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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8年 3月 22日美國總統川普宣布以「中國偷竊美國
智慧財產權和商業秘密」為由，依據「1974年貿易法第 301
條」指示美國貿易代表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徵收關稅，以此

為濫觴開啟美中貿易戰。中共面對美國一連串進行反傾銷調

查、加徵關稅措施、抵制華為公司的作為，儘管多有反制手

段但仍無法完全逆轉美中貿易戰之局勢，直至 2019年 6月 
5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丁在莫斯科共同簽
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發展新時代全面戰略

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在美中貿易戰正酣之際，間接

確立美國「印太戰略」對抗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

係」的格局。

目前美國與其同盟國將如何發展運作印太戰略，另一方

面中俄又將如何在戰略夥伴關係合作的基礎上展開對美國的

抗衡，本文將深度剖析印太戰略、中俄關係新進展與雙方折

衝的戰略影響。

印太戰略與「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 
協作伙伴關係」之折衝

陳昭羽✽

＊ 作者為澎湖防衛指揮部戰車營營部連上尉。
doi: 10.30382/SSA.202002_(16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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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戰略發展軌跡

一、「自由開放‧印度太平洋」戰略轉折點

美國總統川普於 2017年 11月訪問亞洲前，提出建立
「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簡稱
FOIP）」構想，用以取代前任歐巴馬政府時期的「亞太再平
衡」戰略；川普總統拋出「印太戰略」雛形後，以 2007年日
本首相安倍晉三所提出的美日印澳四國同盟（QUAD），展
開印太戰略在區域安全對話、聯合軍事演習等方面發展之 
基礎。

另一方面，2017年美國與東協建立對話夥伴關係 40周
年，甫行上任的美國川普總統陸續與東協領袖會晤並發表聯

合聲明，凸顯對亞太地區的重視。2017年 11月 10日至 14
日期間，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領袖會議暨相關會議於
菲律賓馬尼拉召開之際，美國、日本、印度與澳洲官員首度

舉行四方會談，商議印度洋與太平洋地區區域議題與共同權

益，美日印澳四國安全對話的主要目的在因應中共日益強勢

的海洋軍事力量擴張，然而川普先後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摒棄多邊主義、倡導美國優先概念，一連串動作削
弱對亞太地區的連結，助長中共在東南亞經濟的主導地位，

間接影響美國與東協國家關係的倒退。1

「自由開放‧印度太平洋」戰略顯然是印太戰略的初期

倡議，其用意即針對中共之強硬政策，儘管此一戰略內涵與

具體作法未言明，印度洋與太平洋區域國家之整合亦未成

1 徐遵慈，「從 「重返亞洲」 到 「印太戰略」 －美國對東南亞政策的轉
變與最新發展」，經濟前瞻 （台北），第 178期，頁 10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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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然而隨著中共軍事影響力的持續擴張，印太戰略區域安

全機制的建立是美國迫切需要。

二、「印太戰略報告」與區域關係

美國代理國防部長帕特里克‧沙納漢（Patrick Michael 
Shanahan）在 2019年 5月 31日起於香格里拉對話中警告中
共切勿威脅鄰國主權，美國國防部隨後在 2019年 6月 1日
正式公布「印太戰略報告（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簡
稱 IPSR）」，以文件報告的形式正式定調自由開放印度太平洋
（FOIP）概念發展，成為印太戰略發展的關鍵轉折點。

從長期政策推展角度來看，印太戰略報告作為一份官方

正式文件，具體化自由開放、印度太平洋戰略之定位，凸顯

美國重視當前印太戰略發展與未來該計劃之推移，顯然地印

太戰略是從自由與開放的概念延伸四個具體原則，2而印太戰

略報告展現美國國防部計劃如何將概念轉為現實。3

印太戰略報告闡述美國在印度洋與太平洋地區戰略作

為，並強調盟國與其他合作夥伴國家將與美國共同實現對自

由開放的印度與太平洋地區之共同願景，並且設想遏制中共

在印度洋與太平洋地區擴大主導地位，聯合日本、澳大利

2 自由與開放的四個具體原則為，於印度洋與太平洋地區各國尊重主
權獨立、和平解決爭端、自由公平互惠進行貿易並且遵守國際規範。
詳見於：THE NATIONAL INTEREST,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Region: the South Korean Perspective.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
ture/free-and-open-indo-pacific-region-south-korean-perspective-50147

