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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說國際觀很重要，

但是甚麼是國際觀?

日本趨勢專家大前研一說，

是要知道世界發生了甚麼事，並
且對這些事有觀點的能力

可是怎麼培養這些能力呢?

要有一個看世界的方法。



第一個是看局。

局，就是players。

當前國際社會有哪些主要大國?

他們彼此怎麼互動?

怎麼管理他們之間的關係?

小國在大國互動之間又該如何應對?



這需要幾個架構，幫助我們整理資訊。

過去冷戰時期，分析國際問題的
架構，就是兩個陣營的對抗。

現在則可以恢復用十九世紀末，陸權國家
與海權國家的對抗為架構，來解析國際政
治的互動。



最典型的就是中國。

中國傳統上是陸權國家，

現在這個陸權國家想要出海，

自然引起海權國家的關切。

美國對中國在南海造島的關切，就是
典型的例子。

可是中國的重點卻不只是出海，更重
要的是西進。



2013.9習近平在上海合作組織峰會提出
建立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規劃





2013.10.3
2013.10.3 習近平又在印尼提出了
重建海上絲路的構想



2014.6.20李克強更飛到希臘，在中希海洋合
作論壇上，首次系統闡述中國“海洋觀”。



海上絲路出海，在陸上自有它的規劃











海上絲路出海，在陸上自有它的規劃

但在海上卻引起周邊國家，及其他大
國的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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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填海造陸，永
暑礁變永暑島，引起相
關國家關切，就是一個
最好的例子。



中國在美濟礁的碉堡



中國大陸圍海造島











日本首相安倍也順勢提出了打造圍繞
日本、印度、澳洲、美國的亞洲民主
安全菱形戰略，以與中國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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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鑑於中國大陸在南海圍海造島
的威脅加劇

日本與菲律賓、馬來西亞的安全合作也
全面升級，形成六角的鑽石安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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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夏威夷)
菲律賓

馬來西亞



這就是我們講的，大國之間的局。

政治上的互動是一個棋盤，

經濟上的互動又是一個棋盤。

而這兩個棋盤又是相互影響的。

比如TPP和RCEP所代表的地緣經濟較量





這就是我們講的，大國之間的局。

政治上的互動是一個棋盤，

經濟上的互動又是一個棋盤。

而這兩個棋盤又是相互影響的。

又比如美國和伊朗化解伊核問題的衝突後，
如何影響油價? 油價下跌又是誰獲利?

比如TPP和RCEP所代表的地緣經濟較量



除了看局以外，還要勢

高齡化? 科技進步? 人口與金錢的流動?





第三是帶領學生看故事

決策者如何抉擇?

大時代裡面的小人物



第四個方法，旅行，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用垂
直與水平的兩個架構看世界:

歷史

地理A

A

B C



最後，觀察各事件之間的歷史連結，

也應當成為我們觀看世界的習慣。



歷史連結的思考，事實上隨處可見

這是甚麼?

誰是明治天皇?

甚麼是鳥居?

為什麼是1500年
台灣紅檜?

日本跟中國打過
幾次戰爭?

元朝的馬上帝
國，為什麼能
海上征戰?

宋朝的造船技術
如何?

甚麼是神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