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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th Waltz 的新現實主義所

描繪的權力平衡理論，認為國際體系

的無政府狀態迫使每一個求自保的

國家在面對崛起強國時，自發地透過

內部或外部機制進行制衡（Waltz,  

1979）。然而，依照其邏輯似乎又無

法解釋戰間期歐美強權對德國的態

度與未能避免二戰爆發的問題。

Randall Schweller作為新古典現實主

義學者，透過新古典現實主義框架提

出了為何會出現「平衡不足」

（underbalancing）的現象。本書即是

透過研究國內與國際體系因素，探討

為何國家在面對威脅時，並不一定會

採取權力平衡手段，甚至最後導致戰

爭發生。本文旨在首先對本書內容重

點進行摘要，並針對平衡不足理論進

行評論。 

新古典現實主義者批評新現實

主義最大的過失，在於過度強調國際

體系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國內因素

（外交政策）在國際關係中同樣扮演

重要的角色（Ripsman et al., 2016）。

10.6570/PSQBR.202312_(69).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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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現實主義者肯定國際體系的

重要性，但反對外部決定論的主張，

認為國家的行為仍受到其內部社會

結構、政治制度，甚至領導精英本身

的認知影響（2006：1-3）。Schweller

作為新古典現實主義的代表學者之

一，本書承襲新古典現實主義研究框

架，討論權力平衡理論的侷限性。以

下重點闡釋本書認為權力平衡理論

為何有時並不管用。 

一、審慎處理權力平衡的改變 

從結構層次觀察，任何國家其人

口成長與經濟擴張都為其帶來追求

更多政治影響力、經濟利益、領土等

各領域的擴張壓力（Choucri and 

North, 1972）。而當多個國家皆具有

擴張壓力時，各自國家利益不免產生

碰撞，並導致衝突的發生。例如：昭

和日本在 20世紀初至中葉追求東亞

霸權時與美國不可避免的國家安全

衝突（美國於 1919年介入山東半島

權益從德國轉交日本問題以及美國

在菲律賓的勢力），進而導致 1941年

太平洋戰爭爆發；英國海軍擊敗西班

牙無敵艦隊後立即又在國家權力、聲

望與利潤方面與荷蘭海軍發生衝突

（2006：26-27）。 

而個體層次 Schweller則關注一

國對於現狀的理解以及其對風險的

態度兩面向。本書將企圖改變現狀國

家的目標分為兩類：有限修正主義國

及全面（無限制）修正主義國家或「革

命型國家」（ revolutionary states）

（2006：29-31）。在風險考量上同樣

區分「風險趨避」（risk-averse）與「風

險接受」（risk-acceptant）兩種類別。

至此，本書將修正主義國家分為四種

類別，透過明辨一國的傾向，可以採

取不同的外交政策，例如：現狀國面

對有限目標──風險趨避的修正主義

國時，可以採取「綏靖政策」

（ appeasement）、「接觸政策」

（engagement），試圖以和平手段使

修正主義國接受現狀；然而面對接受

風險的革命型國家，利用上述和平手

段就是致命的，例如：戰間期英法對

納粹德國採取綏靖政策，導致希特勒

得以無限上綱地擴張權力，最終導致

世界大戰爆發（2006：37-43）。對於

此類國家應採取「預防戰爭」

（preventive war）等較激進手段較為

合適。是故從上述的討論不難看出，

當現狀國（或霸權國）錯誤地認知修

正主義國並採取錯誤的外交政策時

是最致命的，而本書最重要的論點在

於探討究竟什麼因素導致國家會產

生「錯誤認知」（misperception）進而

導致平衡不足。 
二、平衡不足理論 

本書在國際層次上肯認結構現

實主義預設由於國際無政府狀態迫

使「自助」（self-help）的國家在面對

崛起之修正主義國家時，會自發地

（被體系強迫）採取權力平衡政策以

制衡崛起的威脅（Waltz, 1979：107-

111）。然而，綜觀世界歷史，國家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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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未能主動地進行權力平衡，或採取

