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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5月 20和 21日，在上海舉行了第四屆的「亞
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Conference on Interaction and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in Asia，簡稱 CICA，以下簡
稱「亞信會議」或「亞信峰會」），總計包括 11國總統、2國總 
理、10個國際組織等代表出席。1

亞信會議宗旨強調加強對話、信任與協作、共建和平、穩

定及合作的新亞洲，原係 1992年 10月哈薩克於第 47屆聯合
國大會所倡議。哈薩克亦擔任 2010年 6月之前的輪值主席
國，其後才由土耳其接任（2010-2014），並舉辦 2010年 6月
的第三屆峰會。

亞信會議屬論壇性質，類似「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的前身「上海五國」，其決議與政策
僅具象徵性意義，對成員國毫無約束力。鑒於亞信峰會現有

26個成員國及 11個觀察員，2涵蓋地區包括東亞、南亞、西

＊ 作者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美歐所研究員
1 出席峰會的國家元首包括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
茲別克、伊朗、阿富汗、蒙古、亞塞拜然、巴基斯坦與斯里蘭卡；
政府首長包括柬埔寨及伊拉克總理。

2 亞信會議原為 24會員國及 13個觀察員（含國際組織），但因為兩個
觀察員國（卡達與孟加拉）已於 2014年 5月 20日於上海正式簽署
加入亞信會議的有關文件，成為正式會員國，因此正確的資料是，
亞信會議有 26個成員國、11個觀察員（印尼、馬來西亞、美國、
烏克蘭、日本、菲律賓、斯里蘭卡及聯合國、歐安組織、阿拉伯國
家聯盟（Arab League）和突厥語國家議會大會（TURKPA））。

亞信會議與東亞新冷戰： 
臺灣因應戰略

吳東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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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中亞、中東、俄羅斯與埃及（北非），在中國大陸與俄羅

斯積極的推動下，強調建立亞洲安全合作機制，未來的發展

不容小覷。當前亞太安全情勢詭譎多變，亞信會議的制度化

走向、中俄的非正式結盟、中美（日）在東海與南海的衝突，

都可能牽動東亞地區的權力平衡，值得關注。

今年亞信會議 備受關注

亞信會議組織結構原本鬆散，成員國橫跨亞洲各地，具

廣泛代表性，但因各成員國的制度、宗教、文化、經濟發展

差異較大，凝聚力不如預期。峰會與外長會議每隔四年才召

開一次，會議的形式往往大於實質。過去的三屆亞信峰會

（2002、2006、2010），儘管都發表了反恐、反擴散、打擊跨
國犯罪或禁毒等宣言，實際上卻無助於解決亞洲安全問題。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江澤民（2002）與胡錦濤（2006）均曾親臨
亞信峰會，卻不見亞信會議提升功能。

源於中國大陸軍事崛起的外溢效應，也肇因於東海與南

海的領土爭端，今年在上海舉行的亞信峰會，無論會議規

模、議程設定、中俄擺出的聯盟姿態、北京倡議的亞洲新安

全觀，皆較往年更受國際社會關注。中國大陸官方早在去年

底就對外釋出將隆重舉辦亞信峰會的訊息，外長王毅今年初

還強調，中國大陸 2014年的重要外交任務之一，就是辦好亞
信會議，並稱峰會具有歷史性的里程碑意義。從北京高調宣

傳亞信峰會，至習近平的峰會演說展現中國大陸自信，亞信

會議儼然已成為中美權力競逐的新場域。

2010年中日爆發釣魚台領土衝突，美國隨即宣示「重返
亞洲」（Pivot to Asia）政策，藉著「亞太再平衡」（Rebalance 



Journal of Strategic and Security Analyses│戰略安全研析

21中華民國一○三年六月　第一一○期│

to Asia）戰略，聯合日本建構針對中國大陸的亞太包圍圈。
2014年 4月下旬歐巴馬（Barack Obama）訪問東亞四國（日
本、南韓、馬來西亞、菲律賓）之前，美助理國務卿羅素

