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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當選後的美中關係發展與 
走向評析

趙文志✽

＊ 作者為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川普於 2016年 11月 8日出人意表，以政治素人之姿當
選美國總統。川普選前言論與選舉方式不同於以往美國總統

候選人，他以煽動性、口無遮攔、甚至是歧視性的語言針對

不同議題提出看法。這樣的作為雖引起大家的關注，但卻也

讓大家認為以川普這種政治不正確的選舉方式絕不可能當

選。然而川普卻一路過關斬將，不僅打敗共和黨黨內眾多參

選人，代表共和黨參選，最後還擊敗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蕊，

成為美國第 45任總統。
川普的當選不僅美國國內感到驚訝，國際社會也繼英國

脫歐後再次受到震驚。因為川普選前對於美國在國際事務上

的角色與作法，觀點迥然不同於過去。在軍事上，他表示要

相關美國駐防的國家承擔起更多的責任與經費；在經濟上，

他要尋求一個更公平的貿易並表示上任後將撤回參與跨太平

洋夥伴關係（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 TPP）及北
美自由貿易協議（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簡
稱 NAFTA），並對中國大陸貿易關係重新進行檢討，為美國
人找回工作；在國際政治上，川普的態度也明顯轉向孤立主

義與保守主義。這些言論讓美國傳統盟邦呈現不安的情緒，

也讓相關國家對於川普就任後的美國政策感到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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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論述中，中國大陸成為川普尋求將美國人工作找

回來的經濟發展重點中之主要目標，讓中美雙邊關係蒙上一

層陰影。事實上，中美關係已是亞太地區最重要的雙邊關係，

川普就任後的中美關係會如何發展，尤其川普認為中國大陸

搶走美國人的工作，過去雙方又在南海問題、釣魚臺問題上

立場相左，值得關注。因此，川普上任後的美中關係可能走

向是本文主要探討的目的。中美關係的面向複雜而多元，因

此本文試圖從整體面向說明雙邊關係發展的可能走向，瞭解

對臺灣之可能影響，最後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大國博弈格局不變

雖然川普出乎眾人意料當選了美國總統，但其當選並沒

有讓既有國際體系結構產生重大變化。雖然川普表示其將以

美國為優先，尤其是經濟上將採取有利美國的經貿作為與政

策，然而在美國優先、讓美國重返榮耀的政策下，川普是否

會放棄美國在世界的領導權，而「放任」中國大陸崛起，恐

怕吾人也無法如是觀。尤其川普要讓美國再度偉大，恐怕不

是以放棄美國世界領導地位做為美國再度偉大的方法。也因

此，雖然川普是一位政治素人，過去並沒有從事公職的經

歷，對於美國在國際政治場域以及美國世界領導權對美國的

國家利益重要性的理解也許有限，然而一旦其開始全盤瞭解

除了經濟之外，美國在國際政治、軍事乃至區域領域上仍有

其重大利益，對美國重返榮耀也至為關鍵，此時川普可能就

會修正在競選期間類似孤立主義的言論。

也因此，美中兩國在國際體系結構制約下，仍將維持著

大國博弈下既競爭又合作的格局。也就是川普領導下的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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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世界領導者地位，持續面臨中國大陸急起直追。川普執

政下的美國要重返榮耀，就必須要面對中國大陸全方位挑戰

的事實。在經濟上，中國大陸近年來積極主導區域經貿整合

與自由貿易進程行動，試圖扮演全球經貿自由化的領頭羊與

推動者，例如亞太自由貿易區、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 RCEP）
等，意味著中國大陸試圖在國際經貿領域取得一定程度發言

權與領導權。對美國來說，在國際自由貿易規則制訂權的競

賽中，能否扮演領導者角色，讓美國引領全球經貿走向與發

展有利於美國，至關重要。面對中國大陸的挑戰，川普執政

下的美國是否可以容許這樣的狀況，顯然這與他的重返榮耀

政策有所背離；在國際政治上，對於美國政治權利與影響力

的維持，成為全球唯一強權是美國的重要國家利益。中國大

陸推動一系列的一帶一路、亞投行，乃至在南海議題上，都

挑戰著美國在地區的影響力，在「讓美國再度偉大」總體目

標下，川普是否容許這樣的狀況，值得後續觀察。總而言 
之，雖然川普在選舉前提出了孤立主義的主張，但在其美國

優先與重返榮耀宣示下，都顯示出在國際體系既有結構中，

中美兩國關係仍將呈現出大國博弈的特質，總體來說並沒有

結構性的變化。

「美國優先」下的個別議題優先順序將產生變化

雖然如前所述，美中兩國關係在川普上任後仍將維持大

國博弈的狀態，但雙方博弈的議題順序，將隨著川普側重美

國經濟而產生優先秩序變化。川普在競選中多次批評中國大

陸，主要集中在貿易問題上，他曾多次指責中國大陸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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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的就業機會，並指責中國大陸操控匯率，侵犯智慧財