了錯誤的外交政策來應對修正主義

國家。本書將此現象稱為平衡不足，

並提出了四種造成國家是否能成功

採取正確權力平衡政策的國內變項

（2006：46-47）。 

（一）、「菁英共識」（Elite 

Consensus）是否分歧 

Schweller 將菁英共識定義為：

「國內菁英將現況的某些面向（或事

件）當作問題並需要採取某些手段進

行解決。」（2006：47-48）國內菁英

對於同一個事件或修正主義國是否

具有共同認知極大程度影響著國家

是否能夠採取有效的外交政策。例如：

國內菁英對修正主義國家類型的認

定（戰間期英國張伯倫與邱吉爾對納

粹德國擴張野心的判斷）；亦或是在

所有可行的手段中，究竟應該採取積

極的制衡手段（如預防戰爭）或和平

手段使其滿足（如綏靖政策）。作者

提出國際環境所能提供的資訊越少，

菁英共識就越難形成，反之亦然。 
（二）、「政府脆弱程度」

（Government Vulnerability） 

政府脆弱程度則考量採取強勢

的外交手段（如發動制裁或戰爭時）

往往需要花費大量國內成本，若政府

缺乏統治正當性，或是政治菁英與社

會關係不和睦時，政治菁英會傾向採

取較溫和的外交政策，以避免過於激

進的外交政策最終導致自己被推翻

（2006：49-50）。 

（三）、「社會凝聚力」（Social 

Cohesion）是否足夠強大 

社會凝聚力則與國家動員能力

息息相關。在一個社會團體分裂、多

元且對立的國家中，政府在面對威脅

時不一定有能力動員其國民，各社會

團體的成員不一定接受國內政府的

執政正當性，且危機發生前國內缺乏

協調社會歧異之機制。作者認為社會

凝聚力理應隨著外部威脅的出現而

產生「聚旗效應」（rally around the flag 

effect），即政府可以將外部威脅轉化

為訴求國內支持，並有效動員應對威

脅（2006：51-54）。但 Lewis Coser發

現，在族群已經過度對立，甚至族群

間幾乎不存在共識的國家中，外部威

脅反而會加大社會的分裂，尤其當國

內的某族群將外部威脅看作「我者」

而非「他者」（2006：53）。 

（四）、「菁英階層凝聚力」

（Elite Cohesion） 

菁英階層的凝聚力則主要探討

國內派系問題，或政黨間是否存在妥

協、討價還價空間。在菁英極度分歧

的國家中，各派系、政黨對威脅的認

知皆不同，國家也很難作出有效且一

致的外交政策（2006：54-56）。Jack 

Snyder甚至發現，由於擴張更加吸引

人民，分歧的菁英結構更容易產生擴

張主義，而非導致政府癱瘓（2006：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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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從新古典現實主義出發，反

駁權力平衡是無政府體系下自動產

生的機制，權力平衡的達成仰賴國內

政治與統治者認知的調和。作者主張

國內政治菁英共識、凝聚力、社會與

政府關係皆影響權力平衡運作。唯有

當國內因素正確的認知威脅並產出

權力平衡政策（Claude, 1962），有效

的制衡才有可能達成，本書書名為

Unanswered Threat，關切制衡不足的

原因及可能帶來的後果。 

本書主張當國內因素皆呈現碎

片化、無法有效整合時，最容易發生

戰爭。這提供我們思考現今國際衝突

有意義的啟發。然而書中認為越脆弱

的政府越不可能採取激進的外交手

段，確實有值得深入討論的空間。例

如，1982年前阿根廷總統 Castelli面

對國內社會與經濟壓力，仍毅然決然

發動不可能獲勝的福克蘭群島戰爭，

顯示對於領導人而言，有時激進的手

段反而被視為拯救政府的手段，期望

從內部產生聚旗效果，強化自身統治

正當性。2022 年普丁面對國內反對

黨政治壓力日升，透過發動對烏克蘭

軍事行動以打壓國內輿論似乎也可

以印證，脆弱政府並不必然採取守勢

態度。 

張保民譯，1986，《權力與國際關係

（第 5版）》，台北：幼獅出版社。

譯自：Inis L. Claude (Jr.).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lifornia: Random House. 1962. 

