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7COLUMNS 新文苑  2024年10月26/27日 星期六/日

第1180期（B）第1180期（B）2024年9月17日，陸克
文(Kevin  Rudd)出版了一
部新書：On   Xi Jin ping: 
H o w  X i ’ s   M a r x i s t 
Nationalism  Is  Shaping 
China  and  the  World（
《習近平：他的馬克思主
義民族主義如何塑造中國
與世界》）。這部長達六
百零四頁的新書，讓陸
克文儼然成了十足十的一
個習近平研究專家。事實
上，20 1 7年六
十歲的他進入牛
津大學攻讀並於
五年後獲得了博
士學位，他的博
士研究為他書中
的詳細分析提供
了學術基礎。在
這基礎上，陸克
文——現在要稱
陸克文博士——
憑借他作為前澳
洲總理、現澳洲
外交官以及“中
國通”的經歷，

利用大量中文文獻，游刃

有餘地解析了習近平思想
的內核模式，探討這些模
式如何揭示中國的未來軌
跡及其對全球的影響。

習近平在陸克文眼裡
是怎樣的呢？陸克文認為
習近平自20 1 2年以來推
動中國政治走向“列寧主
義左派”，重新強調最高
領導的獨裁權力；自2017
年以來他又將經濟政策轉
向“馬克思主義左派”
，強調國家計
劃而非市場力
量 。 與 此 同
時，習近平將
中國的外交政
策引向“民族
主義右派”，
強調曾經被西
方侵犯的中國
在世界文明中
的核心地位。
在 陸 克 文 筆
下，習近平是
一個融合了皇
帝之夢的馬克
思主義民族主義者。蘇聯
解體對他影響深遠，讓他
確信國家必須擁有強大的
列寧主義架構與信仰，否
則就會重蹈蘇聯覆轍。他
的目標進而是“改變國際
秩序”，以中國新秩序地
緣政治和經濟為支點，為
世界提供一種“威權主義
發展模式”。

陸 克 文 認 為 ， 習 近
平任期可能是台灣問題爆
發戰爭風險最高的時期。
他指出，習近平的“意識
形態攻擊”是以犧牲中國
人民、中國經濟和北京的
全球地位為代價的。“習
近平是個聰明人……知道
這樣做的代價。但他認
為，為了長期維持中共的
權力，這些社會、經濟和
國際聲譽的代價是值得
的。”這樣，中共國對全
球體系構成的威脅在習近
平時代達到頂峰，世界現
在正處於危險時期。如果
習近平拿下台灣，將意味
著美國全球影響力的下
降，從而使習近平的地
位“無懈可擊”。

陸克文《論習近平》
中的這些觀點不啻是對西
方世界嚴重的警告，無疑

具有巨大的震撼力。
特別是在澳洲，在最

近人們歡呼以色列對恐怖
武裝組織極其成功的“斬
首”行動以及嘲笑阿爾巴
尼斯總理終於取得中共同
意在年底前取消龍蝦禁令
的“偉大勝利”之際，這
位曾經於2013年11月13日
宣佈退出澳大利亞政界的
人所寫的新書在澳洲政壇
不能不引起極大關注。值

得注意的是，不
管自由黨還是工
黨，兩黨都承認
這本書的價值，
給以不同程度的
稱贊。

澳 洲 工 黨
人士，尤其與陸
克文關係密切的
人，普遍認為這
本書對理解中共
在全球舞台上不
斷演變的角色具
有重要意義。他
們強調了陸克文

的分析的針對性，認為他
對習近平意識形態世界觀
的洞察對於塑造澳大利亞
對華外交和戰略政策至關
重要，也支持陸克文提出
需要與中國進行謹慎而且
堅定的接觸。

澳洲自由黨成員更加
關注習近平強硬的外交政
策和中共在印太地區影響
力日益增強的潛在風險。
影子外交部長西蒙·伯明翰
（Simon  Birmingham）強

調澳大利亞需要
加強防御並與美
國等盟友保持緊
密合作，特別是
在陸克文書中描
繪的習近平雄心
勃勃的背景下。
澳大利亞歷史上
任期最長的前外
交部長亞歷山大·
唐納（Alexander 
Downer）稱贊此
書為“不錯的作
品”，抓住了習
近平統治的復雜
性。影子內政部

長詹姆斯·帕特森（James 
Paterson）也認為澳大利
亞需要加強防御並准備應
對中國可能的魯莽行為。
總體而言，他們傾向於將
陸克文這部書視為西方應
對中國咄咄逼人態度的警
鐘，認為此書是參與國際
關係政策制定者的“必讀
之作”。

