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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媒體上最受人矚目的兩岸關係事件，大概就屬中國大陸繼兩年多前私自在接近台海中線

的國際飛行航線上所劃出的M503航道，在我方不斷的抗議與要求協商之下最後仍悍然實施了航機

的飛行，而且除了東西向的國際航道之外，又私自劃出W121、122、123等三條由南而北的國內航

道，這使得原本自「兩國論」以後，台灣迫於台海制空能力衰退，而由大陸邊緣退守到海峽中線的

不利形勢再次加劇惡化，使得我方空防的壓力大增，危機反應時間更短，這是急凍的兩岸關係再一

次「雪上加霜」的惡性發展；如果再加上這兩天發生的萬豪酒店集團與數家國際航空公司由於將港

澳台和西藏列為「國家」所受到的大陸官方高聲且嚴厲的公開斥責，並警告這些單位「如不改善惡

果自負」的公開聲明，我們就可以穎悟到：大陸由於國家體質日強，又縱橫捭闔於國際政治舞台，

自信心日增，復加其國內的民族主義高漲，今天已早就不是當年受盡欺負，只能忍氣吞聲的「吳下

阿蒙」，自然對外界，特別是他們認為「莫非王土」的台灣，說話時就聲色俱厲，不顧情面的口出

惡言，直加斥責了。台灣在手上沒有什麼真正厲害的籌碼的情況下，只能寄望於國際強權，特別是

美日兩國的聲援與支持，但是這種期待其實是很經不起嚴格的審視檢驗的，在現代史發展的進程

上，美、日對台灣的‘背叛’與‘負心’次數還嫌少嗎？以前有正式邦交，有協防條約，而這些大

國為了需要討好中共政權，還都不惜犧牲我們，硬是把台灣的國家利益動不動就當做籌碼、棋子，

甚至禮物，送給對岸，那麼今天我們還能相信這些所謂的「盟友」會在台海一旦出事，台灣付出血

淋淋的代價「苦撐兩週」後，他們會冒死來援嗎？我的推論是勸告所有的國人「別傻了」，那幾乎

是絕不可能的事情；出兵而讓美、日兩國的青壯爲台灣流血是迄今為止這兩國任何檯面上的政客所

絕不會做的事，所以台灣操持權力的人無論如何要向古人學智慧，瞭解「以小事大」的現實，一面

準備鬥爭，一面向對方爭取好感，加強溝通，這才是上策。 

看到這裏，各位讀者可能就要開始自怨自艾一番了，「台灣的命運好悲慘」、「中共太鴨覇，打

壓台灣的手從來不軟」、「台灣大限已到，來日屈指可數」；我在這裏却偏偏要冷靜的告訴大家，其

實大陸也在跟時間賽跑，大陸的最高負責人如習近平、李克強者，他們深深的了解體制改革，特別

是社會文化的改革何其困難，外看花團錦簇「形勢一片大好」的內容又是何等的虛大假空。最近兩

個月，大部分台灣人都沒有注意到外電報導中，解放軍聯合總參謀部參謀長房峰山上將和總政治部

主任張揚上將雙雙在交卸職務後立刻以「收受賄賂、貪污腐化」而被拘禁調查，而張揚上將已經畏

罪上吊自殺…，這種牽涉軍方最高層級的案子，只要貪污舞弊的風氣不改，絕對還會層出不窮，那

些亞投行、一帶一路、製造強國…的發展政策陸續出台，一方面固然是令人敬佩的經建戰畧百年大

計，但是另一方面又何嘗不是「以外部行動抒緩與轉移內部危機」的陳年舊策。 

無論你是長榮大學的同學或強友會的小老虎們都要瞭解對大陸如果自總體經濟面的發展歷程

加以分析與思考的話，就會發現這個政權由於不深入了解「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的道理，

高層領導人一不知道現代國家惟有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二是本身缺乏經濟知識，又不能如台灣在

民國四十至六十年代讓一批菁英專業之士如嚴家淦、尹仲容、李國鼎等擔綱領導，促成經濟起飛，

而只覺得「學幾年就懂了」（毛澤東語），竟以當年打游擊時代所得到的經驗，再加上他們所瞭解而

有限的共產主義思想制訂政策，交付實行，一心以為靠著吃苦耐勞、堅忍奮鬥、自力更生就可以行

遍天下，相信經濟建設大業「就和打仗一樣」，要七億人民勇往直前、刻苦、奮鬥、犠牲、自立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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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以為這樣的做法就能建設成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再加上根本沒搞懂三級產業發展要循序漸

