開放性而不斷擴張，等到發現它開始令人難以忍受時，已蔓延成難以處理的力量

，受衝擊的是澳洲民主、人權及法治價值。

從跨國企業到外國期刊都要符合中國特色

在澳洲如此，在中國境內當然更不會放過「政治不正確」的組織或個人。今年一月，萬豪國際集

團將香港、澳門、台灣和西藏列為「國家」，引起軒然大波。隨後中國網友以獵巫的效率，陸續

揪出包括ZARA，達美航空、美敦力（Medtronic

）等外資的網站以不同方式將台灣視為「國家」，也都遭官方調查、要求改正。萬豪集團更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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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度公開道歉，在官方微博帳號上表示，「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決不支持任何損害中國

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任何分裂組織」。

對此事件，中國外交部的說法是：「我們歡迎外國企業來華投資興業，同時在華經營的外國公司

也應當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遵守中國的法律，尊重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這個也是任何

企業到其他國家投資興業、開展合作最起碼的遵循」。

「尊重」與「遵守」其實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抽象的，後者是具體的，中國政府將兩者並列，

則入人於罪的範圍就非常的大，而且全由其單方認定。畢竟可能「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的事由

實在太多，當中也不是全數都違反法律，也難怪「玻璃心」幾乎成為世界共通的認知，因為真的

很容易感覺受傷，隨後是國家力量的主動或被動介入。對於特定事務的認知與他們不同而膽敢說

出來，這是不被容許的，至少若要跟他們打交道（賺中國人的錢），絕對不能在這類「核心議題

」上跟他們唱反調，連「想法不同」都不行。

雖然霸凌行為不好，但被霸凌者仍屈服、道歉、並宣示配合既定政治原則，甚至進一步自我審查

、限制言論或學術自由，或違背自由意志而配合做特定的發言、表態，甚至迫使他人也配合表態

，這個施壓與順從的過程，學者稱之為「銳實力」（Sharp Power）的運用。

以多元手法壓制自由意志、操控輿論

「銳實力」是目前國際社會高度

關注的議題。儘管學者有其定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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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筆者認為，「中國特色」的銳實力，它既非以軍事力量為施行手段的傳統「硬實力」，也非

以文化、價值、制度的吸引力為呈現方式的「軟實力」，而是某種以綜合實力為誘因或威脅（例

如經貿利益、工

作權乃至生存安全），以包括威

逼、說服、煽動、勸誘、假訊息…

等等多元手法，公開或非公開地，施壓、影響特定對象，讓對方自願做出符合其利益或政策目標

的行為，或達到操控、影響輿論的效果。

學者認為，在中方在各國大學設立的「孔子學院」就是操作「銳實力」的具體事例，它們持續被

揭露以財政力量（補助、捐助）等方式使學術自由受到威脅。中方運用財政或經濟手段干涉學術

自由的案例不勝枚舉，最知名的是去年劍橋大學出版社屈從中方壓力，將旗下重要刊物《中國季

刊》（The China

Quarterly）中超過300

篇論文和書評從其中國網站下架（據說是因為中方有大量捐款）；以及世界最大學術圖書出版商

施普林格·自然集團（Springer Nature）從旗下《中國政治學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及《國際政治學》（International

Politics）網站刪除了1000

多篇文章。這些文章均含有被中國政府認定為政治「敏感」的關鍵詞，如「台灣」、「西藏」、

「文化大革命」等。（施普林格

說，他們必須遵守中方合作夥伴—中國圖書進出口總公司執行的「本地分銷法規」。）

雖然劍橋大學因學界強烈反彈而決定將被禁文章重新上架並免費開放，但中方施壓的力度與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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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高度警惕。畢竟，控制中國內部言論與學術自由是司空見慣，但毫不避諱地、以相同尺度

框架外國出版界與學術期刊，凸顯的是當前中國嚴密控制思想的政治氛圍，以及將其特殊標準「

放諸四海皆準」的心態。

文攻武嚇軟硬兼施台灣是「銳實力」的實驗場

從十九大政治報告的文字來看，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具體進展，「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

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

國方案」。可以清楚看出，干預學術自由，只是向外輸出「中國特色」套餐中的一道菜而已。中

國如何向外輸出意識形態、軟硬兼施意圖影響輿論與觀感，台灣社會再熟悉不過。

從90

年代對台灣選舉放狠話、試射導彈的文攻武嚇，2000

年後在台灣設置各種代理人與買辦，到近幾年強調民間交流、青年工作的「社會融合」，都是中

國的硬實力與銳實力的運用。當中有武力的脅迫，有經濟利益的引誘，有直接間接影響輿論的施

壓，有滲透各種組織、試圖影響內部政治乃至認同的統戰作為，也有提供研究計畫、經費或職務

以培植、型塑傾中言論的「學術干預」。手法之多元，資源之豐沛，影響之深遠，實非其他國家

所能想像。

2014

年爆發的「太陽花」學運，出現了「天然獨」這個名詞，突出台灣年輕世代的國族認同與自主傾

向，讓北京驚覺過去買辦策略的錯誤，導致青年世代的反感，於是開始調整，從「三中一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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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一線」，集中資源投入對台灣青年的工作。

