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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提出「中國威脅論」，因為隨着中
國的發展，對全球的軍事及經濟的影響逐
漸增大，甚至會對國家地位來一個大洗
牌。也有人說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很
多中國人的生活水平猶如第三世界國家。
今日我們便討論一下該用什麼來做單位去
衡量一個國家的實力呢？
國家實力綜合指數（CINC），是最為

人所知及公認的方法來衡量國家的能力。
它主要有6大範疇，包括總人口、城市人
口、鋼鐵產量、能源消耗、軍事支出和軍
事人員。早在2007年，中國的CINC已經
是全球第一，這代表中國早在2007年已經
超英趕美了嗎？中國在2007年正積極投入

發展，能源消耗及鋼鐵產量推動其成為世
界工廠。單單以CINC的6大範疇在現今
社會是不足以計算一個國家的實力，那麼
又有些什麼因素我們必須考慮呢？
說起綜合實力，除了以上的硬實力外，

還有軟實力，當中包括國家的社會發展、
貧富懸殊、生活水平、法治、人民教育水
平、藝術及科研發展、經濟狀況及外交能
力等。把這些也計算在內便能得到一個較
全面的指數。

空氣污染一大困擾
就我而言，中國社會在經濟發展下最被

拉扯得不似人形，導致城鄉差異大，貧富

懸殊問題也很嚴重，農民生活水平低，識
字率較低。要計算國家的實力，不能只計
算大城市，尤其中國不同城鎮的發展差異
比較大，所以小鎮的情況也要考慮。
科研方面，中國在能源及航空科技有不

錯的成就，在這方面的實力也不容置疑。
而中國在能源科技方面有很大的提升空
間，尤其是中國內陸污染嚴重，減少污染
對國家的實力非常有幫助。假若能成功減
排，相信中國在能源會議上便有更大的話
事權。
在經濟方面，中國是全球最大經濟體之

一，是國際間重要的貿易夥伴。於今年，
人民幣更納入SDR，是國際間對中國經濟

實力的肯定，這亦顯示了中國在國際間的
經濟地位及影響力愈來愈高。
中國的綜合實力其實不錯，主要是因為
有些已發展的城市在各方面也達到世界級
的水平，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忽略了其他
未發展的鄉鎮。以中國13億人口來算，其
實平均來說實力並非我們想像中那麼高，
中國在能源、環保、收窄貧富懸殊的問題
上是沒法退讓及避免的。
我相信這些不是一時三刻能解決的問

題，中國仍有很大空間去提升國家實力。
■陳潔珊

文憑試通識科5**狀元
科大商學院四年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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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中國威脅論」長期以不同形式在西方的媒體
出現，先有「黃禍論」，後有「世界工廠論」等。
「中國威脅論」可以分為軍事和經濟兩部分。軍事
部分指中國在改革開放後軍費開支增加、各類武器
研發、軍事演習等行動，顯示出中國有進行軍事擴
張。有國家則聲稱中國政府近年來展開的載人航天
工程和月球探測工程含有軍事目的，企圖建立大空
中的霸權。
同時，亦有評論指出中國出口貿易巨大，將成為
「世界工廠」，拖垮其他國家的相關產業；隨着全
世界都使用中國製造的產品，中國的「經濟威脅」
將遍及全球。

b.首先，為了回應國際上的「中國威脅論」，建
立友好國際形象，中方多次在國際場合上提出中國
的發展道路和方向，務求消除外國對中國的成見，
強調中國無意作軍事擴張，只想專注經濟發展，成
為經濟強國。
在國際關係上，中國主張「和平崛起」、「和平
發展」，強調要建設「和諧世界」，強調在國際上
會走一條奮力崛起而又堅持不爭霸的道路，並提及
「中國將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努力實現和
平的發展、開放的發展、合作的發展。」中國現已
加入130多個國際性政府組織，也簽訂了如《核武
器不擴散條約》等267個國際多邊條約，積極地在
反恐、防核擴散、維和、經貿、環境各方面與國際
合作。
中國也提出了建設以「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為
內涵的「和諧世界」，體現希望與各國和平共處的
願望。和平崛起的要義包括：在充分利用世界和平
的大好時機努力發展的同時，以自己的發展維護世
界的和平；崛起的支撐點是廣闊的國內市場、充足
的勞動力資源，以及雄厚的資金積累，但崛起又離

不開世界，故必須堅持對外開放政策，在平等互利
的基礎上，與世界一切友好國家或地區發展經貿關
係；中國的崛起不會妨礙或者威脅任何國家，中國
不會稱霸。

c. 經濟方面

中國在經濟力的表現最為突出，其GDP增長率
為世界第—，2003年至2007年平均增幅約11%，
現時GDP在全球排名第二。就國家資源而言，中
國政府藉改革開放帶動農民往城市就業，令國家的
人力資本位居世界前列。
同時，改革開放令中國與國際間的經濟關係愈趨

複雜，在利益緊密的情況下，中國和各國的經濟矛
盾和衝突在所難免。經濟衝突主要表現在貿易領
域。
近年來中國與外國在食品安全、人民幣匯率等貿

易議題上出現不少摩擦和爭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
組織，進一步開放市場和投資領域，透過在華的跨
國公司大力拓展機械、石油、汽車，但在資訊技
術、金融服務業等產業開放競爭的同時，國內相關
企業將面對更大的競爭壓力。

軍事方面
改革開放初期，中央領導層認為世界短期內不會

發生大規模戰爭，因此進行多次裁軍。中國解放軍
已裁減至約200萬人，裁軍幅度大。近年來，中國
開始在國際維和行動中扮演積極角色，如派遣海軍
艦隊往非洲國家索馬里附近的海域打擊海盜，反映
中國已具備現代化的軍事力量。
中國軍事力量雖然得到改善，提升了綜合國力，