陸克文這部《論習近
平》可謂應運而生，自然
引起人們關注。不過，他
在此書的一些觀點並非突
然自天而降，而是有跡可
循。在他於2022年4月21
日出版的一部大著：THE 
AVOIDABLE  WAR：The  Dan-
gers   of   a   Catastrophic 
C o n f l i c t 
B e t w e e n  t h e 
U S   a n d  X i 
J i n p i n g ’ s 
China（《可避
之戰：美國與習
近平領導下的中
國之間災難性
衝突的危險》)
中，他非常認真
地討論習近平的
中國與美國發生
戰爭及其避免的
可能性。他試圖

習近平迫使他改變
何與懷

制度與經濟繁榮
言墨齋主

202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將焦點鎖定

在制度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上。獲獎作品如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政治發展的經濟

分析：專制和民主的經濟起源》和《權力

與進步》，無一不揭示著制度在經濟繁榮

中的核心地位。這些學術作品不僅是理論

的堆砌，更像是一面鏡子，映照出當前中

國經濟的種種病症。

制度設計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非常關

鍵。包容性制度能夠促進創新與繁榮，而

掠奪性或僵化的制度則可能使經濟陷入困

境。中國當前的經濟困境，正可以從這些

作品中獲得深刻的洞察：

一人獨裁的窘境
在極權體制下，權力如同釘子，釘得

死死的，政策乏善可陳。這種高度集中的

決策機制，使得經濟政策如同一艘無舵的

船，在瞬息萬變的全球市場中卻仍固守舊

有的航線。當政策失敗時，調整便成了奢

談。《國家為什麼會失敗》警示我們，僵

化的制度實際上就是經濟活力的絞肉機。

創新被鎖鏈束縛
在極權環境中，自由言論和思想創新

的空間如同被封閉的黑箱，難以迸發出技

術革新的火花。即使在某些科技領域取得

了驚人的成就，卻仍無法形成持續的經濟

增長。《權力與進步》一語道破：創新的

動力源於適宜的權力分配與自由的環境，

而這恰恰是當前中國所缺乏的。在政治因

素的重壓下，創新激勵機制如同牛頓定律

下的物體，無法自由運動。

資源配置的混亂
當權力過度集中，導致民不聊生、

官無所措，舉國體制下的“新時代社會主

義”經濟愈發傾向於“國有”企業，強力

打壓民營經濟，這無疑違背了經濟運行的

基本規律。資源流向那些與權力關係密切

的“國有”企業，而非最具創新性和競

爭力的行業。中國的房地產繁榮成為了經

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卻同時抑制了其他

行業的發展。過度依賴房地產不僅造成了

資源的錯位，也讓整個經濟結構變得岌岌

可危。《政治發展的經濟分析》強調，唯

有多元化的政策，才能讓中國擺脫對單一

市場的依賴，進而進行必要的政治體制改

革。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作品，為

我們提供了理解中國經濟問題的重要理論

基礎。制度的靈活性、創新動力的激發、

資源配置的優化，以及財政管理的透明

度，都是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關鍵所在。

借助這些學術洞見，中國或許能更有效

地應對當前的經濟挑戰，實現長期的繁榮

與穩定。只有通過根本性的政治與經濟改

革，中國才能釋放出潛藏的經濟潛力，創

造出一個更加可持續和包容的增長環境。

（2024年10月20日）

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開創性作品對中國的啟示

——談陸克文博士新書《論習近平》及其之前的兩書

▓本文作者與澳洲前總
理陸克文的一張合照

為當今世界攸關人類命運
的最大也最可怕的問題給
出他認為正確的答案。

有 人 想 像 ， 美 國 時
代可能會以這樣一種方式
結束：中國將某種挑釁作
為借口或被其激怒，策劃
了對台灣的入侵。北京向
台北發射大量導彈，使得
美國提供裝備的軍隊陷入
癱瘓，隨後對衝繩和關島
發起攻擊。超過二十萬名
中國人民解放軍士兵在台
灣沿海二十個不同的灘頭
陣地登岸。美國潛艇擊沉
了一些中國軍艦，但這不
足以減緩傘兵和直升機的
猛攻。慢慢地，然後是迅
速地，中國在激烈的戰鬥
中佔據優勢，改變了東亞
的軍事和政治平衡。結果
是，它最後使得一個世界
超級大國淪落為弱國，被
歷史學家視為“美國滑鐵
盧”。

論 者 說 ， 這 樣 的 場
景並非信口開河。一些報
告顯示，華盛頓在台灣衝
突的推演中連續輸給北京
多達十九次。在表述中共
向外擴展的過程中，陸克
文這本書充滿了有用的事
實和犀利的分析，對美中
關係給以深刻而明智的新
描述。陸克文花了四十年
時間試圖理解中共黨人的
圖謀，認為現在習近平“
急於解決台灣問題”，覺
得他的前任的“漸進主義
方法已經失敗”。從更大
的意義上說，習近平開始
相信美國在亞洲的主導地
位已經結束，他已經開始
將地緣政治輕描淡寫為“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
之大變局”。北京現在認
為“改變秩序根本性質的
時機已經成熟”。