Ripsman, Norrin, Jeffery Taliaferro, 

and Steven Lobell. 2016.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chweller, Randall. 2006. Unanswered 

Threats: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Balance of Pow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altz, Kenneth.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Saltzman 

Institute of War and Peac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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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轉移：二十一世紀的戰略》

為國際關係領域最重要的經典作品

之一，以 Oranski（譯名：奧根斯基）

在 1958年的作品World Politics為基

石，由數個權力轉移理論學派的後繼

學者撰寫而成。此書涵蓋領域寬廣，

主要分成三個部分：權力轉移理論基

礎與實證經驗、權力轉移理論的實際

應用與未來政策建議。作者們致力將

權力轉移理論在國關領域普及化，並

將焦點聚焦於對未來美中關係的實

際運用與預測上；同時，本書也是當

時少數深入論及台灣問題的國關著

作，為後繼研究美中台關係的學者帶

來深遠影響。 

權力轉移理論最早由Oranski於

1958 年提出，他將國際關係比擬成

一個由超級強權領導的階級體系，在

國際社會中國家依據自身實力成層

分佈，宛如金字塔一般。國家間依據

國力大小又可分為超級強權、強權、

中型國家和小型國家。權力轉移的行

為者為超級強權和強權國家，發生戰

• 饒聆瑄/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權力轉移：二十一世紀的戰略

Ronald Tammen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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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的條件為均勢、超越與不滿意，均

勢的定義為挑戰國國力達到超級強

權的 80%，超越則為挑戰者國力超越

強權的 120%；不滿意為挑戰國不滿

意超級強權國所建立的現行國際秩

序，認為其在現況中沒有得到應有的

資源分配或地位（2000：6-9）。 

而論及要如何測量國家間的權

力，權力轉移理論主要依據人口、經

濟生產和政治能力來測量，而每個因

素對權力的影響在時間上不盡相同，

如人口屬於長期的影響因素，經濟生

產的影響屬於中期，政治能力檢測的

是短期內國家獲取、整合資源的能力

（2000：20）。新一代的學者除了強

調權力外，亦強調國家意圖。只有當

新興崛起國對現狀有所不滿時，會因

為試圖想要修正國際秩序而發動權

力轉移戰爭，而崛起國權力增強並不

代表其對現狀一定有所不滿，故權力

接近與否不一定和現狀滿意度成反

比（2000：10-15）。 

權力轉移理論面向全球層次進

行分析，而「多階層體系」（multiple 

hierarchies）則面向區域層次。多階層

體系為 Douglas Lemke在 1993年提

出，該理論立基於傳統權力轉移理論，

認為國際體系是由數個具有平行功

能的區域層級體系所組成（Douglas 

Lemke, 1993），即全球金字塔體系中

存在數個以區域作為劃分且功能相

同的金字塔體系，區域層次內國家間

的關係等同全球體系，權力均衡、超

越與意圖為國家間是否發生戰爭關

鍵。此論聚焦於中小型國家間的互動，

彌補傳統權力轉移理論的不足，因為

傳統理論中分析體系僅止於全球體

系，行為者限縮於超級強權與強權間，

解釋範圍無法擴及到全世界各層級

國家的戰爭行為，而此論主張在強權

國家不介入的條件下，此論適用於各

層級的國家間（2000：100）。 

而影響中小型國家是否發生衝

突的關鍵因素為「鄰近」（proximity）

與互動模式，由於中小型國家國力有

限，無法針對超出區域範圍內的國家

發動戰爭，如同我們無法想像一個南

美洲小國會與一個亞洲小國發生戰

爭。此論創新之處在於使用每日里程

數，認為國家力量會隨著距離削弱；

同時，區域間的衝突不會擴及全球層

次，除非全球強權或霸權介入區域衝

突（2000：103-105）。地區現狀基本

上鑲嵌在國際現狀中，能由區域強權

決定的區域現狀基本上與區域的自

然資源分配、地緣利益高度相關，因

不同區域有別。 

本書最後幾章針對今後的世界

格局提出具體的分析及政策建議。首

先，作者精確的預測中國將會是未來

美國最主要的挑戰者，認為中國憑藉

著人口優勢與高經濟成長，將會在

短篇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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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到 2020年期間國力超越美國，

