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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 戰爭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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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權戰爭 意識形態戰爭

熱
戰

◆ 特洛伊戰爭 (1193BC – 1184BC)

◆ 拿破崙戰爭

◆ 第一次世界大戰

◆ 美國對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戰爭

◆ 伯羅奔尼撒戰爭 (431BC – 404 BC) 

◆ 十字軍東征

◆ 三十年戰爭

◆ 第二次世界大戰

戰爭紀事

冷
戰

◆ 二十世紀冷戰

◆ 美國對古巴丶北韓丶伊朗的戰爭

----------------- 毀滅性武器的出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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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戰爭

1.  霸權戰爭：

➢ 改變政權、

➢ 改變統治階層。

 理念：基本不去改變

 政治：奪取統治權

 社會：奴役其人民

 經濟：掠奪其資源

2.  意識形態戰爭：

➢ 改變對方的政體、

➢ 改變對方的生活方式。

 理念：個人主義 vs. 集體主義

 政治：民主政治 vs. 專制獨裁

 社會：遷徙自由 vs. 編戶齊民

 經濟：自由企業 vs. 計劃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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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

天神宙斯為撮合某一婚事而辦喜宴，但未邀

請管轄糾紛的女神厄理斯。厄理斯私到會場，

要送金蘋果給「最美麗的女神」，引起天后

赫拉、雅典娜、與愛神阿佛羅狄忒的糾紛。

宙斯認為特洛伊王子巴里斯才有能力辨識。

愛神允諾巴里斯「最美麗的女人」海倫，而

獲得金蘋果。逐引起雅典娜的不滿與報

復……

古希臘的霸權戰爭：特洛伊戰爭

◆誘因：三千年前，邁錫尼王國

的特洛伊邦是地中海沿岸最富

有的地區，貿易發達、經濟繁

榮。小亞細亞各邦想占為己有。

◆藉口：小亞細亞各邦以斯巴達

王后海倫被拐為藉口，專制的

斯巴達向民主的希臘各城邦求

助，結成聯軍發動戰爭。打了

十年。

城破時，人民被屠城。但之後，

人民生活不因政權更替而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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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臘的意識形態戰爭：伯羅奔尼撒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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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戰爭是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與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聯盟之間的

一場戰爭，幾乎所有希臘的城邦參加了這場戰爭。

2) 雅典為古民主政體，正處於文化頂峰；斯巴達傳統為寡頭政治。最後，

斯巴達戰勝，立刻把寡頭政治引入雅典。

紅色：雅典陣營

藍色：斯巴達陣營

灰色：中立陣營

綠色：非希臘世界

黃色：波斯帝國

資料來源：WIKI

雅典戰敗後，希臘也就結束古民主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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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意識形態戰爭：三十年戰爭

1) 新教改革 (1517-1648)：

 羅馬教廷腐敗。

 1500AD馬丁路德發起宗教改革，爭

取個人對聖經的自主解釋權。

 各王國紛紛改信新教，不再受教皇

支配。

2) 三十年戰爭 (1618-1648)：

 新教聯盟與天主教聯盟的長期戰

爭。日爾曼各邦，男子死50%。

戰後，歐洲政教分離，獲得信仰自由。

宗教自由是洛克論述政治自由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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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霸權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

◆ 同盟國陣營：

德國、奧匈帝國、鄂
圖曼帝國、保加利亞。

◆ 協約國陣營：

英國、法國、義大利、
俄羅斯、比利時、塞
爾維亞、美國、日本、
中國。

1) 帝國間的爭霸戰。

2) 特徵：總體戰開始。

雖然是霸權戰爭，

英國的勝利總散捍衛了自由經濟。8



近代的意識形態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

1) 反法西斯戰爭。

2) 特徵：毀滅性武器的出現。

◆ 法西斯軸心國：以德意
志第三帝國、日本帝國、
義大利為主，以匈牙利、
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為從。