（Daniel Russel）曾嘲諷「俄羅斯併吞克里米是為中國大陸開
創先例」，批評「中國大陸（在南海）宣示主權的方式已破壞

區域穩定」。歐巴馬訪日期間，再以重塑亞太未來為題發布

《美日聯合聲明》，公開主張釣魚台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

（Treaty of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的範疇，聲稱美方反對任何改變釣魚台現狀的片
面作為，支持南海問題交付國際仲裁。

美國國防部長赫格爾（Chuck Hagel）緊接著也在 6月初
新加坡召開的「香格里拉對話」（Shangri-La Dialogue，簡稱
SLD）會議上，批評中國大陸近期在南海的強勢作為，譴責
中方 2013年 11月在東海劃設防空識別區（Air Defense Iden-
tification Zone，簡稱 ADIZ），強調美方不會因中東或阿富汗
的新威脅而阻礙既定的亞太軍事部署。更甚於此的是，美國

司法部選在亞信峰會召開前夕，以駭客竊取美商業機密為由

起訴中國大陸軍方 5位軍官，北京為此召見美駐北京大使包
可士（Max Baucus），罕見的激烈回應。
中國大陸面對周邊嚴峻的安全情勢，難免藉天時、地利、

人和的優勢，試圖擴大亞信峰會的政治效應。亞信會議的目

標原為建立亞洲相互信任措施，然全球第一大與第三大經濟

體的美日兩國，卻僅具觀察員身分，峰會上的話語權受到限

縮。尤有甚者，美國處理烏克蘭危機的錯誤戰略，把中俄關

係推向難得的蜜月期，導致中國大陸與俄國在亞信峰會上擺

出聯手抗美的態勢，共同推銷「去美國化」的亞洲新安全觀，

試圖改變亞洲傳統的地緣政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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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亞信峰會備受國際社會關注的原因，主要是北京享

有輪值主席的地主優勢，倡議建構「亞洲事務由亞洲國家自

行解決」的安全新機制，進而取代美國在東亞的領導角色。

其次，亞信峰會前夕，中俄簽訂《關於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

係》（Sino-Russian Partnership of Strategic Coordination）新階
段的聯合聲明，擺明是針對美國亞太戰略壟斷了亞洲安全事

務，侵害到中國大陸的正當權益，且動輒對中俄採取武力威

嚇與經濟制裁的手段。前述新冷戰格局深化的結果，勢必會

削弱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尤其，俄羅斯勢力東移也可

能改變中美在東海與南海的戰略攻防。

習近平倡議亞洲新安全觀

觀察未來東亞和平發展及全球戰略格局變化，可以從本屆

亞信會議的兩大議題走勢切入。首先，北京倡議的亞洲新安全

觀與美國的亞太領導地位被削弱，是否產生連鎖關係？其次，

中俄準軍事聯盟走向已導致東亞隱現新冷戰格局，其結果是

否會提升中國大陸的關鍵影響地位？突顯金磚國家（Brazil、
Russia、India、China、South Africa，簡稱 BRICs）為主體的新
興強權角色，且顯露美國霸權衰落的現實？抑或符合美國進

攻性現實主義大師米爾斯海默教授（John Mearsheimer）的論
述，中國大陸絕無可能和平崛起，中美終將因小衝突而愈演

愈烈，最後難以避免大規模的軍事衝突？

亞信峰會是習近平主政後首次參與中國大陸主辦的重要

多邊外交場合。他在演講時全面闡述了中國大陸對亞洲安全

情勢的看法，提出中方加強亞洲安全對話與合作的想法。習

近平倡議的安全觀，主要立於亞洲國家「共建、共享、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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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路徑的基礎上，其核心涵蓋了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

作安全與永續安全的概念。

習近平倡議的亞洲新安全觀，核心立於「亞洲事務由亞洲

國家主導解決」的基礎，期望亞洲國家合作創造「共建、共

享、共贏」的安全途徑。中國大陸強調普遍性、平等性與包

容性的安全觀，除了試圖藉建構非美國主導的新亞太安全體

系，突破美日形成的圍堵圈，也隱現了北京與華府競爭亞太

安全主導權的企圖。習近平的演說刻意強調「共同」的概念，

指出「共同是要尊重及保障每個國家的安全，不能犧牲別國

安全而謀求自身的絕對安全」，話鋒直指美日兩國。

從中國大陸在這次亞信峰會的作為來看，其對維繫東亞

安全顯然已有一套縝密的構思與戰略計畫。早在 2012年 7
月，習近平出席「世界和平論壇」（World Peace Forum）會
議，即曾提出和平、合作與共同安全的概念。2014年 4月
初，習近平在荷蘭海牙（Hague）召開的第三屆全球核安峰會
（Nuclear Security Summit，簡稱 NSS）上，首次在 50餘國的
元首及國際組織代表面前，闡述中國大陸的「核安全觀」，提