但在軍事實力層面仍無法與美國競

爭。為此對美國提出的政策建議為，

美國應極力防範中國成為不滿意的

強權，透過與中國合作讓其融入全球

體系，並從中得利再藉由經濟力影響

中國內部，使其成為滿意現狀的強權

（2000：258-265）。 

本書特別強調台灣問題將是美

中是否發生衝突的關鍵，故美國為了

避免戰爭發生，須謹慎處理台灣問題。

假如台灣在未來 20年內宣告獨立，

中國可能基於國力不足而無法做出

有力反擊，但依據權力轉移理論這樣

的勝利僅會是一時的，其後果將是讓

中國成為不滿意現狀的強權，並無法

保障台灣長期的安全。美國為防止這

種情況，須在外交政策上採取模糊策

略，在經濟層面上施壓，防止台灣宣

告獨立，避免讓中美在台灣問題上引

爆衝突（2000：264-289）。作者認為

未來的世界格局有兩種，其一是美國

聯合俄羅斯、中國成立超級聯盟，維

持以美國為盟主的世界秩序；其二是

中國超越美國成為超級強權，建立與

以往完全不同的秩序領導世界各國

（2000：334-336）。 

本書在有關權力轉移理論上的

實際運用層面研究深入且廣泛，特別

是在國際經濟、核武安全、區域國家

三方面，為傳統權力轉移理論補充實

際運用與見解。然而，多層階層體系

未能給許多國家互動帶來有效解釋；

首先，此體系未能清楚地解釋與分析

區域體系與全球體系間的互動，當全

球體系發生改變時區域體系是否相

應跟著改變，尤其在權力轉移的時刻，

目前全球的情況明顯是有些地區較

為傾中、有些較為傾美，區域是否鑲

嵌在全球現狀中恐有待深究。 

其次，目前少有區域小國間的衝

突沒有強權介入的身影，例如：中東

國家間衝突往往能看見美國介入，或

前蘇聯國家間的衝突總能看見俄羅

斯的勢力，在 Lemke（1995）的研究

中亦認為南美洲是最符合此理論運

用的地方。第三，若是區域內小國主

動靠向區域外強權，引發區域強權的

不滿是否能運用此解釋？像是烏克

蘭主動加入北約引發俄羅斯不滿，此

理論認為像烏俄實力懸殊巨大的兩

國是不可能發生戰爭的。 

另外，在預測未來局勢方面，權

力轉移理論學者對於中國崛起的精

確預測為國關領域學門帶來巨大貢

獻，甚至成為現在研究大國關係的主

流論點。而此書對美國的政策建議符

合美國在上世紀末與本世紀初的接

觸政策；然而，應該令作者們沒想到

的是事情似乎往最壞的選項前進，即

分析中提及無論如何中國必成為修

正主義者（2000：292），美國先前的

接觸政策反而成為讓中國壯大實力

的可能因素，讓美國在 2019年因為

短篇書摘 短篇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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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高失業率與美中貿易逆差，不得

不選擇與中國開啟貿易戰，直至今日

演變成中美兩大團體競爭的局面。 

當今局勢，美國先前接觸政策宣

告失敗，中國無疑成為美國最大威脅

者，台灣與南海儼然變成美中衝突前

緣，中美皆因疫情經濟受到重創。面

對最壞情形的發生，本書仍提供給美

國三個建議：一、凝聚歐洲；二、引

進俄羅斯；三、拉攏印度。目前比較

明顯可見的是，美國正在積極的實施

第三項建議，將印度劃進印太戰略中，

並組建 Quad共同制衡中國。由於烏

俄戰爭省略第二項建議不談，美國是

否能在中國的阻撓下成功凝聚西方

各國，似乎成為美國有效阻止權力轉

移的關鍵。 

Lemke, D. W. 1993. Multiple 

Hierarchies in World Politics. 

