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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從習近平在「莊園會晤」時向歐巴馬提出，中美共同建立新型大國關係，

中共在亞太地區已經是掩蓋不住大國崛起的態勢。此時的平壤早已察覺到大國的

壓力，面對中美關係日趨緊密，北韓為維持政權延續以及從中獲取利益，盡其所

能提高在中美大國競爭時的籌碼，尤其是在東北亞各國政權更替時，施展戰略邊

緣政策。 

     美國藉由北韓核試爆議題，成功部署軍事規劃、高舉國際輿論的大旗，迫使

中共不得不對北韓施以必要措施。對於北韓不斷的舉行核試爆與導彈試射，中共

在維護其重要國家利益與面對美國再平衡戰略的考量下，轉而借力使力，運用北

韓核議題的持續發酵，得以延長應對美國及國際壓力。 

 因此，整個東北亞的關係結構，就是有關各國在中共與美國之間，取得對自己

最大利益的位置。 

關鍵詞：中美關係 新型大國關係 再平衡戰略 北韓核武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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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 Jinping proposed to Obama in the "Ennenberg Estate” summit in California during 

June 2013, Beijing has aftermath tried every effort to establish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with Washington.  China rise has been an obvious trend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this critical moment, Pyongyang has been aware of the 

pressure of big powers, in the face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creasingly 

conciliatory relationship.  In order to stabilize the North Korean regime and continue 

to take advantage of power politics in this area, North Korea tries to facilitate its 

bargaining gravity within the Sino-American interaction when they seek to  use 

Pyongyang to counterbalance against each other.  Particularly North Korea tends to 

exert its caliber of brinkmanship policy while it notices that the East Asian area is in 

the process of regime reshuffles.  .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North Korea's threat of continuing nuclear tests, 

Washington successfully accomplished military deployment and dominate direction of 

world public opinion in forcing China to impose the necessary measures on North 

Korea. For North Korea's ongoing nuclear test and missile test, China intends to 

manipulate its advantage based on its national interest.  In the meantime, China 

implements this policy to counterweight the US “Rebalancing” strategy.  Beijing 

goes to use the issue of North Korean nuclear development to further exert its strategy 

in responding to the pressures from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refore, the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in the Northeast Asia, therefore,   is that the 

concerning countries are seeking for their maximize advantage in the Sino-U.S. 

strategic engagement. 

Key Words: Sino-U.S. relations,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rebalancing  

          strategy,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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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中共自十八大以來，北京方面著手佈局周邊外交，習近平已相繼訪問中亞、

東南亞、南韓、蒙古等區域國家。習在外交政策上展現其新的格局，首先在政治

上填補周邊外交空白；其次在經濟上架構海上絲綢之路；最後在戰略上拉攏南亞

抗衡美日。1 最顯著的就是倡議與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該倡議最初是由

胡錦濤所提出，習近平加以繼續深化，繼而成為中共對美關係的外交政策主軸。

習近平的外交重點擴及中亞、西亞及南亞，透過各項區域會議，行銷大陸的「亞

洲新安全觀」，2 這兩大對外政策顯示習近平的外交政策布局。 

    本文首先將分別探討中美兩國對於「新型大國關係」以及美國「亞太再平衡」

政策的定義、背景與意涵，其次比對兩種對外政策背後所反映出中美的外交戰

略，最後以北韓核武問題作為驗證中共倡議與美國建構新型大國關係的努力程

度。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中國大陸（以下簡稱中共）的和平與發展需要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特別是

需要一個穩定的周邊安全環境。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堅持發展睦鄰友好關係

作為外交的一項重要內容，對外交政策進行調整，在周邊環境的改善方面取得了

顯著成就。因此，獲得了和平發展所必需的外在環境，國際形象也因此得到了改

善，提高了中共在東亞區域上的影響力。 

    現階段的中共與美國（以下稱中美關係），是一個守成大國與最大發展中國

                                                 
1 「習近平南亞行展現外交新格局」，政策委員會大陸情勢雙週報，第 1675 期（2014 年 9 月 24 

日），頁 19。 
2  楊雅琪，「習近平的對外政策：當新型大國關係對上亞洲安全觀與一帶一路倡議」，戰略與

評估， 第 5 卷第 3 期（2014 年）秋季號，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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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間的關係，中美關係呈現出合作又競爭的形態。中美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的合

作基礎，將取決於兩國維護朝鮮半島和平與穩定的態度。3 華爾茲(Kenneth N. 

Waltz)認為系統是由結構和單元的互動所構成，結構是界定系統內各部分的排列

順序，結構並不是政治機構的集合，而是它們的排列；單元的地位隨著單元相對

能力的變化而變化；即使結構規定的功能保持不變，但隨著相對能力的變化，單

元彼此間的關係也將改變。4 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的「政治權力論」認

為，處於上升的大國要爭取在權力分配結構中更大的影響力，而處於下降的大國

要維持既有的影響力，並且要阻止上升中的大國對既得利益構成威脅。我國國際

關係學者王高成教授曾說：「要理解東亞地區的權力變遷，必須要先理解東亞地

區內的權力結構」。5 中共作為亞太地區的社會主義國家以及正在資本主義道路

發展的俄羅斯共和國，雙方都與南韓發展正常化的關係。而北韓與美國、日本依

然延續著相互敵對的意識形態，和南韓也沒有實現和平統一。施樂伯（Robert A. 

Scalapino）指出東北亞地區包含了所有的層面的問題，這個區域包含了在地理環

境或廣泛受影響的地區。6 整個東北亞區域就是一個眾多利益相互糾纏，所形成

錯綜複雜的區域，並且存在著歷史和領土爭端，這些問題都是造成今日朝鮮半島

成為東北亞地區最不穩定因素。 

    綜上所述，亞太地區熱點有朝鮮半島問題、中日釣魚台問題、台灣問題、南

海問題，其中又以朝鮮核問題為首要處理目標之一。北韓核武問題是美國戰略東

移的切入點，也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東北亞安全熱點。7 我國位處亞太區域第一

島鏈，對於東北亞安全情勢不可置之事外。 

 

二、研究目的 

    2009 年美國提出重返亞洲口號，造成美國與中共在戰略層面互疑程度的進

                                                 
3  崔志鷹，「朝鮮半島問題與中美關係」，韓國研究論叢，第 1 期（2012 年），頁 119。 
4  華爾茲(Kenneth N. Waltz)著，信強譯，國際政治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頁

84-87。 
5  王高成，「東亞權力變遷與美中關係發展」，全球政治評論，第 39 期（2012 年），頁 41。 
6  Robert Anthony Scalapino, “Asia-Pacific security—the current balance of pow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8, No. 3(2004), p. 368.  
7  孫哲主編，「戰略東移，中美關係牽動下的亞太格局」，亞太戰略變局與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清華中美關係評論（2011-2012）（北京：時事出版，2012 年），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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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增加，北京解讀為美國是針對它而來。8 與中共素有「血盟之邦」的北韓為

了政權的延續，一直保持著與南韓相抗衡的軍事力量，而且使得朝鮮半島周邊情

勢更加緊張，連帶著影響中共周邊國家緊張情勢。日本學者 Shiraishi Takashi（中

譯：白石隆）認為東亞地區安全領域上存在著結構性緊張。9 本文作者認為有四

點結構性因素造成，第一、2011 年 12 月 17 日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日逝世，結

束了長達 17 年的獨裁統治，啟動了東北亞地區安全情勢的不定時炸彈。10 第二，

2012 年 12 月北韓成功發射衛星，被美國視為在試射長程彈道飛彈，因而受到聯

合國安理會的經濟制裁，北韓也因此舉行第三次核試爆進行反制，聯合國安理會

又對北韓實施擴大經濟制裁。第三、日本在 2012 年 12 月進行改選，安倍晉三

(Shinzo Abe)再次執政。第四，2012 年 11 月中共「十八大」後，習近平成為中共

第五代領導人。幾乎差距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南韓第 18 任總統當選人朴槿惠

(Park Geun-hye)也宣誓就職，
11 上台後立即與美國舉行代號為「關鍵決斷」的大

規模「美韓」聯合軍事演習，北韓乃因此宣布退出停戰協定、兩韓互不侵犯條約

以及朝鮮半島核化宣言。 12 因此，整個東北亞地區領導人幾乎都進行換屆與改

選，加上北韓這個不定時炸彈的干擾，煙硝味瀰漫了整個東北亞。 

    具體而言，本研究擬達成的目的在於：美國在宣示「重返亞太」後，對於中

共倡議與美國建構大國關係，美國對中共所提出建立「大國關係」的態度?關於

北韓核武議題，中美兩大國的態度又是如何？從中美在北韓核武問題的態度上，

推測兩國未來對於第三方管理態度。以上問題將牽涉到整個東北亞甚至是整個東

亞地區的安全情勢發展，值得吾人深入探討。 

 

                                                 
8   高珮珊，「從重返亞洲至再平衡-論美國亞太政策」，中國行政評論，第 19 卷第 2 期，頁

171。 
9  「東亞安全領域存在結構性緊張」，財團法人財經基金會， 

<http://www.ctdf.org.tw/print_preview.php?event_no=162&event_category=times> （2012 年 1
月 12 日）。 

10  李明，「金正日去世後的朝鮮半島：衝擊與迴響」，海峽評論，

<http://www.haixiainfo.com.tw/253-8350.html>第 253 期（2012 年 1 月號）。 
11  李明，「朴槿惠政府內政外交政策初探」，海峽評論， 
    < http://www.haixiainfo.com.tw/266-8663.html >第 266 期（2013 年 2 月號）。 
12  李庚禧，「朴槿惠能否主導北韓核武問題？」，海峽評論， 

    < http://www.haixiainfo.com.tw/268-8735.html>第 268 期（2013 年 4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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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探討 

      本節將從三個部份來進行文獻之探討，首先從中共倡議「新型大國關係」

的定義來看，是中共在 2012 年才提出的概念，中美雙方對於其定義存在不同的

解釋，因此，在文獻回顧的部分筆者將先對此概念進行解釋。其次，對於北韓核

武問題與中美關係之間作一連繫探討，北韓核武問題對於中美之間有何影響。最

後，探討中美在北韓核武議題上的合作與分歧。作者希望透過以上三個部分，分

析中共倡議與美國建構「新型大國關係」之關聯性。 

 

一、新型大國關係之定義 

    國家是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行為者，少數大國同時具備強大軍事與經濟實

力，從而在國際社會中擁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力。所謂的「大國」是個模糊概念，

世界上各國都一致認為中共是一個大國；疆土遼闊、地位得天獨厚、人口廣博、

經濟發展又好又快、在國際貿易中舉足輕重、還有強大的軍隊。13 在國際關係

研究上，若以人口眾多和經濟大國作為參考指標，可以歸納出兩者兼具的主要大

國有：中國大陸、印度、美國、巴西，俄羅斯、日本、墨西哥及德國。（參考圖 1-1）  

                              圖 1-1  大國概念圖 

 
資料來源：Joshua S. Goldstein, Jon C. Pevehouse 著歐信宏、胡祖慶譯，國際關係第三版。 

                                                 
13   Andrew J. 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 “How China Sees America:The Sum of Beijing's Fears,” 

Journal of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2, p.3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 

 

    新型大國關係是近年來中共提出的外交話語，用以定位中共和已開發大國的

關係形態。由於中美雙方對於新型大國關係之定義至今仍停留在各自表述階段。

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對此一定義做概念上的釐清，並藉由中美官方及學者聲明

與整理，讓讀者對於新型大國關係的輪廓更清楚與明瞭。 

    2010 年 5 月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期間，時任中共國務委員的戴秉國

在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幕式上的致辭提出，中美應「開創全球化時代不

同社會制度、文化傳統和發展階段的國家相互尊重、和諧相處、合作共贏的新型

大國關係」。14 2012 年時任中共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在訪問美國時，首次代表

中共提出了「中美共建新型大國關係」的願景。2012 年 5 月 3 日至 4 日，第四

輪中美戰略與經濟時，王岐山、戴秉國同當時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Diane Rodham 

Clinton)和財政部長蓋特納(Timothy Franz Geithner)共同主持對話。雙方進行了坦

誠、深入、建設性的對話，決定推進兩國務實合作，以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

的中美合作夥伴關係。據大陸外交部說法是雙方決定進一步強化雙邊關係，加強

在一系列緊迫全球和地區問題上的協調與合作，構建 21 世紀新型國家關係模

式。15 2012 年底胡錦濤在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幕式上的致辭時表

示，中美雙方應以創新思維、切實行動，打破歷史上大國對抗衝突的傳統邏輯，

探索經濟全球化時代發展大國關係的新路徑。16  2012 年 11 月習近平正式接

班，在「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指出：「我們將改善和發展同發達國家關係，拓寬

合作領域，妥善處理分歧，推動建立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新型大國關係」。此一

政策宣示讓新型大國關係這個概念，正式成為大陸推展對美關係的重要外交路

線。17 2013 年 6 月習近平與歐巴馬，兩國元首在加州安納伯格莊園舉行了一次

歷史性會晤，歐巴馬向習近平表示「美國迎中國繼續和平崛起為世界大國」，並

                                                 
14   戴秉國，「在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幕式上的致辭」，中共中央政府網站， 
    <http://www.gov.cn/ldhd/2010-05/25/content_1613069.htm>（2010 年 5 月 25 日）。 
15   「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聯合新聞稿」，中共外交部，

<http://www.mfa.gov.cn/mfa_chn//zyxw_602251/t929146.shtml>( 2012 年 5 月 5 日)。 
16  胡錦濤，「推進互利共贏合作 發展新型大國關係」，胡錦濤在北京出席第四輪中美戰略與

經濟對話開幕式致辭，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5/03/c_111882964_2.htm>（2012 年 5 月 3 日）。 
17  蔡明彥，「美中新型大國關係推動分析」，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2014 年 2 月)，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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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呼籲美中共同因應各種全球性挑戰，18 為日後中美兩國立下新的合作模式。 

    當前的中美關係之所以不同於以往，關鍵在於中共的國際地位已經發生了改

變。冷戰結束之後、金融危機之前的中美關係基本上可以稱作是「超強關係」，

美國是唯一超級大國，而中共只是多強中普通的一員。19 楊潔勉認為，新型大

國關係始於但並不限於中美兩國，它包括美、歐、日等傳統大國以及以金磚國家

為代表的新興大國。20 因此，北京認為中國在全球事務中的地位和影響不斷提

高，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心，在堅持和平發展與獨立自主外交時，更需在大國外

交的豐富實踐基礎上，加強外交話語體系建設，提高中國話語的國際影響力。21 

在這樣的背景下可以得知，北京方面對於提出與美國建構「新型」大國關係是有

隱藏其國際話語權在內的。 

    在 2013 年 6 月的中美元首峰會期間，國際社會了解到中國和美國正在尋求

建立一種新型的關係。歐巴馬在與會時說：「不可避免的，我們兩國之間有緊張

局勢，但是我在過去四年中學到的是中國人和美國人們，想要有一個強大的合作

關係，而且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有興趣攜手共同應對我們面臨的全球挑

戰。我非常期待這個新型關係，一種我們可以在未來幾年建立的合作模式。」22 

藍普頓(David M. Lampton)認為中國與美國開展新型大國關係對話的舉措，是華

盛頓應該並且似乎也是歡迎的一個發展，目的就是在避免中美高層衝突、實現合

作共贏，從而有利於整個全球體系。23 沈大偉認為中國對美國的猜忌因歐巴馬

政府的重心向亞洲轉移或再平衡戰略而進一步加劇。中國普遍認為美國的這一戰

略旨在遏制中國。為了減輕中國的這種擔憂，歐巴馬政府在實施這項新戰略的過

程中，必須作出更多努力，顧及中國的利益。中美兩國在貿易和投資、外交、安

                                                 
18
  同前註 17，蔡明彥，「美中新型大國關係推動分析」，頁 19。 

19
  董春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新在何處？」，世界知識，第 8 期（2013），頁 52-53。 

20
  楊潔勉，「新型大國關系_理論_戰略和政策建构」，國際問題研究，第 3 期(2013 年)，頁

10。 
21
  楊潔勉，「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和話語權的使命與挑戰」，國際問題研究，第 5 期(2016 年)，
頁 18。 

22  “ A 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 Pivotal Power Pairs as Bulwark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February 2014, p.23. 

23  David Lampton , “A 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 Seeking a Durable Foundation for 
U.S.-China Ties, Asia Policy, < http://www.nbr.org/publications/element.aspx?id=650>(Number 
16, Jul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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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和意識形態領域裡也會有很多摩擦。諸如網路攻擊等引發爭議的危險問題最近

成為突出的話題。基於上述種種原因，中方提出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願望是符合

兩國國情需要的。24 因此，美方對於中國所倡議的新型大國關係初步來看，都

是認為有助於中美雙方解決摩擦的有效方式之一。 

    王高成教授認為新型大國關係的概念主要來自中國大陸，目的是希望美國對

於正在崛起的中國給予更多尊重，讓彼此和諧共存；美國方面就是歡迎中國成為

一個強大、負責任的國家。25 于有慧認為在國際關係多極化下，國際衝突與合作

係由大國關系所決定。當前各國利益多元化，大國間已不再像冷戰時期形成固定

的戰略同盟，而是根據自身的利益，在不同問題與不同時間，與利益相關大國進

行協調，各國關係是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大國之間已建立起一種相互依存，又

相互制約的一種權力結構。這種全方面友好、全面合作、不結盟、不對抗、不針

對第三國的交往模式，就是中共所謂的新型國家關係。
26 在這樣的氛圍下，中美

雙方都一致認為合作大於衝突。 

    綜上所述，目前中共與美國在經濟和安全利益高度交疊，雙方都期待找到合

作與避免衝突的新途徑，作者認為中國所倡議的新型大國關係就是尋求中美兩國

的「共同利益」和「有效管控分歧」的一個對話框架。 

 

二、北韓核武議題與中美關係 

    朝鮮半島核問題是當前東北亞的一個熱點問題，也是核安峰會熱議的議題。

它在一定程度上體現著中共的外交思維及外交走向。同時這個問題是相當複雜

的，這裡面有雙邊關係也有多邊關係。 

    本文主要是探討三個方面的問題，首先就是如何界定朝鮮半島核武議題。其

次它對中美大國關係有何影響，以及對周遭國家的影響。最後北韓核試爆對中美

關係又產生何種影響。 

                                                 
24  Shambaugh David. “ Prospects for a 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 China and Us Focus, 

<http://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prospects-for-a-new-type-of-major-power-relations
hip/>(Mar 7, 2013). 

25
  王照坤，「歐習會後 學者：美仍願挺台」，中央廣播電台，

<http://www.rti.org.tw/m/news/newsSubject/?recordId=261&p=47>(2013 年 6 月 10 日)。 
26
  于有慧，「中共的大國外交」，中國大陸研究，第 42 卷第 3 期（1999 年），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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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韓核武議題的界定 

    學者對「議題」一詞，長久以來都持有不同的看法。W. Howard Chase 對議

題的定義是，企業績效與公眾期待之間的落差。R. L. Heath 和 R. A. Nelson 進一

步將議題視為：價值、政策或事實間競爭的問題。W. L. Renfro 認為，議題之所

以成為議題是由於不同群體對於有限資源的競爭，以及對於問題解決之道持有不

同主張。27 大陸學者認為北韓核武問題與北韓問題是兩件事，前者是北韓發展核

武器威脅東亞地區和平與穩定，是屬於安全問題。後者包括北韓政治穩定、經濟

發展、朝鮮半島南北關係以及北韓與周遭國家一系列複雜的問題。28  過去有學

者或專家將這個問題稱為北韓核武問題，有的將其稱為朝鮮核問題，大部分的文

獻稱之為朝鮮核問題或北韓核武問題。本文傾向於將之稱為「北韓核武議題」，

理由在於，如果只是北韓核武問題，就很可能將這個問題的聚焦在在北韓一個國

家，但事實上朝鮮半島不只有北韓一個國家，還包括南韓以及周遭鄰國。因此，

為了能夠清晰的將焦點放在主題上，作者將焦點放在冷戰後的朝鮮半島研發核武

狀況與對週邊國家影響為限。 

  （二）北韓核武發展對周邊國家的影響 

    根據華爾茲新現實主義的假設是，國家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體系中，需要靠

自助的方式來保障國家的主權以及國家安全。29 世界上三大核武國家美國、俄

羅斯、中共，加上世界上第四強的北韓軍隊，區域內相關國家的軍事現代化規模

和速度在世界上也領先群雄，作為前往中共內陸或日本國土，朝鮮半島在地緣位

置上，早已成為兵家必爭之地。30 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下看北韓的核武發展，平

壤日以繼夜研發核武來保障國家安全，似乎是得到驗證的；但是周遭國家對於北

韓不定期舉行核試爆及導彈試射卻是如坐針氈。 

    日本在東北亞地區所面臨的威脅主要來自於北韓與中共，而對於北韓從事核

武器試爆與導彈試射的反應，應該是最為激烈的，也是最感到威脅的。北韓核試

                                                 
27
  陳恆鈞，「議題管理之初探」，國家文官學院飛訊，第 111 期（2011 年），頁 2。 

28
  張璉瑰，「朝鮮問題：回顧與思考」，朝鮮研究論叢，第 1 期（2009 年），頁 134。 

29
  黃銘仁，「小布希時期（2001-2004）美中台三角關係-從新現實主義角度研析」，政治大學

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6 年 1 月)，頁 33。 
30
  黃義凱，「2006 年北韓核武危機之研究: 戰爭邊緣策略的觀點」，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戰略 

   與國際事務碩士班碩士論文（2009年 7月），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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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對日本自然是立即而巨大的威脅，要如何因應將會是目前安倍政府的當務之

急，也因此成為日本防衛省一個有利的機會，說服國會與日本人民，將目前的自

衛隊改編為防衛軍，以遂行周邊地區的防衛任務。31 2006 年安倍曾表明日本不

會改變核武的「三不政策」（不擁有、不生產、不引進）。32 但其中的前提是要美

國提供核保護傘，因此，日本國防預算、飛彈防禦都有可能優先被列入考慮。 

    南韓距離 38 度線很近，一場戰爭幾乎可以毀掉南韓四分之一的人口和一半

的經濟實力，因此不敢輕啟戰端，這種關係反映在加強美韓軍事同盟關係上。33  

2010 年「天安艦事件」讓南韓政府與美國的戰略同盟關係獲得了強化，李明博

主動與歐巴馬提議推遲移交戰時指揮權，由原定於 2012 年完成的韓美作戰指揮

權移交時間延遲到 2015 年。34 2013 年 2 月南韓總統朴槿惠上台後表示，要與美、

中、日、俄周邊四國加強互信，但她卻立即面臨朝鮮半島停戰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首先是 2012 年 12 月北韓成功發射衛星，被美國視為試射長程彈道飛彈，北韓因

此受到聯合國安理會的經濟制裁。2103 年北韓舉行第三次核試爆作為反制，聯

合國安理會對北韓實施擴大經濟制裁。加上美、韓舉行大規模聯合軍事演習，北

韓因此宣布退出韓戰停戰協定、兩韓互不侵犯條約以及朝鮮半島非核化宣言，
35 

朝鮮半島緊張情勢再度升高。  

    從上述分析來看北韓核試爆，意外導致美、日、韓、修補三角關係。北韓核

危機從 2006 年 5 月開始的第一次、2009 年 10 月第二次都是借機訛詐取得經濟

以及糧食上的援助。但自 2013 年第三次核試爆後卻沒有像前兩次獲利，反而強

化了中、美、日、韓之間的聯繫。2014 年 3 月 25 日美國總統歐巴馬、日本首相

安倍晉三和南韓總統樸槿惠，舉行了時長約 45 分鐘的首腦會談，就「實現朝鮮

無核化及核不擴散，應構建牢固的合作機制」達成一致，並探討了通過重啟六方

會談解決朝核問題、和平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的方案。36 因此，對於成功解除

                                                 
31
  陳嘉生，「北韓核試爆與周邊國家的困境」，戰略安全研析，第 95 期（2013 年），頁 31。 

32
  林正義，「美、日對北韓核試爆反應」，戰略安全研析，第 19 期（2006 年），頁 8。 

33
  林煥廷，「中日關係的發展與影響因素之研究」，展望與探索，第 5 卷第 8 期(2007 年 8 月)，
頁 63。 

34
  劉德海，「近期東北亞安全局勢中的南韓角色」，全球政治評論，第 31 期（2010），頁 1。 

35
  李庚嬉，「朴僅會能否主導北韓核武問題？」，海峽評論， 

   <http://www.haixiainfo.com.tw/268-8735.html>（2013 年 4 月號）。 
36  「海牙核峰會 中美日韓談核也談六方會談」，中國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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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的「六方會談」，在六國元首取得共識之後，是否會再次啓

動，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 

  （三）北韓核試爆對中美關係的影響 

    在北韓核武問題上，中共的立場是堅持一貫的主張：朝鮮半島無核化，維護

半島和平與穩定，半島核問題必須通過對話和平解決。龔克瑜認同中共「以鄰為

伴，與鄰為善」的周邊外交政策，有助於為中共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而且對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周邊具有重要

意義。37 北韓一直是中共與美、日、韓安全同盟的戰略緩衝，也是中美在東北

亞的戰略平衡點，是中共最重要的鄰國之一。2013 年 2 月 12 日上午 10 點，北

韓宣佈成功實施第三次核爆試驗，對於北韓不理會國際輿論的譴責、一意孤行的

舉動，再次挑動中共敏感神經。中共因此對於金正恩的行為大感不悅，究其原因

在於中共認為北韓與北京存在「血盟關係」但對中共不尊重，也有意拖北京下水，

使其在國際外交上產生困難。其次，中共在聯合國安理會是常任理事國，北京必

須成為國際「負責任的利害關係國」，在針對北韓繼續進行核試採取符合世界規

範而非平壤利益的立場。最後，北京長期以來給予北韓援助大量物資，平壤依然

曲意破壞區域穩定，使北京在國際社會上更加尷尬，甚至已有大陸學者及外交人

士主張，應減少對北韓的物資援助。38 北韓恣意妄為的行徑，讓中共企圖使朝

鮮半島無核化、重啓六方會談的希望幻滅。 

    在美國方面，面對東北亞地區盟國安全受到威脅，美國不可能坐視不管，儘

管美國國內對於北韓政權持正反意見不同，但從最有利於美國國家利益角度看，

似乎以狹國際上輿論的優勢，乘機在亞太地區重新部署軍事行動、設定圍堵線，

既可以收圍堵中共向西太平洋地區前進，二來可以坐收漁翁之利，可謂一石二鳥。 

    從上述文獻資料的探討中，可以看出中共現在最大的核心利益在「和平與發

展」，儘量維持周遭和平環境的穩定與發展。北韓就是從中狹持北京弱點為籌碼，

                                                                                                                                            
    http://big5.chinanews.com:89/gj/2014/03-27/5999444.shtml（2014 年 3 月 27 日）。 
37  龔克瑜，「中國在朝核問題上的國家利益、作用和前瞻性思考」，國際觀察，第 5 期（2008 
    年），頁 59。 
38  李明，「剖析北韓第三次核子試爆」，海峽評論，< https://www.haixia-info.com/articles/6380.html 

>第 267 期(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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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國際間的譴責不以為意，但卻不知道此舉卻強化了北京與首爾政治、經貿關

係，並且強化中美急欲形塑的大國關係。中共多次在國際場合上強調，中美不要

像過去強國關係那樣互相敵對和競爭，而是要建立透過公平競爭尋求共贏的「新

型大國關係」。北韓核武問題成為了習歐會討論的美中新大國關係的試驗平台。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美雙方處理北韓核武時，兩國都主張朝鮮半島無核化，反對

北韓發展核武器和彈道導彈，反對北韓核擴散，這是雙方能圍繞北韓核武問題實

現合作的基礎。但另一方面，中美在朝鮮半島的利益也存在衝突。作為地區內國

家，中共與朝鮮半島相鄰，希望維持半島局勢的和平穩定；而美國更關注的是其

自身及其盟國韓國和日本的安全，北韓內部動亂、現行制度崩潰及以此為基礎而

實現半島統一，是美國追求的一個戰略目標，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歐巴馬當做最終

解決北韓核武問題的根本途徑。中美兩國利益上的衝突使得兩國在北韓核武問題

上的政策存在差別。中共強調以和平對話方式解決問題，而美國則始終把軍事手

段當成重要的政策工具。39 對參與決策的中共高層而言，有越來越多的人認為，

美國正試圖遏制中共的崛起，不僅使用外交和軍事工具，也使用經濟制裁。40  

 

三、中美在北韓核武議題上的合作與分歧 

    2012 年 6 月 1 日至 3 日，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Charles Timothy Hagel）在

新加坡舉行的第 12 屆香格里拉對話會上公開宣佈，為了重新平衡軍力，美國海

軍總實力的六成將轉移到亞太，空軍六成的海外軍力將轉移至同一地區，並會在

亞太地區優先部署美軍最先進的陸海空武器裝備。41 屆時將引發中共與周邊國

家的戰略緊張，在領土、領海主權的爭端也會逐漸加劇。楊魯慧指出，地緣政治

的競爭和衝突造成了東亞地區的動蕩，也為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帶來了新的變數及

不確定性，為中美兩大國提出了建立對管控分歧和衝突的新契機。中美兩國關係

                                                 
39   王文峰，「東北亞安全形勢與中美戰略關係評析」，現代國際關係，第 6 期（2013 年），

頁 41- 42。 
40   Matthew P. Goodman. “Cooperate and Compete: Getting the Most out of U.S.-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CSIS, <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ooperate-and-compete-getting-most-out-us-china-economic-relatio
ns（February 5, 2013）. 

