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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推動「中國式現代化」之觀察（摘要） 

壹、內容摘要 

一、 「中國式現代化」對內部署及政策意涵 

（一） 「國安」原則無限上綱，推進「全過程人民民主」，強化統治

正當性。在習近平授意下，「全面保障國安」原則主導生活各

層面。另強調「中國式民主」是程序與實質民主的有機結合，

是人民意志與國家意志的相統一，比西方「少數人民主」更加

民主。惟實際運作過程則限制人民參與決策權，使民眾言論自

由呈現嚴格限制。 

（二） 力求「人人有房」、突破歐美科技制裁，確保糧食安全。習近

平提出「房住不炒」，官方推出「三條紅線」擠壓房企貸款空

間，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力求「人人有房」；並於大學廣設

AI 等資訊科系，尋求突破歐美科技封鎖；另推進「退林還耕」

提高糧食自給率。惟打擊房地產使經濟失去成長動力，危及社

會跟政權穩定。農管（農業綜合行政執法隊）干擾百姓生活，退林

還耕恐導致農民為改善生活外出務工，造成農村空心化。 

（三） 回歸儒家文明，強調「文化安全」重要性。「中國式現代化」

除提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更凸顯應向儒家文化及傳統中華

文明回歸。一是儒家思想注重秩序、順從權威等階層式價值觀，

便於統治階層以此強化自身統治正當性，規制公民行為；二是

藉此強化民眾文化自信心；深化民眾文化安全憂患意識。 

（四） 加大網絡監管，各地成立「人民武裝部」，確保基層維穩。中

共官方吸取「白紙運動」、「四通橋抗議」等經驗，以整治網

絡環境、擴大管控自媒體，及 app 備案審核等方式打擊異議，

監控人民言行，要求自媒體須為黨喉舌，避免批判黨國輿論難

以收拾，各地重新組建「人民武裝部」。反映習近平對內外部

形勢的擔憂，一是為未來實行軍管預作準備，防止後方動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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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不足；二是在當下經濟下行、民心浮動之際，強化公權力

對突發狀況控制和應對能力。 

（五） 打造數位城市偵蒐數據，推進綠色能源發展。中共積極建設城

市風險源評估預警和汙染即時監測系統；提升風電、光伏發電

規模，加強對稀土統籌運用，以實現能源安全。惟數位城市或

為政治幌子，並非重視生態或公共安全，實為使更多數據和訊

息掌握於政府手中，對稀土供應輸出的擴大管控，是為做為國

際談判籌碼，可能危及他國綠色轉型。 

二、 「中國式現代化」對外部署及政策意涵 

（一）推出「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一別苗頭；惟經濟持續下

行，「東升西降說」缺乏說服力。中共對「東升西降」口號的

提倡，一是認定中國國力上升，全球權力平衡發生變化，應善

用戰略機遇，推進自身利益和價值觀，行銷有別於西方「現代

化」發展典範；二是藉此打造平視、甚至俯視西方的民族主義，

要求人民團結於「習核心」之下追求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

惟內需下降、外貿持續萎縮，致使「東升西降」失去經濟底氣，

對外缺乏說服力。 

（二）提出「全球安全倡議」破解和平赤字。惟高舉「主權至上」原

則，實為漠視普世人權價值。習近平「全球安全倡議」的核心

原則，一是主權平等、互不干涉內政；二是重視各國合理安全

關切。藉此批評歐美國家搞小圈子，亦凸顯習近平亟欲打造「介

入更少」的國際體系，拒斥歐美以人權等普世價值介入其內政。

惟為打擊「境外勢力」，中共官方推出「對外關係法」等「法

治武器」和「法律工具箱」，為「侵略性外交」提供法律基礎，

將造成以美國為首的民主自由聯盟和威權專制中國之間關係持

續惡化。 



3 
 

（三）提出「全球發展倡議」解決「發展赤字」，但自身財力恐難負

荷。中共關注開發中國家特殊需求，推進減貧、糧食安全、公

衛、綠色發展等領域交流合作，並擴大金援，支持南方國家，

但大撒幣恐增加自身財政壓力，亦凸顯外部環境惡化對習近平

造成壓力，不惜以犧牲經濟國力為代價拉攏國際盟友；第三世

界國家與中交流是為在中美間尋求平衡，並非欲與美國脫鉤。 

（四）推出「全球文明倡議」，傳播現代化獨裁體系。中共針對第三

世界國家提出「全球文明倡議」，但名為彼此互不干涉內政、

重視多元價值，實為傳播中共現代化獨裁專制體系。 

（五）積極布局「去美元化」，降低經濟制裁風險。中共藉「去美元

化」增加人民幣在全球經濟影響力，加強自身經濟體質，及對

全球金融動盪避險能力。中共實際部署作為雖尚不足以挑戰美

元地位，一定程度上仍可削弱美元影響力，未來即使面臨地緣

政治危機或美國制裁，中共尚能依賴人民幣進行國際支付。 

三、 「中國式現代化」涉臺部署及政策意涵 

（一）提出「全面貫徹新時代黨解決臺灣問題的總體方略（以下簡稱「總

體方略」）」作為頂層設計。可概述為四大重要原則，一是堅持

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二是將國家統一作為民族復興重要指標；

三是以中國大陸發展進步磁吸臺灣民眾，擴大融合交流、爭取

臺灣民心；四是堅持「一中原則」、「九二共識」，探索「一

國兩制、臺灣方案」，但強力打擊「臺獨」及外部勢力干涉。 

（二）提出經濟、軍事、法律、認知、介選確保「總體方略」路線執

行。一是打壓臺灣國際貿易地位，建立兩岸產業深度融合；二

是展現軍事實力，不惜以武力犯臺決心；三是將臺灣納入其法

律適用範圍，以此合理化對臺統治合法性；四是以抖音、小紅

書等媒體，增進臺人對中認同，甚至散布虛假訊息，影響臺灣



4 
 

民心；在總統大選時，更製造「和平與戰爭」情境，影響選民

投票意向。 

貳、研究發現與建議 

一、 善用社群媒體，提醒國人留意赴陸風險。中共新修訂「反間諜法」

使國人赴陸經商、求學等各項活動風險遽增，我方應善用網路社

群平臺等新興媒介，提醒國人赴陸風險。 

二、 強化資安防控。我方應針對抖音、小紅書等網路訊息入侵，制定

監管措施，並減少民眾對中國大陸網路媒體資訊依賴。 

三、 加入國際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擺脫對陸依賴，籌畫新經濟發展動

能。我方可借鏡「星紐智」簽署之「數位經濟夥伴協定」與他國

合作，相對具有彈性，有利於中小型經濟體取得超過本身量體的

話語權、強化我方未來國際經貿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