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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中貿易戰拉開序幕以來

，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衝突層次不斷升級，不僅限於貿易不平等或科技竊密議題，更反映出雙方在

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分歧。這樣的分歧甚至逐漸擴大成中、西方各自陣營與其背後價值的對峙，導

致全球政治體系在民主與威權之間的拉鋸日益緊張。

一、支持中國新疆政策的37個國家

今（2019）年 7 月初，包括英國、加拿大與日本在內的 22

個民主國家向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遞交聯合聲明，譴責中國政府在新疆地區大規模拘

留與侵犯維吾爾族人權的情形。

接著，俄羅斯、沙烏地阿拉伯等 35

個國家的大使也在聯合國發表聲

明信，共同支持中國的新疆政策[1]

。

他們

在信中指

出，新疆設置「再

教育營」不過是中國政府在當地推動

反恐與「去極端化」（deradicalization

）的手段之一；這樣的論調也跟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年初發表的《新疆的反恐、去極端化鬥

爭與人權保障》白皮書內容如出一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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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 37

個國家中，有不少是中國長期以來的盟友，例如巴基斯坦與柬埔寨，而更多的是與中國維持緊密

經貿關係的國家。不過在這份名單當中，「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的 6 個會員國赫然在列，數個穆斯林國家竟也都支持北京在國內對穆斯林族群的打壓。

在新疆地區，維吾爾族與其它穆斯林信仰的少數族裔不但面臨政府大規模的高科技監控，還被一

批批送往再教育營，進行集中化的清洗與洗腦，中國政府甚至還會要求新疆的穆斯林批判自己的

信仰。儘管發生如此嚴重侵害信仰自由等人權的狀況，為什麼沙烏地阿拉伯等多個穆斯林國家仍

選擇支持而非譴責中國的新疆政策呢？再者，我們將如何從美、中貿易戰與科技戰的視角、甚至

是更廣的全球脈絡來探討這種威權國家之間的國際合作模式呢？

二、為什麼這 37 國會選擇支持北京？

從地理上，這 37

個支持中國的國家可以分成非洲國家、拉丁美洲國家、歐洲與亞洲國家。然而，如果從政治經濟

學的角度來分析，可

以得出更細緻的觀察。我們發現，透過國

內自由程度與 GDP

經濟數據兩種指標，將此次支持與反對中國新疆政策的所有國家以及中國逐一標註在下圖：右上

角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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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譴責中國的國家不但國內自由程度較高，經濟表現也較為亮眼；反之，左下角的國家在國內人

權與經濟發展上都相對落後，包括了中國以及支持中國的 37 國。

支持／反對中國新疆政策的國家

在這 37

個國家中，非洲與東南亞國家皆高度依賴與中國的經貿交流，另外還有來自北京的援助與直接投

資，即便是在國際輿論引發爭議的「一帶一路」（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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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實質上加深在地

國與中國的政經連結。對海灣阿拉伯國家

而言，雖然這 6

國在

經濟發展

皆遠高於其它支持

中國的國家，卻仍與北京維持著穩定

的經貿合作。根據國際進出口貿易

數據，中國早已成為海灣阿拉伯國家最主要的貿易夥伴，例如沙烏地阿拉伯無論是最大進口還是

出口國家都是中國[3]。

除了經貿，這 37

國最大的共同點就是人權狀況皆較惡劣，包括上述的穆斯林國家，在道德上沒有立場去批評中國

國內的人權與宗教自由。換句話說，即便這些國家與維吾爾族共享相似的穆斯林宗教與文化背景

，他們也不敢挺身而出譴責中國的

新疆政策。因此，驅使著這 37

國在

此議題上

採取行動支持中國

的主要因素，其實是經濟利益與威權

價值而非文化；正如同 CNN

在分析報導中指出，這起事件「打破了伊斯蘭團結性的神話」（shattering any myths of Isla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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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darity）[4]。

三、威權合作的理論與實際案例

這並非是威權國家在國際上互相幫

助與合作的第一起案例。在2008年，當辛巴威因為選舉不公與總統穆加比（Robert

Mugabe

）威脅反對勢力等事件，將面臨美國與西方國家的制裁時，中國與俄羅斯卻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上投下了反對票並導致制裁案失敗。當時中國駐聯合國大使以辛巴威的狀況「並未超出國內事務

的範圍」（has not exceeded the context of domestic

affairs

）為由，表面上遵守著所謂的「不干涉原則」，實際上卻是幫助辛巴威的穆加比政府躲過聯合國

的制裁[5]。

早在辛巴威獨立之前，北京就已經是穆加比及其政黨「辛巴威非洲民族聯盟」（Zimbabwe

African National Union,

ZANU

）最為關鍵的外國支持者。當穆加比政權因為壓制國內反對勢力以及錯誤的經濟政策而受到西方

的制裁時，中國也順理成章成為提供其外援的重要夥伴。辛巴威的狀況並非是個案，中國在後冷

戰時期開始就是以外國投資者、援助者與貿易夥伴，甚至是地緣政治參與者等多重身份出現在非

洲地區或是開發中國家。由中國所提供的援助或貸款往往沒有附帶條款（no strings

atta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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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有類似西方國家對人權發展與環境保護上的要求，因此受到許多同為威權政權的開發中

國家的歡迎並與之合作。

根據學界研究，非民主國家彼此之間合作的範圍相當廣泛，不論是在價值或利益上的支持、軍事

與安全領域的援助，乃至在國際組織中互相支持[6]。

在威權合作研究中，學者主要討論的主題是與威權大國進行合作或接受其支持，是否會影響在地

國政權的存

續。例如相較於個人獨

裁，威權合作更有利於政黨專制與軍事獨裁的

發展[7]

