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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赢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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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赢了吗？——中国对美国至上的挑战》（Has China 
Won? - �e Chinese Challenge to American Primacy）是新加坡国立

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本

年度新作。承接前作《亚洲人会思考吗？》和《西方输了吗？》等

的思维，马氏再度重申中国的崛起，以现时中美地缘政治竞赛为讨

论点，极力劝阻美国在“修昔底德陷阱”前悬崖勒马。

本书厚 320 页，共有九个章节，由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

（Public A�air）于今年三月出版。书中作者认为美国人多以为目

前的中美竞争本质如他们的领袖所描述，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美国自

由民主制度与中共的共产集权制度之争，而其实这是个误读。更准

确的说，这样的看法是冷战时代的看法，放在当今时代显然过时

了。反之，当年冷战打败苏联的美国民主也已经堕落，它已经沦为

财阀主导的政治，因此特朗普才能以打倒华尔街代理人的口号受到

选民青睐中选，因为美国政治受财阀操纵的迹象昭彰。现今的中共

却建立一套贤能政治制度，在习近平治下，反贪腐雷厉风行，在宏

观上的国家治理比以往更有效率。因此这一次双方较劲，作者断言

最终将由奉行贤能政治的一方取胜。他不讳言目前中美在地缘政治

方面正处于一种“竞赛”（contest）的状态。自冷战后成为世界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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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国的美国近年来面对中国崛起，正面挑战的就是美国作为全球

领先的大国地位。他引述基辛格在 2018 年跟他说的一句话：“美

国正在犯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它在与中国展开竞赛，而事先却没

有制定与中国打交道的全面和全球战略。”换句话说，美国政府为

了击败中国，选择了与中国展开一场政治和经济上的零和地缘政治

竞赛。但他们混乱开打而又不协调的对华贸易战，间接上使美国和

中国经济脱钩。有鉴于当今中国与国际的贸易联系程度，反过来更

很可能导致美国与世界脱钩。因此作者认为这是美方没有理性的理

解和权衡战略方向选定所引致的后果。

马凯硕的言论向来支持中国和平崛起，认为中国的繁荣能为世

界带来正面好处。他也提到中国本身的问题是至今仍抱持“天朝上

国”的思维，没有主动促进世界公平和开放的经济接触。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官员普遍上把美国视为一个堕落的巨

人，而忽视了她可能在经济上卷土重来的潜力，这无疑是一种傲

慢。对于中国崛起所引发世界强国格局的变动，他倾向于各国在现

有的国际组织框架里向中国协商施压，而不是通过如目前中美贸易

战或者是在南海军舰对峙的方式进行威吓谈判。他在书中也提到这

样的形势不止是让中国和受贸易战及南海海域国家承受压力以外，

对美国本身，尤其是普罗百姓也一样没有好处。如上文所提及，现

今美国政治已经是财阀政治的境况。美国在特朗普治下通过疏远盟

友并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反而使中国受益，却损害了

美国的国际地位。另外，自 2001 年以来，美国在中东发动的军事

行动中浪费了将近 5 万亿美元，导致美国社会中的资本弱势群体生

活水平大大落后。马氏认为美国政府可以通过与中国合作提升商贸

同时把军事冲突所耗费的国家资源挹注在这些弱势群体上。

纵观全书，可发现作者的重点其实并不是在论证“中国赢了

吗？”这个命题。他更在意的是希望两国在关键的全球问题上进行

具体合作。他特别点名了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创造有利的全球贸易环

境方面。以中国当今建成数万里铁路公路的成绩，她当然有能力帮

助建设美国的基础设施，为美国的经济带来更大的提升。通过相互

追求和平与繁荣的过程中，两者可以努力实现“文明融合”而不是

冲突。他总结说，世界其他地区的 60 亿人口期望美国和中国“致

力于拯救地球并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因此，最后的问题将不是美

国或中国是否获胜，而是人类是否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