3 The Diplomat, Assessing the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Cur-
rent Opportunities and Future Uncertainties.  https://thediplomat.
com/2019/06/assessing-the-us-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current-
opportunities-and-future-uncertain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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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印度與韓國等國家，形成戰略合作關係以達到有效遏制

的作用，而其他印太地區國家則團結東協形成有力的戰略支

撐。4美國對印太區域之影響共區分三個層次：準備階段、夥

伴關係建立與促進區域關係，以下分述之：

（一） 在準備階段中，投資阿拉斯加聯合太平洋綜合大樓，
設立高級訓練設施，以強化美國與其盟友的訓練環

境。投入日本與澳洲的聯合先進導彈防禦系統，以提

升區域防控效能，並且擴大空軍與海軍人員、裝備與

武器的建軍計畫，維持軍事力量之影響力。

（二） 在夥伴關係的構連上，以日本、澳洲、南韓、菲律賓
與泰國為美國盟國之夥伴關係基礎，擴大對印度洋與

太平洋地區國家的交往，凝聚區域安全合作參與，以

擴大美國在印太地區地緣政治之影響力。

（三） 最後在促進區域關係方面，美國將加強印太地區第三
方合作夥伴關係，印太戰略的核心目標為日本、澳洲

與印度強化與美國合作，以強化在該印太地區的影響

力，除了日、澳、印之外，基於三邊乃至多邊安全架

構，諸如下湄公河倡議部長會議、東亞高峰會、美國

與東協連結、環印度洋區域合作聯盟等多邊機制，以

擴大美國對印太地區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

賓、印尼等國之間的合作，阻礙中共「一帶一路」戰略

影響擴大，美國透過強化與這些國家經濟合作與安全

交流方面的協商對話，形成多邊共識，逐步建立區域

利益共同體，通過強化區域各種防禦系統機構建設，

4 Eurasia Future, South Asia’s Role In The Pentagon’s “Indo-Pacific Strat-
egy Report”.  https://eurasiafuture.com/2019/06/03/south-asias-role-in-
the-pentagons-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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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增加軍事演習、互訪與安全對話機制等多邊互

動，使得印太地區建構更加緊密的安全合作關係。

除了與亞太國家合作外，後續印太戰略發展美國更希望

英國、法國與加拿大等國能緊密合作，最終運用眾多雙邊關

係來實現印太戰略維護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區之最終目

的，5意即拉攏印太地區國家共同對抗圍堵中共向外發展之企

圖。

「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係」之濫觴

一、中俄關係現況

近期中俄最大規模的聯合軍演為俄羅斯「中部 -2019」演
習，自 2019年 9月 16至 21日於俄羅斯舉行，本次演習共計
約 12.8萬名人員參演，其中中共派出 1,600名部隊，此次聯
合軍演標幟中俄走向「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係」，

在軍事方面亦建立穩健的合作關係。中俄聯合軍事演習於

2005年 8月 18日首次舉行名為「和平使命 -2005」的聯合反
恐軍事演習，迄今十餘年來，中俄軍演引起國際間對安全環

境、國際政治與軍事平衡諸方面波瀾。綜觀中俄聯合軍演成

效，中俄兩國已開展陸海空三軍全方位的聯合軍演，演習更

從非傳統安全到傳統安全領域，透過軍事演習增進雙方軍事

互信，並且傳達中俄有聯手對抗美國的戰略意圖，加強對全

球地緣戰略的影響十一

5 Global Research, The Pentagon’s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Is All 
About Containing China.  https://www.globalresearch.ca/u-s-indo-pacif-
ic-strategy-report-all-about-containing-china/567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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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1年起中俄雙方簽訂《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並
成立「上海合作組織」，使得中俄間不僅是促進兩國地緣戰略

合作，並且進一步發展兩國之間的經濟貿易；2012年 6月 
5日俄羅斯總統普丁出訪北京並發表《中俄關於進一步深化
平等信任的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內容

提到：「在涉及對方主權、領土完整、安全等核心利益問題

上相互堅定支持。」該聲明凸顯中俄針對長年兩國之間的領土

爭議，以及有關日本主權糾紛的北方四島與釣魚臺爭議採取

一致立場；2013年 3月 22日習近平訪俄期間除與普丁簽署 
《〈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實施綱要（2013年至 2016年）》，
亦與俄羅斯簽署能源協議相互諒解備忘錄，中共將成為俄羅