但有不少西方國家質疑中國提升軍力和積極參與維
和行動的意圖，擔心東亞局勢以至世界安全受到威
脅。如何妥善回應其他國家的質疑，是中國政府在
未來須面對的一大挑戰。

科技方面
中國在科技上的發展已有長足改善，例如近年來

科研人員的人數逐步上升，能夠自主研究新技術。
雖然中國整體科技水平仍較落後，其航天科技的
發展卻位居世界前列，分別在人造衛星、火箭和載
人航天3方面取得驕人的成就。目前中國研製的12
種「長征」系列運載火箭，基本上滿足了發射不同
用途衛星的要求，至今進行了逾60次發射。

資源方面
中國的能源資源總量位於世界前列，但種類不均

衡，九成是煤炭，石油、天然氣等資源卻只有不足
一成。同時，中國的能源利用率也很低，只有32%
左右，比發達國家低了10%，差距很大。中國開發
水能源資源的利用程度僅達到17.6％，遠遠低於發
達國家50％以上的水平。
能源的供求矛盾會日益突出，除了煤以外，中國

在今後20年實現現代化所需的石油和天然氣消費
總量至少是目前的兩倍至5倍。中國1993年起成為
石油淨進口國，中國已經成為繼美國之後世界第二
大石油消費國，但目前還未建立起完善的石油儲備
制度，因此很容易受全球原油價格的影響，令國家
經濟發展存在隱憂。

外交方面
自改革開放以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態度和評價
發生重大轉變，從因意識形態的不同而對中國政府
排斥和孤立，到因中國的急速經濟增長而嘗試認
同，並研究中國的發展模式，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
形象藉改革開放轉向正面。
外國對中國態度的轉變有助中國與各國建立良好

關係，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扮演積極角色，但從歷史
來看，一個大國的崛起，很多時候導致軍事擴張和
政治霸權，因此有國家認為中國的崛起會成為威脅
東亞甚至世界安全的因素。

1. 綜合國力
綜合國力是指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而綜合實力來自國

家的物質實力和精神實力。物質實力是指國家軍事、經
濟、科技、國家資源等有形國力；精神實力則指文化影響
力、社會經濟體系、民族凝聚力等有助國家發揮物質實力
的元素。綜合國力的高低，將影響國家在國際社會上的地
位和其影響力。

2. 中國的綜合國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曾發表《國際形勢黃皮書》，評估各國

的綜合國力。研究發現，中國的綜合國力已超過日本，但
整體實力仍低於美國，可歸類為國力次強的國家。

資料B
習近平乘坐的專機抵達南非比勒陀利亞瓦特克盧夫空軍基

地。習近平指出，當前中南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快速發展，兩國
關係進入歷史最好時期。雙方政治互信不斷增強，各領域務實
合作深入推進，人文交流蓬勃開展，國際合作日益密切。他強
調，中非合作論壇約翰內斯堡峰會是在非洲大陸首次舉辦的中
非峰會，對推動中非關係全面發展、促進世界更加均衡、包
容、可持續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

(a) 參考資料A及就你所知，指出什麼是「中國威脅論」。

(b) 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知，中國如何回應「中國威脅論」。

(c) 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知，評論中國綜合國力的發展和面對的挑戰。

想 一 想

法國政府承辦
的《聯合國氣候
變化框架公約》

第二十一次締約方大會於當地時間11月30日在
巴黎開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開幕式致
辭，向世界傳達全球氣候治理的「中國方
案」，國際主流媒體廣泛關注。他呼籲與會各
方積極合作，達成一份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國
際協議。他稱，新協議應促進各國間的合作，
並鼓勵各方積極參與；堅持「共同但有區別」
的原則是習近平此次講話中傳達的重要立場。
會議上，中方展示了大國心態和風範。

模 擬 試 題

資料A
大象無形，大音希聲。大國心態，應該是強而不驕，威而不怒，怒而不躁，隱
而不顯。中國傳統文化即深蘊此道。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本就有諸多國家或勢
力或假或真地對中國心懷恐懼，有意無意地提及「中國威脅論」。
前段時間日本、越南和菲律賓與中國的關係並不愉快，但此次習近平不計前嫌
赴馬尼拉參會，不久前也訪問了另一「冤家」越南，再之前中國總理李克強在中
日韓峰會期間會見了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都體現了國家間競合關係的複雜性。中
方近來超越爭議問題、主動的「接觸」行動，均彰顯了大國心態和風範。

參 考 答 案

- 今 日 香 港 -
一個國家的發展，難免引來別國的種種質疑，中國也不例外。從最

近的巴黎氣候峰會、亞投行成員擴張等，中國的一舉一動都引來

不少議論和猜測。無可否認的是，隨着中國和平崛起，在

國際舞台發揮作用，各國對其的關注會更加密切。

■李偉雄福建中學（小西灣）助理校長

中方堅持治理氣候
「共同但有區別」

新 聞 背 景 ■中國解放軍已裁減至約200萬人，裁軍幅度大。圖為抗戰勝利
70周年閱兵現場。 資料圖片

■內地工業持續發展。圖為工人在東北特鋼集團大連基地煉鋼
區域觀察鋼水倒渣情況。 資料圖片

■目前中國研製的12種「長征」系列運載火箭，基本上滿足了
發射不同用途衛星的要求。圖為「長征六號」升空。 資料圖片

和平崛起和平崛起 絕不稱霸絕不稱霸

■■習近平在巴黎氣候峰會發表習近平在巴黎氣候峰會發表
講話講話，，指出中方堅持指出中方堅持「「共同但共同但
有區別有區別」」原則原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