41  「美國未来將轉移中兵應對所謂亞太新威脅」，中國新聞網，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06-04/4888738.shtml>(2013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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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競爭與合作上擴大政治安全共同利益上的合作，在保持良性競爭的狀態下管

控好亞太的衝突危機。楊認為中美共同利益的日益累積和迅速增長，能為亞太地

區提供源源不斷的國際公共產品，42  因此，本文擬從中美在北韓核議題處理上

的差異，進而分析北韓核武未來的走向。 

（一）中美在北韓核議題上的互動 

    朝鮮半島優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戰略地位，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

南北對立的關係現狀以及各大國在朝鮮半島的戰略利益等因素，決定了朝鮮半島

在東北亞地區政治與安全事務中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戰略中心價值，因而，該地區

成為周邊大國關注的焦點。前蘇聯解體使中美失去了冷戰期間進行安全合作的目

標。隨著中共的發展壯大，中美之間所謂的結構性矛盾更加凸顯。雖然雙方在政

治、經濟、文化、科技等領域有著廣泛的合作，但在安全層面，特別是亞太地區

的安全合作，則是相對有限。2001 年的 911 恐怖攻擊，間接促成冷戰後中美安

全合作的第一個契機。43  因此，任何國家的國際行為都是為維護本身國家利益

作為出發點，2011 年由中共國務院發佈的政府白皮書，對外明確界定中共的六

大核心利益：堅決維護國家核心利益。中國的核心利益包括：國家主權，國家安

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經濟

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 44 劉阿明指出中共與美國在朝鮮半島利益依序

是：第一、確保朝鮮半島的穩定和無核化，包括北韓政權的存續以及促使平壤把

戰略重點轉到經濟發展與改革上。第二、保持在半島的傳統影響，包括與南北韓

同時保持平衡和良好的關係，以及通過促進南北經濟和社會融合最終達到政治統

一。第三、積極參與北韓核武問題的解決，凸顯作為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包括支

持北韓與美日韓緩和關係、約束北韓的行為並籍此加強中美關係。美國方面的利

益考慮主要有：第一、解除北韓的核項目以及防止北韓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

                                                 
42  楊魯慧，「中國崛起背景下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國際安全公共產品供給的分析視角」，山    

東大學學報，第 6 期（2013 年），頁 1-8。 
43  劉俊波，「朝核問題對中美安全合作的雙重影響」，收於曲星主編，國際安全新態勢與中國 
    外交新應對（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3 年 5 月版），頁 89-95。 
44 「中國的和平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11/Document/1000032/1000032_3.htm>（2011 年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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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維持美韓同盟並逐漸使其發揮地區安全保障作用、遏制北韓發動戰爭。第

二、參與所有重要的半島問題解決進程，加強在東北亞的主導地位，包括保持與

韓國的經濟聯繫、制約半島周邊國家過分擴展力量。第三、推動建立一個自由、

民主、統一的北韓，包括鼓勵北韓走向開放和合作的國家體制演變、打擊平壤從

事毒品走私和製造販賣假幣等活動。45 由於中美雙方與北韓在地理位置及歷史

上存在著差異，因此，在利益重點考量上也就不同。 

    具體而言，中美在北韓核武問題上的互動出現積極合作的促進因素，首先，

是中美在以和平方式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這一重大問題上面取得共識，前美國務

卿克里(John Forbes Kerry)在會見中共國務委員楊潔篪時強調，中美兩國共同承

諾以和平方式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以和平方式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其次，美

國不具備單邊解決北韓核武問題的能力，同時對中國在北韓問題上的作用有清楚

的認識，並積極說服中國與其一道制裁北韓，作為美國當前北韓政策的重要內

容，就是在武力與開戰選項之外，保持與朝雙邊對話與談判；另外就是採取遏制

威懾和施壓等強硬手段。如強化美韓同盟、增加在東北亞的軍事存在、對北韓實

施制裁等。在北韓第三次核試驗後，北韓與美兩國開出與對方對話的條件。美國

提出北韓必須履行國際義務、國際標準、遵守本國做出的承諾，並且朝著無核化

的方向努力，對話才有可能進行。46 就如何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的手段上，中

美兩國都希望以透過和平的方式解決。對中共而言，當前最為重要的是「和平與

發展」，需要有和平與穩定的周邊環境。顯而易見，北韓若是發動戰爭將直接觸

及中共的核心利益，將中共捲入戰爭進而威脅中共的國家安全。 

（二）中美兩國在北韓核武議題處理上的差異 

    1949 年國共內戰之後，美國失去了在亞洲大陸的基地，其勢力退至太平洋。

對美國而言，不僅失去了在全球戰略中至關重要的要害地區，也失去了在亞洲的

戰略支撐點，在加上後來的韓戰，使美國不得不重新審視朝鮮半島的地緣戰略價

值。在美國看來，朝鮮半島一旦落入共產主義勢力手中，就可能導致東亞乃至整

                                                 
45  劉阿明、姚曉玫，「朝鮮核問題與中美利益博弈」，國際觀察，第 2 期（2007 年），頁 74。 
46  黃鳳志、孫國強，「中美在朝核問題上的互動及其前景探析」，現代國際關係，第 11 期（2013

年），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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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亞洲出現連鎖反應，將直接衝擊到美國在亞洲最重要的盟國日本的安全。基於

這樣的邏輯，朝鮮半島成為美國極想獲取重大戰略利益的地區，並將韓國納入美

國的東亞安全體系之中。47 中美對北韓核武政策面上王俊生認為中美有三點不

同：第一，中美在朝鮮半島上追求的目標優先性不同。第二，中美對北韓核武問

題的優先解決手段不同。第三，針對美國的立場，作為解決北韓核武問題的一種

方式更替平壤政權，中國持不同意見。48 劉俊波指出，雖然中美在北韓核武問

題上擁有共同利益，但兩國在北韓核武問題上的利益排序優先性的不同，分歧因

而產生，並隨著北韓核武問題的繼續延燒，問題就不斷擴大，49 因此，兩國對

彼此的信賴距離愈來愈遠。 

    綜上所述，中美兩國對朝鮮半島都各自有國家利益方面考量，因此造成兩國

利益上的衝突，北韓核武議題對於中共努力與美國構建新型大國的關係具有一定

程度上的影響。 

（三）北韓核武未來走向 

    地緣政治的競爭和衝突，造成了今日東亞地區的動蕩，為地區的和平與安全

帶來新的變數以及不確定性，也為中美兩大國提出了建構管控分歧和衝突的新契

機。50  關於朝鮮半島核問題的未來走向，Terence Roehrigy 在哈佛大學政策簡報

中提出北韓核武發展底線有四點：第一，核武器已成為北韓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

要素，北韓是不可能放棄擁核。第二，北韓未來仍保有小型核武，以維持威懾能

力。第三，北韓核武將持續影響東北亞安全情勢。第四，透過國際制裁和技術轉

讓的限制，抵制北韓核武發展。51 我國學者劉德海教授曾撰文針對金正恩政權

的穩定與未來的動向做一深入剖析，認為金正恩政權的穩定與否將決定於金氏家

                                                 
47  方秀玉，「朝鮮半島安全與中美關系互動」，韓國研究論叢，第 1 期 2008 年。頁 61。 
48  王俊生，「冷戰後中國的對朝政策:美國的解讀與分歧」，東北亞論壇，第 4 期（2013），頁 23-25。 
49  劉俊波，「朝核問題對中美安全合作的雙重影響」，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 
    < http://www.ciis.org.cn/chinese/2013-06/04/content_6003731.htm>(2013 年 6 月 4 日)。 
50  楊魯慧，「中國崛起背景下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國際安全公共產品供給的分析視角」，第 6

期（2013 年），山東大學學報，頁 1-8。 
51   Roehrig Terence.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Future Strategy and Doctrine,” Policy Brief, 

Harvard University, 
<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publication/23074/north_koreas_nuclear_weapons.html?utm_
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253A+belfer%252Fnuclear_ 
north_korea+(Belfer+Center+for+Science+and+International+Affairs+-+Nuclear_North+Korea>
（Ma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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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與金正恩的「親信」兩大派系所影響。52 劉教授為文表示北韓內外情勢的發

展亦對朴槿惠政府有利，凸顯北韓內部權力結構已發生重大變化。53 左正東指

出北韓內部變化和外部冒險，仍是影響區域局勢的重大變數。內部因素在於處決

張成澤之後，北韓各派力量更會積極採取行動以自我保護。外部因素希望和美國

尋求和解的一派，兩方面在 2014 年都找到合適的進入點。54 根據過去經驗判斷，

倘若北韓再度採取冒險行動，中共與美國就會有機會進一步合作，而日本與中共

外交融冰的動力就會進一步加強。  

    綜上所述，北韓核武未來走向可分為內部與外部因素。首先內部因素有金氏

家族內的權力鬥爭。外部因素有列強環伺，周邊大國競相在半島以及東北亞周邊

角逐權利。在此情況下，韓半島的安全情事左右著東北亞的和平與發展，也將直

接影響到中共所努力與美國建構新型大國關係的發展，因此值得持續關注。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途徑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常有研究者混合談之，本文作者在進行研究之初，也

犯了同樣毛病，因此，認為有加以釐清的必要。在所蒐集關於社會科學的研究方

法中，以中央研究院史學研究所的研究員朱浤源主編的《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

冊》其定義最能解釋清楚。所謂研究途徑，指的是研究者對於研究對象的研究，

要從哪一層次為切入點去進行觀察、歸納、分類與分析。 

    由於著眼點的不同(指研究途徑不同)，分析的架構也就不同。55 以本研究為

                                                 
52  劉德海，「北韓領導金正日過世後東北亞區域情勢展望」，展望與探索，第 10 卷第 1 期（2012 
     年），頁 18。 
53  劉德海，「近期朝鮮半島情勢之現況與未來展望」，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 
    <http://www.faps.org.tw/issues/subject.aspx?pk=399>（2014 年 2 月 17）。 
54  左正東，「2014 年東北亞局勢展望」，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 
    <http://www.faps.org.tw/issues/subject.aspx?pk=390>（2014 年 1 月 17）。 
55  朱浤源主編，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台北：正中書局，1999 年），頁 18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6 

 

例，華爾茲認為系統是由結構和單元的互動所構成。對於結構與單元的概念是：

結構是界定系統內各部分的排列順序，結構並不是政治機構的集合，而是它們的

排列；單元的地位隨著單元相對能力的變化而變化；即使結構規定的功能保持不

變，但隨著相對能力的變化，單元彼此間的關係也將改變。56 摩根索對於政治

權力的定義是權力行使者與權力行使對象之間的心理關係。對外表現的是國家的

武裝力量，是一國獲取政治權力最重要的物質因素。57因此，本研究主要以新現

實主義為研究途徑。  

     

二、研究方法 

    本論文研究方法採文獻分析法、歷史研究法、比較研究法： 

  （一）文獻分析法 

    文藉由文獻分析法整理出國內外相關文獻，對於北韓核武問題的發展狀況，

並分析與歸納美國在北韓核試後各種回應的變化，以檢視北韓善於使用戰爭邊緣

策略的實質內涵。文獻分析法在於以系統而客觀的界定、評鑑、並綜合證明。58  

此外，探究事實與附上帶有足夠佐證資料，形成分析來源，使本研究得以實質運

用，成為歸納的依據。 

  （二）歷史研究法 

    係以歷史的角度，運用史實資料與方法，來陳述相關議題的演變，並以此解

釋其中的因果關係，並對未來的發展做出預測推斷的研究途徑。此處歷史的定義

乃採王玉民在其著作中所稱：「係指該問題發生及演變的嚴格具有長時間研究的

性質，藉由分析與該問題有關的資料，歸納出可供解釋與預測的理論。」而歷史

研究過程中，判斷資料的信度是採用資料的重要關鍵。59 大陸學者閻學通認為

歷史分析法，主要是透過對國際關係歷史事件的回顧，從中總結一些歷史經驗，

                                                 
56  華爾茲(Kenneth N. Waltz)著，信強譯，國際政治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頁 84-87。 
57  摩根索（Hans J. Morgenthou）著，李保平譯，國家間政治：權力鬥爭與和平（第七版）（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頁 55-57。 
58  葉志誠、葉立誠，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台北：商鼎文化，2001 年）。 
59  王玉民著，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原理（台北：洪葉文化，1994 年），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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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歷史經驗解釋現實的國際關係。60 閻學通指出此法與歷史研究法有所不同，

歷史研究側重歷史事件的真偽，對歷史做事實的描述；而國際關係研究的歷史分

析法是根據已知的歷史事實，總結和發現與現實國際關係現象有關的經驗。61 

  （三）比較研究法 

    比較研究法是將客觀的事物相互比較，焦點在不同事物之間的相似與相異

性。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指出，當必須在兩個或多個事件間建構出一種關係時，

便需要採取一種提綱挈領式的觀點，這就需要採用比較研究的方式。62 比較研

究方法是對相同事物的不同方面或同一性質事物的不同種類，透過比較而找出其

中的共同點或差異點，來深入認識事物本質的一種方法。因此，比較研究法之基

本原理有二：「比相同」與「比差異」。比相同的目的，在於以類似情況，做當前

研究現象之比附援引，以做同因必同果式的解釋或預測。而比差異的目的。則常

為證明不同因不同果，故不能將當前研究的對象與其他對照現象混為一談。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一、 研究範圍 

  （一）、時間範圍 

    本文所探討之中美大國關係範圍，指的是自 2013 年中共對美表示建立「新

型大國」關係開始，至 2016 年歐巴馬任期結束為止，故應將本研究範圍著重在

2013 年至 2016 年之間的中美關係研究。  

  （二）、對象範圍 

    東北亞地區安全熱點計有中共、俄羅斯、日本、南韓、北韓等國，若再加上

                                                 
60  閻學通、孫學峰著，國際關係研究實用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143-144。 
61  同前註 60，閻學通、孫學峰著，國際關係研究實用方法。 
62  湯恩比著，陳曉林譯，歷史研究（北市：遠流，民 73 年），頁 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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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臨近的美國共有六國，也就是「六方會談」參與國。因此，為能聚焦於本研究

主旨，本論文探討研究範圍，除對中美兩國關係對北韓之探討外，其餘周遭國家

雙邊或多邊關係均不在本研究探討範圍。 

  （三）、爭端範圍 

    北韓核武議題涉及國際性質等各種國際法律、政治、安全戰略等問題，本論

文尚難逐一探討與分析。因此，為能深入探討研究主題，本文將著重在國際政治

關係、國家安全戰略等層次作為主要分析基礎，不再就其他層面另為論述。 

 

二、研究限制 

    囿於地域、國情文化背景、語言上的隔閡，客觀深入各種面向實地觀察與研

究，僅能從國內、外現有的譯著及單一層面的論述中去作歸納與研析，且部分官

方的檔案資料可能受限於其機密等級的限制，在搜集上或查考上有其困難度，從

而本論文研究之素材僅能取自公開資料，亦是本論文在研究上的限制與不足之

處；另未能閱讀各該國家所載之北韓核武發展文獻，僅賴國內外所可取得的中、

英文資料或著作，其中各項資料或著作，難免有相互參考與採用情況，論述不夠

深入。惟本論文主要係研究中美關係議題為主，國內外相關文獻資料相當豐富，

應當不致對本研究有太大之影響。 

 

 

第五節  章節編排 

 

    本論文共分為六個章，每章內各有數節，其名稱與內容要旨分述如下: 

    第壹章 「緒論」，本章首先介紹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範圍、研究限制、

研究方法、文獻回顧以及章節編排等。 

    第貳章 「中共倡議之新型大國關係」，本章探討中共倡議與美國建構新型大

國關係，首先對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定義作一界定，其次說明中共所提出之時代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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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從而分析與整理中共對美倡議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有何戰略上的意涵。 

    第參章 「美國再平衡戰略對東北亞安全結構之影響」，本章節說明美國調整

亞太戰略的形成因素，其次探討美國亞太戰略重點，最後分析亞太戰略對東北亞

安全情勢影響。 

    第肆章 「美對新型大國關係的認知態度」，本章探討美國對於中共倡議建構

新型大國關係的認知態度，首先說明中美兩國對於核心利益的闡釋，其次探討美

國各界對中共倡議建構大國關係的解讀，最後整理出美國對於新型大國關係的態

度。 

    第伍章 「中美對北韓核武議題之態度」，北韓核武議題是東北亞地區的熱點

之一，本章首先探討北韓研發核武動機與目的。其次探討中共在面對北韓研發核

武以及核試爆後之態度。最後探討美國近幾屆總統對北韓核武之態度。 

    第陸章 「結論」，最後將本項研究主題作一綜合整理與歸納，並提出個人對

本論文的研究心得。首先對於中共所倡議與美國建構新型大國關係，實際上是要

美國承認中共在國際上的「大國」定位；其二，中共透過新的外交戰略方式、方

案解決與美國有爭議之國家利益問題，而不是仍然使用舊的方式直接和美國硬碰

硬；最後，中共藉此倡議所形成的框架，增進中美的軍事互信程度。本研究預期

能達到以下幾個目標： 

（一）、美國對於中共倡議共同建構「新型」大國關係的定義以及實質的戰略意

涵存有疑慮。 

（二）、中美兩國在北韓核武議題處理上的差異 

（三）、從中美對北韓核武之處理態度，預測中共努力建構與美國大國關係之未

來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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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中共倡議之新型大國關係 

 

    自中美正式發展雙邊關係以來，大致可區分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 1969 年

至 1982 年的「戰略合作」。第二階段 1982 年至 1993 年「建設性關係」。第三階

段 1993 年至 2000 年的「全面交往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第四階段 2001 年至

2009 年的「建設性合作關係」。第五階段自 2009 年至 2014 年「積極、合作與全

面的美中關係」等階段。1 2006 年以來中美高層領導保持密切的交往。胡錦濤

先後在 2006 年和 2011 年兩次訪美，歐巴馬在 2009 年回訪中國大陸。歐巴馬訪

中和胡錦濤 2011 年訪美期間，雙方先後發表了兩個「中美聯合聲明」。胡錦濤在

2011 年訪美期間，雙方共同做出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中美合作夥伴關

係」的戰略決策，深化兩國關係發展。2011 年以來，兩國元首利用互訪和多邊

國際場合舉行 12 次以上的雙邊會晤。2011 年時任美國副總統拜登和當時中共國

家副主席的習近平，也分別於 2011 年和 2012 年實現互訪。雙方於 2011 年建立

了「中美亞太事務磋商機制」，迄 2014 年為止已舉行了五次磋商會議。這一機制

是落實 2011 年 1 月胡錦濤訪美期間兩國元首達成共識的創新舉措，也是第三輪

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的亮點，對

充實中美合作夥伴關係內涵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節  「新型大國關係」之界定 

 

一、中共學者 
                                                 
1   董慧明，「論美中新型大國關係：戰略競爭與複合互賴」，國防雜誌，2014 年 1 月第 29 卷第

1 期，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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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中共在國際體系轉型和大國互動變化的關鍵時刻，向美國提出了建

構新型大國關係的倡議。儘管這一個概念的提出已超過 3 年的時間，已顯現出中

共領導人的外交戰略思維「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四大目標，重視國際關

係理論和實踐方面的塑造意識和能力建設，促進中共特色外交理論指導性和操作

性的雙重發展，2 在國際社會間引起相當廣泛的迴響。習近平的概括性說明凸顯

了三個基本原則，首先是以非對抗的方式解決分歧。其次是相互尊重各自社會制

度和發展道路。最後是強調以合作促共同發展。3  

    究竟何謂新型大國關係、新在何處，依照楊魯慧的界定，它是以相互尊重、

擴大合作、互利共贏的「夥伴關係」為核心特徵。4 新型大國關係概念首先是個

戰略概念，因而所需的辨析、理解和設想首先應當是戰略性的。新型大國關係一

語內有兩個關鍵字，新型和大國。這兩個關鍵字都含有深意，中國政府在公開宣

講和提倡中側重新型，同時實際上也蘊示大國。5 20 世紀初，在第二次工業革

命中崛起的德國和老牌霸主英國展開爭奪世界霸權的角逐，先後引發了兩次世界

大戰，給人類帶來重大災難。二是不同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國家間的關係。最主

要的特徵是以意識形態劃分敵友，結成同盟進行對抗。6 綜上所述，中國學者大

都認為相互尊重與理解對方國家利益，是促進中美關係途徑之一。 

 

二、美國學者 

   從 2012 年習近平提出「新型大國關係」概念之後，美國知名學者也對此分別

表示自己立場，包道格（Douglas Paal）認為，在美國人看來，中共對於新型大

國關係的闡述包含了中共所有的核心利益在內，與美國所期望的內容不同。並

說：「我懷疑，當然，我們也看到了一些跡象，中共希望將國家核心利益包括進

去，保護中共的政治制度、經濟、領土和主權完整。台灣、西藏和新疆都是他們

                                                 
2  楊潔勉，「新型大國關係：理論、戰略和政策建構」，國際問題研究，2013 年 5 月，頁 9-10。 
3  王緝思，「中美對新型大國關係的認知差異及中國對美政策」，當代世界，2014 年第 10 

期，頁 2。 
4  楊魯慧，「中國崛起背景下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國際安全公共產品供給的分析視角」，山

東大學學報，第 6 期（2013 年），頁 4。 
5  時殷弘，「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宏觀思考」，理論研究，2014 年 7 月，頁 47。 
6  李海龍，「解析新型大國關係」，中共四川省委省級機關學校黨報，2013 年 4 月，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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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利益。如果美國也要列出自己的核心利益，這個單子可是要長多了。我們

不希望這麼做，我們希望的新型大國關係只有一句話，那就是尊重現行的國際制

度和解決衝突的規範，這樣我們才可以避免衝突」。7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東北亞

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Bush III）說：「這一切好的方面是，這顯示，中

共明白大國相處的舊模式的破壞性，對一個熱愛和平的國家的破壞性。中共意識

到這個問題，我們也意識到了，這是好事情。讓我們從這裡著手，從很現實的方

式著手」。8 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高級研究員葛來儀（Bonnie Glaser）指出，2012 年時任中共副主

席的習近提出新型大國關係的概念後，並於 2013 年的「莊園會晤」中提出進一

步的詮釋。但她認為美國從未接受這一概念。她說，「新型」的重要部分是美中

均認可的避免衝突或戰爭。如果「新型」只是強調這一點，今天美中之間會有更

多共通性。但習近平又加上「雙贏合作」，雖然她並不認為有問題，但就需要雙

方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然而，美中在某些核心或關鍵利益上還是有

分歧，無論誰當選總統，美國都不太可能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9 

    卜睿哲（Richard Bush）在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一場討論

會上對中美之間的北朝鮮問題、中共的防空識別區等問題做了評論，並表示「中

美之間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關鍵是將內容添到框架中去」。10 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資深政治分析員切斯（Michael Chase）指出，大國之間衝突對立的

歷史經驗，使中共擔心自身國力崛起可能影響美中關係。因此，盼與美建立新型

大國關係，避免重蹈歷史覆轍，以保護其最重要的國家利益。但他也分析北京版

本的「新型關係」，似在要求華府按照北京想要的方式包容其國家利益，而非經

                                                 
7  斯洋，「年終報導：美中能否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美國之音，

<http://www.voacantonese.com/content/year-ender-us-china-20131224/1817718.html>（2013 年 12
月 26 日）。 

8  同前註 7，斯洋，「年終報導：美中能否建立“新型大國關係”？」。 
9  羅曉媛，「葛來儀：新型大國關係 美未完全受納」，世界新聞網，<  

http://www.worldjournal.com/3428210/article-%E8%91%9B%E4%BE%86%E5%84%80%EF%B
C%9A%E6%96%B0%E5%9E%8B%E5%A4%A7%E5%9C%8B%E9%97%9C%E4%BF%82-%E
7%BE%8E%E6%9C%AA%E5%AE%8C%E5%85%A8%E5%8F%97%E7%B4%8D/?ref=%E8%
A6%81%E8%81%9E&npg=2>（2015 年 9 月 13 日）。 

10  徐一帆，「卜睿哲：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尚需添加內容」，僑報網，  
<http://news.uschinapress.com/2013/1218/963948.shtml>（2013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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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雙方相互調整達成這個成果，這將難使華府接受中共所提出的概念。11 綜上

所述，美國學者對於中國倡議的新型大國關係，大多數仍持保留態度，仍在中共

所謂的聽其言、觀其行。 

 

三、我國學者 

    于有慧認為在國際關係多極化下，國際衝突與合作係由大國關系所決定。當

前各國利益多元化，大國間已不再像冷戰時期形成固定的戰略同盟，而是根據自

身的利益，在不同問題與不同時間，與利益相關大國進行協調，各國關係是既競

爭又合作的關係。大國之間已建立起一種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約的一種權力結

構。這種全方面友好、全面合作、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的交往模式，

就是中共所謂的「新型國家關係」。12 楊仕樂認為從客觀情勢與主觀的意識角度

分析。客觀情勢指的是「新型大國關係」一語，隱含著與「舊」大國關係的區隔，

而所謂舊的大國關係，無非是強權之間終究走向衝突的觀點，也就是一般所通稱

屬於現實主義（Realism）的觀點。主觀意識就是強權之間難免走向衝突。用建

構主義（Constructivism）話語來說就是，所謂中美就像以往的強權一樣，終將

是要走向衝突的悲劇宿命，這其實是建構出來的。13 王高成教授表示，新型大

國關係的概念主要來自中共，目的是希望美國對於正在崛起的中共給予更多尊

重，讓彼此和諧共存；而美國也有類似立場，就是歡迎中共成為一個強大負責任

的國家。14 在新型大國關係的概念下，歐習會就全球氣候變遷以及北韓非核化

等議題達成共識，意味著雙方已展開合作。 

    綜上所述，當前新型大國關係的實際運作與理論建構，目前仍處於摸索階

段，中美兩國怎樣才能從互不信任狀態走向更穩定、更富有成效的局面，需要在

其理論體系、主要內涵、基本議題和指導、操作意義等方面繼續發展和落實。 

                                                 
11  楊雅琪，「習近平的對外政策，當「新型大國關係」對上「亞洲新安全觀」與「一帶一路」

倡議」，戰略與評估，2014 年第 5 卷第 3 期，頁 28- 29。 
12  于有慧，「中共的大國外交」，中國大陸研究，第 42 卷第 3 期（1999 年），頁 50。 
13  楊仕樂，「美中新型大國關係的理論解析」，全球政治評論，第 50期（2015年），頁106-113。 
14  王照坤，「歐習會後 學者：美仍願挺台」，中央廣播電台， 
    < http://www.rti.org.tw/m/news/newsSubject/?recordId=261&p=85 >（2013 年 6 月 10 日）。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4 

 

第二節  新型大國關係提出之背景 

    中共在宣佈重大政策之時，總會挖空心思，想出精闢易記的語句，以宣傳政

策或推廣運動，一直是中共行之有年的政治宣傳方式，在建政初期尤其如此。因

此，若想從提出之「口號」中，得知中共真正的用意，恐怕是猶如大海撈針。本

研究企圖從以下幾個面向來探究「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所提出之背景，以求能對

下一節中美提出建構新型大國關係的意涵有進一步的了解。 

    中共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理念的核心內容是「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

重，互利共贏」。吳心伯認為這一理念的提出有三個方面的重要意義：15 第一、

在 2010 年中共經濟總量超過日本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美國朝野開始關

注中共何時會超過美國，並開始思考中共超越美國的後果。一些分析家基於歷史

宿命論和現實主義理論的邏輯，強調新興大國的崛起必然會導致與既成大國的衝

突，認為中國的崛起也將不可避免會帶來與美國的衝突，因此美國應盡早做好準

備。 

    因此，中共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倡議，就是要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避

