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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盛世？亂世？如何面對世界新局勢」論壇中，兩位主講嘉賓——張維為和李世默

——都把目光焦點放在中美關係的未來走向之上。兩位先生都是「好友」，都認為中

美關係目前的確處於困難時刻，但最終都能走出困局。 

 

張維為的分析，認為中國有足夠的「大國條件」，這包括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

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及超豐富的文化積澱，這是中國可以應付美國遏制

而持續成長的「底層邏輯」。張維為所稱「底層邏輯」，也就是「底氣」。而隨着中國

在科技上所取得的突破，美國已經沒有什麼殺着。美國喪失超級霸權地位，雖然會導

致嚴重的損失，但總不值得為這些損失去發動一場世界大戰。以美國的優越條件，就

算喪失超級霸權的地位，但仍然可以獨佔北美洲， 3 億美國人仍然可以在太平洋和

大西洋之間過着不錯的日子。利害相衡，與中國「熱戰」一場，現實的美國國民不會

「埋單」。 

 

所以張維為的判斷，美國的「憤怒」已經將近過去；經過漫長和波折的「討價還價」

之後，美國最終只能接受中國的地位。這大概也就是新型大國關係的定型。 

 

中國經濟與全球密不可分 美可如何遏華 

 

至於李世默的論述，主要在中國對當今世界的貢獻，尤其是在經濟方面，而發展中國

家從中獲益更多。李世默列舉幾個重要數據： 

 

（1）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國際開發融資來源國，22 年來為 165 個低收入和中等收入

國家的 20,985 個項目，提供了約 1.34 萬億美元的貸款和贈款，超過了世界銀行、

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巴黎俱樂部 22 個成員國的總和。 

 

（2）中國是全球最大的貨物貿易國，是日本、韓國、歐盟等 12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

最大交易伙伴，連續 14 年保持東盟第一大交易伙伴地位，連續 14 年成為非洲第一

大交易伙伴國，並已成為南美洲第一大交易伙伴與拉丁美洲國家的第二大交易伙伴。 

 

（3）2013 至 2021 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達到 38.6%，超過七國集

團（G7）國家貢獻率的總和。根據 IMF 的資料顯示，中國將在未來 5 年成為全球經

濟增長的最大貢獻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將達美國的兩倍。 

 

（4）2013 至 2022 年，中國與共建國家進出口總額累計 19.1 萬億美元，與共建國

家雙向投資累計超過 3800 億美元。在共建「一帶一路」過程中，參與國貿易額增加



 

4.1% 、外資增加 5% 、低收入國家 GDP（本地生產總值）增加 3.4%。 

 

中國經濟已經與全球經濟密不可分。單靠美國為了維護超級霸權利益而去打壓中國，

勢孤道寡，那如何可以打壓下去？ 

 

由盛世步向亂世 

 

在面對當下世界新局勢中，香港發展論壇召集人陳啟宗先生的論述就超越了「中美關

係」這個議題；陳先生甚至認為，在長遠的角度來看，他並不太擔心中國與美國的碰

撞，這大概也是回到張維為和李世默的結論。而陳先生最擔心的是遠超於中美兩個大

國的相互關係，而是全世界經歷了幾十年繁榮富足的好日子，目前可能正處於走向滑

坡的轉折點。如果我們視過去幾十年是盛世，目前就是由盛世步向亂世的過程當中。 

 

首先，陳先生非常擔心當下科技爆發式的發展。當科技發展得太快，而快的速度不是

我們人類的情感理性可以應付處理時，我們反而要為爆發性的科技發展付出嚴重代

價。他引述一個相當震撼性的數字：在美國的頂級大學，有八成本科生需要接受心理

輔導。當美國的未來精英也處於這樣的精神狀况，其他一般人又可以如何自處。而科

技的突飛猛進，也被廣泛引用到國防武器方面。所謂大型殺傷力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過去我們還勉強可以對此管控得住，但未來呢？當科技不斷突破，而這

些武器的殺傷力也是數以倍增，全世界將如何去管控這些風險？ 

 

另一個令人擔心的潛在危機是氣候變化。這個擺在人類面前的危機，正在步步進逼。

氣候變暖，水位上升，但全球社會仍然未有一致有力的行動去遏止這場危機。在這個

可能具有毁滅性的災難面前，中美兩國的爭吵打鬧，再也不是「亂世」的主要源頭了。 

 

非西方人口佔多數 道德標準兩極化 

 

最後，陳啟宗先生還提到第三個危機，那就是道德標準的分歧與衝突。目前全球不但

在政治和經濟上是兩極化，在道德標準上也是走向兩極化。在過去，西方世界是處於

支配地位，他們的道德標準也自然成為世界的道德標準。但隨着世界的多元發展，導

致歐美國家漸漸失去其支配地位時，其道德標準也不能再成為世界標準。可以計算一

下，中國人口有 14 億，再加上印度的 14 億人，那兩個東方大國就已經有 28 億人口，

伊斯蘭世界大約有 17 億人口，如果再加上俄羅斯和操俄語的中亞國家，那總數就靠

近 50 億，佔了世界人口的六成有多。 

 

以前西方說了算，但現在非西方佔了人口的大多數，而且都有一定的經濟和政治能力

支撐，那就變成了實實在在的道德大多數（moral majority）。這個道德主流的爭奪，

也是令世界愈來愈分化的主要原因。 （文章僅代表個人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