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Lemke, D. 1995. “Toward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Parity and 

War.”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14(2): 143-162. 

  

短篇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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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進入探討本書前，本文

想針對一些問題進行思考與討論，同

時以一個讀者與研究者的角度回答

以下該問題。 

一、是什麼造成了全球化？ 

從本書的內容來論，加上目前世

界局勢的發展，全球化是一個從遠古

時代的人類就有的現象，古人受限於

農耕技術、航海技術使得移動的範圍

相當侷限，故沒有全球（化）的概念。

而隨著科技發達，加上農耕技術進步，

以及統治者對於外界的好奇，加上為

拓展更廣大的市場，各地區的人們逐

漸交流起來，而這恰好成為加速全球

化推進的動能 

二、地理、技術與制度如何交互影響？ 

以亞洲地區為例，中國大陸、中

南半島、朝鮮半島等陸地有所連結外，

其餘的島嶼，尤其是菲律賓、印尼、

馬來西亞、日本、台灣等，在古代皆

需以船隻進行航行，而在該地區（島

嶼）的人們，直接受到船隻技術優良

與否影響，也與海洋的天氣是否適合

出航有關，這也就是為何書中作者提

及地理、技術與全球化有直接關聯的

• 宋磊/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生

全球化的過去與未來：從舊石器時代到數位時代，地

理、技術與制度如何改寫人類萬年的歷史
Jeffrey D. Sa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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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而政治制度的優良與否，古代

的君王若鼓勵百姓向外擴張，將有機

會增加與外地人們的交流與互動；但

若是統治階層較為保守，則會直接限

制與外地人的交流頻率。在現代國家

的政治體制中，民主政體對於人民的

管理是相較於專制體制來得自由，不

但一國的人民有著更多向外交流的

機會，該國家也有機會吸引其他地區

人民前來交流，而這正是政治制度會

影響一個國家全球化是否頻繁的原

因。 

三、一個地區的影響力如何向外擴

張？ 

這牽涉到市場的開拓以及文化

基因所致，當然也包括該地區的發展

是否具有吸引人的機會。舉例而言，

西方國家雖然距離亞洲地區的國家

相較遠，但仍有吸引亞洲國家的人們

前往西方國家進行旅遊、工作、遊學

甚至透過婚姻嫁娶的模式接觸西方

國家，甚至前往定居，這些因素即為

西方國家具有影響力的表現。再者，

從人力資源的角度來說，已開發國家

對於基層勞力的需求甚殷，也直接催

生出一股吸引廣大開發中國家勞力

的輸出，這不但是已開發國家（地區）

吸引人的原因，更是促使尋求更好工

作待遇、生活環境的勞工一個很重要

的移出理由。 

四、上述變化如何影響全球局勢？ 

以上所提到的因素，皆是影響全

球局勢的主要原因，其中的變化相當

多元與複雜。尤其在 21世紀的今日，

全球化幾乎是每一個國家、每一位國

民都會受到影響的現象。舉例來說，

中東地區的產油國，在推動國家的內

部建設時，往往能吸引到位於南亞與

東非地區的人們自願前往中東地區

尋找工作，這些遷出的人們，其遷移

目的就是在尋求更為優渥的薪資待

遇與生活水平。 

這個世界從有人類以來，每天歷

經不同的事件與交流，對於遠古時代

的人類來說，受到科技與知識的限制，

古代的人們，其生活圈往往侷限在一

個很小的區域，加上交通不便，原始

人類的活動範圍僅限於方圓數 10平

方公里。 

大約到了距今 7000年前，當現

代人類從非洲開始向外擴張時，全球

化的腳步從未停歇，但其擴張的速度

不易觀察，直到海洋時代與工業時代

（2020：21-30）全球化才快速的擴張，

逐漸帶來文明的衝突與融合。 

每一次的全球規模的推進，皆導

致了人口擴張與新技術的出現；而每

一次提升規模後，也都依序改變了統

治管理與地緣政治的本質（2020：34）。

長久以來，水路依舊是大量貨物運輸

成本最為低廉的模式，從古至今，世

界絕大多數的主要居住地與城市，幾

乎都建立於河岸與海岸旁（20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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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這也造就出古代四大文明皆出