◆ 反法西斯同盟國：英國、
蘇聯、中華民國、美國等。

自由世界雖然擋住了法西斯主義，

卻讓共產主義趁勢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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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熱戰到冷戰

1. 熱戰：

1) 傳統的有限戰爭。

2) WWI 的總體戰思維：

⚫ 總體戰=全面戰爭。

⚫ 給了WWII 使用毀滅性武器的

正當性。

3) 毀滅性武器的出現。

 絕對優勢下的戰爭。

 邊緣地區的代理人戰爭。

 隱性默契存在下的有限戰爭

( 謝林)。

2. 冷戰：

1) 形成條件：

 雙方都擁有毀滅性武器

 雙方都佈署有效反擊能力。

2) 承襲總體戰思維。

 武力僅限於圍堵。

 展開武器競賽。

 在非武力方面採取全面的斷

絕與孤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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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的冷戰格局圖：

深藍色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美國 ；

深紅色為華沙條約組織及蘇聯 ；

紅色為華沙條約組織和蘇聯的盟友；

藍色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盟友；

黃色為與蘇聯決裂的社會主義國家；

淺藍色和淺紅色為不結盟國家 ；

藍×為反共游擊隊 ；

紅×為共產黨游擊隊。

冷戰：二十世紀的霸權和意識型態的戰爭
◆特徴：

 全面封鎖 （外交丶科技丶貿易丶人員丶資金）。
 武器競賽。

資料來源：WIKI

冷戰的勝利，「將共產主義掃入歷史灰燼」（雷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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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之後？

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二十世紀冷戰

 霸權戰爭

 帝國主義國家間的戰爭

 熱戰

 意識型態戰爭

 自由主義 VS 法西斯

 熱戰

 意識型態戰爭

 自由主義 VS 共產主義

 冷戰

毀滅性協議：
• 巴黎和會

重建：
 馬歇爾計劃
 日本憲法

全球化：
• 帶入WTO

問題： 不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或二十世紀冷戰，戰後都是採
重建策略，因為自由主義陣營獲勝。
若當時是自由主義戰敗，戰後的世界會是甚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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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一下：星際大戰
1) 結合霸權與意識型態的戰爭。

2) 成年人的童話。

3) 二萬年後的銀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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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中的銀河共和國

1) 百萬獨立星球的民主聯盟。

2) 貿易秩序：

1) 貿易總署。

2) 銀河議會。

3) 絕地武士團。

◆歷史法則？

各級官僚開始腐敗，又拒絕改革。

改革派：納布星控告‘貿易署不當對待，聯合其他星球對議長

投不信任票。

野心派：組織新的軍隊：AI大軍 +克隆人+死星武器。14



銀河帝國的專制

◆ 野心派滅了共和國。

◆ 成立銀河帝國。

◆ 實施專制秩序：

1) 解散銀河議會。

2) 宣布新銀河皇帝。

3) 成立立國安全局。

4) 控制銀河信息網。

5) 製造新武器。

死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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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再重回貿易秩序？

共和國的反抗軍，

逃離到各個隱密星球
，

成立義勇軍同盟，

最後毀了死星，

滅了專制帝國，

重組共和國，

恢復了貿易秩序

和民主聯盟體制。

這只是童話故事！假若反抗軍失敗呢？
16



假若民主敗給了專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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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冷戰

舊冷戰時期的柏林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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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的意義

1) 冷戰的發展：

 毀滅性武器的出現：避免熱戰。

 意識型態的戰爭：改變對方的政體。

2) 全面戰爭的總動員：

 前兩次世界大戰，是動員國家所有能夠運用的資源，以熱戰方
式，摧毀另外一個國家參與戰爭的能力。

 冷戰時期，是動員國家所有能夠運用的資源，以冷戰方式，圍
堵另外一個國家發動戰爭的能力。

3) 冷戰的意義：

 冷戰是全民戰爭，不再是商人無祖國的時代。

 冷戰是生活方式的選擇，全民不應自我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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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舊冷戰到新冷戰