免大國政治的悲劇，突破歷史宿命論的窠臼，譜寫新興大國與既成大國關係的新

篇章。第二、在歐巴馬第一任期內，美國宣布「重返亞太」戰略，加大了對亞太

的資源投入，政治、經濟、安全多管齊下，而這些動作的著力點之一就是制衡力

量和影響力快速上升的中共。在此背景下，中美在亞太地區的摩擦增加，戰略競

爭態勢突出。如果這一趨勢維持不變，就有可能導致中美在亞太的衝突，危及雙

邊關係以及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2014 年習近平在北京舉行「第六輪中美戰

略與經濟對話」、「第五輪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的聯合開幕式上表示：「天高

任鳥飛，海闊憑魚躍。習近平認為，寬廣的太平洋有足夠的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

國，中美雙方應該加強對話，增信釋疑，促進合作，確保中美關係始終不偏離構

建新型大國關係的軌道。」16 提出中美不衝突、不對抗、互利共贏的新理念，

                                                 
15  吳心伯，「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評估與建議」，復旦學報，第 4 期（2014 年），頁 88。 
16  習近平，「太平洋容得下中美兩個大國」，香港文匯網， 
    < http://news.wenweipo.com/2014/07/09/IN1407090034.htm>（2014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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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要抑制和減少兩國在亞太地區的消極互動，塑造良性互動。第三、中共作

為新型大國的崛起，堅持和平發展的道路以及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理念，

而能否處理好與當今頭號大國美國的關係是對中國作為新型大國的外交理念與

實踐的考驗。因此，提出要和美國發展新型大國關係也是要推進中國外交的理念

和實踐創新。 

 

一、國際政治格局改變 

    所謂國際格局，即由國際力量對比和國際關係組合所構成的國際戰略態勢和

國際關聯式結構。研究國際格局的發展變化，屬於國際關係領域的戰略研究，是

判斷國際形勢不可缺少的重要視角。17 1991 年 12 月前蘇聯的解體、東歐發生劇

變，冷戰時期所塑造的美蘇兩大強權對峙格局結束，世界進入了以美國為首「一

超多強」的後冷戰時代。18 閻學通認為世界大國按實力可分為三個等級。美國

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在政治、軍事及經濟三個方面都是首屈一指。而俄羅斯和

日本分別在軍事和經濟方面與美國是列同一等級。因此，成為第二等級的大國。

德國、法國、英國和中國大陸是第三等級。到了 2005 年，世界大國按實力還可

以分為三個等級。美國仍是維持在世界級大國，並且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三個領

域分別保持了絕對領先地位。第二等級大國則是中國大陸取代了俄羅斯，成為和

日本並列同一等級，2005 年中國大陸的綜合實力已是多強之首。第三等級大國

有法國、德國、俄羅斯、英國和印度。此時印度進入多強行列，但居於多強之末。

此時的國際格局的特點就是「一超多強」的力量結構和多極化的發展趨勢。19 

    我們可以再從國際上發生重大事件中觀察出一些端倪，例如，2001 年九一

一恐怖攻擊事件、2003 年伊拉克戰爭以及 2008 年美國次貸風暴後，雖然仍舊保

持著超強的國際地位，但一超多強結構中的角色持續在變化。國際合作成為建立

大國關係的基本條件。自九一一事件到次貸風暴為止，美國國力的衰退呈現明顯

的變化。劉江永認為國際戰略格局演變通常與兩年內發生的兩個重大國際事件相

                                                 
17  劉江永，「國際格局演變與中國周邊安全」，外交觀察，

<http://www.faobserver.com/NewsInfo.aspx?id=8990>（2013 年 8 月 27 日）。 
18  劉飛濤，「後危機時代的國際政治格局與趨勢」，國際問題研究，第 3 期（2010），頁 35。 
19  閻學通，「國際格局的變化趨勢」，現代國際關係，第 10 期（2005 年），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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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2001 年的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與 2003 年的伊拉克戰爭。20 本文認為中共

在此時間點認為，國際格局的不斷變化有利於提升中共在國際中的地位和影響

力。 

（一）九一一恐怖攻擊 

     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國本土發生震驚國際社會的恐怖攻擊事件，以賓拉

登(Osama bin Laden)為首的恐怖組織成員，對美國紐約世貿大樓及國防部五角大

廈發動的一起恐怖攻擊行動，美國經貿指標雙子星大樓瞬間崩塌，象徵美國軍力

的五角大廈也同時遭受攻擊，這起攻擊行動奪走了近 3,000 名無辜美國軍民的性

命。這是自 1941 年日本襲擊珍珠港以來，在美國本土所遭受最嚴重的攻擊。21 九

一一事件發生至今已近 14 年，對國際社會以及國際關係研究者的影響仍繼續在

國際社會間發酵。學者吳玉山認為九一一所反映的是「反現代化」的激進勢力

（anti-modernization radicalism）對於西方世界標誌的攻擊。22 吳玉山證明九一

一對國際結構造成影響，吳玉山作了二種假設，第一、如果體系的反應是依循其

過去的運作規律，則九一一可以被視為一種外生的刺激，並沒有對體系造成改

變。第二、如果國際體系的運作規律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那麼九一一就造成了

體系的轉型。國際體系對於九一一的反應可以分成兩個主要的方面，一個是美國

的單邊主義，一個是各國對於單邊主義的反應。前美國總統布希（George Walker 

Bush）所提出的是展開對恐怖主義的戰爭（war on terrorism），而這也就構成布

                                                 
20  同前註 17，劉江永，「國際格局演變與中國周邊安全」。 
21  黃銘仁，「小布希時期（2001-2004）美中台三角關係-從新現實主義角度研析」，政治大學外

交學系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轉引自吳東野、鄭端耀，「九一一事件與國際

反恐」（台北：遠景基金會，2003 年），頁 109。 
22  所謂「反現代化」（anti-modernization radicalism）是除了西方民主資本主義、現代化威權主

義、和共產主義之外的第四種普世現象。威權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和西方民主資本主義為敵

的，但是它們所代表的是走向現代化（工業化、都市化、科技化）的另類途徑。也就是說，

民主資本主義、威權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追求現代化的。反現代化的政治運動卻與上述三者

都不相同，除了在最表面的武器層次之外，它對於現代化是採取斷然拒絕的態度。吳玉山轉

引 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Book of Essay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5-30.他認為

由於國際競爭的關係，愈落後的國家便要訴諸愈強力的累積資本的方式，因而必須採取更威

權的政治形式。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政權都是在這個情況下產生的，它們都是達到快速現

代化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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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主義（the Bush Doctrine）戰略思維的主要標的。在標的設定之後，布希運用

美國現有的優勢軍事、政治與經濟力量，以單邊主義的態勢，採用「非友即敵」

的二分法邏輯，強烈動員世界各國加入其反恐戰爭。二分法的邏輯則是布希總統

以「非友即敵」的方法來強迫各國表態、支持美國的反恐戰爭。至於先制攻擊，

布希認為保護國土安全必須在威脅尚未成形之前就先發制人。九一一之後，情況

發生了很大的轉變。美國的核心國家利益受到致命的挑戰，因而激動了布希政府

高度動員美國的國力，國際體系的現實權力分配因而變得更為清晰。 

（二）、伊拉克戰爭 

    延續布希的單邊主義，反恐戰爭已從第一階段「阿富汗戰爭」延燒到第二階

段「伊拉克戰爭」。單邊主義不排除運用美國在國際間政治影響力，對現存國際

組織中爭取支持。因此，不論是在聯合國安理會或是亞太經合會當中，美國大力

操作，設定反恐議題，爭取國際社會對於其行為的認可。 

    九一一之後，中亞地區的大國力量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除了俄羅斯繼續保

持傳統影響外，美國利用政治、軍事、經濟等多個途徑介入中亞。而中共也更積

極地參與周邊國家區域事務。進入中亞政治的外部力量除了數量增加外，大國之

中俄羅斯、中共與美國是主要代表。中共因倡議和平崛起，表面上無意在中亞謀

取勢力範圍，俄羅斯和美國都無法單獨取得對中亞的支配權，因而三者形成了一

個相互牽制的平衡結構。23 中亞國家則積極利用俄羅斯、中共、美國等大國關

聯式結構中相互牽制的特點，在大國關係中取得平衡，借助結構的力量實現自身

利益最大化。24 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下所出現的機會之窗，提供中共一個良好的

國際話語權契機。 

（三）、2008 年美國「次貸危機」 

    20 世紀 80 年代的經濟衰退使得國際關係學界出現了美國衰落的大討論。冷

戰結束、美蘇兩極格局瓦解又引發學界關於美國單極霸權向何處去的爭論。2008

                                                 
23  陸俊元，「中亞地緣政治新格局及其對中國的戰略影響」，世界地理研究，第2期（2011年），

頁 12。 
24  朱峰，「伊拉克戰爭與國際戰略格局的新態勢」，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11 期（2003 年），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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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融危機是在被認為市場機制成熟和金融制度健全的世界經濟中心美國爆發

的，而不是拉美或東南亞，這就使得全球金融危機對國際關係產生具有格局性影

響的意義。25 在全球經濟面臨衰退的背景下，國際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明顯下

滑，貿易保護主義再次抬頭。危機也導致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社會問題突出。

美、歐、日、中、俄等多國政府紛紛出臺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增長，並在華

盛頓舉行首次 20 國集團金融峰會，國際社會表達出加強政策協調，共同應對金

融危機的強烈意願，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的呼聲日益升高。26 學者回顧美國金融

危機發生的主要成因在於美國過於樂觀的風險評估以及過度的放款條件。其次、

鉅額房貸及衍生性的金融商品充斥整個經融體系，當局對於金融管制的缺失與錯

誤的政策導致。最後、美國信用評等機構的嚴重失誤，造成金融系統內結構性風

險持續擴大，27 美國次貸危機最終演變為全球性金融危機，嚴重衝擊世界經濟

金融體系。  

    朱鋒對於經濟危機會導致對國際秩序的顛覆性影響，其看法主要有四個原

因，第一、大危機來臨之後，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的工業和對外貿易平均下降了

35%，金本位制的國際貨幣體系崩潰。第二，大危機的到來以及所引起的國內社

會動盪和國際局勢的惡化助長了極端意識形態的發展，引起新的民族仇恨和大國

對立，推動了國際關係中狂熱的種族主義和軍國主義思潮的急劇膨脹，進一步導

致了西方世界在意識形態問題上的深刻對立和矛盾。第三，美國、英國及法國等

自由資本主義國家受到國內經濟低迷、社會動盪和政府更替頻繁等問題的衝

擊,，缺乏連貫而且有決心的權力政策來維護國際秩序。第四，國際權力結構中

脆弱的多極均勢。28 對此，再次說明國際社會中的無政府狀態，沒有一個真正

的領導者，也沒有真正具有強制力的國際制度，在國際金融危急時刻無法形成一

個有效協調管控中心。 
                                                 
25  陳玉剛，「金融危機、美國衰落與國際關係格局扁平化」，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5 期（2009

年），頁 28。 
26  2008 年國際形勢概述，中共外交部官網，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tytj_611312/zcwj_611316/t532813.shtml> 
（2015 年 8 月 9 日）。 

27  林維奇、吳淑妍，「美國金融危機-成因與監管改革」，經濟前瞻，第 141 期（2012 年），

頁 58-29。 
28  朱鋒，「金融危機對國際政治的影響」，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12 期(2008 年，頁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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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共綜合國力提升 

    在冷戰時期，軍事力量是衡量一國國力的主要指標，擁有核武打擊力量更是

國家追求安全的一個重點，但是在冷戰後，經濟因素在國際關係中已占有一席之

位，國家傾向追求綜合國力的競爭方式，經濟力量不只是做為衡量一國綜合國力

的指標，更是影響國際關係的重要籌碼。29 對於「綜合國力」一詞，中共國際關

係學界在 1990 年代中期提出了「綜合國力」概念，大部分以黃碩風的解釋為發

展基礎，黃認為所謂的綜合國力，是指一個主權國家賴以生存與發展所擁有的全

部實力及國際影響力的總合 30， 有關綜合國力的基本構成要素有政治、經濟、

科技、國防、文教、外交集資源等七種。31 華爾滋認為，國家各方面能力的綜合

情況不同，很難去衡量和比較，但是研究者對於某一時期哪些國家能夠被視為是

「大國」，往往具有一致的觀點。關於「綜合國力」衡量方式與標準眾說紛紜，

閻學通認為綜合國力衡量方法透不是由其複雜程度決定的，而是由其衡量結果與

人們對大國的實力地位常識做出判斷。
32 以下將著重在政治、經濟與軍事面向作

探討。 

（一）政治面 

    自從前蘇聯的瓦解與冷戰結束，繼之而起的是以美國為主導性霸權的局面。

國際間的活動與國際政治的運作，也大都由美國所代表的西方世界所主導。但整

體的國際環境，在 2001 年九一一事件後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首先，美國投入了

對阿富汗與伊拉克的反恐戰爭，又需要面對北韓、伊朗等核問題的挑戰；其二、

中共的經濟、軍事、外交方面的實力在此期間也大幅增進，雖然中共目前仍在整

軍經武，短期間內尚難與美國匹敵，但是美國的地位與影響力卻已經無法與九一

一之前相比。33  隨著中共經濟持續增長，其結果是擁有龐大的外匯存底，各國

                                                 
29  宋國誠，「論中共經濟國力－歷史積累、戰略目標與前景預測」，中國大陸研究，第 40 卷

第 3 期（1997 年），頁 44。 
30  黃碩風，「新中國綜合國力在提升」，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內部文稿，第 21 期（1999

年）， 頁 8。 
31  楊原，「世界主要國家實力與影響力」，收錄於李慎明、張宇燕主編，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

201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年 1 月)，頁 42-44。 
32  閻學通，「中國崛起的實力地位」，國際政治科學，第 2 期(2005 年)，頁 5。 
33  吳釗燮，「主導性霸權的困境，九一一後國際局勢與美中台關係演變」，東吳政治學報，第

28 卷，第 1 期（2010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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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相與中共發展多邊或雙邊的貿易協定，也因為中共的經濟發展，使其擁有強大

經援能力投資於發展軍事現代化。34 這些都讓中共在國際社會之中發揮強大的

影響力的原因之一。而美國因為受到兩場反恐戰爭與重大國際問題的羈絆，間接

使中共在國際影響力提升許多，也被許多國家用來作為平衡美國影響力的槓桿。 

（二）經濟面 

    自從中共開始全力發展經濟之後，由於擁有充沛且廉價的勞力，吸引了世界

各國製造業競相到中共設廠投資，使得中共經濟發展躍升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

體。伴隨著經濟的持續增長，中共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越來越受到矚

目。胡錦濤執政時期，經濟外交已經成為中共的外交政策主軸。35 所謂「經濟

外交」就是管理國家之間經濟關係的活動。從狹義的角度來說，經濟外交就是指

以實現各種經濟利益為目的，藉助經濟手段進行的外交活動；從廣義的層面而

言，經濟外交不僅被政府當作追求經濟利益的手段，而且還被用來彌補其政治、

軍事手段的欠缺，用以追求政治、安全上的目的。36 學者將經濟外交細分成兩

個層面，第一，國家為了實現經濟目的而進行的外交活動，也就是以外交為手段

來追求國家在經濟上的利益；第二則是指國家為實現外交目標而進行的經濟活

動，也就是以經濟為手段來謀求國家對外關係上的利益。37 對於以經濟目的而

言的外交行為，包括加入國際組織，透過與會員國交往而擴展對外貿易，引進外

國的資金與技術等；與前者正好相反的是以外交為目標的行為，包括對發展中國

家提供經濟技術援助，藉此提高本國的國際地位，擴大在國際議題上的發言權。 

    中共經濟外交包含許多工作層面。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共開始倡議、協商，或

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在經濟合作外交方面，從實際作為來看，中國在改革開放以

後，其經濟外交便開始發展而有了初步的成果。包括促進對外經貿交流與資本流

通、積極引進先進資金技術、拓展國際經濟合作、援助發展中國家等。先後加入

了亞洲開發銀行（1986 年）、亞太經濟合作組織（1991 年），又連同日本與南韓

                                                 
34  同前註 33，吳釗燮，「主導性霸權的困境，九一一後國際局勢與美中台關係演變」，頁 8。 
35  麥艾文（Evans S. Medeiros）著，「中國大陸擴大外交手段」，中共的國際行為，國防部史證

編繹處譯印，頁 91。 
36  陳麒安，「中國的經濟外交思維與實踐」，台北論壇，< http://140.119.184.164/index.php >（2015

年 6 月 11 日）。 
37  同前註 36，陳麒安，「中國的經濟外交思維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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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7 年起一起參與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的高峰會議，2001 年底正式加

入了世界貿易組織。2001 年 2 月，中共更推動建立博鰲亞洲論壇，試圖建立各

會員政府與企業之間在經濟、貿易、投資等各項議題的交流平台與合作關係。38  

以 2009 年為例，中共便已經和智利、香港、澳門、巴基斯坦、新加坡、秘魯和

紐西蘭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且與其他部分國家及團體進行協商中，特別是澳洲和

波斯灣合作會議（Cooperation Council for the Arab States of the Gulf, GCC）。 

（三）軍事部署 

     一國的軍事能力有兩個功能，首先要能自我防衛，意即能夠遏制外國軍事

力量的入侵以及外國軍事干擾時能有效的抵抗。其次是在國際上產生有效嚇阻作

用，意即運用軍事影響力就能夠不費一槍一彈使他國順從。39 學者認為對中共

實力地位的評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對中共未來崛起程度的認識。40 近年來

中共積極參與各國在軍事上相關的合作與交流，在軍事互信、國際維和、人道救

援、軍事人員互訪與聯合演習等方面皆有斬獲。軍事外交已成為中共展現國際影

響力的重要平台。41 有關「軍事外交」一詞，大陸官方首次使用是在 1998 年的

國防白皮書中。對於軍事外交的定義錢其琛認為是一國國防部門和軍隊在促進國

家間關係，在軍事領域所進行對外交往的一種提法；在對外關係中運用軍事手段

配合外交行動的做法不能稱之為軍事外交。賀俊起的定義有別於錢其琛，他認為

軍事外交並非單純的軍事行動與外交行為，而是兼具兩者並介於軍事與外交之

間。42 對此軍事外交一詞本文認為此種活動帶有明顯的軍事性質和戰略上意義。 

    2015 年初習近平在接見「全軍外事工作會議和第十六次武官工作會議」代

表時強調：「共產黨歷年來高度重視軍事外交，在不同歷史時期，軍事外交為推

進國家總體外交、維護國家安全、推動共軍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自十八大以來，

                                                 
38  同前註 36，陳麒安，「中國的經濟外交思維與實踐」。 
39  楊原，「世界主要國家實力與影響力」，收錄於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2015），中國社會文 

獻出版社，頁 52。 
40  同前註 32，閻學通，「中國崛起的實力地位」，頁 1。 
41  唐仁俊，「中共軍事外交的策略思維與實踐」，海軍學術雙月刊，第 46 卷第 3 期，頁 17。 
42  金燦榮，「有關中國特色軍事外交的理論思考」，太平洋學報， 第 5 期（2015 年），頁

17-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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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外交緊緊圍繞黨中央決策部署和工作要求，積極拓展，銳意創新，取得許多

新進展新突破。同時強調，新形勢下軍事外交在國家外交和安全戰略全域中的重

要性進一步增強，地位更加突出」。43 以美韓 2015 年聯合軍演代號「一支自由

衛士」為例，從 8 月 17 日開始一連舉行 12 天，據韓聯社報導，聯合軍演是一年

一度的韓美防禦性指揮所演習，目的在維護朝鮮半島安全、增強韓美聯合防禦能

力。44 與此同時中俄「海上聯合 2015」演習從 8 月 20 日開始一連 8 天在彼得大

帝灣海域、克列爾卡角沿岸地區和日本海、空域舉行。此次演習目的在鞏固發展

「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45 雙方演習區域都在東北亞，而且都在同一天

結束，中美軍事較勁意味相當濃厚。 

 

三、「9.11」後的中美關係 

    自前蘇聯的垮台，國際格局呈現「一超多強」的局勢，美國躍升成為唯一的

超級強國，中共、俄羅斯、日本及歐盟則並列為主要的強國，各大國之間出現既

競爭又合作的互動關係。九一一事件前，美國的外交戰略基本上遵循傳統的國際

政治模式，力圖保持超強的地位，對於潛在的對手予以防範及打壓，中共則被視

為此一可能的挑戰對手。因此，布希政府上台後，一改之前柯林頓政府將中共視

為戰略夥伴的政策，將其定位為「戰略的競爭者」，並在其週遭採取遏制的政策。

但是，九一一事件發生後，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轉向打擊恐怖主義為主，壓制大

國的挑戰反而居於次要，並且為了執行反恐政策，甚至還需要拉攏中共，爭取其

支持與合作。自 2001 年 10 月後，美國對中共的政策明顯轉變，布希總統三度至

大陸訪問，江澤民及胡錦濤亦曾應邀到美國訪問。中共基本上在國際間支持美國

的反恐政策，尤其在化解北韓核武危機上出力甚多，促成了多次「六方會談」的

召開。46 對此，中共除了被布希政府再度肯定為美國的反恐伙伴外，美前國務

                                                 
43  曹智，「習近平：進一步開創軍事外交新局面」，新華網， 
   <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1/29/c_1114183775.htm >（2015 年 1 月 29 日）。 
44  露西，「美韓舉行年度聯合軍演 投入兵力 8 萬」，BBC 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5/08/150817_skorea_us_drill >（2015 年 8 月 17
日）。 

45 「中俄“海上聯合—2015（Ⅱ）”聯合軍演今起舉行」，中共國防部官網，    
<http://news.mod.gov.cn/headlines/2015-08/20/content_4615122.htm >（2015 年 8 月 20 日）。 

46  王高成，「恐怖主義對當前國際關係的影響」，收錄於 2005 年中央警察大學「恐怖主義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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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鮑爾（Colin Luther Powell）甚至說美中兩國處於自建交以來最好的關係狀態。 

    九一一提示了美國最大的安全威脅是來自不同的方向，因而移轉了美國和西

方國家的防衛態勢，改變了世界的結盟形態，也就是使世界各國從傳統的國際政

治以國家利益為主軸所衍生出的相互關係轉變到以對抗國際恐怖主義、或對抗

「反西方、反現代化的伊斯蘭基本教派」為主軸的相互關係上來。換句話說中共

可在九一一之後從美國頭號假想敵的角色解放出來，而賓拉登與國際恐怖主義者

轉而成為美國的頭號敵人。此種後九一一的態勢，加上美國在反恐戰爭中勢必需

要中共的支持，使得北京可以趁機改善和美國的關係。特別是當中共的鄰國俄羅

斯在九一一後迅速採取外交轉向之際，和美國改善關係更是刻不容緩。47 北京

方面受到現實主義的影響，自然促使著俄羅斯加入國際反恐陣營，並改善和美國

的關係。因此，這兩個國家必然會借力使力，在反恐行動中極大化本身的利益。 

 

 

 

第三節 中共新型大國關係提出之戰略意涵 

    從本章一、二節中美新型大國關係背景分析中得之，中共提倡與美國建立新

型大國關係的戰略構想，是對國際環境的深入分析後所採取的實際作為。董春嶺

指出新型大國關係的提出則是嘗試建立中美新的戰略基礎的重要嘗試。積極適應

中美關係基本結構和外部環境的變，始終從戰略高度看待和發展中美關係，是中

美新型大國關係的第一重涵義。48 學者認為中共主張與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

既是一種戰略考量，也是一種策略考慮，並指出所謂的戰略考量，並不是像冷戰

時期那樣聯合其他大國反對另外一個超級大國，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中美相

互成為更強的競爭對手風險是存在的，所以要防範中美的迎頭相撞。49 基本上

                                                                                                                                            
國家安全學術研討暨實務座談會論文集」，頁 18。 

47  吳玉山，「仍是現實主義的傳統：九一一與布希主義」，政治科學論叢，第 17 期（2002 年

12 月），頁 17。 
48  董春嶺，「從克里訪華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公關世界，第 3 期(2014 年)，頁 23。 
49  王緝思，「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體現中國戰略遠見」，上海社科院社會科學報，第 1 期（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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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中美兩國產生衝突，本身就是一個戰略行為。50  

    美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亞太安全

計畫主任及資深顧問克洛寧（Patrick M. Cronin）從 3 個層面解讀中共提出「新

型大國關係」之意涵。其一，避免美中走向零和的競爭關係，對峙的關係不利「中

國夢」之實現；其二，將中共提升至與美平等的地位，當前「崛起的中共將於本

世紀中取代美國」的理論相當盛行，習近平欲在處理美陸關係時，善加利用這種

理論，以提升中共的國際地位。其三，這只是一個權宜之計，中共面臨內部諸多

挑戰，無暇規劃與美關係的長期戰略構想，是以提出一個沒有內容或明確目的的

構想。克洛寧認為，即便如此，兩國仍可加強海事安全和核不擴散之安全合作，

並侷限雙邊戰略競爭，51 以防止雙邊產生摩擦。 

    我國學者胡敏遠認為中共倡議的大國關係意涵有四點：第一，掌握國際政治

脈動的話語權。從中共過往的國際戰略角度來看，中共是在創造一種新的概念與

理論，並爭取這個新概念與理論的話語權，同時奪取意識形態的主導權。第二，

形塑中共「大國外交」之事實。中共已是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其國

力仍與美國有相當大的差距，但若創造與美國平等的大國地位，將有利於其在國

際上的運作空間。第三，緩和美國圍堵中共的壓力。中共認為美國「亞洲再平衡」

政策旨在圍堵中國大陸，提出「新型大國關係」是要求美國勿以強權心態看待其

崛起，同時改變以美國主導的亞太區域秩序。第四，避免大國對抗的命運，以利

國家戰略發展。52 本文作者認為其內涵尚有以下幾點補充說明。 

 

一、闡明中共維護國家利益立場 

    關於國家利益的具體內涵，中外學者乃至不同派系的認知都不盡相同。現實

主義代表摩根索認為，國家利益應當包括三個重要的方面：領土完整、國家主權

                                                                                                                                            
年），頁 1。 

50  王緝思，「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體現中國戰略遠見」，上海社科院社會科學報，第 1 期（2013
年），頁 1。 

51  楊雅琪，「習近平的對外政策，當「新型大國關係」對上「亞洲新安全觀」與「一帶一路」

倡議」，戰略與評估，2014 年第 5 卷第 3 期，頁 28-29。 
52  胡敏遠，「中美對新型大國關係的認知與應用」，戰略與評估，第 4 卷第 4 期（2013 年），頁

6-1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5 

 

和文化完整。華爾滋則認為：生存是國家惟一的利益。53 高琪認為要正確理解

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含義，首先需要弄清中美兩國的發展目標。美國作為當今世

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其目標就是要盡可能長時間地保持全球霸權地位和在世界各

主要地區的主導地位。作為霸權守成國家，美國必然會對任何挑戰者抱持敵視態

度，採取各種手段，包括軍事手段壓制對方。任何對其全球霸權提出挑戰的國家，

都將難以避免與美國形成競爭態勢，兩國的根本國家利益將相互對立。54 中共

的核心利益包括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中國憲法確立的國

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2010 年 5 月，

歐巴馬政府發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指出，美國必須應用戰略手段

來追求四大持久的國家利益，首先是美國、美國公民以及美國盟國與夥伴的安

全。第二是一個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在其中美國經濟強大、創新、不斷增長。

第三在美國國內和全世界尊重普世價值。第四在美國領導推動的國際秩序內，透

過強有力的合作促進和平、安全和機會以及應對全球挑戰。55 作為中共國家整

體戰略的一部分，其根本目標就是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胡錦濤在第十次使節會

議上指出，「維護中共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爭取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睦鄰

友好的周邊環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環境和客觀友善的輿論環境，為全面建設小康

社會服務，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中共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務，也是基本目標。」

是故，中共的外交政策、方針及一切外交活動都是圍繞此目標而制定與執行。在

維護和平與穩定的國際環境上，中共外交有三個利益與需求：首先是爭取有利於

改革與發展的穩定外部環境。其次是保障領土、主權不受侵犯，逐步實現國家統

一。最後在亞太地區發揮主導性影響，成為全球中具有影響力及建設性國家。56 

 

二、隱含「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精神的國際話語權 

    中共政權經過改革開放 30 多年的發展，逐漸融入國際體系，其發展產生的

                                                 
53  常城、李慧，「論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的國家利益觀」，理論觀察，第 1 期（2012 年），頁