「天然獨」促使北京強化青年工作

最廣為人知的是「青創基地」，全國近60

個，且持續增加當中。同時，針對各個領域的台灣民眾，尤其是青年的就學、創業、工作，落實

「國民待遇」，希望解決因境外人士身份而導致的種種不便。同時，強調「體驗」的交流型態成

為主旋律，改變過去政令宣導的硬派作法，以生活體驗、交朋友、旅遊觀光等方式來吸引台灣學

生參與各種假期營隊與活動，且年齡逐步往下，延伸到中小學。投入這麼多資源與人力，盡可能

把台灣所有的青年、青少年都拉到中國去旅遊、交朋友，無非就是想藉此改變年輕世代對中國的

觀感。即使無法令他們接受「一個中國」，至少讓他們不討厭中國、接納中國，甚至喜歡中國。

有人說，「天然獨」是可以改變的，透過兩岸實力與發展狀況的不對等，透過種種「窮台」策略

，可以讓「天然獨」變成「後天統」，讓青年世代在體驗到現實的艱難之後，轉向認同統一的好

處與可能性，無論是主動或是被動。北京透過施惠與施壓的多元手法，吸引台灣青年世代到中國

去體驗、交流、就學、就業，就是一種銳實力的細緻運用。

根據天下雜誌在今年初做的「國情調查」，發現「台灣人認同」在年輕世代初現變化。認為自己

是「台灣人」比例雖仍過半(56.4%)，但卻是近5年新低，有34.1%

的受訪者回答「（台灣人與中國人

）都是」，也是歷年新高。20到29歲在2017

年調查時自認「台灣人」的比例為76.7%，30到39歲受訪者則為66.8%；到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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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時都減少，前者為72.7%，後者為59%。

「天然獨」是價值非關統獨

對於天下雜誌國情民調提到的認同數字變化，許多評論指出「天然獨並非鐵板一塊」，意思似統

獨傾向可以從「獨」被扭轉成「統」。唯國族認同與統獨主張，原本就會因為不同政黨執政、或

兩岸關係的氣氛，而有不同的表態狀況，故數字上可能會有微幅變化，需長期觀察才能確定其意

涵。

不過，根據陸委會委託政大選研所做的歷年民眾對兩岸關係看法的民調，對於「中國大陸政府對

台灣人民是友善還是不友善」的看法，2014年7月，認為友善是33.4％，不友善是50.3

％；到2017年10月，認為友善上升到44.8％，不友善下降為41.7

％，且已出現逆轉。

上述趨勢變化，某種程度是呈現出北京惠台措施與「融合」政策正在產生形象上的效果，讓台灣

民眾對北京的對台作為的觀感改善，顯示有某些措施已產生影響，這是我們必須警覺並有所應對

的部分。

仔細去探究所謂「天

然獨」，事實上其指涉的是一種國家與價

值認同，意指90

年代出生的年輕人，其成長過程都是在民主與法治的環境之中，習慣多元價值，生長的土地是台

灣，國家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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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華民國，這些都是自然而然

的事，不需要特別去灌輸。這是

建構於價值基礎上的國族、制度認同

，而「天然獨」世代之所以醞釀出「太陽花學運」，是基於他們對民主價值的堅持，不是反中，

更不是狹隘的統獨選擇。

那些認為「天然獨」可以變成「後天統」的想法，並沒有抓到問題的核心，亦即，價值的差異、

甚至對立，才是讓兩岸始終難以「心靈契合」的主因。北京種種銳實力操作，目的是避免這群青

年世代繼續其「天然獨」傾向，導致未來數十年內不僅統一無望，甚至還離中國越來越遠。不過

，提供就業、生活、當官，甚至定居、娶妻生子，是讓部分「台灣人」變成「中國人」，仍然無

法填補兩岸價值差異的鴻溝。

民主與開放價值是決勝的關鍵

據提出「軟實力」的學者奈伊（Joseph

Nye

）的看法，他認為，面對「銳實力」攻擊，民主國家的因應策略應該是「開放」，對公民社會保

持開放態度，並鼓勵政府、新聞界、學術界、民間組織與公民社會公開揭露銳實力行為。「開放

」雖是民主國家的脆弱點，但也正是關鍵優勢所在。

台灣每一天都在跟中國的銳實力交手，無時無刻不受到相關作為的影響。利用台灣社會的開放性

，滲透、脅迫、收買，試圖影響、扭轉台灣民眾對其觀感、乃至國族認同與自由意志。但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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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奈伊所講的，民主社會的開放性，是脆弱點，也是優勢所在。

從防禦面來看，我們面對施惠、收買以及滲透，因應作法是強化自身體質與價值，包括經濟與產

業的轉型，透過改革落實社會公平與世代正義，強化社會安全網與照護，並與時俱進的強化國家

安全的執法與防護。

從進取面來看，我們對於自身的民主與發展的經驗能有更積極的作為，亦即展現台灣價值與制度

、甚至台灣人文精神與性格的吸引力。這個吸引力就是軟實力。透過主動、積極的向外與所有的

人分享，包括中國的民眾，無論是透過網路或是實際的交流，無論分享的場域是在台灣、在中國

或在其他地方，都能產生正面的效果。

無論中國如何向外施展銳實力，勝負的關鍵仍是取決於價值，民主、自由、人權、公平、正義、

溫暖、創意、真實、多元，都是幫助我們維持自我、抵禦外力的價值。不過，要鞏固這些價值，

不能僅靠「天然成分」，還必須建構符合上述價值體系的論述，無論是在自我認同或吸引人心上

，提供更堅實的理念基礎。█

 

[1]根據提出「銳實力」一文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沃克（Christopher
Walker）及路德維格（Jessica
Ludwig
）兩位學者之定義，「銳實力」意指透過新舊工具，利用本身具限制性的體制和民主社會之間開
放度的不對稱，壓制言論自由與多元價值，分散注意力並操控輿論，影響全球公眾的觀感和行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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