1) 新冷戰：

 舊冷戰 ：自由主義 vs.  共產主義

 新冷戰：新民主陣營 vs. 新專制陣營

2) 新專制的五思維：

 全面的計畫經濟已被證明失敗，只能核心推動。

 市場機制可以增加財富，必須收放得宜。

 民主已是普世價值，善加扭曲利用。

 發展科技有利於社會控制，政府積極掌握。

 民意可載舟覆舟，思想控制不能鬆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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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的行動：圍堵、競賽與滲透

1) 圍堵：

◆ 劃定疆界，進行軍事、外交、科

技、經濟等方面的圍堵。

2) 競賽：

◆ 加速提升經濟、科技、教育的進

步，在競賽方式中，以壓倒性優

勢阻擋對方的前進。

3) 滲透：

◆ 將理想的生活方式，經由理念、

傳媒、教育滲透到對方，以弱化

其動員能力。21



傳媒 經濟社會 科技

貿易戰

教育

外交戰 武器競賽

冷戰的總實力

冷戰的總實力

理念

競爭與圍堵的能力動員與滲透的能力

冷戰的總實力來自於全民的能力和素質。22



美國的被覺醒

◆ 被覺醒：個人主義國家凝聚全民

實力的唯一有效手段。

1)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覺醒：日本偷

襲珍珠港。

2) 舊冷戰的覺醒：蘇聯 (1957年)

Sputnik  人造衛星升空。

3) 新冷戰的覺醒：中國2014年的一帶

一路計畫和2015年的2025計畫。 梅爾吉勃遜的《決戰時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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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k yourself up from where you've fallen.

◆ 這句諺語的中文意思……

1) 對侵襲珍珠港的回報：

 中途島海戰的勝利，扭轉美日在

西太平洋的海權均勢，使日本海

軍失去戰略主導權。

2) 對蘇聯人造衛星的回報：

 雷根「意外」以星際大戰計畫終

結美蘇冷戰。

3) 對中國科技新強權的回報？

 撤回OS和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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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國已非昔日蘇聯？

全民理念的凝結度

社會秩序的穩定度

傳媒向對方滲透度

經濟規模與潛力

軍事戰力

科技素質

教育水準

◆以上指標均是我的主觀估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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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姿態

⚫ 當前簡單的情節就是：

➢中國：我強大了，為什麼還要聽從你(們)制

定的規則？

➢美國：規則就是這樣，要不要玩，隨便你。

➢中國：我家人很多，可以關起門來自己玩。

➢美國：我叫我的好鄰居都不要跟你玩，看你

自己能玩多久。

⚫ 〈是經濟戰，不是貿易戰〉，談判管理學會 2018-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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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經濟潛力

1) 十三億人的巨大國內市場：

 市場規模限制分工與專業化的深度。

 專業化的深度決定製造能力。

 市場競爭程度決定創造與發現的能力。

2) 強大的模仿能力與製造能力：

 逆向研發和山寨能力可保在一定時限內跟上美國新技術。

 模仿技術可支持商品市場的進步，但無法保障軍事與航太工業
的品質。

3) 有限的創新能力：

 科技與教育的水準不差，發揮後顧型的企業家精神不難。

 專制政治下，很難展開前瞻性的企業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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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會垮嗎？

1) 軍事戰爭？

 只存在武器競賽或代理人戰爭，不會正面衝突。

2) 理念崩壞？

 大陸境內封鎖嚴密，滲透不易；出境人數還遠低於轉折點，短期
不會崩壞。

3) 政治鬥爭？

 習雖完全掌握黨機器，但仍很難說。但目前未見中版的戈巴契夫
與葉爾辛，爭議仍不脫黨內鬥爭。

4) 社會秩序？

 目前屬於史上最嚴格管控的社會。

5) 經濟崩潰？唯一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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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崩潰的四種可能