13。 
54  高琪，「正確解讀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當代世界，第 4 期（2014 年），頁 30。 
55  同前註 54，高琪，「正確解讀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頁 32。 
56  黃奕龍，「中國和平崛起外交戰略之研究」，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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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應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日益擴大。對於崛起的中共而言，參與全球問題解決時面

臨著如何化被動為主動，如何積極參與解決國際化所產生的問題，從而塑造對己

有利的國際體系。 

    從上個世紀 90 年代初期，鄧小平提出的國際戰略思想的核心，被概括為「韜

光養晦，有所作為」。雖然中共目前經濟增長的實力在國際上有目共睹，部分大

陸學者也認為「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外交戰略解釋力和說服力已經過時，但

王緝思認為這句戰略思想到現在仍有其重要指導意義，並認為堅持「韜光養晦」

的戰略思想，並不意味著墨守成規。「韜光養晦」這一漢語成語的原有內涵，是

掩藏自身能力，不使外露，其外延是等待有朝一日累積到一定力量時再做圖謀。

雖不能說「韜光養晦」一詞必然帶有貶抑，但無論如何重新詮釋、重新翻譯，都

無法掩飾其引申出來的意思，即它是為了實現某種長遠目標而在一個階段內的為

人處世之道。57 張忠軍認為大陸外部國際環境在經濟全球化、世界政治多極化、

文化多元化的發展情勢，金融危機、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使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

家的綜合國力有一定程度的衰退，當前的國際環境為中共的國際話語權提供了一

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之窗。梁凱音對「國際話語權」的定義是指以國家利益為核心，

就社會發展事務和國家事務等發表意見的權利，而這些事務是與國際環境密切相

連的，並體現了知情、表達和參與權利的綜合運用。58 2013 年 6 月習近平在與

歐巴馬會晤時，對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內涵作了精闢概括：「不衝突、不對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贏」。2015 年 9 月 22 日習近平赴美進行國是訪問時指出：「中

美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實現雙方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這是兩國

人民和國際社會的普遍願望，是符合時代潮流的正確選擇。這次訪問美國的目

的，就是要加深兩國人民友誼，拓展各領域務實合作，推動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建

設取得更大發展」。59 因此，本文認為中共此時間點提出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

係」，從外部來看其實是「韜光養晦」，準備要有所作為的最佳表述。 

                                                 
57  王緝思，「中國的國際定位問題與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戰略思想」，國際問題研究，第 2 期

（2011 年），頁 7-8。 
58  梁凱音，「論國際話語權與中國拓展國際話語權的新思路」，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第 3 期

（2009 年），頁 110。 
59  王佳寧，「習近平抵達西雅圖開始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9/23/c_1116645657.htm>（2015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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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圖提升與美對等的國際定位 

    國際社會中，國家不只是追求經濟成長、安全等方面利益，另外還要追求在

國際上的地位。周方銀認為國際地位是一種商品，透過不同國家之間的相對地位

來表現。周並表示新型大國關係的一個重要含義，是中美雙方透過這種形式的合

作可以有加分的作用，但其背後涉及到複雜的議價過程。60 在中美實力不對等

的情況下，新型大國關係的建立，意味著美國決定對中共進行實質性的戰略容

忍，美國是否接受中共具有與其對等的國際地位，值得對其深入研究。  

    長期以來中共學者和決策者皆認為，現在的中國應該是受到國際敬重的大

國，而將此等定位作為其國際行為的核心。麥艾文(Evans S. Medeiros)認為，中

共自 1949 年建政以來，其領導階層論及中共的國際地位時，總強調中共是聯合

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擁有核武、幅員廣大、人口眾多，以及具有歷史傳承的亞

洲主要強權。麥氏認為這些是中共成為大國的指標之一。雖然不清楚中共領導人

如何權衡其國際地位，但全力提升國際地位一直都是中共制定外交政策的主要目

標。61 2013 年 6 月中美元首就構建新型大國關係達成部分重要共識，為推動雙

邊經貿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自此之後，有近 1.2 萬億美元的貨物和超過 170 億

美元的投資往來於太平洋兩岸。2014 年，中美雙邊貿易規模達到創紀錄的 5551

億美元，比建交初期擴大了 227 倍；雙向投資存量超過 14200 億美元。目前中共

已經是美國第二大貿易夥伴、第三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地，美國則是中

共第二大貿易夥伴、第一大出口市場和第五大進口來源地。62 李成接受專訪時

表示，中美關係並不處於蜜月期，從 2015 年初起，有關中美關係步入新的節點、

檢討兩國關係正常化以來對華接觸政策合理性的觀點不絕於耳。2015 年 9 月 1

日，英國媒體甚至報導稱美國政府考慮制裁參與網絡經濟間諜的中國機構。63 

                                                 
60  周方銀，「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動力、路徑與前景」，當代亞太，第 2 期（2013 年），頁

12-19。 
61  麥艾文(Evans S. Medeiros)著，中共的國際行為（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印，100 年），

頁 40。 
62  高虎城，「溫故知新 繼往開來——不斷充實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經貿內涵」，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9/21/c_128249709_2.htm＞（2015 年 09 月 21 日）。 
63  李成，「中美領導人應為雙邊關係定位」，Brookings， 
   ＜https://www.brookings.edu/zh-cn/on-the-record/中美領導人應為雙邊關係定位/＞（2015 年 9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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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再平衡戰略對東北亞安全結構之影響 

 

     亞太地區涵蓋全球地表面積的 52%，在所屬的 36 個國家內共計有 36 億人

口，全世界二分之一的貿易量集中在亞太地區，同時也是絕大多數能源供應的運

輸要點，全球最大的三個經濟體以及主要的軍事強權更是匯集在此地。因此，其

重要性自不在話下。1 美前歐巴馬政府提出亞太再平衡或轉向亞洲的戰略，並以

深化同盟關係、擴展與建構夥伴關係、武力部署結構調整、借重區域機制等途徑，

來達成美國的戰略目標。然而這樣的作為卻導致亞太地區原有的權力格局發生轉

變，原傾向以美國為首的態勢將不復見，起因於中共在經濟與軍事方面的崛起，

使得區域內國家為其利益，選擇在美國與中共之間取得平衡。 

 

 

第一節   美國調整亞太戰略的因素 

    2012 年 1 月，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在五角大廈（Pentagon）宣布了美國新的

國防戰略，名為「國防戰略指導方針」（Defense Strategic Guidance, DSG），並以

「維持美國全球領導地位：21 世紀國防建設的優先要項」（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21st Century Defens）為題。2  2012 年 3 月在美國國會研

究報告書「亞太的樞紐？歐巴馬政府的亞洲再平衡」(Pivot to the Pacific?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Rebalancing” Toward Asia)中指出，美國的全球戰略

重心已從中東轉移到亞太地區，美國將加強與日、韓、澳等美國傳統盟友關係，

建立新的夥伴關係，以及增強美國與重要地區的合作。3 其後雖更名為「亞太再

                                                 
1  謝奕旭，「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對區域權力結構之衝擊與影響」，戰略與評估，第 5 卷第 3

期(2014 年)，頁 1。 
2  閻鐵麟，「從美國亞太地區軍事部署之規畫認識再平衡政策」，載於包宗和主編，美國「再

平衡」政策對東亞局勢之影響（台北，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2013），頁 34。 
3  黃恩浩，「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下澳洲的戰略角色與回應」，國防雜誌，第 28 卷第 2 期（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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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 (Rebalancing toward the Asia Pacific) 戰略，但其核心內涵仍舊是將美國

的戰略重心重新配置於亞太地區，以鞏固美國的領導地位。此一新的戰略概念學

者閻鐵麟認為是在於「重新平衡與改革」美國在全球的兵力部署與資源分配，以

因應急速變化的國際安全環境與日益嚴重的財政負擔。美國的軍事力量雖然強

大，但在反恐戰爭以及 2008 年金融風暴後，為維持全球強權地位仍需要在亞太

區域維持外交與軍事存在，才能重新平衡在亞太地區的軍力部署，因此，被稱之

為「再平衡」戰略。4 作者認為美國重返亞太戰略是基於以下三點：首先美國調

整「反恐策略」係為鞏固與亞太國家戰略合作維持外交與軍事存在；其次是應對

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造成的美國經濟問題，借重亞太地區的經濟增長力復甦

美國經濟；最後則是遏制中共迅速崛起的軍事實力強勢介入周邊領土爭議。  

 

一、美國調整反恐策略 

    歐巴馬政府上台時反恐形勢不斷惡化，南亞菲律賓南部地區甚至愈反愈恐；

基地組織仍加緊策劃針對美國本土的恐怖襲擊，阿富汗塔利班則捲土重來，南亞

恐怖分子成為對美國「最嚴重的威脅」。歐巴馬認為，其前任布希政府發動了伊

拉克戰爭，耗費過多軍事和外交資源，導致美國脫離了阿富汗反恐主戰場。為此，

歐巴馬政府決定結束伊拉克戰爭，將重心轉向亞太地區。5 2009 年 8 月阿富汗

局勢繼續惡化，Mc Chrystal 和其他高級將領公開要求美國再向阿富汗增派 4 萬

名兵力。Chrystal 向時任國防部長蓋茨（Robert M. Gates）提交的報告中發出警

告，鑒於當前阿富汗局勢，如果沒有更多兵力增援，美國將贏不了這場戰爭；而

在未來 12 個月內如未能在阿富汗戰場取的主動權，美國即將面臨失去阿富汗的

風險。6 顯見美國在阿富汗戰爭中面臨內外交迫時的窘境，急需調整戰略以因應

                                                                                                                                            
   年 3 月），頁 2。 
4  閻鐵麟，「從美國亞太地區軍事部署之規畫認識再平衡政策」，載於包宗和主編，美國「再

平衡」政策對東亞局勢之影響（台北，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2013），頁 34。 
5  杜幼康，「美國反恐戰略的調整及其對南亞地區的影響」，2012 年中央警察大學第八屆恐怖 
   主義與國家安全學術研討會，頁 150。 
6  Eric Schmitt and Thom Shanker. “General Calls for More U.S. Troops to Avoid Afghan 

Failure,”The New York Times, ＜
http://www.nytimes.com/2009/09/21/world/asia/21afghan.html?mcubz=1＞（September 20,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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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情需求。 

 

二、借重亞太發展重振美國經濟 

    2011 年 11 月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為文指出，亞太已經成為影響全球政治與經濟的關鍵地區，此地區包括太

平洋與印度洋等二個海洋，全世界幾乎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亞太地區；美國有許

多的重要盟友位於此地，若有美國對此地的承諾是非常重要的，同時也會為美國

持續的領導帶來和紅利，所以是一種互利的關係。7 因此，美國借重亞太地區的

經濟增長，是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更是美國實施「再平衡戰略」的重要動因之

一，8 但也有可能讓北京方面覺得，美意圖牽制中共在此地區日益增長的影響力。 

 

三、遏制中共軍事強勢介入周邊主權爭議 

    2016 年 6 月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接受新華社專訪時表示，中

俄兩國的互信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兩國應豐富雙邊關係合作內涵，擴大雙邊貿

易、提高技術合作水平、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合作，並在國際舞台上攜手維護國際

穩定，共同推動「一帶一路」建設，顯見中俄兩國關係更進一步。9 中共認為

21 世紀前 20 年便是此項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亦是發展綜合國力的最佳時機，

並計畫在 2020 年達成重要的經濟與軍事發展目標，而其中主要的軍事發展目標

包括：軍事現代化獲得重大進展、獲得打贏潛在區域作戰能力，包括臺灣、海上

交通線、南海與東海及西部疆域。中共的戰略轉向，確實已引發與周邊國家的領

土主權爭議，包括釣魚臺、南海島礁及臺灣回歸等問題，這些領土爭議均可能導

致與日本、菲律賓、越南及我國的軍事衝突，亦將影響區域安全與穩定。但鑒於

中共針對東海與南海區域所採取的地緣戰略，主要涉及美國、俄羅斯、日本及東

南亞國家的戰略利益，勢必對其海洋戰略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亦將造成亞太區域

                                                 
7  謝奕旭，「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對區域權力結構之衝擊與影響」，戰略與評估，第 5 卷第 3

期(2014 年)，頁 3。 
8  蔣利龍，「美國“重返亞太”戰略及其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外交觀察， 
   < http://www.faobserver.com/NewsInfo.aspx?id=11015 >（2015 年 3 月 2 日）。 
9  「普京：豐富中俄合作內涵，推動「一帶一路」與歐亞經濟聯盟建設對接」，中共駐俄國大

使館，＜http://ru.china-embassy.org/chn/zegx/t1375019.htm＞（2016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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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平衡與安全情勢的動盪。尤其南海地區是西太平洋及印度洋之間的咽喉，全

球大半數的貨物運輸均經過此區域，對經濟發展相當重要。10 為此，美國經常

在媒體上強調為確保南海地區航行自由及安全，是美國經常強調且不變的利益，

美國將不會漠視中共在此區域的軍事威脅。 

 

 

 

第二節  亞太再平衡戰略 

 

    2011 年 11 月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非正式首腦會議上，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正式提出「再平衡戰略」。2012

年 1 月，美國公佈新軍事戰略報告－「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 世紀國防

的優先任務」，宣稱美軍有必要對其關注重點進行再平衡。11 2011 年 6 月，時任

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Leon Panetta）發表了題為「美國對亞太的再平衡」的演

講，一再表明亞太是美國聚焦的重點之一，必須加強對該地區事務的介入。宣稱

亞洲－太平洋地區是對美國利益和世界秩序穩定最為重要的地區。2011 年時任

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強調，美國對外政策的重點由中東轉向亞洲。重視亞洲的政

策，就如同二戰後美國重視西歐和北美之間的關係及制度建構一樣。從經濟層面

上看，亞洲經濟的崛起是以中共為首的，同時也為美國經濟的快速復甦提供了強

大的動力。中共的經濟崛起反映出美國在該地區影響力相對下降。從美國觀點，

北韓若繼續發展核武器、中共軍力持續增長以及南海爭議問題，已影響到該地區

的安全秩序，最終將會威脅到美國的安全與經濟利益。因此，美國的再平衡戰略

是以在亞洲地區增加經濟發展機會，建構穩定的安全秩序，恢復地區及全球領導

                                                 
10  謝茂淞，「美國亞太再平衡軍事部署下的臺灣地緣戰略」，國防雜誌，第 29 卷第 4 期（2014

年 7 月），頁 66。 
11  譚紅梅，「美國東亞再平衡戰略評估及展望」，外交觀察， 
    ＜http://www.faobserver.com/NewsInfo.aspx?id=10965＞（2015 年 2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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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為核心目標。12 簡而言之，美國想要借重亞太區域經濟發展，首先必須重新

配置戰略資源。 

 

一、強化日本、韓國與澳洲等盟國關係 

    美國為保持在亞太地區政治、經濟優勢地位，增強在此地區的軍事能量，特

別是將部署在歐洲的軍力，逐步轉移到亞太地區。2012 年 6 月帕內塔在新加坡

舉行的第 11 屆「亞洲安全會議」（Asia Security Summit）上表示，13 美國的國防

資源將持續轉移到亞洲，至 2020 年時美國海軍會將 60%的船艦部署在亞洲。2014

年 5 月時任國防部長黑格爾（Chuck Hagel）再次宣佈增加亞太地區地面部隊的

部署，同時也會將 60%的空軍力量部署至亞太地區，以落實「重返亞洲」戰略。

美、中軍力的消長，將成為影響亞太國家決策的重要因素；美國能否繼續維持軍

力優勢，將會牽動著亞太國家的政局演變和外交決策方向。14 因此，再平衡戰

略強調美國將結合地區盟國以及部份亞太國家，積極展開軍事安全合作計劃。 

 

二、介入東海與南海地區爭端 

    2016 年 6 月 10 日美國、日本和印度在日本沖繩附近海域舉行為期 8 天的聯

合軍演，代號「馬拉巴爾」。分析指出此次軍演是美、日、印欲透過艦隊聯合行

動，牽制中共在包括釣魚台在內的東海一帶活動。根據日媒報導，中共大型海警

船數量遠超日本，兩國海上警備力量出現逆轉，綜合有關數據顯示，2014 年日

本為 54 艘，中共當時已達 82 艘，至 2015 年日本增至 62 艘，中共已達 111 艘，

日本被遠遠抛離。預計 2016 年以後中、日海上警備力量差距將進一步擴大。相

關報導指出中共海警局並未將所有大型船一直部署於東海。但中、日逆轉的影響

已開始影響到東海局勢。15 目前釣魚台問題已經達到一個新的緊張高度，如果

                                                 
12  同前註 11，譚紅梅，「美國東亞再平衡戰略評估及展望」。 
13  「香格里拉對話」（Shangri-La Dialogue）是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自 2002 年起，每年主辦的年度安全論壇，正式名稱為「亞洲安全會議」 

Asia Security Summit），因為論壇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飯店舉行，而有「香格里拉對話」的別

稱。 
14  李毓峰，「美國的南海戰略：謀勢、佈勢與爭勢」，全球政治評論，第 53 期（2016 年），

頁 14。 
15  莊晁權，「劍指中國！日本聯合美印東海牽制」，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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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繼續任由發展下去的話，中、日海上衝突可能性大為增加，進而將美國拉進兩

國爭端。 

    冷戰結束後，美國的南海政策歷經了較為長期的演變過程，從早期所謂的「新

孤立主義」朝向「中立主義」方向發展，近年來呈現出明顯積極干涉的態勢。1995

年 5 月克林頓政府發表「南沙群島與南海政策聲明」，首次確認美國在南海地區

的利益。1997 年 9 月美國與日本就「美日防衛合作指針」達成協定，將南海地

區納入安保範圍，顯示出美國為維護南海地區的利益做出的戰略反應。2008 年

歐巴馬上台後，隨著其「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逐步落實，華盛頓介入南海問題不

斷加深。其本質在於維持和強化在亞太地區的主導性影響，具體手段則是「離岸

平衡」和「選擇性介入」，透過在亞太地區造成適度摩擦和爭端來為美國介入提

供更多的時機，並藉此來凸顯美國的「平衡者」和「裁判者」角色。16 2013 年

菲律賓就「南海島礁主權爭議」向海牙常設仲裁法院單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時

隔 3 年，在 2016 年 7 月 12 日海牙法庭對「南海仲裁案」作出全面否定中共在

南海歷史權利的裁定結果，17 一時之間成為全球媒體爭相追逐的新聞焦點。 

 

三、增進印度、越南和緬甸等國合作 

    2015 年 1 月 25 日美國總統歐巴馬與夫人米歇爾（Michelle La Vaughn 

Robinson Obama）抵達印度首都新德裡進行為期 3 天的訪問。據印度媒體報導，

經過此次會談，印度與美國就實施 2008 年簽署的民用核能協議達成共識，雙方

核能合作商談取得重要突破。印度官方消息說，雙方還有望簽署一項軍事防衛合

作協議。中國學者孟祥青用「三點一線」來說明美國外交面臨的困境；孟認為在

歐洲，美國的問題主要是如何平衡俄羅斯﹔在中東，美國主要面臨如何再平衡伊

斯蘭國（The Islamic State, IS）這樣一個極端勢力的挑戰﹔在亞洲，美國面臨的

                                                                                                                                            
    ＜http://photo.chinatimes.com/20160611003363-260813＞（2016 年 06 月 11 日）。 
16   嚴語，「南海爭端中的大國博弈、小國奪利」，觀察， 
    ＜http://www.observer-taipei.com/article.php?id=682＞（2015 年 5 月）。 
17  「南海仲裁案：美國官員敦促尊重仲裁結果」，BBC 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6/07/160708_south_china_sea_ruling_us_asia＞ 

（2016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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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再平衡中國。也就是說，在力量有限的情況下，如何平衡三點一線上的力

量，並且取得一定程度的突破。印度成熟的軍事力量提供東協所需之海陸邊域安

全保障，特別在海事安全方面的防禦。在後冷戰國際情勢、印度經濟轉型以及海

陸地緣政治與經濟利益及中國崛起的危機感，促成東協與印度雙邊合作的開展與

深化，從 1995 年的對話夥伴提升至 2012 年戰略夥伴關係，足見東協對印度的友

好及重視。18 在這樣的背景下，印度在美國再平衡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明顯提

升，美國希望透過加強和印度全方位的合作，利用印度的地位和影響力再平衡中

國，也利用印度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使美國的再平衡戰略得以順利實施。 

    歐巴馬就任之初，就面臨著中共在南海專屬經濟區挑戰美國軍艦的航行自由

問題，在中共日益重視南海權益之後，美國也逐漸提高南海政策的位階往「戰略

轉向」發展，使得東南亞、南海成為「亞洲再平衡」戰略試點區域之一。19 中

南半島過去受到美國戰略關注度程度較低，2009 年在歐巴馬政府上台後，調整

全球戰略部署，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高調重返東南亞。在佔據東南亞國家

半數的中南半島五國中，除泰國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傳統盟友，越南、柬埔寨、

寮國、緬甸四國都因歷史、意識形態等原因，與美國存在不同的問題，是美國外

交中的邊緣地帶。20 為此歐巴馬政府對這五國採取較為積極、均衡的外交政策。 

    歐巴馬政府的東南亞政策，中共學者杜蘭指出三點:體現在加強與盟友的關

係、發展新的夥伴國、積極改善與一些疏離國家的關係。首先，鞏固與泰國盟友

的關係。2012 年 11 月，歐巴馬和前美國防部長帕內塔都先後訪問泰國，成為美、

泰兩國同盟關係提升的重要關鍵。其次，力圖將越南發展為在該地區新的戰略支

點。2010 年美國四年防務評估報告將美越關係定位為全面夥伴關係，並希望發

展成戰略夥伴關係。2013 年 7 月，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訪問美國，美越確定建

立全面夥伴關係。2015 年 7 月，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訪問美國，實現了越共

                                                 
18  徐家慧，「印成美國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重要棋子」，人民網，  
    ＜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2015/0127/c1011-26458115.html＞（2015 年 01 月 27

日）。 
19  林正義，「歐巴馬政府的南海政策國的回應及對台灣的影響」，東吳政治學報，第 34 卷第 1

期（2016 年），頁 10。 
20  杜蘭，「中美在中南半島的競爭態勢及合作前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 
    < http://www.ciis.org.cn/chinese/2016-09/13/content_9030990.htm> (2016 年 9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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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領導人首次對美的正式訪問。2016 年 5 月 23 日，歐巴馬訪問越南，成為歷

史上第三位訪越的美國總統。最後，積極改善與寮國和柬埔寨的外交關係。2012

年 7 月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先後訪問越南、寮國、柬埔寨三國。是美國務卿

60 年來首次訪問寮國，被視為美、寮關係的破冰之旅。2012 年 11 月歐巴馬連任

後高調出訪泰、緬、柬，成為有史以來首位在任期間訪柬的美國總統。2016 年 1

月時任美國國務卿克里（John Forbes Kerry）訪問了寮國、柬埔寨。21 中南半島

與中共素有深厚的交往傳統與互動關係，華盛頓高調的重返亞太動作，無異加深

北京方面的猜忌。 

 

四、參與東亞峰會（East Asia Summit, EAS），強化美國在東協的制度

性存在 

    國際關係理論認為，小國對大國可採取的策略被歸類為「抗衡」（Balancing）

或者「扈從」（Bandwagoning），但實際上小國較傾向於中間的戰略位置，以利平

衡國家利益並從中獲利。抗衡策略意謂透過本國內部實力的增強或是結合其他相

對弱小的國家，共同組成聯盟對體系內最強大的國家。抗衡策略可以透過強化本

國的內在力量達成目標，也可以透過與其他強國建立軍事聯盟等手段，運用外部

抗衡方式達成國家間權力平衡的目標。扈從政策是指弱國加入強者的陣營，也可

說是一種不對等的交換，弱國對主宰國做出不對稱的讓步，並且接受一個臣服的

角色。22 因此東協的最大目的在於，對內要阻止東協成員國之間的衝突，有助

於各國政府專心國内統治，也同時對外宣示區域國家的團結並且避免給予其他大

國介入東南亞區域發展的理由。23 事實上東亞區域的秩序基本上根據美國的霸

權及壓倒性的軍事力量所建立。Michael Mastanduno 認為美國的軍事及經濟力量

對於維持東亞區域秩序的貢獻可歸類為以下四點：（1）阻止互相競爭的中日兩國

陷入具有危險的相互關係；（2）確保弱小國的國家安全及自主性；（3）管理引爆

                                                 
21  同前註 20，杜蘭，「中美在中南半島的競爭態勢及合作前景」。 
22  宇都宮溪（Kei Utsunomiya），「東協在大國參與區域整合後之多邊主義策略」，全球政治評   

論，第 47 期（2014 年），頁 124-125。 
23  同前註 22，宇都宮溪（Kei Utsunomiya），「東協在大國參與區域整合後之多邊主義策略」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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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性衝突的問題，如朝鮮半島問題或臺灣問題等；（4）抑制區域國家之間的經

濟民族主義崛起。24 再平衡政策是歐巴馬政府亞洲整體戰略布局的核心，具體

內涵經過相當時日的醞釀，強調美國在亞洲地區將投入更多的經濟、軍事及外交

資源與關注，透過與南亞地區國家合作，以確保美國在亞太的領導地位。 

 

 

第三節  再平衡對東北亞安全情勢之影響 

 

    正當北韓正忙於核武試爆與導彈試射之際，美、韓「順水推舟」在韓國設立

「薩德」反導系統，中共雖強力反對，也無法扭轉此一局勢。美國的「再平衡」

戰略又下一局。儘管中美表面上仍維持著「鬥而不破」的競爭與合作關係，但其

盟國日本與韓國卻與其鄰國中共的關係埋下變化的伏筆。以日本為例，安倍藉由

美再平衡戰略與在韓部署薩德從中獲得漁利就是最佳應證。中美兩國的競爭與合

作必須小心謹慎，以避免被區域國家「搭便車」，淪為被區域國家選擇在中美兩

大國之間「再平衡」。 

 

一、東北亞安全情勢 

  （一）北韓核武試爆持續 

    北韓曾於 2006 年 10 月、2009 年 5 月、2013 年 2 月，實施過 3 次核武試爆，

2016 年 1 月北韓進行第四核試爆，根據美國和中共所測得 5.1 級地震數據資料，

此次試爆規模與前一次試爆數據相似。因此，美國國會調查局(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CRS)報告認為，北韓此次試爆並非氫彈，可能是進行氫彈前

一階段的「助爆型裂變彈」(boosted fission weapon) 或者只是單純的核試爆。朝

鮮中央通信社在發表試爆成功的聲明中表示，此舉乃是為防禦其他核武國家威脅

                                                 
24  同前註 22，宇都宮溪（Kei Utsunomiya），「東協在大國參與區域整合後之多邊主義策略」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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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衛措施。25 北韓擅於利用大國之間的矛盾獲得利益，它透過核試驗等一系

列動作激化中共、美國、日本和韓國的矛盾，並且屢試不爽。從某種角度看，中

韓關係的發展、上升或低落，相當程度上被朝鮮牽制。近年來中韓之間走得很近，

北韓一次核試驗就完全扭轉了局面。北韓也利用中美戰略上的衝突，挑動中美對

抗，為其推進核計劃創造條件。2016 年 9 月 9 日北韓第五次核試爆且為核彈頭

試爆，北韓官方在當天下午證實並宣稱已具備核彈頭小型化技術，可裝在戰略彈

道飛彈上。26 2016 年北韓進行了兩次核試驗，又進行了 20 多次導彈發射，現在

又開始進行遠程導彈的點火和彈頭重返大氣層試驗，這一系列動作表明北韓的核

計劃在加速的推進。 

  （二）中、日東海主權爭端白熱化 

    2010 年 9 月 7 日「撞船事件」所引發的釣魚台領土之爭，近年來持續增溫。

日本陸上自衛隊於 2016月 8 月 28日在靜岡縣的東富士演習場舉行了日本國內最

大規模的實彈「富士綜合火力」演習，演習以奪回被敵人占領的島嶼為假想目標，

本次演習特別之處在於這是擴大自衛隊任務的安保法在 3 月份實施以來首次進

行，因此在時間點上具有指標性意義。27  中共戰略文化促進會 2016 年 8 月 12

日在北京發布「2015 年日本軍力評估報告」，該報告稱 2015 年是二戰結束 70 周

年，日本在這一重要的歷史節點加速軍事崛起、推動國防正常化及軍事大國化，

其中最引人關注的是日本在安保法制上的突破。日本 2015 年在國防預算方面再

次大幅提高，這是安倍第二次執政以來連續第三年增加國防預算。根據日本 2015

年「防衛白皮書」和 2015、2016 年日本防衛預算案公布的數據，2015 年日本的

國防預算為 4.98 萬億日元，比 2013 年度相應額度增加了 953 億日元（2%）。28 

                                                 
25  林賢參，「北韓試爆「氫彈」對東北亞區域安全影響之觀察」，展望與探索，第 14 卷第 2

期 （105 年 2 月），頁 35。 
26  張璉瑰，「縱論朝核問題」，中國評論新聞網，＜

http://hk.crntt.com/doc/1044/1/2/0/104412088.html?coluid=93&kindid=15470&docid=10441208
8&mdate=1005002034＞（2016 年 10 月 5 日）。 