產權，非法補貼出口等等，甚至表示他上任後會將中國大陸

認定為匯率操縱國。但由於川普選前主要政見即是要為美國

人找回工作，同時要消除他所認為對美國不公平的貿易作

為；因此，身為美國主要的貿易夥伴同時也是貿易逆差來源

的中國大陸，首先將面臨來自美國經濟壓力。雙邊關係主軸

將會集中在經濟議題上，例如人民幣匯率、中國大陸產品傾

銷等問題。

然而川普是否會對中國大陸進行經濟制裁，事涉兩國經

濟互賴程度。首先談川普對中國大陸進行經濟制裁的可能

性。目前中美之間雙邊經貿關係極為密切，美中兩國的年貿

易額約達 6,500億美元，中國大陸目前是美國第 2大貿易伙
伴，美國則是中國大陸最大貿易伙伴。這樣的經濟制裁，雖

然對中國大陸產生重大影響，但對美國而言，也並非全無損

失。課徵關稅的結果，將導致自中國大陸進口的商品價格大

幅上揚，美國消費者勢必需承擔更高的價格才能購買過去相

同商品。同時，許多出口到美國的產品事實上是由美國企業

到中國大陸投資設廠生產製造，然後銷回美國，課徵高額關

稅，不僅對中國大陸出口產生影響，也可能對美國企業造成

傷害。也因此，川普是否在經濟上與中國大陸展開貿易戰，

值得後續觀察。對於商人性格的川普來說，若其瞭解全面狀

況後，可能希望透過這樣的壓力迫使中國大陸在經濟上讓

步，進行全面性貿易戰爭的可能性較低。

其次、中美之間的安全與戰略議題。由於川普執政初期

將著重美國經濟發展為主，與中國大陸之間關於南海問題、

人權問題、北韓核武問題、對中國大陸戰略圍堵等問題，都

可能在美國優先的前提之下，使關注的重點與面向將不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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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政府。對川普來說，其當選最主要原因即是在美國民眾

希望他能夠立即改變美國經濟狀況、實現競選承諾，為美國

人帶來工作與經濟繁榮，將美國再次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國

家。因此，在戰略與安全議題上，可說並非川普最為關心與

首要處理的議題。所以中國大陸與美國之間戰略安全關係初

期在內政優先情況下或將會維持目前現狀與互動方式。

雖然這期間發生川普與我國總統蔡英文通電話以及中國

大陸撈起美國水下無人機（Unmanned Underwater Vehicle，簡
稱 UUV）事件，似乎有改變對中政策之意味以及美中衝突升
高的態勢。然而蔡川通電話一事，川普雖然打破過去慣例，

但也明白指出：「除非我們和中國就包括貿易在內的事情達

成協議，不然我不知道我們為何必須被一個中國政策束縛」。

在水下無人機事件上，川普更是表示「他們偷走的探測器，

我們不要了，就讓他們留著吧！」，這些說法，都顯示出川普

對於雙方在安全、戰略議題上的輕忽。然而，從長期的角度

來說，川普就任後仍須面對美中關係回歸大國博弈的結構，

由於川普個人特質強烈，雙邊戰略安全議題矛盾與衝突可能

在未來進一步檯面化。

對中國大陸來說，其當然不願意與美國產生衝突與對抗。

在經濟上，美國是中國大陸最主要出口市場，雙方發生貿易

戰爭對中國大陸來說並沒有任何好處。然而面對川普政府可

能的壓力，包括揚言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以及對中國大陸產

品課徵 45%關稅等作為，中國大陸也並非全無籌碼。首先是
中國大陸也勢必會採取同樣的貿易報復作為，限制美國產品

進口並課徵高額關稅，同時中國大陸對美國大量採購的產品

如波音飛機、大豆、玉米等也勢必生變。其次，美國企業在

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進程也勢必受到影響，國有企業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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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的命令下，停止與美國企業進行生意上往來。第三、

