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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落幕後，習近平正式邁入第三屆政權，並明確展示其長

期執政的野心。然而，習近平長期政權的前景深受下述要素影響：

（一）中共政權是否穩固；（二）國際社會對中國政治、軍事野心

的反應。牽動前者的關鍵在於中共能否維持經濟增長，以及中共政

權與社會的關係；影響後者的因素則是中國展露其改變國際秩序的

野心後，各國安全觀的變化以及相應的圍堵作為。 

歷經 2022 年的經濟衰退危機後，2023 年中國政府延續「中共

二十大」的「安全」基調，以「穩增長」作為經濟工作重點。儘管

外界普遍認為中國經濟將迎來復甦，但在美中競爭、俄烏戰爭、升

息等國際政經環境影響下，全球經濟成長放緩，導致中國經濟復甦

充滿不確定。在債務問題、房地產市場低迷、金融體系風險不斷攀

升情況下，中國仍只能仰賴國家投資拉動經濟成長，但投資效率低

下、持續舉債又將為經濟發展埋下隱患。 

此外，習近平上任以來將社會穩定視為政權穩定的重要關鍵之

一，並在「二十大」正式將社會穩定與國家安全連結。中共對於社

會穩定的重視源自於內部長期以來的「不穩定」，亦即中國社會抗

爭自改革開放以來遽增，加上經濟放緩與疫情爆發使得社會矛盾更

加嚴重，使習近平持續對社會強化其控制。這樣的「硬碰硬」互動

模式若長期延續，不僅可能使國家與社會更加緊張，也可能促使中

共以灰色地帶衝突轉移內部壓力，造成台海局勢升溫。 

由於習近平執政後毫不掩飾其改變國際秩序的野心，使各國的

安全觀出現顯著變化，亦對各國的國家安全戰略產生深遠影響。日

本安倍內閣在 2016 年提出「自由與開放的印太」理念擴大區域合

作，重整安保決策體制，將軍事重心南移。岸田內閣亦持續防衛改

革，除發展遠距武器，強化反擊能力，大幅提高防衛預算，希能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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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印太和平與安全。韓國自 1992 年與中國建交後雖奉行「一中原

則」，對韓台關係保持低調，不斷強化發展韓中關係的經濟和安全

合作領域，降低區域緊張，制衡朝中關係，為美中之間尋找模糊地

帶，主導韓半島局勢，然而隨著美中關係的激化，韓半島模糊地帶

漸消，也為韓中關係帶來一大挑戰。台灣位居第一島鏈關鍵位置，

在習近平政權頻頻實施軍事威脅背景下，近年積極推動延長兵役、

強化演訓、提升韌性等國防改革，期能對中國野心擴張行徑形成嚇

阻作用。 

另一方面，由於中國綜合國力的大幅增長，單一國家的力量已

漸難對其形成嚇阻。在此背景下，如何在政治、軍事、經濟等範疇

構築理念相近國家間的合作及聯盟關係已成當務之急。近年，各國

已逐漸強化雙邊、多邊合作關係，並提出《印太戰略》等戰略框架

因應中國威脅。然而，在中國政經實力的影響下，台灣已明顯在國

際社會遭到孤立，並一定程度阻斷台灣與各國間的安全及外交互動

關係。而若持續坐視台灣遭受孤立，圍堵中國實現其霸權的民主陣

營勢將出現巨大缺口。在此背景下，國際社會有必要正視台灣的重

要地位，並循序建立實質合作關係。 

此外，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圍堵不僅止於外交關係，經濟議題近

期亦受到高度關注。2022 年 10 月，美國政府頒布劍指中國之新晶

片禁令，限制嚴格程度前所未見，以具體化規範進行相關禁令之限

制標準，擴大管制中國半導體製程發展；美國亦積極拉攏日韓台等

東亞國家的半導體勢力，進一步籌組「抗中聯盟」，企圖牽制中國

數據資訊之發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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