27  「日本自衛隊舉行國內最大規模實彈射擊演習」，中國評論新聞網，＜ 
http://hk.crntt.com/doc/1043/6/9/7/104369736.html?coluid=218&kindid=11713&docid=1043697
36&mdate=0828172521＞（2016 月 8 月 31 日）。 

28 「中國智庫發布日軍力報告：日本加速軍事崛起」，中國評論新聞網，＜

http://hk.crntt.com/doc/1043/5/0/4/104350472.html?coluid=93&kindid=15470&docid=10435047
2&mdate=0814001834＞（2016 月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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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美在韓部署薩德反導系統 

    2016 年 07 月 8 日，南韓國防部宣佈，韓、美兩國同意在韓國境內部署「末

段高空區域防禦系統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簡稱「薩德」 

系統)。韓國國防部表示:為了保護韓國國家安全、軍事設施安全以 及人民安全，

韓國和美國已經共同決定部署薩德系統;部署薩德系統有助於增強多層次飛彈防

禦體系，強化韓、美聯盟對北韓的飛彈防禦能力;薩德系統部署後不會對準北韓

以外的其他任何國家，僅僅只用於應對北韓威脅。但此一宣佈，立即引發周遭各

主要國家作出不同的反應。29 「薩德」系統有何能耐能讓區域大國如此緊張，

中共著名軍事專家羅援從「薩德」反導系統本身的作用來看，主要用於攔截 3500

公里以上的中遠程導彈，而朝鮮半島從北到南也才 1100 多公里，根本就是「項

莊舞劍」的做法，而把威懾範圍延伸到了中共與俄羅斯境內。30 「薩德」反導

體系中的 X 波段雷達，其探測距離可以到達中共東北境內縱深的一些軍事設施，

窺視其軍事訓練和戰備活動，因此，對中共與俄羅斯方面造成了不可忽視的威脅。 

    綜觀部署「薩德」對中日韓的影響，首先破壞了東北亞地區的安全格局，危

及中共在該地區的戰略利益，半島不穩定因素驟增；其次影響中韓之間長期經貿

互動與高層的政治互信。儘管韓方無論是政界還是學界，均聲稱「薩德」無害中

韓關係與地區穩定，但這一決定已不可避免地對中日韓關係產生極大程度的影

響。31 2016 年 4 月，習近平在華府當面向歐巴馬表示，「堅決反對」美國在南韓

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認為此部署會損害中共利益，也會損害東亞地區戰略平

衡，是「損人不利己」的行為。32 美、日、韓 3 國首腦隨後仍在峰會做成決定，

執意要在南韓境內部署「薩德」，並於 2017 年底完成作業。 

    學者認為美國在南韓部署「薩德」是「一石四鳥」之計，首先向美國國會表

                                                 
29  應紹基，「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反飛彈系統的戰略意圖與影響」，台北論壇， 
    ＜http://140.119.184.164/view/295.php＞（2016 年 7 月 27 日）。 
30  羅援，「美在韓部署薩德意在封堵中國核戰略能力」，人民網， 
    ＜http://military.people.com.cn/n1/2016/0801/c1011-28601499.html＞（2016 年 08 月 01 日）。 
31  「G20 前瞻：東北亞敏感 中日韓如何互動」，中國評論新聞網，＜

http://hk.crntt.com/doc/1043/7/1/0/104371097.html?coluid=218&kindid=11715&docid=1043710
97&mdate=0831001914＞（2016 年 8 月 31 日）。 

32   魏允禮，「中國大陸的薩德外交博奕策略分析」，海軍學術雙月刊，第 51 卷第 3 期(2017 年 6
月)，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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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撥款發展「抵消戰略」是正確決定；其次有利於鞏固美日韓軍事同盟關係；第

三向亞太國家展示美國主導地位；最後則是對中共與北韓展示戰略威懾能量。33 

美韓聲言「薩德」系統預於 2017 年即可建成，學者認為薩德反導系統對東北亞

地區之影響有三點：第一、拉高區域對抗態勢：朝鮮半島部署「薩德」引發中、

俄羅斯與北韓強烈抗議，促使前兩者成為防禦共同體，然美、日、韓軍事同盟關

係卻也更加緊密，且美國所建構從日本至澳洲之軍事防禦島鏈，亦因南韓加入讓

戰略前沿得以進入朝鮮半島，區域態勢朝、中、俄對抗美、日、韓新格局發展。

第二、提升俄國角色地位：新一波地緣對峙除使中、俄關係更將強化外，還可由

俄羅斯擴大對北韓貿易與增加對日本、南韓投資可看出，俄國亦在試圖平衡中共

對北韓獨斷地位，並凸顯出其於東北亞地緣經濟之角色，以加速融入亞洲進程。

第三、中日和緩契機浮現：中日雖均仍未放鬆對釣魚台列嶼周邊海域維權宣示作

為，但中共為防範日韓聯手，平添應處東北亞問題難度，以維持戰略平衡，已與

日方就啟動東海海空緊急聯繫機制達成共識，象徵儘管雙方戰略互疑不易解決，

但對話策略已緩和過去緊張情勢。34 當前東北亞情勢可謂更加嚴峻，各國外交

合縱連橫，追求本身最大利益則是其共通點。 

 

二、區域主要大國之反應 

    Gregory Ryan 採用 Buzan 及 Waever 之區域安全複合體理論，分析東亞各國

對美國轉向亞洲戰略之反應。35 由於美國轉向牽涉軍事、經濟、政治、社會及

環境等面向複雜，本文試圖探討美國再平衡戰略對東亞各國影響及反應，以之描

繪東亞的區域安全情勢。 

  （一）日本 

    美、日同盟源於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日本列島位於亞洲大陸東岸外的太平

                                                 
33  曾復生，「部署薩德 朴槿惠的痛苦豪賭」，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http://www.npf.org.tw/printfriendly/16037>（2016 年 8 月 5 日）。 
34  鄒文豐，「美韓部署 THAAD 對東北亞情勢之影響」，青年日報， 
   ＜http://news.gpwb.gov.tw/News/133675＞（2016 年 9 月 23 日）。 
35  Gregory Ryan，「區域安全複合體理論、東亞與美國再平衡:美國轉向亞洲的區域反應」，全

球政治評論，第 49 期（2015 年），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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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上，在西方學者眼中，日本扼守著東北亞陸權國家通向太平洋的重要通道，是

防禦陸權國家東擴的屏障。近六十年來，美日同盟逐漸成為維護亞太區域安全與

和平的公共財。美日同盟的中心思想是如何維持亞太區域的現狀，不容許任何國

家破壞現狀，包括台灣海峽、南北韓、東海、南海與印度洋等廣大領域。但由於

北韓發展核武和試射飛彈，以及中國崛起造成亞太區域的不安，如日中兩國於東

海與釣魚台的紛爭，同時片面主張對一百四十萬平方公里南海區域的領有權，造

成中菲及中越在南海的紛爭等相繼發生，導致美國意識到必須提升區域和平的軍

事抑制力量，此點使得美日同盟逐步加深。對此，日本安倍晉三首相於 2014 年

7 月 1 日以內閣決議通過「容認集體自衛權的行使」。36 讓日本由被動防衛的角

色轉變為主動進攻作戰的概念，勢必對整個亞洲情勢產生重大的影響。 

  （二）韓國 

    2014 年 7 月 3 日，習近平對韓國進行就任國家元首後的首次國事訪問，把

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帶入了合作升級的新階段。訪韓期間習近平指出，面對中

韓關係及國際和地區形勢的新發展新變化，中韓要作實現共同發展的夥伴、致力

地區和平的夥伴、攜手振興亞洲的夥伴、促進世界繁榮的夥伴。四個夥伴的提出，

也為今後中韓關係的發展指明了方向。37 朴槿惠上台時曾積極強調推進「朝鮮

半島互信進程」、「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中美平衡外交等和平進步政策；38 在

2015 年 9 月 3 日中共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 週年之際，無視國內反對意見，

執意前往大陸訪問。朴槿惠借此次訪中之際，開始擺脫在美韓同盟框架內側重與

中國大陸發展經濟關係的「安美經中」路線，轉而實行美中平衡外交。朴槿惠訪

中前強調：「不能把自己看成小國。那種認為大國相爭，小國受累的想法是逃跑

主義式的。」韓國外交的困境在於，每當美中之間出現互不相容的爭執時，韓國

就會在最大的盟國美國和最大的貿易夥伴國中共之間擺盪。39 在朴訪中不到 2
                                                 
36  李明峻，「從日本集體自衛權的解禁，探討亞太的和平安全與台灣的因應之道」，新世紀智庫

論壇，第 71 期(2015 年 9 月)，頁 10。 
37  「盤點 2014 年中韓關係的十件大事」，亞太日報， 
    < http://zh.apdnews.com/asia/asia/seouljianwen/147207.html>(2014 年 12 月 31 日)。 
38  曾健民，「美國意圖破壞東北亞經濟一體化」，海峽評論， 
    ＜http://www.haixia-info.com/articles/8082.html＞（2016 年 9 月 1 日）。 
39  鐘玉嵐，「轉向美中平衡樸槿惠中國行開闢韓外交新格局」，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9/07/c_128203240.htm＞（2015 年 09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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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時間，朴在華盛頓與歐巴馬見面後態度劇變，強調：「韓國是美國亞太再平

衡政策中的核心夥伴」，表示要重回美國懷抱；接著在 12 月 28 日在慰安婦問題

上與安倍妥協。 40  以及加入中共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簡稱亞投行)就是區域國家選擇在中美兩大

國之間「再平衡」的一個例子。 

 

  （三）俄羅斯 

    俄亞太問題專家史科塞列夫(Владимир Скосырев)指出，近來中共與美國和

菲律賓在南海正悄悄地進行一場劇烈的博弈行動，日本、臺灣加入美國陣營，俄

羅斯卻站在中共這一方。西方觀察家認為，這場區域衝突未來極有可能演變成世

界大戰。北京強烈指責，這是由於美國企圖建立區域同盟，所以才造成目前亞太

緊張局勢升高。史科塞列夫根據人民日報的分析指出，美國之所以強烈指責北

京，其目的是要使亞洲各國感受到「中國威脅」。第一，美國想擴大其本身在太

平洋的軍力，這也是美國太平洋「再平衡」戰略的一環。其次，華府企圖影響海

牙常設仲裁法庭有關菲律賓提出的南海仲裁案之裁決。美國希望國際同情菲律賓

被中共欺壓的遭遇，而忽視菲律賓先向中共挑釁的事實。第三、美國之所以故意

挑起南海衝突，是企圖在本地區建立一個反中同盟，以便操弄各方的矛盾和衝

突。2014 年中共就憂慮在 2016 年海牙常設仲裁法庭對南海仲裁的不利裁決，所

以在 2014 年王毅向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諾夫表示，中俄未來將共同對抗爭端的

國際化。此外，在聯合聲明中，關於南海衝突，中俄共同呼籲南海主權爭議，應

由「直接當事國」通過雙邊談判來解決，至於「南海域外國家」（指美國）應為

維護南海和平穩定發揮作用，而非將局勢攪亂，中俄也都反對美國以北韓危機為

藉口，在南韓部署薩德(THAAD)反導偵察監控系統。41 俄羅斯外交部發佈消息

稱，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反飛彈系統的計畫，將導致地區局勢緊張，42 朝鮮半

                                                 
40  同前註 38，曾健民，「美國意圖破壞東北亞經濟一體化」。 
41  姜書益，「俄羅斯轉變對南海衝突的態度」，觀察， 
    ＜http://observer-taipei.com/article.php?id=1147＞（2016 年 9 月 1 日）。 
42  應紹基，「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反飛彈系統的戰略意圖與影響」，台北論壇，< 

http://140.119.184.164/view_pdf/295.pdf >(2015 年 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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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問題原本就是錯綜複雜不易解決，美國此舉將使該地區緊張局勢加劇，對東北

亞地區帶來最不利的影響。 

  （四）中共 

    大陸經濟因隨著全球化情勢發展，而對海上運輸的依存度增加，海上交通線

的安全對大陸經濟的持續發展，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中共與數個東南亞國家

在南海問題上仍舊有著領土爭端。而海洋問題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維護海洋權

益等同於維護中共的國家利益。維護海上交通線安全與海洋安全，也成為解放軍

海軍的新任務，特別是維護南海的海上交通線安全。43 種種跡象顯示，中共對

美國的亞太再平衡策略是積極地回應，強化與發展海空軍能力、增進與周邊國家

的友好及夥伴關係、對南海與東海主權爭議採取強硬立場、對美國進行戰略圍

堵、藉機展示軍力及進行軍事演習。44 對於美國將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

中共外交部表示，美國和韓國不顧包括中方在內有關國家的明確反對立場，宣佈

將在韓國部署薩德反飛彈系統，無助於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目標，不利於維護半

島的和平穩定，45 意即將嚴重損害包括中共在內的亞太地區國家的戰略利益。 

 

三、再平衡對區域安全形勢之影響 

    過去單極「美國體系」削弱了中共在國際上與美國一爭高下的意願，而且美

國鞏固自身地位的努力使它變得「不可挑戰」。但隨著中共國力的變化，中共正

重新確立自己在國際上的地位，並加強自身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46 李熙玉認

為在未來 10 年內，中美兩國的實力很有可能繼續保持現有差距。事實上中國的

崛起混雜著形象與實質兩種因素，至少在全球層面上出現中美權力轉移(power 

transition)的 可能性不大。不過有分析稱儘管存在綜合國力的差距，但兩極時代

還是會在今後 10 年內到來。這種變化可能首先集中出現在中國的核心周邊地

                                                 
43  謝奕旭，「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對區域權力結構之衝擊與影響」，戰略評估，第 5 卷第 3 期

（2014 年秋），頁 17。 
44  同前註 43，謝奕旭，「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對區域權力結構之衝擊與影響」頁 20。 
45  同前註 42，應紹基，「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反飛彈系統的戰略意圖與影響」。 
46  李熙玉、于婉瑩，「均衡的東北亞國際關係與半島安全結構——以新型韓中關係構想為中

心」，東北亞論壇，第 4 期（2014 年），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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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即東北亞地區。如此看來東亞將會出現美國的亞洲再平衡(rebalancing)與中

國的反平衡(anti-balancing)之間的競爭，以及兩國之間的衝突與合作。雖然中共

和美國都對「G-2」抱以消極的評價，李認為東亞很有可能形成事實上的中美共

治。47 在這樣的背景下，朝鮮半島的地理位置不僅是中國的命運息息相關，而

且還是美國重要的關鍵地區。 

 

（一）將改變區域戰略結構 

    隨著中國大陸綜合實力的成長與發展，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已經明

顯受到中共的挑戰。美國在亞太的盟國友邦，普遍希望美國繼續制衡中共，但是，

這些國家與中國大陸在經貿、政治、社會、文化，以及軍事互動關係的日益密切，

也出現了「戰略猶豫」，並徘徊在「親美」、「親中」，或平衡政策路線上。48 同

時，多數的亞太國家都在密切觀察美中競合關係變化動向，藉以調整本身戰略位

置，以期達到趨吉避凶並能左右逢源的效果。曾復生認為亞太國家對美中競合基

本態度包括，第一、多數亞太國家都希望與中共進行建設性互動，並加強在經貿

上的合作，但是卻不願意表現出「臣服」的地位，同時其對於中共在文化上和政

治上的威權主義，仍然不時顯露出相當程度的焦慮感，因此，多數亞太國家仍然

希望美國能夠繼續留在亞洲，以有效制衡中共力量的擴張；其次，亞太國家對於

美國與中共的互動關係，經常處於一種週期性的變動，而感到相當困惑。現階段

亞太國家最不願面對的難題就是，當美國與中國大陸爆發激烈衝突時，亞太國家

勢必要被迫選邊站，而這種狀況將造成亞太主要國家，無所適從的窘境，因此，

多數亞太國家都希望美國與中共之間，能夠維持穩定一致，而且可以預測的互動

關係，使亞太國家的經濟發展、軍事安全，以及外交政策等，都能夠在穩定的架

構內推動；最後，中國崛起在亞太地區所造成的複雜情緒與焦慮感，正好能夠為

美國在亞太地區所推展的「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綠色經濟成長，以及「海空整體作戰」的軍事安全合作計劃等，創造有

                                                 
47  同前註 46，李熙玉、于婉瑩，「均衡的東北亞國際關係與半島安全結構——以新型韓中關係

構想為中心」。 
48  曾復生，「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發展前景研析」，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http://www.npf.org.tw/2/12643>(2013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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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促進效果。49 因此，亞太主要國家想到利用美國發揮積極作用，並藉此機

遇，調整國家戰略，以期達到利益極大化的效果。 

    中美在亞太地區競合關係複雜化，讓亞太國家陷入「戰略猶豫」處境。曾指

出目前各國正密切關注五項變化指標，做為選擇「親美」、「親中」或維持平衡政

策路線的依據，其中包括：（一）美國總統處理與中共互動關係的政策立場與具

體作為；（二）在財政困境與刪減預算雙重壓力下，美國如何繼續維持其在亞太

地區的軍事能量與相對優勢地位；（三）美國如何面對處理台海兩岸互動愈趨頻

密的新形勢；（四）美國如何發展與亞太國家間多邊自由貿易關係；（五）美國如

何向日本、南韓，以及澳大利亞等亞太盟國保證，美國一方面能夠制衡中共勢力

擴張，同時也能夠保持與中共的建設性合作關係，並避免發生破壞性的對抗，導

致亞太地區被迫捲入美中衝突的大災難。50 以日本為例 2013 年 12 月日本安倍

內閣通過 2013 年防衛計劃大綱，並增加 2014 年度國防預算為 4 兆 8194 億日圓，

較 2013 年成長 3%。該大綱分五大部分：日本的國家安全環境、國防基本方針、

國防態勢、防衛力基礎與注意事項。大綱首先分析日本周邊安全環境的變化，並

直指中共持續大幅增加國防經費急速強化軍事實力、軍事目的不明與軍事透明度

低、於東海及南海急速擴大軍事活動試圖以武力改變現狀、持續入侵日本領海與

領空、與擅自劃定「東海防空識別區」妨礙公海上空飛航自由等行為，是日本國

家安全與世界和平的強烈隱憂。51 本文作者認為，亞太國家將以日本、韓國為

典範，持續在中美之間操作「平衡外交」。 

 

（二）加速區域軍備競賽 

    中共 2006 年至 2015 年國防經費編列，除 2010 年外，其餘年度均維持 2 位

數百分比成長，其總額僅次於美國，位居亞洲第一。(參閱表 3-1)中共雖強調防

                                                 
49  同前註 48，曾復生，「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發展前景研析」。 
50  同前註 48，曾復生，「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發展前景研析」。 
51  郭育仁，「解構日本 2013 年《防衛計劃大綱》」，信報， 
    ＜http://www2.hkej.com/commentary/cnpolitics/article/345743/解構日本 2013 年《防衛計劃大

綱》＞（2014 年 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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禦性的國防政策，然近年來陸續投入高額預算外購武器與技術，並積極進行武器

研發，其國防發展已逐漸超出防禦所需，使中共被視為潛在威脅，進而引發亞太

地區軍備競賽，影響區域安全穩定。52 
 

 
               表 3-1 1 中共公布之 2006 年至 2015 年國防預算統計表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 104 年國防報告書，頁 49。 
 

    中共為對抗美國轉向亞太的戰略，與俄羅斯發展更為緊密的關係，兩國舉行

多次的聯合軍事演習、增進戰略合作，中共更向俄羅斯購買 24 架最先進的 Su-35

戰機。中共解放軍也持續進行現代化計畫，除全面地改善武力，也集中心力發展

與部署彈道飛彈、巡弋飛彈、無人飛行載具(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53  

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2016 年 6 月 25 日共同簽屬頒布「關

於加強全球戰略穩定聯合聲」、「關於協作推進信息網絡空間發展的聯合聲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聯合聲明」等三項聲明，原本即為反對區外力量

為藉口，針對性的在歐洲部署「岸基神盾反導系統」及在亞太地區部署「薩德系

統」，美、韓此刻決定部署薩德，無異坐實了中、俄聯手抗拒美國的走向。輿論

認為在南韓啟動薩德系統，只會逼使中共加強東海巡航，加強對日本的施壓；在

南海加速島礁軍事設施；與俄羅斯維繫更緊密的軍事與戰略合作，讓中、俄組成

                                                 
52  「中共軍事現況與發展」，中華民國 104 年國防報告書，頁 49 。 
53  謝奕旭，「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對區域權力結構之衝擊與影響」，戰略評估，第 5 卷第 3 期

（2014 年秋），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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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艦隊」的說法可能成真。54 作者認為美在韓部署薩德，並無助於中美朝

向合作關係發展，反而是激化區域緊張關係，因此，東北亞區域安全情勢呈現一

股山雨欲來的跡象。 

                                                 
54 「薩德系統 攪亂東北亞安全」，旺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713000880-260310＞（2016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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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美對新型大國關係的認知態度 

    孫子兵法謀攻篇有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

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自習近平提出建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後，引發中

美兩國戰略和學術界的多方位觀察與討論，但其中大多是提出疑問和不同見解，

凸顯出建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複雜性與艱巨性。美國方面雖然能夠正視中美在

現實中的利益交織、合作空間與國際環境的需要，認同兩國努力謀求某種新型關

係，並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提出了一個方向，但華盛頓方面對於新型大國關係的

概念本身仍保持著疑慮，認為實現這一目標存在核心利益認同、戰略佈局挑戰以

及第三方因素干擾等多重障礙，尤其是在「相互尊重」的實施與兌現上與中共表

述存在明顯的差異。1 對此，本文首先說明中美兩國對於核心利益的闡釋，其次

探討美國各界對中共倡議建構大國關係的解讀，最後整理出美國對於新型大國關

係的態度。 

 

 

 

第一節  中美對核心利益的定義 

         

    政治和經濟學家很早就使用利益的概念解釋人類的政治和經濟行為。追求經

濟利益和政治權利被認為是人類的天性。摩根索（Hans J. Morgenthou）認為國

際政治就是權力政治，也是一種國家利益調整的過程，國家不論大小，一定要追

求利益，以求自保或向外發展。2 奈伊（Joseph S. Nye Jr.）認為國家利益是國家

制定政策的基礎和確定對外關係的行為準則，是用於制定國家外交政策的依據。

                                                 
1  刁大明，「美國學界對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討論」，國際政治科學，第 1 期（2015），頁 78。 
2  林碧沼，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7 年），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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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的見解是國家利益既包含了政治利益，又包含了經

濟利益。國內學者高佩珊指出國際關係學者大多數認為核心利益不宜公開闡述，

以為將來國家之間的博弈保有談判、讓步的空間。3 王緝思認為核心利益是國家

利益中不容侵犯、沒有討價還價餘地的內容；國家的核心利益是國家利益結構中

處於中心位置、對國家利益整體影響重大的部分，涉及國家的生存、獨立和發展

三個方面的利益需求。由於實力地位的差距和國家利益觀的不同，中美兩國對國

家核心利益有著不同的界定、排序、側重點和戰略構想。4 因此，中美對於國家

核心利益看法，體現了各自判斷威脅時的基本思維方式。 

 

一、中共的「核心利益」 

    近年來，外國官員和學者一直在設法理解中共領導人對於「核心利益」這一

概念演化的定義。閻學通認為國家利益是指一個民族國家生存和發展的總體利

益，包括一切能夠滿足民族國家全體人民物質與精神需要的東西。5 王公龍表示

所謂國家核心利益就是指國家利益結構中處於核心位置的部分，涉及國家的生

存、獨立和發展三個方面的利益需求。6 2009 年時任中共國務委員戴秉國在首

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會議期間總結了中共的核心利益，包括三個要素：第

一是維護國家的基本制度和國家安全;第二是確保中國主權和領土不可侵犯;第三

是中國社會和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2011 年 9 月 6 日由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

室發表的題為「中國和平發展」的官方白皮書正式重申和闡述了戴的解釋。7 

    2015 年 7 月 10 日中共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

                                                 
3  高佩珊，「陸核心利益不斷擴大 台要防邊緣化」，中國評論新聞，＜

http://hk.crntt.com/doc/1044/7/9/8/104479803.html?coluid=93&kindid=8110&docid=104479803&
mdate=1123111005＞（2016 年 11 月 23 日）。 

4  王緝思、仵勝奇，「中美對新型大國關係的認知差異」，信報， 
   ＜https://www2.hkej.com/commentary/articlePrint/id/949953＞（2014 年 12 月 10 日）。 
5  閻學通，中國國家利益分析（大陸：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 10-11。 
6  王公龍，「國家核心利益及其界定」，上海行政學院學報，第 12 卷第 6 期（2011 年），頁 75-76。 
7  Stephen Harner. “Clarity in Core Interests, A Must for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China-US Focus, 
<http://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clarity-in-core-interests-a-must-for-a-new-type-of-g
reat-power-relations＞（April 08 ,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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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該法的頒布再次定義中共的核心利益。這

個詞指的是中共領導人認為的三項神聖不可侵犯的國家權力：維護共產黨絕對領

導的政治制度；捍衛主權和領土完整；堅持經濟發展。2015 年 7 月 1 日中共全

國人大常委會鄭淑娜在新聞發表會表示，將國家安全法與捍衛這些利益連繫在一

起，中共制定的國家安全法，維護的是中共國家核心利益和其他重大利益。8 對

此，中共在捍衛國家核心利益上一再表明，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但決不放棄正

當權益，決不犧牲國家核心利益。 

    隨著大陸綜合國力的提升，政府和人民皆認為國家利益遭受到新的威脅，因

此需要透過宣示來防止國家利益受到侵蝕。透過劃出紅線方式，能防止情勢誤

判、降低衝突的發生；甚至包含不惜動用武力，表達不可能讓步之態度。9 2017

年 1 月 11 日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中國的亞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書，

旨在讓各方充分瞭解中共的亞太安全合作政策，展現中方進一步加強地區安全合

作、維護地區穩定繁榮的積極政策。10 中共此舉是國際社會表達和平發展，希

望地區國家同中方共同努力推進區域安全合作。  

 

二、美國對「核心利益」的闡釋 

   1948年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在其著作「國家間之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提出六項現實主義的基本原則，其中有關國家利益方面，摩氏認為以權

力所界定的利益這一關鍵概念，是普遍適用的客觀範圍，但是它並非是一項永久

固定的涵義，利益的觀念確實是政治的實質，不受時間、空間或環境的影響。因

此，所謂國家的利益，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因時、因地而改變。11 美國利益是美

                                                 
8 「新國安法為中國核心利益護航」，中國評論新聞網，<   

http://hk.crntt.com/doc/1038/3/0/7/103830763.html?coluid=58&kindid=1214&docid=103830763>
（2015 年 7 月 7 日）。 

9  高佩珊，「陸核心利益不斷擴大 台要防邊緣化」，中國評論新聞，＜

http://hk.crntt.com/doc/1044/7/9/8/104479803.html?coluid=93&kindid=8110&docid=104479803&
mdate=1123111005＞（2016 年 11 月 23 日）。 

10 「國新辦舉行《中國的亞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書發佈會」，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35861/36008/wz36010/Document/1539347/153934
7.htm>（2017 年 7 月 11 日）。 

11  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國家間政治：權力鬥爭與和平（大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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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治用語中最熱的詞彙之一，也是政治人物在媒體上最常用的政治話語。2017

年 2月 15日前美國在臺協會臺北辦事處長楊甦棣（Stephen M. Young）在華府智

庫「全球臺灣研究中心」（Global Taiwan Institute, GTI）舉辦研討會，探討美國新

政府的對臺政策上表示，機制上臺美關係已十分強壯，華府若在軍事、貿易等各

方面深化與臺灣關係是符合美國利益。12 

    2010 年 5 月 27 日歐巴馬（Barack Obama）政府上臺後，在向國會提交的首

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提出：我們的國家安全戰略應著眼于重振美國的

領導地位，使我們能夠在 21 世紀更有效地推進美國利益。美國的國家利益是全

方位的，是全球性的，不僅僅限于美國本土，這就決定了其屬性是擴張性的。例

如，2010 年 7 月 23 日，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在河內參加東盟論壇會議時稱，南海