陸 克 文 憂 心 煢 煢 地
告訴世人：與中國爆發全
面戰爭的後果嚴重得令
人難以想像。美國人常常
把外交政策問題看作是“
頭痛”，只要“吃點藥”
就能讓它們消失。評論認
為，陸克文比大多數人都
要清楚，至少在短期內，
習近平和他的變革性世界
觀不會消失。頭痛是慢性
的，如果美國人希望控制
這種痛苦，他們需要動用

所有的聰明才智。怎麼
辦？這位澳大利亞前總理
表示，西方世界必須用“
威懾和外交相結合”的方
式來遏制習近平的威脅，
從而避免一場可能重塑全
球政治、破壞中美關係、
造成“難以想象的死亡和
破壞”的衝突。

如果說陸克文的《論
習近平》是他的《可避之
戰》的深化和發展，其思
想可說一脈相承；那麼，
以前的陸克文可不是這樣
的。即使拿他七年前出版
的書看，也可發現如今的
他變了。

七年前，2017年10月
24日陸克文出版的書，是
他個人自傳，名為《Not 
for  the  Faint-hearted: 
A  Personal  Reflection 
on  Life,  Politics  and 
Purpose 1957-2007》（
《不畏：陸克文自傳》）
。2018年1月13日，陸克
文專門在悉尼最大的中餐
館唐宴酒樓舉行了一場特
為華人而設的新書發佈簽
名會。會上的總體偏向與
氣氛可在一位重要的媒
體人向陸克文發表的提問
上看出——問及澳洲現時
所謂“反華思潮”的問
題。請陸克文解答這種問

題並不突兀。陸
克文當時的觀點
不難看出。他在
書中就欣悅地記
錄了他從1984年
第一次到中國至
2007年這個國家
發生的“翻天覆
地”的變化。在
會上，他也逐一
敘說他最近幾年
到中國，看到北京舉辦奧
運會，看到上海舉辦世博
會，看到杭州舉辦 G20 峰
會；在成都看到綠色能源
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在廣
州看到創新的生態設計小
鎮，在深圳看到世界級的
科技中心，也在武漢、西
安、昆明、福州看到中國
經濟持續發展的潛力……
他繼而說，“中國對於聯
合國和國際多邊機構的支
持力度也越來越大。實在
來講，中國在國際社會承
擔的責任越來越大，對地
區和世界治理的影響也越
來越大。與此同時，新的
技術革命很有可能重塑社
會經濟契約，新的地緣政
治很有可能重塑國際秩序
格局。”  

那時，陸克文似乎想
好好總結一下他從出生至
2007年的五十年人生。按
他所宣稱，自己在書中“
使用一個客觀的角度”，
來描寫陸克文這個人的貢
獻，包括“好的事”及一
些“不完全好的事”。但
是，毋庸諱言，他的人生
道路既成就了他眾多的輝
煌，同時也在某些方面多
少局限了他對世界的認
知，特別是對中共國的認
知。

而 現 在 ， 陸 克 文 改
變了，而且是非常重要

的改變。陸克文為什麼有
所改變？是習近平迫使他
改變，是習近平改變了中
國與世界的形勢，是習近
平追求“百年未有之大變
局”的皇帝之夢，讓陸克
文這個前澳洲總理、現澳
洲外交官，讓這個資深“
中國通”，不得不深思，
不得不改變。

回 想 當 年 陸 克 文 宣
佈退出澳洲政界，他當然
絕非遠離政治。他20 1 4
年移居美國後擔任哈佛大
學拜爾佛中心國際關係學
研究員；同年1 0月他成
為美國亞洲協會的首任主
席；2016年7月陸克文要
求澳大利亞政府提名他作
為下一屆聯合國秘書長的
候選人；20 1 7年六十歲
的他毅然報讀牛津大學博
士學位。我發現這位曾兩
次出任澳大利亞總理的人
可能懷抱另外一種的“野
心”——他要利用他的個
人優勢，充分擴大他的國
際視野，游走國際舞台，
期望對國際政治作出他力
所能及的最大的貢獻。現
在，他繼《可避之戰》後
又出版《論習近平》，是
已經不再年輕的他努力的
一部分。其效果會怎麼
樣？讓我們拭目以待。

（2024年10月19日於
悉尼）

▓陸克文《論習近
平》

▓陸克文《可避之
戰》

▓《不畏：陸克文自
傳》封面

▓2018年1月13日陸克文新書發佈簽名會
一張合照

▓陸克文與習近平皇帝之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