進、且完整的走完，他們根本沒有第三級產業（社會性服務業）的觀念，而又天真的把二級產業（工

業）的發展簡化為大煉鋼事業，又侈言十五年之內要超英趕美，依照旅美學者戴鴻超教授的分析，

不只是毛澤東不懂，他所任用的經建戰線上的高幹，如陳雲、李先念、薄一波、李富春…等人，也

沒有一個懂，這才造成了 1959到 1962年活活餓死二千六百萬人民的慘劇，這個可怕的數字甚至超

越台灣人口總和，大陸導演馮小剛曾經拍了一部描寫民國三十一年河南省在抗戰期間發生重大飢荒

的黑色電影‘1942’，我覺得他更應該接著拍‘1962’，秉持良心，把這個人類歷史上令人心碎與

作嘔的真實故事拍出來，我以前看資料，總覺得其中應該有許多是國民黨的抺黑，但這一塊却絕對

是連大陸官方自己也不得不承認的隱痛，失敗的經建加上無止無休的政治鬥爭，其實到毛死的 1976

年，這個政府已經搖搖欲墜，幾乎不能生存了。 

我們學經管的人，最近幾年常常在辯論到底在經濟發展模式上有沒有所謂的「中國模式」存在，

最近在強友會的讀書討論中也針對以此為名的一本書進行了思考與閱讀；基本上較多數的經濟學者

是傾向於沒有固定而明顯的中國模式的，從 1980年代鄧小平主政後開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迄

今的三十幾年歲月中，他所做的也只是一方面為了「促進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解放生產力」等

目的，而開始漸漸將公有制生產關係改為私有制，並且把以前高度集中、極度僵化的計劃經濟調整

為局部的市場經濟；推動「三資企業」出台，不阻止「少數人先富起來」，但是另方面仍然強調以

共產主義為指導的經建意識形態。直到今天，習近平的經濟發展策畧仍然跳不出宏觀調控和全面深

化改革「從外而內」（一帶一路、CEP、中國製造 2025、亞投行…），從戰術而戰略…等號稱具有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但這中間由於思想體制的矛盾與限制，也同時造成了今天大家所看

見的資本市場不健全、工業產能過剩，通貨膨漲、銀行壞帳大增、巨額的地方債務和生產水平的全

面下降，未來兩三年「到底是消防隊來得快，還是炸彈爆得快」將成為研究中國經濟發展的大哉問。 

中國大陸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在經濟活化與成長正常化的路上，也將有以下的幾大難題： 

一是：在經建思想上鳥籠式的自閉，比如說－談「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私有制」、「個人

財富累積及分配」的敏感與閃躲將愈來愈困難。 

二是：私人企業與政府、企業家與政治派系的複雜關係一定會被外界要求「透明化」，屆時王

健林、馬雲、蕭建華、馬化騰這些富可敵國的大亨們身後人物與操控之手都將漸漸曝光，

更大的風暴可能一一觸發。 

三是：大陸企業公私部門的最高層管理者都必需要理解他們和他們所操持的機構都遲早要直接

面對公平而赤裸裸的全球競爭。 

四是：一個國家社會不可能永遠是「都市像紐約，農村像非洲」，或是「朱門酒肉臭，路有餓

死殍」的，一個真正的現代化大國是躲不開她的人民對隨著經濟發展與民智漸開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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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人權、民主、公平、正義、均富等普世價值的呼籲與爭取。 

而反觀台灣在過去卻由於政策的正確、各級政府執行的有效、那一批領導者的公正無私與廉潔

操守、犧牲奉獻的使命感與建設現代化富強國家的責任感，在那段時間裏由於他們獨到的遠見與堅

毅的領導、再加上全民的共同努力，才能在 1952到 1987年，長達 36年間，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

高達 9.5％，成為四小龍之首，也是世界第 11大出口國，並且被國際經濟學者譽為「台灣奇蹟」、「開

發中國家的冠軍典範」。 

簡而言之，大陸有大陸的缺點與危機，台灣有台灣寶貴而成功的經驗與人才環境，我們唯有讓

自己更強壯、更健康，在躲不了的兩岸比賽中，對大陸形成更大的積極影響，以時間換取空間，老

實說這一桌橋牌究竟勝者誰家，還很難說呢。 

台灣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