有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不用核心利益這個字眼，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使用

了美國的「持久利益」這句外交用語。13 美國的持久利益是：一、美國公民以

及美國的盟友和夥伴的安全。二、在一個開放和促進機會與繁榮的國際經濟體系

中，保持美國經濟的強大、創新和增長。三、在國內和全世界尊重普世價值觀。

四、在美國領導下，通過緊密合作建立促進和平、安全和機遇的國際秩序，以應

對各種全球挑戰。歐巴馬指出要實現美國追求的世界目標，必須把戰略方針應用

於其追求的四項長期國家利益：一、安全：美國及美國人民和盟友的安全。二、

繁榮：處於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中，並能提供良機、促進繁榮的強大、創新和不

斷增長的美國經濟。三、價值觀：美國及世界的普遍價值觀得到尊重。四、國際

秩序：在美國領導下，通過加強合作以應對全球挑戰，並促進和平、安全和機會

的國際秩序。14 2016 年 4 月 4 日美國國防部主管戰略和行動計劃的助理部長

Robert Scher 在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主辦的一場討論中表示，維護南中國

海的航行自由對美國和眾多國家都極為重要，這是美國的一個核心利益，是其他

                                                 
12  楊甦棣，「深化美台關係 符合美國利益」，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216003229-260408＞（2017 年 02 月 16 日）。 
13  懷成波，「怎樣理解國家核心利益?」，求是理論網，＜

http://big5.qstheory.cn/gate/big5/www.qstheory.cn/hqwg/2011/201102/201101/t20110125_63092.ht
m＞（2011 年 1 月 25 日）。 

14  伍益祖，「2010 歐巴馬政府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全文」，亞洲世紀與中國崛起， 
    ＜http://risechina.blogspot.tw/2012/12/2010.html＞（2010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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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國家的一個核心利益，也是大家過去十年來一貫堅持的國際準則和行為。15  

顯見所謂的利益會隨著時空背景以及國家領導人意志而轉變。 

 

 

 

第二節  美國對新型大國關係倡議的解讀 

 

    自從 2013 年 6 月中國倡議與美國建構新型大國關係以來，引發了各界眾多

的討論與解讀。儘管美國對此議題採低調冷處理態度，但仍有學者對此新型大國

關係進行了多方位的觀察與思考，提出了具有針對性的疑問與不同見解。本文目

的在對這些觀點加以爬梳，嘗試整理出美國對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倡議關切重點，

以期有助於解讀美國在新型大國關係這議題上的立場。 

 

一、新型大國關係是為了劃定勢力範圍 

    美國太平洋論壇（Pacific Forum）執行長顧石盟（Brad Glosserman）就指出，

習近平之新型大國關係其實就是傳統之勢力範圍的概念，而且似乎只保留給中美 

兩國，因為中國在與俄羅斯、日本、印度等國對話時，並沒有提到要發展新型的

大國關係，雖然習近平想要避開二戰時期美蘇惡鬥之困境，可是北京之實際作法

卻是逐漸將兩國推進此一陷阱，因為兩國缺乏互信，而且北京將增強互信之責任

課加於美國，要求美國認同意中國提出的大國關係。16 2014 年 10 月 6 日美國前

助理國務卿坎貝爾(Kurt Campbell)在華盛頓表示，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係，需要

花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培養合作習慣。他表示，美國正處於瞭解如何與中國國家

                                                 
15  「美國稱航行自由是一項核心利益」，美國之音， 
   ＜http://www.voacantonese.com/a/usa-to-sail-south-china-seas-20160404/3269761.html＞（2016

年 4 月 5 日）。 
16  林文程，「美國與中國的競合關係—對習近平、歐巴馬高峰會之觀察」，新世紀智庫論壇，第

62 期(2013 年 6 月 30 日)，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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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習近平領導的中國政府接觸與合作的初期階段。17 在他看來，中國提出的

新型大國關係更多的是為了劃定勢力範圍，像前蘇聯那樣。過去幾年與中方進行

的有關新型大國關係含義的大多數討論，屬於美國與蘇聯 1972 年達成基本原則

協議前所進行的那些討論。當時的蘇聯官員熱衷於讓美國接受其勢力範圍的概

念，以及更多地理解它希望從其週邊國家所要得到的東西。18 曾在克林頓任期

內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政策部門主任李侃如指出，中國人一直在說的大國關

係需要尊重每個國家的核心利益，美國方面並不認同這一點，因為我們無法確知

中國的核心利益是什麼。李並表示不同的中國官員有不同的定義，歐巴馬政府不

會願意向中國承諾堅持這個原則。19 因此，美國對於習近平大國關係的倡議都

以低調冷處理方式，甚至是減少對外表示。 

 

二、如何解決實際問題 

    2014 年 10 月 7 日布魯金斯學會中國中心主任波拉克，對於如何看待中國

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的概念時表示，中國往往喜歡提出哲學性的原則構想，但是

美國更注重的是如何解決實際問題。波拉克説，給這個概念賦予實際含義的唯一

途徑是，如果我們具有在實際問題上進行合作的基礎。口號或者是標貼的問題就

在這。除了一個大致的感覺以外，很難説它在實際中會有什麼作用。我想這是它

所面臨的挑戰。波拉克認為，關鍵是既有分歧又有共同利益的國家如何找到解決

問題的途徑。20 2016 年 2 月 4 日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學者蘇格訪問布魯金斯學

會，蘇格表示在北韓核武問題上，中國一直是堅持半島無核化與堅持半島和平與

穩定、堅持和平對話協商解決問題。並強調中美合作不可能解決世界上所有問

題，但世界上重大問題都離不開中美合作，要拓展深化中美之間在經貿、兩軍、

執法、能源、環保、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務實合作；推動人文交流進一步發展；相

                                                 
17 「美前高官:美還處瞭解習近平初段」，香港文匯網， 
    < http://news.wenweipo.com/2014/10/07/IN1410070045.htm >(2014年 10月 7日)。 
18  莉雅，「美中各自解讀何為新型大國關係」，美國之音，<  

https://www.voacantonese.com/a/us-china-relations-20130613/1682748.html >( 2013 年 6 月 16
日)。 

19  Perlez Jane，「中美對「新型大國關係」態度微妙」，紐約時報中文網， 
    <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41110/c10summit/zh-hant/>(2014 年 11 月 10 日)。 
20  同前註 18，莉雅，「美中各自解讀何為新型大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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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尊重重大關切和核心利益；繼續就朝核等亞太事務深化對話與合作；共同應對

地區和全域挑戰，如氣候變化、反恐、人道主義救援等等。對此美方的回應是，

美中兩國彼此同意應當加強合作，在觀點不同的領域管控分歧以防激化。中國在

全球和地區事務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美國是歡迎的。波拉克指出，只有美中兩

國更多的合作、更多共識作為基礎，才能維護全球秩序和全球治理。在朝核問題

上，李侃如認為中國應當利用對朝鮮的影響力對朝方施加更大壓力，波拉克則認

為在中國與韓國等國經濟關係日益密切的情況下，中國對朝鮮的核子試驗厭倦和

不滿，應當慎重採取適當的行動。21 本文認為，美方一再表示中國在朝核問題

上，應有確切有效做法，讓北韓知難而退，重回六方會談，但中共在此問題上似

乎只是輕描淡寫。 

 

三、美維持競爭性共存 

     「修昔底德陷阱」在中美關係中的應用，因哈佛大學教授 Graham Allison

（中譯：格雷厄姆‧艾利森）發表「太平洋地區已出現修昔底德陷阱」的論述，

而逐步成為討論中美關係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的觀念。22 以

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為代表的一些學者認為中國不會和平崛起，因

為他對國際政治的看法帶有濃重的悲觀色彩，堅信大國政治是零和遊戲，而中美

之間因為存在激烈的安全競爭，無法排除發生有限戰爭的可能性。這並非是基於

中國的文化因素或者國內政治因素等，而是基於現行的國際政治體系「中美之間

勢必會陷入緊張的安全競爭狀態，存在爆發戰爭的風險。23 2015 年美國智庫「伍

德羅‧威爾遜學者中心」舉辦題為「再評估美中關係的基礎」研討會，面對亞太

地區中美實力此消彼長的現實，中美關係戰略競爭性愈益強烈。儘管歐巴馬在習

近平來訪時不願公開回應新型大國關係，但美國外交學界確實在探求如何在西太

                                                 
21  「美中戰略競爭與合作：樂觀與不確定」，僑報網，

<http://news.uschinapress.com/2016/0205/1052883.shtml>(2016 年 2 月 5 日)。 
22  蔡翠红，「中美關係中的修昔底德陷阱話語」，國際問題研究，第 3 期（2016 年），頁 14。 
23  「米爾斯海默：我一直認為中國不能和平崛起」，環球網， 
     <http://opinion.huanqiu.com/1152/2012-05/2759003.html>(2012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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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洋建立中美相互包容接納的秩序，以求在戰略競爭中和平共存。葛來儀（Bonnie 

Glaser）指出，中美經濟互相依賴是兩國關係的重要支柱，但不是唯一支柱。隨

著中國的利益從周邊向全球擴大，中美更有可能在共同面臨的挑戰方面找到新的

合作可能。中美在一些領域的摩擦很可能增加，但以合作制衡摩擦是保持兩國關

係平衡的關鍵策略。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認為，中美關係既存在各自國

內政治演化的變數，也存在戰略競爭性的變數，美中競爭性共存成為新常態。24 

 

 四、期待中國扮演「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 

    中國歷經 30 年的改革開放，在經濟上實現了國際、國內兩個市場的互通，「改

革開放」與「全球化」進程相輔相成，但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當代中國最大

的變化是已和國際體系不可分割。2005 年 9 月 21 日時任美國常務副國務卿佐利

克（Robert Bruce Zoellick）在中美關係全國委員會上的演講中提到，希望中國成

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歡迎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作用，希望中

國和美國一起共同維護國際體系的穩定。2009 年 David Kampf 表示從 2008 年金

融危機以來，國際經濟復甦皆須仰賴美國和中國。2010 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

報告則首次由官方提出希望中國扮演「負責任的領導角色」。25 2017 年 1 月為止

中國仍擁有近 3 兆美元的外匯儲備，是世界上美國政府債務的主要投資者。美國

的經濟成長對中國而言是增加大量貿易出口。美國更是希望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和其他多邊組織中能發揮更大的作用，以作為回報。26 奈伊認為，中美之

間存在著相互補充或相互依存的關係之中，其中最敏感和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兩國

之間存在著不對稱的相互依存關係。在雙邊關係方面，美國是主導方，而中國是

被動應對美國的反應。在國際關係方面，美國是一系列國際政權中的主導者，在

                                                 
24  余東暉，「華府觀察：摸著石頭過河？美中如何相互包容」，中國評論新聞，   

<http://hk.crntt.com/doc/1039/7/0/5/103970561.html?coluid=93&kindid=7950&docid=10397056
1&mdate=1020001759>(2015 年 10 月 20 日)。 

25  高飛，「轉型中的中國國家定位與國際責任體系」，中國社會科學網，＜   
http://www.cssn.cn/zzx/gjzzx_zzx/201505/t20150511_1765702.shtml＞（2015 年 05 月 11 日）。 

26  David Kampf. “Viewpoints: Moving the G-2 Forward, ” Forign Policy Association,  
    < http://www.fpa.org/topics_info2414/topics_info_show.htm?doc_id=912530>( May14,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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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秩序維護上中國經常被美國視為「搭便車」，要求中國在維持世界秩序上作

出貢獻。27因此，美國要求中國做兩件事，按照國際規則行事、和承擔更多和更

大的國際責任。 

    2017 年 2 月 17 日習近平首次在「中國國家安全工作座談會」上表示，要「引

導國際社會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引導國際社會共同維護國際

安全」的「兩個引導」說法。大陸官媒指出，這種說法明顯的展現了中國將積極

履行國際責任，扮演更重要甚至是領導角色的意向。28 習近平進一步指出改革

和完善現行國際體系，不意味著另起爐灶，而是要推動它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

向發展。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倡議，29 都是開放、透明、包容的，有利於有關國家發

展經濟，增加就業，減少貧困，歡迎包括美方在內的有關各方積極參與。由此看

出，習近平對其倡議的大國關係做為中美關係的框架，其態度是積極的。 

 

 

 

第三節  後歐巴馬時期美國對新型大國關係態度 

 

    亞太再平衡戰略被認為是歐巴馬任期最重要的外交遺產，這使得亞太地區在

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國的崛起導致亞太地區結構的

改變是歐巴馬政府推出再平衡戰略的重要背景。隨著亞太再平衡戰略在政治外

交、軍事和經濟領域的全面深化，美國對中政策出現了由強調合作到轉向防範的

演變。30 2015 年 4 月 6 日時任美國國防部長卡特（Ashton Carter）在亞利桑那州

                                                 
27  Joseph Nye. “A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China⁃US Focus, 

<http://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a-new-type-of-great-power-relationship-between-c
hina-and-us/>( February 26, 2013). 

28  張國威，「習首提 2 個引導 展領導世界雄心」，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222000802-260309＞（2017 年 02 月 22 日）。 
29  「習近平首提「兩個引導」有深意」，中國幹部學習網， 
    ＜http://www.ccln.gov.cn/hotnews/230779.shtml＞（2017 年 2 月 21 日）。 
30  王輝，「中國崛起背景下的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中國與國際關係學刊，第 2 期（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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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立大學致詞時表示，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將進入新階段，區域現狀將會改變。

為了確保美國持久的利益，我們也正在改變亞太地區的重新平衡。31 根據卡特

的演講內容，將在亞洲部署高精尖武器、加強同盟關系並發展伙伴關系以及推動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是美國

亞太再平衡新階段的主要內容。32  

 

一、調整軍事部署 

    根據卡特在演講時表示美國將繼續投資開發最新式武器並向亞太地區部署。 

第一、派出最新的維吉尼亞級潛艇和海軍的 P-8 型偵察機。在該地區部署最先進

的戰鬥機 F-22 和 F-35 聯合攻擊戰鬥機、以及遠程 B-2 和 B-52 轟炸機。鑑於該

地區日益擴大的導彈威脅，正在向前部署另外兩艘裝備有宙斯盾導彈防禦裝備的

艦艇。第二、繼續把最先進的技術推向太平洋，包括例如我們最新的隱形驅逐艦。

尋找使用現有武器系統的新途徑。第三、美國還在開發新的太空、電子戰等先進

武器，其中包括一些出人意料的武器，當部署結束時，美國 60%的艦隊將出現在

太平洋和印度洋區域。第四，美國正在調整在該地區的總體防禦態勢，使其在地

理分佈及運作上更有彈性。第五、美國正在將海軍陸戰隊從集中在沖繩轉移到澳

大利亞，夏威夷，關島和日本大陸。第六、美國已經建立了新的協議，將力量轉

移到菲律賓和澳大利亞。33 

    根據報導統計，美軍在海外較大的軍事基地有 374 個，共分北美、歐洲、印

度洋海灣、中南美洲和亞洲太平洋地區。伊拉克戰爭結束後，美軍戰略調整的步

伐也不斷加速。美國除了反恐任務外，將戰略中心轉向亞太地區，在中亞大幅度

擴大軍事基地，調整其在東北亞地區的軍事部署，並在作為第二道防線的關島基

                                                                                                                                            
年）， 頁 19。 

31  Ashton Carter. “Secretary of Defense Speech, Remarks on the Next Phase of the U.S. Rebalance to 
the Asia-Pacific.” 
<https://www.defense.gov/News/Speeches/Speech-View/Article/606660/remarks-on-the-next-pha
se-of-the-us-rebalance-to-the-asia-pacific-mccain-instit/> (April 6, 2015).. 

32 「透視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新階段」人民網日本頻道， 
    ＜http://japan.people.com.cn/BIG5/n/2015/0417/c35469-26861008.html＞（2015 年 04 月 17

日）。  
33  同前註 31，Ashton Carter. “Secretary of Defense Speech, Remarks on the Next Phase of the U.S. 

Rebalance to the Asia-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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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增設重兵。美國計劃從目前的太平洋司令部內，分離增設一個以日本為據點的

獨立的「東北亞司令部」，把美國在日本與韓國的軍事基地連成一體，互成犄角，

形成對東北亞的包圍態勢，一旦朝鮮半島、日本列島及附近地區發生軍事衝突，

立即可以調動部署駐紮在日韓的部隊介入衝突，同時牽制俄羅斯向南延伸。亞太

和印度洋地區對美國有著極其重要的戰略價值，因此美軍在這一地區設有 7 個基

地群，占海外基地總數的 42.7%。這些基地呈「三線配置」，由阿拉斯加、東北

亞、西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等 4 個基地群組成第一線；由關島和澳大利亞兩個基地

群組成第二線，是第一線基地的依託和重要海空運輸中轉基地，也是重要的監視

偵察基地；由夏威夷群島基地群組成了第三線，這一線一方面是支援亞太地區作

戰的後方，另一方面又是美國本土防禦的前哨。在這些地區中，最主要的軍事基

地設在阿拉斯加的埃爾門多夫空軍基地，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亞海軍基地，以及

關島的安德森空軍基地和阿帕拉海軍基地等。美軍擬計劃在朝鮮半島周邊，建立

空中和海上「兩個中心」，並已開始策劃由駐日美軍向韓國增派 F-15 戰鬥機和

U-2 高空偵察機。34 卡特口中的新階段火藥味頗濃，國際輿論認為美國炫耀軍事

實力不利於地區整體安全環境，美國推行亞太戰略時，應盡可能兼顧各方利益才

可能獲得成效。 

 

二、美與亞太同盟關係－美日防衛合作指針 

    卡特強調加強美日韓三國安保合作是再平衡政策的主要要素。他具體提到新

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The Guidelines for 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表示

期待擴大美軍與日本自衛隊的無縫合作。做為 21 紀美日同盟轉型的綱領性文

件。新指針從目前國際與區域安全環境的主要變化趨勢，規劃同盟的分工調整與

結構轉型。新指針共 18 頁，最重要的第四章「無縫確保日本安全」就占 10 頁，

以超過一半的篇幅規劃確保日本安全的四大戰略情境:分為平時、重要影響事

態、存立危機事態、與日本有事。主要的體制調整包含:第一、建立常態「美日

                                                 
34  「美軍在亞太地區的主要軍事基地：一帶一路上的暗釘」，壹讀， 
    ＜https://read01.com/oJK5LP.html＞（2016 年 9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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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溝通機制」(Allianc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CM):由美國國務院與國防部

以及日本外務省與防衛省組成，負責從平時到緊急狀態的無縫因應、美軍重新部

署與移師、以及自衛隊改組。第二、擴大與強化「美日共同計畫機制」(Bilateral 

Planning Mechanism, BPM)。35 由於對中國威脅的認知不同，美日在此次指針修

訂的戰略需求與目標也不盡相同，新指針便成為美國「全球戰略佈局」與日本「無

縫因應灰色事態」各取所需的最大公約數。雖然此次日本無法重新談判美日地位

協定，但新指針將逐漸強化同盟的對稱分工與共同操作性，也是美日同盟轉型與

擴大的起點。 

    關於美日全球無縫同盟，郭育仁指出八點戰略意涵: 第一、自衛隊對美軍的

支援將成為美國全球戰略佈局的重要一環，特別在協防美軍軍艦、反潛、戰時海

上掃雷、以及防空與反飛彈任務。第二、美日同盟的「無縫」合作將包含同盟體

制調整、灰色事態因應、戰略分工(包含網路、太空、情報警戒監視)、戰略伙伴

國合作、以及自衛隊與美軍的全球無縫合作。第三、取得美國對東海的安全承諾

後，日本將積極配合美國的南海戰略規劃，以自衛隊配合美軍進行多項聯合任

務，包含以 P-3C 巡弋南海。第四、自衛隊對美軍的支援不再受地理限制，但自

衛隊的支援強度將依地緣戰略而改變，即越接近日本，自衛隊的支援強度就越

強，從朝鮮半島、東海、臺灣海峽、南海、印度洋、中東等往外擴散遞減。第五、

新指針對於日本將遭受武力攻擊的事態上採模糊，美日將分工進行先制攻擊，特

別針對導彈攻擊，將大幅增加日本首相的國際政治決策空間。六、與日本關係密

切第三國包含臺灣，但自衛隊行使集體自衛權協防美軍的方式包含軍備防護、搜

救、海上作戰、反飛彈、到後勤支援，將大幅增加日本首相介入台海局勢的政治

與戰略決策空間。七、美日同盟將以特定戰略領域轉型為多邊多層安全架構。第

一層的美日將 在太空與網路等新戰略領域合作。第二層則由美日韓澳負責反潛

與反飛彈網絡。第三層則由菲越印度組成，由美日透過武器裝備的提供與銷售、

人員訓練、共同演訓、港口機場與基地共同使用等策略，強化這些國家在局部海

空衝突因應能力、反海盜、救災、與確保海上與空中航行自由與安全等戰略領域

                                                 
35  郭育仁，「解構 2015 年美日防衛合作指針」，台北論壇， 
    ＜http://140.119.184.164/view/228.php＞（2015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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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防實力。八、美日將協助菲律賓與越南進行能力構築活動，將大幅壓縮臺灣

南疆海空域戰略空間。36 日經中文網評論曾指出，因中國無視美國警告，持續

在釣魚台及南海進行增強軍備、擴大海上活動的危險行動，才讓最初持消極態度

的歐巴馬政府決定修改美日防衛合作指針。該評論指出，美國在大幅削減國防費

用後，已很難繼續充當國際警察的角色，與日本等同盟國的合作自然成為美國外

交及安保政策的核心。37 對中共而言美日雙方行動，就是將美日線的防衛合作

擴大至亞太區域面向的範圍，也對中日關係產生影響。 

 

三、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TPP 即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rans 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以下簡稱 TPP)，最初源於 1998 年由美國、澳大利亞、新加坡、紐

西蘭和智利共同發起的「優惠貿易安排」倡議，後由新加坡、紐西蘭、智利和文

萊四個國家於 2005 年在 APEC 框架內正式簽署「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

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並於 2006 年 5 月正

式生效。該協議的目的是透過深化貿易和投資等領域的合作以加強各成員國之間

的經貿關係，成員之間彼此承諾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知識產權以及投資等領

域相互給予優惠並加強合作，並在四國之間實現零關稅。2008 年 2 月，美國宣

佈加入，並於當年 3 月、6 月和 11 月就金融服務和投資議題舉行了 3 輪談判。

2009 年 11 月，美國正式提出擴大跨太平洋夥伴關係計劃，澳大利亞和秘魯加入，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正式定名為 TPP，並且由美國開始主導。2011

年 11 月 13 日，在夏威夷召開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第 19 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美國總統歐巴馬宣佈，美國已與其

他 8 個國家(澳大利亞、秘魯、馬來西亞、越南、新西蘭、新加坡、文萊、智利)

就 TPP 的綱領達成一致，並將大力推動落實。38 卡特表示美國的軍事力量最終

                                                 
36  同前註 35，郭育仁，「解構 2015 年美日防衛合作指針」。 
37  黃甦俞，「美日防衛新指針 衝著大陸來」，中時電子報， 
    <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429000890-260301 >(2015 年 4 月 29 日)。 
38  彭力，「TPP 視角下的中美博弈關係」，中國與國際關係學刊，第 2 期（2015 年），頁

1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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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決於美國充滿活力，且不斷增長的經濟的基礎。TPP 是如此重要，因為它對美

國國家經濟的就業和增長有著巨大的希望。預計未來十年美國出口額將增加

1,250 億美元，從而支持高質量的就業機會。39 卡特的談話，代表著歐巴馬的政

策理念，因為在下一個世紀，任何地區對美國的安全和美國的繁榮都將更加重要。          

    大陸學者嚴安林認為美國新亞太戰略的主要憑借運籌戰略盟友、價值觀念等

資產鞏固美在亞太地位，進而把握先機，在亞太地區透過「前沿部署外交」、創

造多邊機制舞台等措施發揮戰略引領作用，並利用戰略資源在亞太地區建立制

度，為維持美國在全球領導地位廣布支點。同時美國試圖借助在亞太地區發揮戰

略領導作用，轉變其衰落的趨勢，最大限度的維護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政治上

美國政要頻繁訪問亞太，參加包括東亞峰會在內的地區國際機制，介入東亞事

務，高調宣示美國在亞太要重塑領導力和支配力。經濟上美國強力推動跨太平洋

夥伴關係，試圖主導亞太經貿格局，並利用亞洲的增長和活力，實現美國的經濟

利益佈局。外交上美國開展前沿部署外交、巧實力外交，並動用全方位的外交資

源，積極向亞太地區投放。安全上美國積極鞏固同盟關係，40 在亞太地區重新

軍事力量，並以南海爭端為契機，積極介入亞太事務。 

 

 

 

 

 

 

                                                 
39  同前註 31，Secretary of Defense Speech, “Remarks on the Next Phase of the U.S. Rebalance to the 

Asia-Pacific” . 
40  嚴安林、張建，「美國重返亞太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東北亞學刊，第 1 期（2013 年 1

月），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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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中美對北韓核武議題之態度 

 

    由於中美兩國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和在朝鮮半島上的地緣戰略利益著重點不

同，決定了兩國政府在對北韓政策上呈現出不同的應對態勢。兩國取得共識是實

現朝鮮半島無核化和防擴散、維護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兩國分歧點則在於戰略

目標優先性、解決朝核問題的途徑、對朝鮮政權的態度。因此，中美間應該在推

動朝鮮半島無核化和防擴散進程、重啓六方會談、等方面加強溝通、協調合作。

努力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達到互利共贏。 

 

 

 

第一節  北韓核武議題 

    冷戰結束後，雖然不再有全球性的戰爭，但是地區性的衝突不斷。冷戰結束

並沒有為北亞地區帶來紅利，意識形態和政治鬥爭也並未在朝鮮半島終結，東北

亞除南北韓外的主要國家：中共、美國、日本和俄羅斯，一方面希望朝鮮半島能

維持長期穩定，另一方面又希望能藉由控制朝鮮半島，進而控制影響整個東北亞

地區成為區域強權。北韓也就因此有機可乘，利用大國之間的利益創造對其有利

的時間差，進而在關鍵國中美之間訛詐資源，以利其研發核武。  

 

一、北韓研發核武動機與目的 

  （一）、研發核武動機 

    根據新現實主義的假設，國家生存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體系中，需要靠自助

的方式來保障國家主權以及國家安全。因此使得自助成為國家在無政府狀態下獲

得安全的方法，迫使國際社會的行為者，必須依賴自己的實力在衝突中維護本身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2 

 

利益。1 北韓之所以極力研發核武，蔡裕明認為有三點考量，首先北韓認為受到

美國軍事能力以及先發制人和政權改變的威脅，因此北韓把核武視為保證其國家

生存的最後武器，是和美國談判的籌碼；其次，北韓自認受到美國政治以及經濟

上的孤立，所以想要以核武議題來進行利益交換，確立北韓的獨立地位與安全；

最後北韓想藉核武戰爭邊緣策略壓迫南韓和日本，逼迫此兩國與其改善雙邊關

係。換句話說，維持現有體制以及改善經濟狀況是北韓政策首要出發點。2 大陸

學者張沱生認為北韓擁核動機有三點，第一，「擁核自保」，維護國家安全與政權

穩固；第二，平衡韓國的力量，拯救平壤在與韓國競爭中的頹勢；第三，自認為

可利用中共、美國、俄羅斯、日本等大國對北韓政策的分歧加以運用。3 另有學

者持不同觀點，第一，自 1953 年韓戰結束後，就有超過 3 萬名美軍士兵繼續駐

紮於南韓境內，而且美國還在南韓部署了超過 1000 枚的核彈頭。北韓因應這種

僅簽有停戰協定而沒有長久和約所隱伏的不確定性，以及南韓部署大量美軍與核

武所帶來的威脅，自然感受到了自己必須擁有核武以作為反制的必要。第二，北

韓感到不安的另一個原因則是，前美國總統小布希在其 2002 年國情咨文中，將

北韓列為三大「邪惡軸心」的國家之一，與伊拉克和伊朗並列，而不久後，小布

希即在不顧國際輿論的一致反對下，對這兩個國家先後都發動了攻擊。4  因此，

北韓為維持金氏政權的延續，極力研發核武器以自保。 

    綜上所述，從北韓開發核武器的動機分析，可以發現其發展核武器的動機是

多重的。隨著平壤政權更迭與其內外環境的變化，北韓賦予核武器的使命是逐步

加深的。 

   （二）、發展核武目的 

    北韓研發核武的意圖，可分國內與國外兩部份:首先在國內層面方面，由於

金正日的魅力遠不及其父親金日成，因此為了在北韓人民面前塑造強人形象，以

                                                 
1  譚偉恩，「權力平衡理論之研究：現實主義的觀點」，政治大學國際關係學報，第 22 期（2006 

年 7 月），頁 132。 
2  蔡裕明，「北韓核武變局與東北亞安全」，展望與探索，第 1 卷第 3 期（2003 年 3 月），頁 89-90。 
3  張沱生，「朝核問題與中國的政策」，國際安全研究，第 5 期（2013 年），頁 54。 
4  鮮于學源，「韓戰結束，美國和北韓何以遲遲未簽和約? 淺談北韓核武發展的背景」，遠望，