出四個「並重」（發展與安全、權利和義務、自主與協作、治

標和治本），表明中國大陸參與建構公平、合作、共贏的國際

核安體系、支持國際原子能總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簡稱 IAEA）主導國際核安合作、展現維護國際和
區域和平的決心。2014年 4月 15日，他主持國家安全委員
會的首次會議，再提出「命運共同體」的安全觀。2014年 8
月間，中國大陸外長王毅在緬甸內比都（Naypyidaw）召開的
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簡稱 ARF）外長會
議上，重申反對「一些域外國家渲染南海情勢緊張，反對其

到這個地區指手畫腳」，顯見北京對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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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守為攻。

中國大陸倡議的亞洲新安全觀，採取的是循序漸進，藉

亞信會議成為亞洲安全對話與合作平台，逐步建立區域安全

合作的新架構。據此，亞信會議今後可能藉著召開成員國外

長會議（或峰會），進一步規畫亞信會議制度化的走向，加強

亞信秘書處的功能、建立成員國的防務磋商機制、頻繁舉辦

非政府組織論壇等，很可能是未來 2年中國大陸擔任輪值主
席期間所要積極推展的工作。

美國加速中俄走向戰略結盟

烏克蘭危機造成的美俄衝突尚未落幕，中美間又為南海

主權及網路安全問題，陷入新一波爭端。美國的亞太再平衡

戰略實質扮演了催化東亞衝突的角色，歐巴馬任內數次訪問

亞太地區，都不忘闡述美國在亞太的經濟與戰略利益，明示

或暗示越菲等東協國家可以聯合牽制中國大陸崛起。2014年
初迄今，從烏克蘭危機至歐巴馬出訪日、菲等國，華府已不

自覺地把中俄推向敵對的一方，徒增美國主導亞洲事務的阻

力和困境，更不利於亞太和平與安全。

亞信峰會前夕，北京高規格接待俄羅斯總統普欽（Vladi-
mir Putin）來訪、中俄舉行東海大規模的海上聯合軍演、雙邊
簽署總值 4,560億美元的天然氣供應協議等，都是過去難以
想像的事。中俄擺出聯手抗美的態勢，儼然將全球推向新的

冷戰格局。

新冷戰格局有別於上個世紀的美蘇冷戰，重於維護經濟

與政治核心利益，淡化集團間的軍事對峙。新格局之下，強

權競逐者不會摧毀對方經濟，也較難阻擋敵方崛起，目的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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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於嚇阻敵方及癱瘓敵方對外攻擊的能力。中俄走向準軍

事聯盟關係，必然有助於提升中國大陸的影響力，突出金磚

國家為主體的新興強權角色，當然也意味著美國霸權趨於衰

落的現實。

其實，《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新階段的聯合聲 
明，除了明確表示中俄將提升戰略合作及擴大合作領域，絕

大部分篇幅呈現的都是雙方對國際議題（如敘利亞危機、朝

核與伊核問題、以巴和談、烏克蘭與阿富汗局勢等）的共同

立場。中俄強調，國際社會應尊重各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

和社會政治制度與價值觀的自主選擇權，反對干涉他國內政

及將某些國家（集團）的標準和想法強加於他國，明顯針對美

日而來。

俄羅斯媒體曾公開表示，中俄海上軍演目的就是針對西

方。2014年 5月上旬北京公布的《2014年國家安全藍皮書》，
明確界定了中國大陸正面臨西方國家民主輸出、西方文化霸

權、網路資訊傳播與宗教滲透的威脅，可見中俄針對外在

安全環境變遷，已經建立共同維護戰略利益的共識。中俄繼

2012年在黃海、2013年在日本海舉行聯合軍演，2014年再
取道釣魚台周邊海域，遠赴南海進行海上軍演。其實，當中

俄艦隊在海參崴（Vladivostok）外海會合，經鄂霍茨克海（Sea 
of Okhotsk）進入太平洋，無論其目的為何，中俄與美日對峙
的態勢已初步成型，對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必然造成壓力。