沒於河流旁，分別是中國的黃河與長

江、埃及的尼羅河與中亞的兩河流域。 

至於科技技術的重大轉變，總是

不可避免地引領政治制度的根本改

變，此現象在人類歷史上不斷反覆出

現（2020：46），尤其當船隻技術的

進步，開啟早期歐洲國家開始向外探

索的契機，而位於太平洋上的島嶼，

透過航行於太平洋，也開啟接觸太平

洋上各個島嶼的機會，成為早期全球

化的開端之一。 

小結：在該章節中，我們可以輕

易的從書中內容得知，遠古時代的人

類，受限於交通工具的使用，其活動

的範圍相當侷限；這也是為何交通技

術的進步與否，會直接影響一個地區

是否具有足夠的能力與動力向外擴

張的原因。而構成全球化進步的動力

來源，雖然與一個地區的政治制度與

民族性有關，但交通工具是否便利仍

是重要的因素。 

遠古時代的人類，因遷離所需，

固需要大量仰賴馴化的動物進行運

輸。早期，動物的馴化幾乎發生在歐

亞大陸與北非，沒有任何大型家畜是

在熱帶非洲被馴化的，美洲在哥倫布

發現新大陸後，馴化動物的情形更為

劇烈，特別是在 1492年之後，這個

現象特別顯著，也大幅改變原有的印

地安人的棲息地與命運（2020：92-

93）。 

關於動物的馴化議題，書中特別

指出，駱駝科的動物在沙漠與高原等

氣候扮演重要的角色，畢竟駱駝能在

長時間不進食的情況下跋涉，某些特

殊的情況下甚至能連續數週不喝水，

牠們的駝峰能儲存脂肪，因此具有這

樣的能力（2020：96-97）。 

馴化的動物除了能擔負負重的

工作，也是原始人類食物營養的來源，

更是在戰爭中運輸的工具之一，隨著

被馴化的動物越多，也帶動早期的人

類遷徙的距離，這個時期被馴化的動

物也被視為個人或族群的財產之一。 

大約在西元前 1000年前，海上

貿易開始盛行，當時斐尼基人應是史

上意義重大的海權，不僅建立跨越地

中海地區的航海貿易網絡，也因為他

們的鼓勵造就後來的希臘與羅馬帝

國，加上斐尼基人創造十二個字母的

子音書寫系統，使得資訊的傳遞與溝

通更為便利，在西元前八世紀左右被

希臘人採用，羅馬人則從善如流的繼

續沿用下去，文字系統也影響的當時

的文化與訊息的傳遞，造就出一批新

全球化交流（2020：109-113）。 

從 16世紀開始，歐洲的探險家

受惠於船隻技術的進步、對於航海技

術的掌握，開始邁向探索世界的階段，

最為有名的莫過於哥倫布發現新大

陸。在哥倫布尚未踏上北美大陸前，

據歷史學家的推估，居住在北美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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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地安人約有 1600 萬人口左右