限制重要戰略物資的出口，例如之前中國大陸就曾禁止對日

本出口稀土，中國大陸也可能使用這樣的手段報復美國。第

四、對於美國重視的智慧財產權與專利不再給予充分保護。

換句話說，在美中貿易高度相互依賴下，美國即使對於中國

大陸採取貿易制裁，中國大陸也將會有許多相應手段進行報

復，最終讓雙方都蒙受巨大損失。

也因此，川普是否會如選前所說採取強硬作為，對中國

大陸進行經濟制裁或只是透過強硬說法對中國大陸形成壓

力，以得到川普認為的公平貿易，而非真的要實施貿易制

裁，商人出身的川普應該會仔細打好算盤。

對臺影響與政策建議：最壞的打算，最好的準備

一、對臺影響

在經濟上，中國大陸與美國對臺灣都是重要的市場與貿

易夥伴。如果中美發生貿易戰爭，臺灣也將受到相當程度的

影響與衝擊，尤其是在中國大陸的臺商。由於臺灣相當比例

對外出口一直以來主要是出口半成品至中國大陸組裝，然後

最終出口到美國市場；因此，一旦美國政府對中國大陸產品

課徵懲罰性關稅，勢必也會引起中國大陸對美國展開同樣貿

易報復措施。上述的貿易分工模式，讓臺灣出口至中國大陸

佔出口總額將近四分之一，這將衝擊臺灣企業之經營與臺灣

經濟發展，特別是以這樣方式運作的臺商。

在政治與戰略上，臺灣需要顧慮的是，面對川普的商人

性格，在美中雙方博弈的結構下，臺灣是否會在美中談判過

程中，成為川普與中國大陸交易的籌碼，造成對臺灣安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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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上的傷害。雖然 2016年 12月 2日蔡英文總統與總統當
選人川普通過電話且從目前相關傳出可能國安與外交人選

上，似乎是以對中國大陸較為強硬、對臺灣友好的人士居

多，但這些可能人選最後是否確定入閣，同時上任之後是否

仍將維持其對中強硬、對臺友好之立場，仍有待觀察，我方

仍應該持審慎態度面對，畢竟對其來說，美國國家利益仍是

優先，尤其在川普美國優先政策下，特別是經濟優先下，為

了取得中國大陸經濟讓步，是否因此川普政府會把臺灣作為

戰略棋子及籌碼，在臺灣問題上做出更大的讓步與犧牲，我

國特需關注。因此，對於臺灣來說，美中兩國博弈格局未變

情況下，臺灣無法冀望川普國安外交團隊是否親臺或友臺的

立場，面對不確定的外交未來，我方應該積極尋求另外備選

方案。

二、政策建議

（一）  與國會議員持續保持緊密關係：由於臺灣限於中國大
陸因素，與美國政府行政部門官方互動一直受限。因

此，一直以來，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議員是我國對美

外交工作重點。美國國會也一直有相當多的參、眾兩

院議員支持臺灣。由於面對川普亞太乃至兩岸政策之

不確定性，目前我國可以確實掌握的即是國會對臺灣

的支持。再加上美國政府重大政策仍須國會同意，在

避免川普做出重大政策改變影響臺灣考量下，持續強

化與國會的互動與關係實屬必要。因此，我國在目前

美國政府更迭之際，應該全面性的對於美國國會議員

強化遊說，強調臺灣與美國在價值觀、意識形態乃至

利益上一致，甚至邀請美國國會議員來臺灣交流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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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以維持雙邊關係。

（二）  對川普國安外交相關可能人選進行分析。目前川普正
在進行相關政府首長人選的徵詢，我國應該針對相關

國安與外交可能人選進行嚴謹而深入的背景及其相關

理念與看法研析，瞭解其亞太戰略觀點、對中國大陸

的看法與臺灣過去的互動狀況，以此做為我國預判其

可能的兩岸政策走向。同時在其正式就職之前，積極

與其接觸，說明臺美之間的共同利益與價值，取得認

同並建立溝通管道。

（三）  對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進行分析。目前對於川普上任
後可能的外交政策與亞太政策之可能走向分析，都以

其可能任命之人選作為分析對象，這固然是必須進行

之工作，但我國仍應該瞭解美國總統個人意志與想法

仍是關鍵，尤其川普總統當選人是一位個人風格極為

強烈的政治素人。因此，他的作風、性格與決策態度

應會極大程度的呈現在他的外交、亞太政策中。我國

應該及早且積極對川普總統當選人的人格特質與相關

資訊進行分析與瞭解，以做為未來評估美國亞太與外

交乃至對兩岸關係看法的判斷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