台灣亟須思考因應戰略

亞信會議組織成立至今已 20餘載，以往鮮有外交作為。
於今東亞安全情勢劇變，中國大陸又接掌為期四年輪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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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亞信會議功能會因此提升，尤其未來在北京主動、積極

地推動及中俄聯手下，亞信會議將可能成為中俄牽制美國霸

權的重要據點。

習近平主政下的中國大陸，似乎已在全球展開經濟與外

交布局。根據北京媒體評論的分析，中國大陸的西進戰略

因為今年陸續提出「中巴（巴基斯坦）經濟走廊」、「中印緬

孟（孟加拉）經濟走廊」及「新絲綢之路經濟帶」近乎完成布

局。習近平在亞信峰會會晤中亞國家總統時，刻意強調共建

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意義，既為深化中國大陸與中亞聯合

反恐與經貿合作，也為鞏固中國大陸西境和西北邊境安全。

也只有在西境安全無憂的情況下，中國大陸始有餘力應對東

海與南海的衝突。

面對中美俄戰略三角關係的變化，美國若無意適度調整

亞太戰略，改變政策上的雙重標準及口是心非，持續將圍堵

中國大陸的戰略奉為圭臬，東亞地緣政治衝突的風險必然與

日俱增，新冷戰格局也會讓美國在亞太的布局舉步維艱。根

據米爾斯海默教授的研判，中美建構新型大國關係的過程

中，雙邊摩擦與分歧儘管不斷，卻仍能謹守 「鬥而不破」的分
寸。然而，隨著中國大陸軍力快速崛起，中美在亞太地區的

攻守日趨頻繁，華府若不願檢討美日軍事同盟擴大制衡中國

大陸的效應，避免因中俄合作催生亞洲的新安全體系，東亞

很可能重回冷戰時期的集團對立。

中國大陸高度重視召開亞信會議，就是想建立解決區域

安全問題的全新機制，建構非美國單方面主導的亞洲安全體

系。中方的著眼點不全然置於東亞，而是放眼於全球政經影

響力。然而，對台灣而言，中美（或中日）只要衝突必然波及

到安全與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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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美戰略互疑不易改善，美國恐不會承認其面臨挑

戰非源於中國大陸崛起，而是自身的衰退。華府若果真無視

北京「永不爭霸、永不稱霸」的宣示，執意以中國大陸為假

想的亞太戰略，只怕會鼓舞日本（或越南及菲律賓）持續挑

戰中國大陸的核心利益底線，增添中美摩擦與衝突的變數。

「兩大之間難為小」的台灣夾處於中美日強權間，原本易於陷

入左支右絀的困境，未來面對中美俄戰略三角關係變化下的

新冷戰格局，如何維繫兩岸和平發展主軸，又能夠確保與美

國的安全關係，應是為政者考量的當務之急。

台灣無論將自身安全繫於和美韓日建構「民主同盟」的

虛幻，或任由中國大陸擺布陷自身於火線，都是不智的選

擇。美日核心利益不等於台灣民眾的福祉，製造兩岸對立和

衝突，也只會傷害台灣。面對此一安全困局，台灣需要思考

新的因應戰略。與南韓、新加坡或印尼等國一樣，台灣既需

要維持與美國各領域的合作關係，也需要與大陸維繫和諧的

政治關係。只有依此邏輯尋求自身的國家發展，台灣才有機

會拓展國際空間。台灣維持在美國和中國大陸間保持平衡關

係，並逐步改善兩岸政治關係，消除對岸敵意，或屬不得已，

卻符合現實利益的路徑選擇。

亞信會議涉及反恐、打擊跨國犯罪與毒品等國際安全議

題，台灣可以思考如何藉此平臺，擴大參與國際非傳統安全

議題的合作網絡。當然，前提還是需要尋求與中國大陸協 
商，同時取得美國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