第 2 卷第 2 期（2016 年 2 月），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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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在國際上鞏固其自父親沿襲而來的統治權。5 金正日決定發展核武的另一目

的，把核武視為外交談判的籌碼，以此要脅美國等東北亞其他國家，希望諸國可

以與北韓簽訂互不侵犯的雙邊或多邊條約。如此一來，既可以維持北韓政權的穩

定，又可以利用條約換取外國的經濟援助。此外，面對國內長期的飢荒以及經濟

問題，金正日擔心無法掌控民心，人心會漸漸往南韓靠攏，在這樣的背景下，金

正日以面臨外在威脅為由，期望國內民眾同仇敵愾一致對外，使其可挪用大筆國

家經費至核子研發上，而無須擔憂國家內部會產生暴動，一方面能掌控國內情

勢，另一方面也能迫使日本和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提供經濟以及技術的援助。再

者相較於南韓而言，北韓可挪用的軍費不到南韓的二分之一，且在國民生產毛額

極低的情況之下，過多的軍費對國民以及國家都是負擔，金正日選擇直接研發核

武，而不是每年漸進式的擴充傳統軍備。其次在國際層面上，由於北韓長期處於

孤立，美國又不時威脅以外科手術的方式消滅北韓政權，為爭取在國際場合的話

語權，北韓決定發展核武，提升自己在國際上的地位，使其能和美國與日本等兩

大資本主義平等對話。6 為此金正日積極發展核武，希望藉由核武特有的嚇阻力

量，迫使他國承認北韓的政權，並且與北韓建立平等的雙邊關係。 

 

二、北韓核武能力與核武問題發展趨勢   

   （一）北韓核武威攝能力 

    一般認為，北韓現有的核武能力已有初步進展，在北韓的三次核試爆中，前

兩次應該是鈽彈，第三次核爆可能像是鈾彈。第三次核爆的威力也較前兩次為

大。而試驗鈾彈也顯示 2002 所發現的北韓濃縮鈾核武發展已有成果，較 1994 

年的鈽彈基礎更勝一籌。7 北韓以前主要通過對 5 兆瓦反應堆的核燃料棒進行後

處理獲得製造核武器的鈽材料，現在則有可能透過已經在寧邊建造大規模的鈾濃

縮廠獲得製造核武器的高濃縮鈾。由於北韓核能設施並沒有國際原子能機構工作

                                                 
5  陳曉杭，「北韓共產制度實施現況與核武危機演變之探討」，展望與探索，第 5卷第 3期（2007 

年 3 月），頁 90。 
6  Tong Whan Park . The U.S. and the Two Koreas: A New Triangle(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pp. 100-103. 
7  賴怡忠，「北韓核武與東北亞戰略賽局」，台北論壇，< http://140.119.184.164/view/63.php >(2013

年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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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的保障監督，北韓所申報的核材料數量可信度遭到存疑，在北韓進行了數次

核試驗後，國際上無從得知北韓在試爆的核裝置中究竟使用了多少核材料，北韓

鈾濃縮能力更是難以精準的探測，因此，很難對朝鮮核材料的生產進行準確評

估。目前，美國的專家學者主要透過跟蹤、解讀商業衛星圖片、對北韓核武設施

的有限訪問、與北韓官員和核設施工作人員的有限交流，側面暸解北韓核設施的

運行狀況，對其核材料生產狀況進行科學推測，用以評估北韓核能力發展狀況。

樊吉社認為評估北韓核能力應包括鈽材料和高濃縮鈾的庫存及其數量、進行核試

驗的能力、核彈頭小型化的能力、運載工具能力等各個方面，8 做一客觀的評估，

才能對北韓核武能力做較精準的判斷。 

    2015 年 10 月 7 日美國北方司令部司令戈特尼(Bill E. Gortney)出席美國智庫

舉辦的活動時表示，美軍評估北韓已擁有核武，並有能力用火箭發射核武到美國

本土。美國華府智庫「科學暨國際安全研究所」在 10 月 7 日發表的一份報告指

出，北韓可能擁有可製造 15-22 枚核子武器的材料。報告根據匿名消息人士提供

的資料，並透過自行分析判斷，北韓 2009 年和 2013 年兩次核子試爆後，截至

2014 年年底可能還剩下 30 至 34 公斤的鈽，可用來製造 6 至 8 枚核武。但如果

北韓將輕水反應爐用於核開發，每年可製造出 20 公斤的鈽，用於生產核子武器，

加上高濃縮鈾，北韓所擁有的核材料最多可製造出 22 枚核子武器。9 

    北韓近年多次密集的進行核試爆，使得東北亞地區情勢日益升高。聯合國原

子能監督機構（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IAEA）秘書長天野之彌

（Yukiya Amano）證實，北韓近年已將鈾濃縮設施的規模擴大一倍，成功提升核

武發展能力。為因應北韓威脅，美國擬採取更嚴厲的經濟制裁，將北韓隔絕於世

界金融體系外。然而針對美方威脅將以軍事手段對付北韓的說法，平壤外交部官

員揚言，北韓有能力予以反擊。10 北韓核能力發展的歷史表明，各國在很大程

度上低估了北韓的技術能力。未來北韓核武器能力未必如預測的那麼強，但北韓

                                                 
8   樊吉社，「朝核問題重估:僵局的根源與影響」，外交評論，第 4 期（2015 年），頁 36-40。 
9  「美情報評估北韓核武能力足以攻美」，蘋果即時，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51008/707527/＞（2015 年 10 月 8

日）。 
10 「國際原能署︰北韓核武能力提升」，自由時報， 
    <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1087905>(2017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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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清楚的展示核武器研發的技術進步和成就，再過幾年，平壤有可能已經發展

出可信的核威懾能力。11 因此，大陸學者認為北韓的核武研發已經超越是「有」

還是 「無」的關鍵問題，而是進階到了核武「多」和「少」的階段。 

 

（二）北韓核武問題發展趨勢 

    1950 年剛成立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面對國際上巨大的威脅，選

擇依靠前蘇聯獲得安全、經濟和能源方面的保障和支持，並且在蘇聯的幫助下進

行有限的核研究。1959 年北韓建立了以和平利用核能為目的的寧邊原子能研究

所，1980 年就建造了一座 5 兆瓦的天然鈾石墨反應爐，此反應堆建成後可以年

產 6 公斤用於製造核武器的鈽元素。從這個時後起，美國開始注意到北韓發展核

武的企圖，按照傅瑩的說法是 1985 年華盛頓透過前蘇聯的壓力敦促北韓加入「不

擴散核武器條約」（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PT），作

為換取前蘇聯協助北韓興建 4 座輕水反應爐以供應其能源需求。12  北韓簽署「核

不擴散條約」後，必須在 18 個月內與國際原子能總署簽訂安全防護協議，但北

韓一直趁機拖延並不斷要求美國必須先撤除部署南韓的核武、中止美韓「團隊精

神」聯合演習以及國際原子能總署須先檢查南韓境內美國核武器設施作為簽署的

先決條件，13 此時北韓認為所爭取到的時間，必須用於進行其核武研發計畫。 

    1991 年是「蘇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簽署的第 3 個 10 年，俄羅斯方面並沒

有聲明自動續約，反而在 1994 年宣佈廢止該條約。1993 年 2 月 15 日 IAEA 透

過一項決議，向北韓要求檢查寧邊其他兩處可疑核設施，北韓則以「軍事重地、

嚴禁進入」為由，拒絕受檢。IAEA 即轉請聯合國安理會成立特別檢查小組進行

核查，北韓卻在 1993 年 3 月 12 日宣佈，退出「核不擴散條約」。14 1993 年 3

月美國與南韓恢復曾於 1992 年暫停的「協作精神」聯合軍事演習，而此時 IAEA

提出要對朝鮮進行特別核查。面對多重壓力，北韓宣佈退出 NPT，導致第一次

                                                 
11  同前註 8，樊吉社，「朝核問題重估:僵局的根源與影響，頁 40。 
12  傅瑩，「朝核問題的歷史演進與前景展望」，中國新聞網，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7/05-01/8213207.shtml＞（2017 年 05 月 01 日）。 
13  陳光炳，「中共在北韓核武危機之角色」，政治大學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論文（2005

年），頁 46。 
14  同前註 13，陳光炳，「中共在北韓核武危機之角色」，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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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韓核武危機的爆發。15 為解決第一次核武危機，美國與北韓雙方共舉行了四

次會談，1994 年 10 月 21 日雙方談判代表在日內瓦北韓駐聯合國歐洲總部代表

處正式簽署了「框架協議」(The Agreed Framework)，終於讓第一次北韓核武危

機落幕。 

    在框架協議凍結了北韓核武發展計畫後，按照協議內容，美國須為北韓興建

兩座輕水反應爐及提供 50 萬噸原油，以經濟利益換取北韓合作。但美國與北韓

雙方對於框架協議的執行成果均不甚滿意，導致雙方爭議不斷，雙方關係進一步

惡化，埋下再次爆發核危機的導火線。2001 年 1 月小布希（George Walker Bush）

政府上台後對北韓政策轉趨強硬，其理由是 2002 年 10 月 3 日美國助理國務卿凱

瑞(James A. Kelly)率團訪問平壤，得知北韓仍繼續秘密發展核武，北韓官員也證

實此事，並直接向凱瑞表明如果美國不攻打北韓，雙方簽訂和平條約，並承認北

韓政府，平壤或許願意放棄核武計畫。10 月 25 日，北韓外交部表示，半島核問

題的出現是美國推行對北韓的敵視政策及以核武器威脅北韓造成的，如果美國與

北韓簽署互不侵犯條約，北韓方面願意消除美國的安全關切。11 月 14 日，布希

透過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Korean Peninsula Ener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KEDO)決定停止向北韓繼續運送原油作為回應，北韓則於 12 月 22 日自行宣布

解除核凍結，進行拆除 IAEA 在其核設施安裝的監控設備，並重新啟動用於電力

生產的核設施，於 2003 年 1 月 10 日發表聲明宣布正式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

約」，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應然而生。16 作為朝鮮半島鄰國的中共，為解決第二

次核武危機，2003 年 4 月 23 日在北京舉行中共、美國與北韓的「三邊會談」。

美方要求北韓應以可驗證的、不可逆轉的方式棄核，北韓則主動提議「凍結換補

償」政策，要求簽訂美朝互不侵犯條約、華盛頓改變對平壤的敵視態度，並提供

經濟援助、安全保證及關係正常化等方案，但此舉並未獲華盛頓方面的同意。17 

北韓再與美國討價還價、針鋒相對，因此，三邊會談並無任何具體成果。面對三

邊會談無成果情形下，美方希望能讓南韓、日本都加入進來，中共也建議讓俄羅

                                                 
15  同前註 12，傅瑩，「朝核問題的歷史演進與前景展望」。 
16  同前註 13，陳光炳，「中共在北韓核武危機之角色」，頁 79-80。 
17  同前註 13，陳光炳，「中共在北韓核武危機之角色」，頁 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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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參加，2003 年 8 月 27 日至 29 日就在北韓正面回應下舉行了第一輪的六方會

談。 

    2004 年 2 月 25 日至 28 日，第二輪六方會談在北京繼續舉行。第三輪會談

雖然沒有實質性協議，但是最終達成了「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按照口頭對口頭、

行動對行動」原則，取得解決北韓核武問題的重要共識。2005 年 7 月開始第四

輪六方會談最大的成果是在 9 月 19 日達成了「第四輪六方會談共同聲明」(以下

稱 9‧19 共同聲明)。這是一份成功凝聚了各方共識的重要文件，其意義在於：

北韓首次承諾放棄一切核武器及現有核計劃，韓國也明確表態不發展核武器;美

國同意在適當時候討論向北韓提供輕水堆；美、日首次正式承諾將採取步驟實現

與北韓關係正常化；首次談到朝鮮半島和平機制問題和東北亞安全問題。2007

年 2 月 8 日至 13 日第五輪六方會談第三階段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談的最大成果

是通過了「落實共同聲明起步行動」(以下稱 2•13 共同文件)。「2•13 共同文件」

主要包括一系列平行行動，包括北韓以最終廢棄為目標關閉並封寧邊核設施，以

及申報和最終放棄全部核項目。北韓與美國將開始雙邊談判，美國將啓動不再將

北韓列為支恐國家的程序。2007 年 9 月 27 日到 10 月 3 日，第六輪六方會談第

二階段會談簽署了「落實共同聲明第二階段行動」共同文件(以下稱 10•3 共同文

件)， 「去功能化」和「申報」是兩大重點，其中要求北韓：一、對寧邊原子能

研究中心 5 兆瓦實驗性反應堆、後處理廠(放射化學實驗室)及核燃料元件製造

廠進行去功能化；二、在 2007 年 12 月 31 日前對其全部核計劃進行「完整、準

確」的申報。「10‧3 共同文件」還對美國與北韓、日本與北韓進一步改善雙邊

關係提出了要求。11 月 5 日，寧邊三個核設施開始去功能化。但到了 2008 年

1 月，朝鮮在去功能化完成了 75%後，其他國家提供的重油、設備和物資援助並

沒有到位，北韓開始猶豫，並以此為由，放緩了去功能化步伐。與此同時，申報

開始成為新的爭議焦點。美國與北韓在申報問題上主要有三點分歧:第一、鈽材

料數量；第二、北韓是否有濃縮鈾；第三、北韓與敘利亞是否有核武方面的合作。

由於這些分歧和爭議，北韓並未按照規定在 2008 年 1 月 1 日前完成申報。18 

                                                 
18  同前註 12，傅瑩，「朝核問題的歷史演進與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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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2006 年起至 2017 年 6 月，北韓已進行 5 次核試爆，從一開始的一千噸爆

炸威力，到現在可以產生 1 萬噸的爆炸規模，相當於 10 年前的 10 倍。隨著北韓

的爆炸力上升，聯合國對北韓採取了更加嚴厲的制裁，在軍事上禁止北韓進口武

器外，在經貿上也禁止進口北韓主要經濟來源的煤炭，同時凍結幫助金正恩的團

體資產。19 朝鮮半島令人不安的情況在 2016 年和 2017 年初變得更加棘手。儘

管受到聯合國的制裁和國際社會的譴責，金正恩則繼續推進發展核武器的能力和

彈道導彈技術。由於核武測試的規模和取得的成就，核武威脅比以前更加嚴重。

從 2016 年 3 月到 2017 年 4 月 16 日，除了 2016 年 1 月和 9 月進行的核試驗以及

2016 年 2 月的衛星發射外，還有密集的 32 次導彈試驗。20 

 

 

 

第二節  中共對北韓核武問題之態度 

    近年來，北韓核武問題持續發燒且有愈演愈烈情況，大陸學者時殷弘指出，

儘管媒體報導說法眾多，北韓究竟會不會發動第 6 次核試，目前還沒人說得準。

隨著金正恩沒有停止對於推進核技術的研發外，美國與北韓雙方擦槍走火的可能

性也大幅提高。中共朝鮮半島事務專家張璉瑰認為，從媒體報導及諸多現象證

明，北韓確實在準備第 6 次核試，而北韓執意核試的結果，只會更讓美國師出有

名，發動新一波更嚴厲制裁，甚至是以武力解決金正恩政權，屆時中共也難以置

身事外。21  在這樣的背景下，不僅凸顯了東北亞地區對於處理北韓問題的無力

感，也凸顯中共在區域角色和處理國際事件的能力，而中共這樣的地位是來自於

                                                 
19  鍾佩慈，「挑戰美國？ 細數北韓 5 次核試爆」，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11028/2406646＞（2017 年 4 月 16 日）。 
20 “Chapter Seven: The Trajectory and Implications of North Korea’s Nuclear and Missile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 https://www.iiss.org/enL>( Jun 6, 
2017). 

21  蔡浩祥，「朝若發動核試 中朝關係恐毀於一旦」，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415001592-260301＞（2017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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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北韓獨特的影響力。北韓多次的實施核試爆，中共又無法置之不理，面對平

壤不斷的挑釁，北京的態度可能影響美國對北韓政策，這是本文試圖探討的地方。 

 

一、中共面對北韓核武問題之態度 

    中共對北韓的態度與其朝鮮半島的政策息息相關，中共作為朝鮮半島的近

鄰，與北韓有著「唇亡齒寒」、「血盟之邦」 的特殊關係，朝鮮半島一直作為中

國的戰略緩衝地帶，對中共的安全構成一個戰略屏障。1950 年初，朝鮮半島局

勢對於中共具有重要的意義，與中共的國家安全利益、和平發展有著重要牽連。

當前北韓核武問題、美國、日本與韓國對平壤遏制等問題都對中共的國家利益造

成重要影響，中共面對北韓核武發展的態度，將影響著周遭鄰國對東北亞政策發

展，也面臨北韓是否堅持擁核、美國是否以朝制華的多重挑戰。本文將從兩次朝

核危機和多次的核試爆兩方向著手，試圖整理出中共面對北韓核武發展態度。 

 

  （一）中共在兩次北韓核武危機中的態度 

    兩次北韓核武危機的發生，當時對中共而言是一種危機也是轉機。中共對朝

鮮半島具有獨特的地緣間係、又與北韓長期的密切交往、除了對北韓提供大量的

經濟援助外、又具有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與亞太大國身份，同時與美國及其

他有關各國保持著正常關係，使得中共在朝鮮半島問題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兩次

核危機中，美國與相關國家均籲請中共出面協助化解危機，中共可以乘機將這些

期望轉換成符合其自身利益及國家共同利益。因此，中共在核危機中所持的立場

與態度自然備受國際間矚目。22 1992 年中共與南韓建交，中共在「經濟南韓，

政治北韓」原則下，仍與北韓維持密切的關係，中共不僅同時與南、北韓維持緊

密的政經關係，建立有中共特殊影響力的權力平衡，其對朝鮮半島事務的影響力

甚至凌駕美國之上。23  

    盧業中指出三點大陸對於金正日時期以來的北韓所採取之態度：首先，由於

冷戰結束與中共改革開放，與韓國建交而產生變化的東北亞國際情勢，使得中共

                                                 
22  同前註 13，陳光炳，「中共在北韓核武危機之角色」，頁 123。 
23  劉德海，「一九九二年以來中共與兩韓關係」，國際關係學報，第 15 期，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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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北韓之間的關係有所起伏。換言之，當中共與南韓建交之後，對北韓的策略性

考量更強。其次，中共傳統上將北韓視為「戰略資產」；在中共與美國及西方勢

力的對立、衝突之下，北韓作為一個戰略「緩衝區」而存在，對於中共的安全有

重大的影響。第三，在與美國及西方勢力競爭之下，中共將北韓活用為戰略籌碼，

也是為了對應美、日、韓三角同盟體制，而將北韓視為「對抗戰線的一員」。24  北

京方面也就順勢對當時平壤發展核武戰略，保持著兩手策略，第一，身為聯合國

會員，中共可以名正言順指責北韓發展核武的作為，第二，可借用北韓發展核武

議題，當作中共在亞太地區作為一個「大國」發聲的平台，保持著對朝鮮半島的

彈性運用策略。 

 

（二）五次核試爆中共態度 

    2006 年 10 月 9 日北韓首次實施核試爆，地點在咸鏡北道吉州郡舞水端里的

一處地下坑道內，這次爆炸威力相當於 800 噸黃色炸藥（Trinitrotoluene, TNT），

與 1945 年美國在日本投下原子彈的威力大約是 13000 噸的 TNT，根據美國測得

的數據認為北韓首度核試爆的結果是失敗的，美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上提出對北韓

制裁案，要求聯合國全體會員國禁止對北韓出口核武技術、大型武器及奢侈商

品，同時凍結相關人士在北韓境外的帳戶與資產，要求北韓不再進行核武及飛彈

試驗，並撤回 2003 年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聲明。聯合國安理會

15 個會員國包括中共和俄羅斯在內一致通過。此時中共強調，制裁並非主要目

的，中方會繼續推動以「六方會談」為北韓核問題的主要解決平台。25 令人弔

詭的是中共與北韓的貿易卻是不減反增。2003 年中共與北韓雙邊貿易額是 17 億

美元，到 2011 年爆增到 56 億美元，使得聯合國的國際制裁淪為一紙空文。26 

    2009 年 5 月 25 日第二次核試爆，地點同第一次試爆坑道進行核試爆，偵測

到規模 4.7 的震度，時任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克萊佩（James Clapper）表示，這次

                                                 
24  盧業中，「北韓第三次核試對東北亞局勢之影響」，展望與探索，第 11 卷第 3 期（2013 年

3 月），頁 18。 
25  簡恆宇，「東亞的 Trouble Maker 北韓近年飛彈試射與五次核彈試爆總回顧」，風傳媒， 
    ＜http://www.storm.mg/article/250647＞（2017 年 4 月 15 日）。 
26  端木珊，「朝鮮第五次核試爆 中方聲明措辭有變」，看中國，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b5/index.html＞（2016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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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爆威力大約在 2200 至 4000 噸 TNT。6 月 12 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對北韓更

嚴厲的制裁案，該案也獲得包括中共、俄羅斯在內 15 會員國同意，除了對北韓

實施更嚴的經濟制裁，也授權各國可攔檢北韓的可疑船隻和貨櫃，而在該案通過

當天，北韓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發射 7 枚彈道飛彈，以此表達對聯合國制裁案的

不滿。中共外交部也僅是發表聲明「堅決反對」北韓核試爆。27 

    2013 年 2 月 12 日第三次核試爆，地點在咸鏡北道吉州郡豐溪里，這是金正

恩自 2011 年上任以來，首次執行核試爆。這次威力比前 2 次強上許多，大約是

8000 噸的 TNT，並引起規模 5.1 地震，時間點剛好選在南韓前總統朴槿惠（Park 

Geun-hye）就職前夕，以及當時歐巴馬發布「國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的

時刻。聯合國安理會 3 度通過對北韓制裁案，但事實上對北韓的效果相當有限，

因為能夠祭出的制裁方案幾乎已列入前 2 次制裁案中，而歐巴馬也沒有要採取進

一步措施。28 在此同時，媒體間的報導呈現兩極化，有的報導稱中共仍持續向

北韓供應石油和其他援助。另一報導稱中國銀行切斷了與北韓外貿銀行的聯繫。

更有報導稱在2014年中方取消了一筆開發中共與北韓兩邊經貿關係的30億美元

生意；北京在 2013 年 2 月一度中斷對朝鮮出口原油；2014 年 1 月開始，中國再

次中斷對北韓出口原油，連續 7 個月記錄為 0，2017 年 4 月及 6 月份，中共先後

發布了兩份對北韓的禁運公告，公告詳細列舉出禁止向朝鮮出口的武器清單，以

及禁止從朝鮮進口的品目清單。29 北韓第三次核試中共仍照慣例在第一時間提

出譴責，呼籲各方積極回到「六方會談」的平台，試圖以此展現其負責任大國的

形象，同時發揮其影響力。     

    2016 年 1 月 6 日，北韓進行第 4 次核試爆，也是首度進行「氫彈」試爆，

金正恩聲稱這次小型氫彈試爆成功，創下「驚人成就」，不過南韓專家分析，一

般氫彈威力介於 1500 萬噸至 5000 萬噸 TNT 之間，小型氫彈也有 50000 至 60000

噸 TNT 的威力，但北韓此次試爆威力頂多 10000 噸，因此是氫彈的可能性不高。

3 月 2 日，聯合國安理會 4 度通過對北韓制裁案，中共及俄羅斯同樣投下贊成票，

                                                 
27  「外電：北韓二次核試爆是政治決定」，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gb/9/5/26/n2538065.htm＞（2009-05-26）。 
28  同前註 25，簡恆宇，「東亞的 Trouble Maker 北韓近年飛彈試射與五次核彈試爆總回顧」。 
29  同前註 26，端木珊，「朝鮮第五次核試爆 中方聲明措辭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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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制裁內容包括所有進出北韓的貨物一律視為可疑物品，各國必須嚴加攔

查；關閉所有北韓境外的金融機構，也禁止任何外國銀行在北韓境內運作；禁止

向北韓進出口煤炭、鐵礦砂和稀土等自然資源。30 北韓這次的核試爆後，中共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主持例行記者會上對此表示堅決反對，並再次表示實現半

島無核化、防止核擴散、維護東北亞和平穩定，是中方的堅定立場。強烈敦促北

韓信守無核化承諾，停止採取任何惡化局勢的行動。維護朝鮮半島及東北亞和平

與穩定是符合各方共同的利益。中方將堅定推進半島無核化目標，堅持通過六方

會談框架解決半島核問題。31 中共一再重申對北韓核試爆立場，平壤就是不為

所動，已經有「尾大不掉」的感覺，對此國際各界也一直在觀望著，中共與美國

將如何遏制北韓這種流氓行為。 

    2016 年 9 月 9 日，北韓第 5 度進行核試爆，這次威力是歷來試爆中最大的 1

次，威力約是 15000 至 20000 噸 TNT，並造成規模 5.3 的地震，這次的爆炸威力

已相當於美國在日本投下原子彈的威力，更是 10 年前首度核試爆的 10 倍。美國

對於這次的反應與先前大同小異，同樣在聯合國安理會提出制裁案，中共也強烈

譴責北韓恣意妄為、不斷進行核試爆的行為，同時禁止向北韓進口煤礦，以對北

韓的經濟造成影響。32 華春瑩表示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防止核擴散、維護東

北亞和平穩定，是中方的堅定立場。中方將繼續堅持通過對話協商，在六方會談

框架下解決半島有關問題。33 北韓五次核試爆以來，中共對外口徑皆一致表示，

希望將有關各方拉回到「六方會談」這個對話平台，華盛頓方面也一直在看中共

的誠意，但北韓一樣不為所動，核試爆威力一次比一次提升，三方就這樣一直僵

持下去，平壤也就是在中美間的分歧，利用拖延時間的方式，大力推進核武發展。 

二、中共對北韓發展核武之政策目標 

    對外政策目標是指一國政府所想往的未來事態或狀況，希望透過改變或維持

                                                 
30  同前註 25，簡恆宇，「東亞的 Trouble Maker 北韓近年飛彈試射與五次核彈試爆總回顧」。 
31  「2016 年 1 月 6 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主持例行記者會」，中共外交部， 
    ＜http://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329896.shtml＞（2016 年 1 月 6 日）。 
32  同前註 25，簡恆宇，「東亞的 Trouble Maker 北韓近年飛彈試射與五次核彈試爆總回顧」。 
33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主持例行記者會」，中共駐印尼大使館， 
   ＜http://www.mfa.gov.cn/ce/ceindo/chn/fyrth/t1396202.htm＞（2016 年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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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國的行為來實現。34 北韓多次舉行核試爆，引發國際上指責中共對北韓政策

失敗，中共則發動官方媒體與學者專家，反駁此種失敗論的說法。國際社會認為

北京對平壤施壓不夠，甚至質疑中共與北韓之間的經貿關係，是聯合國對北韓制

裁的漏洞。中共內部輿論亦十分失望，認為北韓受惠於中共卻仍然我行我素，無

視中共的無核化訴求，反而讓中共卻陷入困境之中。35 2016 年 1 月，中共外交

部長王毅在北韓進行第 4 次核試爆後，闡述對北韓維持一慣立場:堅持半島無核

化、堅持半島和平與穩定、堅持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這三條相互關聯，缺一

不可。36 時隔一年時間，2017 年 4 月 29 日王毅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安理會朝鮮半

島核問題部長級公開會上表示，對於半島核問題中方的立場是不管形勢如何變

化，都應該始終堅持兩個基本方向：第一是堅持無核化的既定目標。第二是堅持

對話談判的解決道路，卻少了「堅持半島和平穩定」這一項目。37 顯示大陸有

意改變對北韓關係。習近平在 2017 年 4 月 6 至 7 日赴華府訪問時，向美方介紹

了中共提出解決朝核問題的「雙軌並行」思路與「雙暫停」建議，希望能找到復

談的著力點。38 在這樣的背景下，作者認為有必要從中共學者角度檢視「雙軌

並行」與「雙暫停」思路，成為本文探討重點。 

  （一）堅持朝鮮半島無核化與和平穩定 

    所謂「無核化」的定義，是朝鮮半島的無核武器化，並不排除朝鮮半島南、

北雙方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利。北韓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同世界其他國家一樣擁有