1) 長期的物資極度匱乏？

 處處排隊購物，是經濟崩潰的元凶，只存在計畫經濟。

 半開放經濟（核心產業的計劃經濟），不致於重返計畫經濟。

2) 超級通貨膨脹？

 物資極度匱乏+不斷印發貨幣。

 通貨膨脹已在進行，但供給還很穩定。

3) 債務危機？

 部分人民有房貸壓力，但生活還過得去。

 國家還沒嚴重的淨外債。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內債雖然不小，但還在可控範圍。

4) 大失業潮？唯一的想像。

◆ 也是他們所擔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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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
易
戰

大失業潮會如何發生？

就業需求
減少

美國技術
往東南亞
和印度

提高
關稅

國內
市場

製造業
外移

農村已
不具海
綿效果

GDP

減速
成長

科
技
戰 山寨

自主創新

限制
進口

國際
市場

大失
業潮
的潛
在可
能性

內債
壓力
增加

軍工
產業

內需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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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如何對抗中國的超大市場？

◆冷戰策略：

 冷戰不是短期戰爭，長期的經濟

成長必得超過中國。

 立即凍結現有技術輸送至中國，

並逼迫製造廠商退出中國。

 美國必須擁有大過中國的市場聯

盟，以保障創新的速度不會落後

中國。

 美國幫助聯盟各國的市場競爭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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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拒絕日本版的TPP？

冷戰是要改變對方的生活方式，

而TPP只會更加穩固中國的政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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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聯盟與新八國聯軍都是市場聯盟

提勒森揭示了

印太聯盟的戰略方向，

以美印日澳為支點，

以影響中國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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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的市場規模：足以對抗中國

中國 印太聯盟 戰略市場

核心市場

沿海五億 美日澳五億 高端市場

內陸八億 印度十三億 低端市場

非核心市場

歐洲20% 歐洲 80% 高端市場

東南亞 50% 東南亞 50% 低端市場

拉美 20% 拉美 80% 低端市場

非洲 80% 非洲 20% 低端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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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練習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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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就業機會

如何以政策增加就業？

36

地方政府的
支出政策

Q：失業發生時，失業者何處去？
A：往地方去，小城鎮、中小城市、第三四線城市。

中央政府的
支出政策

支出中央
銀行

其他
銀行

資金
幫助
企業

公共
建設

移轉
預算

支出資金

指
令



四則新聞，如何拼湊？

1) 2018年9月底，國辦發文，允許城投債發行的城投公司破產。

2) 2019年4月中：中國財政部與人民銀行聯合試點發行國債。

3) 2019年5月底，證監會對違約企業的轉讓、結算、投資者適當性

、資訊披露等事項作出安排。

4) 2019年6月中，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加快推進城鎮老舊社區的改

造。投資總額估算高達4萬億。

◆ 川普於2018年3月對中國600億進口商品徵收25%關稅，
9月中，範圍擴增至500億美元。

◆ 2019年5月5日，川普宣布對另外價值約2000億美元的中
國輸美商品徵收25%的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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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投資建設公司
1) 起因：

 地方官員面對指標競爭。

 地方政府不能發行地方債券，或數額有限。

2) 創新：

 地方政府創立 城投公司，由公司發行企業債，稱城投債。

 城投債賣給金融機構，換取資金。

3) 發展：

 金融機構將城投債包裝成金融商品。

 城投債占所有企業債的八成，估計40-100兆RMB。

4) 問題：

 因指標而建設，未必是人民的需要。

 城投債期五年，官員只觀花錢。沒想還錢。

 地方債務日益嚴重，違約事件開始出現。

5) 大計畫：允許資不抵債的城投公司可以破產，解除地方政
府的債務壓力，準備承擔新的救失業大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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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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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約企業債的交易

1) 違約債券規模，估上兆RMB。

2) 彭博：違約債發生原因
 2016年：去產能

 2017年：民營企業融資困難 (影子銀行)

 2018年：貿易戰

3) 允許交易：
 2019年2月允許低流通企業債匿名拍賣，5月擴及違約債券。

 目的：資金的靈活運動、市場決定其價格。

4) 大計畫：對於債務不太嚴重地方的城投公司，這是避免
其倒閉外的另一解套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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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棚戶區改造到舊區改造