（2020：149），然而哥倫布所帶來的

新移民，但同時也將傳染病（天花病

毒）及戰爭帶給印地安人並帶來無限

的悲劇，到了 17世紀左右，印地安

人口銳減僅剩約 610 萬人，由此可

見，在全球化發展的同時，並非所有

的（人口）移入及移動皆是利於彼此

的局面。 

小節：當人類開始有能力馴服動

物，人類營養的攝取來源將更為穩定

與充足。當營養來源更加穩定，其所

活動的範圍也將更為廣泛，加上後來

的航海技術的進步，對於天氣的掌握

更加成熟，伴隨著文字系統的成熟，

其語言的溝通更為普及，這對於不同

地區的人們在交流與知識傳播的速

度上更為流行與便利。從上段的內容

可以明白，技術的進步將增加人們向

外探索的機會與頻率，而當不同文明

之間進行交流時，不可避免地仍舊發

生優勢文明帶給相對劣勢文明重大

打擊，「戰爭與衝突」更是文明發展

史上所無法避免的遭遇。 

在西元 1800至 2000年，不但是

工業革命率先帶來的全球契機，也帶

動一波全世界的經濟發展，人們的生

活方式也從逐漸從鄉村移入到城市，

開啟現代化城市的樣貌，英國更率先

成為當時世界的中心。從瓦特發明蒸

汽機與紡織機以來，英國帶動其國內

的工業發展，大量的工廠應運而生，

工廠內所需的人力幾乎從殖民地非

洲、印度及東南亞運送而來，英國政

府與資方不但減少大量的人力成本，

許多殖民地為滿足英國的工業發展，

成為工業革命時代下的經濟犧牲者。

這個時期雖然英國大量奴役殖民地

的人們，但唯獨非洲大陸，為當時世

界上最後一個遭到歐洲列強侵略的

大陸，主因在於，非洲大陸內擁有許

多傳染病，歐洲列強為保住性命，以

及預防傳染病擴散至歐洲地區，歐洲

商人活動的範圍僅以非洲沿岸及北

非靠海城市為主（2020：208）。 

而在 21世紀的今日，圍繞在網

路資訊的時代，網路的便利不單體現

在資訊的傳播速度，也讓各國的緊密

程度越來越高，但相反的網路時代的

全球化，雖然資訊互通有無，但也衍

生出許多全球性犯罪的問題，包括跨

境的金融洗錢、網路詐騙、假訊息的

氾濫、AI人工智慧所帶來的挑戰等，

這些問題並沒有因全球化而消失，相

反的已是各國必須重視的課題。 

政治體制往往也是影響全球化

進程的關鍵因素。從 2017年因美國

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上任以

來，隨即而來的是美中爆發的貿易戰

與科技戰，2021拜登總統（Joe Biden）。

上任後，在川歸拜隨的路徑下，美中

的對抗與競爭情勢並沒有緩和下來，

兩強之間的競爭不但延續下去，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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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高科技領域持續圍堵中國，持續

地在「印太地區」拉攏盟邦合作生產

高階晶片，希望在高科技的領域中與

中國全面「脫鉤」（de-coupling）與圍

堵，美中貿易與科技戰所衍生出的選

邊站問題，也成為當前全球必須面對

的嚴肅議題，雖然各國皆明白，美中

的全面脫鉤對於全球的經濟傷害甚

大，但美國基於自身的霸權利益與地

位時，仍會優先選擇捍衛大美霸權的

利益，持續地在高科技領域圍堵與封

鎖中國，也讓一些關鍵國家（日本、

南韓、台灣、荷蘭）必須在美中高科

技之間進行市場的選擇。 

當美中兩強因結構性因素導致

競爭與對抗加劇時，2019 年爆發的

「新冠肺炎」（Covid-19），對於全世

界也造成相當巨大的傷害，也讓部分

產業的「供應鏈」受到阻礙，這時人

們不禁思考，究竟全球化下的世界，

各國應如何面對突如其來的傳染病，

才能降低疫情帶給世界經濟的衝擊。 

最後，我們有辦法從過往的全球

化汲取教訓，並迎接當下的挑戰嗎？

客觀來說，全世界仍舊處在一個「無

政府」狀態，也就是這個世界仍未出

現類似「世界政府」的組織，各國為

了自身利益（國家安全利益、經濟利

益）的發展，仍會選擇利於己身發展

的政策，加上目前的國際政治結構仍

是以大國（強權）的邏輯發展，伴隨

著網路、人工智慧、大數據等技術進

步，全球化現象不會輕易消失，然而

伴隨著美中兩強的「競爭與對抗」，

未來的世界將有很大的機會演變成

在「政治制度、經濟技術」下發展出

兩種截然不同體制下的「競爭式並

存」，形塑出「半球化」的國際關係

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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