這種權利。39 朝鮮半島無核化與和平與穩定密切相關，中共支持北韓政權實現

平穩過渡，雙邊維持正常的國家關係對國際社會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是讓

北韓可以保持一種渠道，透過中共和國際保持聯繫，同時中共和北韓關係的穩

                                                 
34  時殷弘，「冷戰後美國的對外政策目標—理論分析與實際評估」，南京大學學報，第 3 期

（1994 年），頁 158。 
35  陳欣之，「大陸對北韓核試問題之立場與作為」，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 （2013 年 3 月），頁

3。 
36  「王毅：中國在朝鮮半島核問題上的立場光明磊落、堅定不移」，中共外交部， 
    ＜http://www.fmprc.gov.cn/web/wjbzhd/t1335607.shtml＞（2016 年 1 月 27 日）。 
37 「王毅出席聯合國安理會朝核問題部長級公開會」，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04/29/c_1120893467.htm＞（2017 年 4 月 29 日）。 
38   張璉瑰，「落實雙軌並行新思路難在哪裡？」每日頭條， 
    ＜https://kknews.cc/world/qya4pko.html＞（2017 年 4 月 20 日）。 
39   楊希雨，「中美關係中的朝核問題」，國際問題研究，第 3 期（2015 年），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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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對於東北亞的和平穩定非常重要。金氏政權的延續事關北韓的國家利益，是

導致半島局勢反復無常的主要因素之一。金氏政權的存續發展要得到保障，這是

朝鮮半島和平與穩定的關鍵點。2011 年底北韓前領導人金正日病逝後，中共明

確表示支持北韓政權實現平穩過渡，透過外交努力將立場轉化為半島「利益攸關

方」的共識，避免了因北韓權力過渡時期可能引發的局勢動蕩。40  

 

  （二）堅持透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 

    2016 年 7 月 5 日，中共前國務委員戴秉國出席由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

究院和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共同主辦的「中美智庫南海問題對話會」上表

示，2013 年 6 月習近平與歐巴馬在安納伯格莊園會晤後，中美雙方圍繞不衝突、

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這一戰略共識，推動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建設不斷取

得重要進展。雙方在兩軍、執法、能源、人文等領域務實合作繼續拓展，在伊核、

朝核、敘利亞、阿富汗、維和、發展、全球公共衛生等國際地區熱點問題和重大

全球性問題上開展密切協調與合作。戴秉國表示中共始終堅持透過雙邊談判協商

和平解決問題，戴並指出三點理由：第一透過談判協商和平解決爭端，是對國際

法和國際關係基本准則的最大遵守；第二，透過談判和平解決爭端，是中共踐行

國際法治的成功實踐。早在 1950 年代，中共就提出了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協

商解決歷史遺留邊界問題的倡議。第三，透過談判協商和平解決爭端，是管控和

化解南海問題的必由之路。41 本文認為，戴秉國所舉出的理由套用在中共與北

韓核武的議題上，正可以清楚表示中共一直以來的立場，也就是透過協商對話方

式來達成預定政策目標，既可在國際法上站穩立場，另一方面又可在雙邊或多邊

議題上達到中共所謂的「利益攸關方」的話語權表示。 

   （三）雙軌並行新思路 

    2016 年 2 月 17 日中共外交部長王毅公開表示「雙軌並行」新思路。其背景

                                                 
40   袁學哲，「21 世紀初中國朝鲜半島政策研究」，吉林大學行政學院博士論文，頁 74。 
41  「戴秉國同志在中美智庫南海問題對話會上的講話」，中共外交部， 
    ＜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t1377746.shtml＞（2016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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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1 月 6 日北韓進行了第 4 次核試，並宣稱試爆的是一枚氫彈，2 月 7 日，北韓

進行了衛星發射。國際社會對此反應強烈，聯合國安理會立即舉行會議準備對北

韓進行空前嚴厲的制裁。南韓認為北韓核導彈對首爾構成嚴重威脅，其北韓政策

由「對話合作加施壓」調整為「對抗施壓」。南韓對北韓展開廣播心理戰，關閉

開城工業園區，斷絕南北間一切交流合作。2 月 16 日樸槿惠罕見的在國會發表

強硬對北韓講話。美國認為，北韓核導計劃已經觸及美國為之劃定的「紅線」，

北韓有可能實現「兩彈結合」，開始擁有威脅美國本土的能力，對美構成現實威

脅，美國開始認真考慮動用武力解決。朝鮮半島局勢日趨緊張。在這一背景下，

中共提出「雙軌並行」新思路。意即北韓棄核談判與用「和平協定」取代「停戰

協定」的「停和機制轉換」兩談判同時進行，目的是打破對峙的僵局，緩和目前

局勢，將朝鮮半島問題重新拉回到六方會談平台上。42 2017 年 6 月 21 日中共外

交部發言人耿爽在主持例行記者會上表示，針對近一段時間以來半島局勢緊張升

級，提出了「雙軌並行」思路以及「雙暫停」倡議的升級版本，就是「同時加大

防擴散力度」和「加大勸和促談力度」的「雙加強」建議。43 就在美國時間 6

月 21 日，「中美外交安全對話」在華盛頓舉行。此次會議的核心議題將針對北韓

核武問題，華盛頓希望北京能夠進一步加大對平壤的壓力，顯然中美兩國對北韓

最近的挑釁行為，已取得共識。對於會談結果雙方重申致力於以全面、可核查、

不可逆的方式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的目標，以及維護半島和平穩定。雙方重申聯

合國安理會有關涉朝決議的目標。雙方願繼續為此作出努力，包括全面、嚴格執

行安理會有關決議和推動有關對話談判。雙方決定就半島核問題繼續保持溝通與

合作。44  然而中共學者張璉瑰卻不這麼樂觀看待「雙軌並行新思路」，張所憑

藉理由在於：首先北韓對中共的主張持完全持否定的態度。2016 年 4 月 12 日，

朝中社以「朝鮮外務省發言人駁斥周邊宣揚的錯誤對話論調」為題，公佈了北韓

正式主張，朝鮮半島根本就不存在產生對話的氣氛，很久以前就把核問題從談判

                                                 
42  張璉瑰，「落實雙軌並行新思路難在哪裡？」每日頭條， 
   ＜https://kknews.cc/world/qya4pko.html＞（2017 年 4 月 20 日） 
43  「外交部就中美關係、朝鮮半島局勢等熱點答問」，中國新聞網，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7/06-21/8257386.shtml＞（2017 年 06 月 21 日）。 
44  「中美雙方在首輪中美外交安全對話期間達成的有關共識」，中新網，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7/06-24/8259851.shtml＞（2017 年 0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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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中刪除了。其次，關於北韓棄核談判，平壤本着核問題是北韓與美國之間的

事，與他國無關，若主張兩國雙邊談判，排斥他國介入。極有可能損害周邊國家

利益的協議。最後，停和機制的轉換，在北韓完成棄核之前，美國是不會與北韓

簽訂和平協定。和平協定是政府間的協定(停戰協定是戰地軍方協定)，其前提是

政府間相互承認，並「互不侵犯」。北韓放棄核武前美國簽訂這樣的協定，等於

美國在國際上承認北韓擁有核武的現實狀態。45 從張璉瑰的分析得知，中美兩

國企圖以上述方式逼迫北韓棄核，恐怕會適得其反，被北韓核武議題牽制住。 

 

   （四）雙暫停思路 

    2017 年 3 月 8 日，王毅在兩會記者會上表示，為應對朝鮮半島危機，中共

的建議是作為第一步，北韓暫停核試爆與彈道導彈試射活動、美國與韓國也暫停

大規模軍事演習。透過「雙暫停」，擺脫目前的「安全困境」，使各方重新回到六

方談判平台。之後，按照雙軌並進思路，將實現半島無核化和建立半島和平機制

結合起來，同步對等的解決各方關切，最終找到半島長治久安的根本之策。46  對

此，張璉瑰也表示困難重重，理由在於「雙暫停」建議是北韓在 2015 年 1 月 9

日先向美國提出的，北韓核試與美韓軍演性質不同，核試爆是違背國際法的違法

行為，應無條件停止，而美韓軍演卻不違法，二者不能等價交換。47 

    綜上所述，中共面對北韓持續在周邊挑釁，挑戰北京在東亞地區大國地位，

面對平壤無視北京方面的施壓，美國又該如何與中共以及相關各國商議使北韓棄

核，將留待時間的印證。 

 

 

 

                                                 
45  同前註 42，張璉瑰，「落實「雙軌並行」新思路難在哪裡?」。 
46  「王毅談如何應對半島危機：「雙暫停」和雙軌並進思路」，中共駐慕尼黑領事館， 
    ＜http://www.fmprc.gov.cn/ce/cgmu/chn/gnxw/t1443990.htm＞（2017 年 3 月 8 日）。 
47  同前註 42，張璉瑰，「落實「雙軌並行」新思路難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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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美國對北韓發展核武之態度 

 

    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後，中共人民志願軍很快就全部撤出北韓，但美軍不但沒

有撤出韓國，直到今天還駐軍 3.7 萬人，其中陸軍 2.83 萬人，空軍、海軍和海軍

陸戰隊近萬人。在駐韓美軍中，美國陸軍第八軍是主力部隊，該軍裝備精良，擁

有 140 輛Ｍ1Ａ1 艾布蘭（Abrams）坦克，170 輛布雷德利（M2 Bradley）戰車，

70 架ＡＨ—64 型阿帕契直升機，並配備了「愛國者」和其他型號的飛彈。美國

駐韓空軍擁有 70 架Ｆ—16 戰鬥機，20 架Ａ—10 反坦克攻擊機，以及Ｕ—2 和其

他型號的偵察機。朝韓雙方的長期緊張對峙是美國在韓國駐軍的主要藉口。48 

美、韓每年聯合軍事演習且規模越來越大。因而使北韓常年處於安全威脅之中。

1950 年到 1953 年韓戰期間，美國曾三次威脅要對朝鮮使用核武器，美國前總統

卡特（Jimmy Carter）也公開承認，到 1975 年美國在韓國還部署有 700 枚核武器。

1991 年美前總統老布希（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決定自韓國撤走核武器

後，緊接著美國就向韓國提供了核保護傘。小布希時期（George Walker Bush）

在 2002 年 3 月發表的「核態勢評估報告」又把北韓列入 7 個核打擊對象國之一，

其中還包括俄羅斯和中共。到美前總統歐巴馬在 2012 年發表「核態勢評估報

告」，依然把北韓、伊朗、俄羅斯和中共等列入核打擊對象，至今未變。49 本文

認為若想對美國的北韓核武政策有所了解，必須從科林頓（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政府時期開始到歐巴馬（Barack Obama）政府時期做一個重點式回顧。 

 

一、柯林頓時期（1993 年 1 月 － 2001 年 1 月） 

    克林頓上台時間，正值國際安全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蘇聯的解體和東西方

兩大軍事陣營對峙局面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成

                                                 
48 「韓國為何允許美國駐軍？韓國有多少美國駐軍部隊？」，壹讀， 
    ＜https://read01.com/gDE4d5.html＞（2016 年 6 月 6 日）。 
49  錢文榮，「美國對朝錯誤政策是朝核危機的主因」，壹讀， 
    ＜https://read01.com/maRRMm.html＞（2017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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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美國最重要的關切焦點之一。根據美國國防部 1993 年 10 月發表的「全面防務

審查報告」和時任美國國防部長萊斯（Leslie Aspin）1993 年 12 月 7 日宣佈的「反

擴散計劃」(The Defense Counter proliferation Initiative, DCPI)，克林頓政府強調，

日益增長的核武器與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是美國面臨的最緊迫與最直

接的安全威脅，而一些所謂「無賴國家」或恐怖主義組織掌握的核裝置則對美國

構成核威脅，北韓顯然已成為美國在安全與核擴散方面的重大關切之一。 50  

美、朝「框架協議」的締結與執行已在本章第一節說明，下文將針對美國與北韓

的導彈會談部分說明。 

    由於北韓認定了發展核子武器與彈道飛彈的戰略是達成其政策目標的不二

法門。1998 年 8 月 31 日大浦洞一號導彈試射事件，雖然北韓始終不承認發射的

是飛彈而辯稱發射的是人造衛星，但就軍事觀點而言兩者其實是無區別的。針對

北韓所謂的「發射衛星」，美國國會削減了向平壤提供重油的資金。日本方面停

止對北韓的食品援助以及與北韓關係正常化談判。日本還中止向朝鮮半島能源開

發組織(KEDO)提供用於建設輕水反應堆的 10 億美元資金。1998 年 10 月 1 日，

北韓與美國舉行了第三輪導彈會談。美國要求北韓限制其導彈發展計畫與導彈出

口，以換取美國放寬對平壤的經濟制裁，但是遭到平壤的拒絕。1999 年 3 月 29

日北韓在第四次美朝導彈會談中提出，用停止導彈出口作為換取美國對平壤的經

濟援助，華盛頓當然不會接受北韓提出的要求。5 月 25 日美國派遣官員訪問北

韓，向平壤提出了取消經濟制裁和停止核與導彈發展計劃，換取美國提供經濟援

助和建立外交關係的「一籃子接觸方案」，獲得平壤同意，在舉行高級會談期間

暫停試驗遠程導彈。51 

    2000 年 10 月 9 日北韓國防委員趙明錄，代表金正日特使的身份正式訪問美

國，並與趙明錄特使及其一行還會見了國務卿歐布萊特（Madeleine Korbel 

Albright）、國防部部長威廉‧柯恩（William Sebastian Cohen）等進行會談。根據

2000 年 10 月 12 日發表的「美朝聯合公報」雙方宣稱「兩國政府將不再對對方

抱有敵意」並「將建立起有別於過去敵對關係的新型關係」、「北韓通報美國與北

                                                 
50  顧國良，「柯林頓政府對朝政策：核與導彈問題」，美國研究，第 1 期（2001 年），頁 40。 
51  同前註 50，顧國良，「柯林頓政府對朝政策：核與導彈問題」，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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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在導彈會談期間將不再發射遠程導彈以示建立新型關係的善意」。52  綜上所

述，柯林頓執政期間可以說是美國與北韓雙邊關係最正常化的時候。 

 

二、小布希時期（2001 年 1 月－2009 年 1 月） 

    大陸學者稱北韓核武危機的實質含義就是美國與北韓雙邊關係危機，隨著柯

林頓政府的換屆，小布希政府上台，柯林頓對北韓的接觸對話策略，小布希買不

買單還是另有所圖。美國對北韓的政策，牽動著朝鮮半島以及東北亞地區的安全

形勢。 

 

  （一）第一任期採鷹派接觸策略 

    2001 年 1 月，小布希入主白宮，組建了一群強硬派主導的政府。其對北韓

政策主要內容是：第一、不放棄敵視與遏制。敵視與遏制是從冷戰以來延續的基

調，美國需要擴大對朝鮮半島事務的影響力，來確保在東北亞地區事務的主導

權，以維護美國在東北亞地區經濟、政治、安全以及戰略利益。美國將日本、韓

國當作是東北亞地區戰略的主要支柱，把平壤視為是實現戰略目標的主要障礙之

一，北韓核武問題證實了美國的疑慮，進而加大對平壤政權的防範力道。在這樣

的背景下，反映在軍事上，著重在構建戰區導彈防禦系統、將強對北韓威懾力量。

經濟上停止對平壤供油及及其他能源物資。外交上對平壤採取國際孤立手段。第

二、保持多邊接觸與對話。小布希並未放棄與平壤對話，採取多邊對話取代柯林

頓的雙邊對話，不再讓平壤再使用核武問題詐取資源。第三，採取立場強硬、以

壓促變。強硬派主張堅持要求北韓完全的、不可逆轉的、可查核的方式棄核。53  

美國採取強硬措施之下，北韓並未因此而停止核試爆以及導彈試射，2005 年 2

月 10 日，北韓宣佈已經製造出核武器，並無限期中止參加六方會談。54  顯見

布希第一任期的政策未能出現預期效果，反而愈演愈烈。 

                                                 
52  同前註 50，顧國良，「柯林頓政府對朝政策：核與導彈問題」，頁 46。 
53  向冬梅、徐德榮，「布希政府朝核政策探析」，思想理論教育導刊，第 5 期（2006 年），頁

56-58。 
54  傅瑩，「朝核問題的起起伏伏－中方視角」，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2017 年 5

月），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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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二任期採務實靈活政策 

    相較於小布希第一任期對北韓強硬態度，2005 年 1 月布希在就職演說中，

採用比較緩和「正在尋求各方努力」、「透過國際合作和外交手段解決北韓核武問

題」的用語，傳達華盛頓方面的善意。2005 年 7 月美國在第四輪六方會談上態

度緩和許多，改變對北韓凍核不援助、同意與其他國家參與對平壤援助態度，並

討論興建輕水反應爐的問題，進而取得象徵性的成果「9. 19」共同聲明。55 小

布希對北韓政策的態度趨向謹慎，以此區別美國對待北韓政策與對待伊拉克的政

策不同，被認為小布希的外交政策是解決和北韓爭議的最重要憑藉。56  華盛頓

方面認為小布希對北韓的行動是釋出善意的表現，表明排除使用武力的方式，也

獲得北韓善意的回應，為未來雙方會談舖設和緩的途徑。 

 

三 、歐巴馬時期（2009 年 1 月－2017 年 1 月） 

    2008 年全球金融風暴後，2009 年 1 月頂著金融風暴扛起美國經濟復甦大旗

的歐巴馬走馬上任。歐巴馬執政後採取較為柔性的巧實力外交政策，同時秉持美

國一慣立場與政策基點，維持朝鮮半島無核化目標。2009 年 4 月 5 日北韓就發

射通信衛星，歐巴馬從前二任柯林頓到小布希政府經驗得知，任何對北韓的示

好，只會給平壤予取予求。因此，歐巴馬將對北韓政策調整為「戰略耐心」不直

接應對平壤的挑釁，只是透過聯合國對北韓實施制裁。但北韓一直在嘗試用導彈

與能夠引起華盛頓注意的方式升高朝鮮半島緊張情勢，看是否可以如前兩屆總統

一樣訛詐到資源，2009 年 5 月 25 日，北韓進行第二次地下核武試爆，此時北韓

中央通訊社發表聲明宣稱，北韓進入戰爭狀態，藉以升高緊張情勢。5 月 30 日

美國國防部長蓋次（Robert Gates）表示，美國不會接受北韓成為一個核武國家，

北韓向任何國家或恐怖組織轉移核材料的行為，都會被美國及美國的盟友視為重

大威脅。6 月 8 日北韓判處一名美國朝流電視臺女記者 12 年勞改，希望藉此與

華盛頓展開博弈，57 但歐巴馬政府仍不為所動，繼續「戰略忍耐」。 

                                                 
55  同前註 50，顧國良，「柯林頓政府對朝政策：核與導彈問題」，頁 59。 
56  李明，「近期朝鮮半島情勢觀察」，海峽評論， 
    ＜https://www.haixia-info.com/articles/4915.html ＞（2007 年 10 月）。 
57  胡明遠，「淺析歐巴馬政府的對朝政策」，學理論，第 19 期（2009 年），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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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學者胡明遠指出，美國利用南韓「朝鮮日報」與華府智庫「戰略與國際

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共同主辦的座談

會上，重申歐巴馬政府的對朝政策：第一，朝鮮半島實現徹底可驗證的無核化是

美國不變的目標。第二，美國絕不承認朝鮮是核武器擁有國。第三，美國不允許

朝鮮轉移核武器和核物質。第四、美國將在東亞同盟國防禦問題上竭盡全力。58

金燦榮指出在美國的全球戰略中，東北亞與歐洲、中東地區是同等重要的，美國

將會堅持在本地區的存在。59 分析歐巴馬的北韓政策中可以察覺，首先仍舊延

續小布希時期的政策。其次，朝鮮半島對美國而言極具地緣價值和戰略意義。再

次，明確告知北韓若持續發展核武，美國及其盟友將同聲一氣對北韓實施制裁。

最後，歐巴馬在對北韓核武問題上實質上未有重大突破。 

 

 

 

 

 

 

 

                                                 
58  同前註 57，胡明遠，「淺析歐巴馬政府的對朝政策」，頁 38-39。 
59  王發龍，「試析歐巴馬政府的朝核政策」，邢台學院學報，第 26卷第 1期（2011 年 3 月），

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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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結 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論文研究目的旨在探討 2013 年中共倡議與美國共同建構中美新型大國關

係，而此新型大國關係是否會受到北韓核武議題的影響。研究證明美國對於中共

倡議共同建構新型大國關係的定義以及實質的戰略意涵存有疑慮;其次，發現中

美因各自利益影響對北韓核武問題的處理態度;最後，從中美對北韓核武問題態

度，推測中共倡議之新型大國關係未來走向。 

 

一、美國對於中共倡議共同建構「新型」大國關係的定義以及實質的

戰略意涵存有疑慮 

    大陸學者稱 2008 年是「中國崛起元年」，中共不但在 2008 世界金融危機下

舉行奧林匹克運動會、2009 年舉行中共建政 60 週年國慶大閱兵、2010 年在上海

舉辦「世界博覽會」（以下簡稱世博會），本屆世博會是中共首次舉辦的綜合性世

界博覽會，也是首次由開發中國家主辦綜合性世博會。本屆世博會共有 256 個國

家和地區及國際組織參展，吸引世界各地 7308 萬人次參觀者前往，雖經歷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但資料顯示，中共在上海世博會的總投資額達到 450 億美

元，是世界博覽會史上最大規模，同時也遠超於 2008 年在北京舉辦的第 29 屆奧

運會。以上這三點已讓國際見識到中共在亞太地區的國力已不容小覷。哈佛大學

美國國家利益委員會，對中共調查研究後得到一個結論就是，任何一個新興大國

迅速崛起，都會打破現有狀態。在 21 世紀像中共這樣一個大國走向世界舞台，

必然會對國際社會產生深遠影響。Jeffrey Bade（傑弗里.貝德）歐巴馬執政時期

擔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東亞事務高級主任，現為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

員，2012 年出了一本著作，名為「歐巴馬與中國的崛起：一位知情者對美國亞

洲戰略的記述」中，貝德認為，對於歐巴馬政府來講，美國亞洲政策的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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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中國的崛起。他在總結小布什政府亞洲政策的正負資產之後明確指出，「中

國經濟以年均 10%這樣引人注目的增長率快速發展，以及中國經由貿易、投資網

絡完全融入到亞洲地區的各個經濟體之中的事實，已永久地改變了亞洲的地緣政

治版圖。 

    在北韓核武方面，從 1992 年開始到 2002 年的 10 年之間，朝鲜半島先後發

生兩次核危機。2006 年到 2016 年 9 月已進行了五次核試爆，中共在面對北韓恣

意妄為的行徑，以及維護大陸東北地區的安全與穩定，中共對北韓政策立場仍維

持其政策，實現半島無核化、維持朝鮮半島和平與穩定以及透過對話方式和平解

決。這樣的政策立場本文認為是中共為掩護北韓這個天然屏障，所提出的美麗煙

幕，可以從北韓歷次的核試爆後，中共對北韓的譴責只是以一慣的外交辭令表示

譴責。聯合國安理會對北韓核武試爆的制裁又顯得相當有限，這給中共在國際舞

台上給出了一個機會之窗，六方會談就是一個很好例證。但其戰略被北韓給拆

穿，因此，平壤宣佈不回重回六方會談，這由中共建立的對話平台因此停擺。中

共對北韓的影響力在國際上看來表面上逐漸弱化，美國更是認為中共時常表裡不

一，表面上同意安理會制裁，私底下對北韓經貿活動仍舊持續，才會造成聯合國

安理會對北韓的經濟制裁起不了多大作用。 

    在提升與美對等的國際定位方面，自從中共經濟崛起以來，在地緣政治以及

軍事上的表現，令周邊國家認為中共強勢的崛起，必然會影響其國家利益，進而

採取以「經濟傾中，安全靠美」的政策，以實現其國家利益最大化。樸槿惠執政

時就是一個很好例證。 

 

二、中美各自利益影響對北韓核武問題的處理態度 

    由於中美兩國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和在朝鮮半島上的地緣戰略利益著重點不

同，決定了兩國政府在對北韓政策上呈現出不同的應對態勢。兩國取得共識是實

現朝鮮半島無核化和防擴散、維護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兩國分歧點則在於戰略

目標優先性、解決朝核問題的途徑、對朝鮮政權的態度。 

    中共對於北韓這個「戰略資產」，當然首先是考慮到的是自身利益。除了北

韓是天然的屏障外，維持其政權的存在目的是想借北韓牽制日本、南韓以維持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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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亞地區的戰略平衡，進而維護中共在亞洲地區的核心利益。因此，中共積極推

動朝鮮半島無核化和防擴散進程、重啓六方會談等方面，加強溝通、協調合作等

動作，無非是想表達其國際上話語權以及藉以提高國際上地位。 

    美國方面，從柯林頓執政以來，歷經美國三任總統小布希、歐巴馬對北韓政

策，為保護亞太地區盟國安全與經濟發展，採取安撫北韓的政策，無奈卻因此被

北韓所牽制，進而被北韓訛詐戰略資源，北韓利用此間隙，乘隙積極發展核武，

已經有「尾大不掉」讓鄰國南韓急如熱鍋上螞蟻，美國再利用東北亞地區對於核

保護傘的安全需求，從韓戰結束後美軍不但沒有撤出韓國，直到今天還駐軍 3.7 

萬人，成為美國在韓國駐軍的主要藉口。 

    綜上所述，中美新型大國關係，表面上雖是相敬如賓，私底下卻是暗潮洶湧，

各懷鬼胎，都想藉北韓核武牽制對方，目前仍難以看出誰輸誰贏，但卻讓中美雙

邊的支持者成了最大獲利者。 

 

三、從中美對北韓核武態度，推測中共倡議之新型大國關係未來走向 

    從前述發現得知，中共想藉北韓核武發展，展現其國際地位。美國則是藉由

北韓研發核武導致盟國南韓、日本的緊張情勢，順勢成功在南韓部署薩德系統，

並且干擾中共與南韓經濟外交關係，美國這回一石二鳥之計可謂成功。中共表面

上雖然在北韓核武問題上得不到國際上好處，但是在經濟實力與軍事上的表現足

讓美國大為吃驚。有中共學者認為，中美在處理朝核問題上，2017 年的中美元

首會晤，已經證明美國對於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是有逐漸釋放善意的，第一，美國

曾公開表示不看重意識形態問題，而意識形態上的歧視，實際上是過去中美關係

產生糾紛的總根源。現任總統川普一上任簽署的首份行政命令，就是廢除 TPP

協議，使得中共得以脫離經濟上被美國孤立的風險。第三，美國公開宣佈放棄亞

太再平衡戰略，這是歐巴馬執政時期與中共產生許多戰略互信不足的主因。中美

兩國在東北亞地區的競逐，讓北韓爭取到研發核武的時機，可說是中美當初未能

料想到的結果。因此，對於未來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走向，本文認為，2017 年

中共面臨召開「十九大」，因此，對外政策上仍舊會走維穩路線，為「十九大」

創造一個良好外部環境，習近平不能讓中美關係成為中共十九大前的一個政治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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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而川普以一個政治素人身份接掌世界上最強大的發達國家，與一個最大的發

展中國家，兩國關係將如何繼續，筆者以習近平曾說：「太平洋夠大，容得下中

美二大國。」因此，未來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將如何繼續，取決於中共十九大後，

以及川普對北韓政策是否採取強硬態度而定。 

 

 

 

第二節 研究建議 

    由於本文在研究撰寫研究之初，所能蒐集有關北韓發展核武器、核材料之文

獻相當有限，另一方面礙於語言以及區域限制，並未能及時反映出研究結果供讀

者參閱，期待後續研究學者，對此能夠多加著墨。惟此份研究可說是首次以北韓

核武問題，作為檢驗中共倡議與美共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其觀點應屬創新並富

有學術意涵的，其研究結果雖不能與此領域專家學者相提並論，卻是作者辛苦耕

耘的結果。對於後續研究建議如下： 

一、建議從北韓核武器研發，極可能引發東北亞地區的軍備競賽方面著手，依據

研究結果的呈現，提供政府情治單位作為政策參考，並給予後續研究者朝此方面

繼續深入研究。 

二、建議以新型大國關係做為研究中共與大國外交模式，分析中美對於企圖擁核

國將採取何種政策因應，其範圍及其效果又是如何影響發展中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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