1) 目標：拆

 去產能：三四線城市新屋比人多，

 改善舊城髒亂、拆城中村。

2) 作法：
 棚改1.0：2005年開始，地方政府以物安置為主、貨幣安置為輔。

 棚改2.0：2014年開始，央行成立PSL專案 (抵押補充貸款)，全採貨
幣化安置。

3) 規模：
 2015-17年，完成1800萬套，2018-20年，計畫完成1500萬套

 房地產投資約4.75l4RMB

4) 舊區改造：不拆了

◆ 2019年6月中，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加快推進城鎮老舊社區的改造
。“老破小”不拆了，但會進行各種改造，包括水、電、光纖、
加裝電梯及增加停車位。投資總額估算高達4兆RMB。

5) 大計畫：不再強調拆屋改建，而是提供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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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戶區改造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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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結合：聯合國債

◆推演過程：

 冷戰將導致大失業潮的出現。

 失業人口將回流到三線城市以下的城鎮。

 各地方政府得負起主要的安頓工作。

 地方政府必須先清除舊的債務。

 地方政府進行舊區的改造，而非新區建設。

 中央政府配合發行公債資助。

 但失業潮太大，非中央政府的年度預算所能支撐。

 財政部賣出去的公債，必須讓央行去回收，然後銷毀。

 整體而言，是從棚改貨幣化轉到公債貨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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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我們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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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生活方式的選擇

◆ 生活方式，又稱秩序。希臘時代就有兩種秩序概念，後來

被混用。

1) Taxis：造成的秩序

 源於外部安排而呈現的秩序，如戰爭動員、計畫經濟、社會控制
下的秩序。

 該秩序容易被人們意識到，因為個人背離它就會遭到外力的立即
矯正或懲罰。。

2) Cosmos：長成的秩序

1) 自發於內部而在群體中逐漸長成的秩序，如市場交易、語言文字
的使用。

2) 該秩序因為不存在外力監視，也就習而不察，不容易被意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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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秩序的轉換

1) 當社會情勢發生變動，如果計畫者無力去調整秩序以適應新的

情勢，人們會自發地發展新規則。如果這種趨勢延續而擴大，

造成的秩序也就逐漸轉型到長成的秩序。

◆ 蘇聯末期的波羅地海三小國和中東歐國家。

2) 當社會情勢變動，長成的規則也需要修正。若發起修正規則的

政治家能明確指出方向，又成功地適應新情勢，就可能陷入自

以為理解整個秩序之錯誤，而將社會帶入新的造成的秩序。

◆ 讓墨索里尼崛起時代的義大利。

長成的秩序造成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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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我們的生活方式 (1)

這幾則是大陸朋友傳給我的微信內容。

某地，只为了修改条

例内容，就闹得满城

不宁；

某国，即使修改了宪

法条文，依旧是无风

无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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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我們的生活方式 (2)

舟山到寧波的金塘大橋，全長26.54公里，海上部分18.27公里，建於2009年。48



不同於我們的生活方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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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我們的生活方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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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菲姐的選擇

(2017年)（中央社台北30日電）菲媒報導
，菲律賓勞工部 29日表示，中國大陸擬開
放 5 個城市引進菲律賓家政服務人員，並
正在研究提供月薪 10 萬披索（約新台幣
近6萬元）的可能性。

新聞發布後，某記者訪了一位菲傭，

問她是否考慮從台灣改去大陸工作？

她回答：「不會。」

某記者再問：「為何不會？」

她說：「沒有自由。」

某記者疑惑，自言道：「外傭又不能參與
當地政治，只要循規蹈矩，還差甚麼
自由？為何有錢不賺？」

這位菲姐在想甚麼？

我家的印尼看護是這樣說…



生活的美好：我們想過怎樣的生活？

自在

財富

自由 尊嚴

優雅

該圖僅是我對三地人民
一般生活的主觀感受。

台灣

美國

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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