。同時，也有研究指出，比起俄羅斯這種展現個人領導風格的國家，一黨專制的中國則更傾向與

其它開發中國家合作，當然也包括與威權國家的合作[8]。

在數位科技日新月異的

時代，中國不僅在國內發展網路審查與大規模

監控

，也將監控科技與社會控制系統向海外輸出，而這也被視為是威權合作的一種模式。根據澳洲戰

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SPI）於4

月所發表的報告，像是辛巴威、委內瑞拉與白俄羅斯等國家就是透過與中國的科技公司合作而取

得上述系統及科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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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這些威權國家從中國輸入人臉辨識與 AI

監控系統時，也會同時習得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控制模式，在國家控制深入社會的每一個角

落的同時也導致嚴重的人權侵犯，反映出北京領導人與這些非民主政權所共同信仰的威權價值。

從新疆維吾爾族被監禁到委內瑞拉的「祖國卡」（Fatherland

Card

），中國威權價值伴隨科技的輸出在世界各地不斷擴散，終於引起了西方世界的警覺與擔憂。

四、當以中國為核心的威權合作「常態化」

美國總統川普於 2018

年以侵犯智慧財產權與經濟竊密，以及與中國長期的貿易不平等為由，向中國接連發起關稅制裁

，正式點燃美、中貿易戰的戰火。貿易上的衝突很快就從關稅議題延燒到科技競爭，也就是所謂

的科技戰。美國以威脅國家安全為由，鎖定華為這間中國通訊科技巨頭，並於隔年呼籲西方盟友

共同抵制，試圖展現出民主世界在科技領域合作抵抗中國的姿態。

2019 年5

月，有新聞報導美國政府考慮將中國監控

設備供應大廠——海康威視（Hikvision

）列入制裁名單，媒體評價此舉將可能破壞其供應鏈損害供貨能力，甚至進一步影響中國政府在

新疆的監控系統部署[10]。此外，也有美國媒體報導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曾透露川普政府正在考慮用《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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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來制裁那些參與侵犯新疆人權事件的中國高官[11]

。從這個角度來觀察，美、中之間的科技戰早已升級到人權議題與意識形態層次。

另一方面，在

支持中國新疆政策的連署聲

明發表之後，中國政府也立刻回應感謝這 37

國的支持，更宣稱這些連署國家不但跨越全球各大洲，還有許多來自伊斯蘭世界的國家，也證實

了西方國家對新疆人權的批評是「無端指責」。這也反映出中國在類似議題上確實需要威權盟友

的發聲來提升北京在國際場域的話語權（discourse

power

），這不僅是

威權合作的一種模式，更是

中國對西方世界與民主思想的抗衡及反擊[12]

。而無論當前美、中關係的現狀是競爭還是對抗，彼此之間最大的差異毫無疑問就是政治意識形

態。甚至

我們更能夠以此推

測，未來以中國為核心的國際威權合

作將逐漸「常態化」（normalization），特別是在價值與人權議題等領域。

五、民主陣營應該如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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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中國面對許多社會與經濟問題，也讓中國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資金與資源來進行社會控制，也

就是中國所謂的「

維穩」。無論是這幾年在西藏與新疆

頻傳的社會抗爭，或是 2019

年香港「反送中」事件，都是對中國政府專制統治與壓迫的反抗。西方國家不僅可以選擇在這些

議題進行聲援，更可以採取實際的行動及作為，例如英國就以香港警方在「反送中」事件中暴力

對待抗爭者為由，拒絕向香港繼續輸出警察裝備[13]。

過去曾有學者認為中國並非是有意圖性地對外輸出威權模式，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研究與證據顯

示，北京不僅會透過與其它威權國家進行合作來支持其政權，還會滲透並影響周邊或各地的民主

國家。面對各式各樣來自威權國家的挑戰，民主陣營的國家不能僅是單打獨鬥。即便民主國家目

前在

面對中國

的某些議題上可能

無法達成共識（例如是否要共同抵制

並排除華為參與國內的 5G

通訊基礎建設），但這並非是阻擋民主陣營進行合作的理由。各個民主國家反而更應該儘速凝聚

共識，透過在外交、安全等領域的擴大合作逐漸形成一個緊密的聯盟，並對以中國為核心的威權

陣營提出因應策略。

為了要組成以民主價值為號召的聯盟，就必須納入更多的民主盟友，特別是同樣也面對中國威脅

的國家，例如緊鄰中國且長期在地緣政治上站在最前線抵抗中國威權的台灣。台灣長期以來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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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北京的武力威脅與政治統戰，雖然過去受限於國際政治現實與中國的打壓而無法參與許多國

際組織，然而台灣身為民主世界的一員，將在這波由威權中國所發起的挑戰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藉由與其它民主國家分享長期抵抗中國統戰與銳實力（sharp

power）影響的案例，台灣豐富的經驗可以協助民主聯盟規劃出更為完整的對中戰略。

雖然有許多觀察家在貿易戰初期曾一度質疑川普對中國的政策是否有可能會改變，然而事實證明

川普政府的中國政策及其態度，幾乎可以說是美國政策圈的跨黨派共識。毫無疑問，美國與中國

這兩個世界強權在經貿上仍持續走向「脫鉤」（decoupling

），而雙方陣營在意識形態層次的對峙，短期內沒有停止的可能。為了捍衛自由世界所共享的價

值與利益，民主國家的進一步合作與組成聯盟絕對是刻不容緩的首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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