斯天然氣最大進口國家，雙方確定的長期供氣合同為期 30
年，能源協議為兩國關係重大突破，確保中俄在能源問題上

有更緊密的合作關係；62017年 7月習近平訪俄期間，中俄簽
署《中俄關於當前世界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另

外雙方外交部發表《關於朝鮮半島問題的聯合聲明》，闡述中

俄兩國共同立場與主張。

當代中俄關係自 1996年形成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開
始，便在能源、經貿、戰略安全等、國際政治立場上取得共

識與建構合作機制，一連串中俄首長互訪、簽訂條約與發布

聲明，再再凸顯中俄兩國基於地緣戰略有利條件，強化兩國

關係營造有利的內外部環境發展條件，使雙方能突破美國一

超多強的格局，形成多極化格局拓展更大發展空間。

6 郭武平，「從習近平訪問俄羅斯的 「合腳論」 看 「中」 俄關係」，展望
與探索 （台北），第 11卷第 4期，頁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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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簽訂「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係」

2019年 6月 5日習近平對俄羅斯進行國是訪問，將兩國
關係提升為「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簽署兩項重要

聲明：一是《關於發展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

聲明》，宣布中俄關係提升到新的定位與內涵，二為《關於加

強當代全球戰略穩定的聯合聲明》，宣示兩國將共同維護全

球戰略穩定，肩負國際政治之責任，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和全

球治理；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將政治合作、安全合作、

務實合作、人文交流、國際協作作為重點領域，兩國將共同

規劃各領域合作具體舉措，進一步充實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

伴關係內涵。

中俄在發表「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係」後，兩

國持續加強在地緣戰略問題上的合作，使中共有額外的戰略

空間與支柱以應對 2018年起中美貿易戰，同時凸顯美國與中
俄關係預期進一步下降，中俄若採取同步戰略行動，將使美

國不得不同時在東歐與太平洋展開兩線作戰，屆時將嚴重挑

戰印太戰略的發展。

中俄簽訂「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係」後，2019
年 7月 23日中共與俄羅斯兩國空軍轟炸機和預警機編隊在東
北亞地區實施首次聯合空中戰略巡航，兩架中共轟 -6K轟炸
機，在日本海北方界線與 3架俄羅斯預警機匯合後進入日韓
防空識別區，日本和韓國緊急派遣戰機攔截監視，中俄轟炸

機聯合巡航有意進入有日韓爭議的空域，無疑突顯兩國在軍

事方面的協調能力，以及嘗試加大兩國對東北亞戰略格局的

影響力。

中國總理李克強在 2019年 9月 17日訪問俄羅斯期間與
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會談，表示兩國在能源等領域合作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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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中華民國一○九年　第一六○期│

得新突破，尤其是能源產業，2019年 12月 2日中俄東線天
然氣管道正式開通投，未來俄羅斯將向中共供應約 1兆立方
米天然氣，中俄雙邊貿易額提將升至 2,000億美元。
儘管中俄簽訂「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係」，在

政治、軍事、經濟、科技交流的領域合作上更加密切，中共

官方媒體多次強調這「戰略伙伴」並非「軍事同盟」，兩國發

展僅止於雙邊關係密切互動；追朔中俄軍事合作，中俄 1992
年 11月建立中俄軍事技術合作混合委員會，開啟中俄軍售管
道與軍事協商機制，從初期武器購買，發展至聯合軍演及軍

事人員交流訓練等，儘管軍事合作關係密切且互動頻繁，實

際上，俄羅斯持續增闢武器銷售市場，減少對中共依賴，中

共則意圖建立獨立自主的國防工業體系，並且汲取俄羅斯技

術與經驗，在兩國不具有共同意識形態與戰略目標下，中俄

有利可圖才能使合作持續，這也意味著「新時代中俄全面戰

略協作伙伴關係」旨在延伸兩國基於各自利益合作的深度與

範疇，並無結盟或中俄軍事同盟情事，俄羅斯總統普丁更於

2019年 12月 19日在莫斯科舉行的年度新聞會上表示：「俄
羅斯與中共沒有結成軍事同盟，雙方亦無結盟的計劃。」

三、印太戰略與「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係」之戰略影響

美國國防部發布的印太戰略報告以及中俄最新達成的新

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係，正式確立以美國為首主

導的印太地區國家將與中俄之間產生衝突，以下針對經濟

層面、政治層面、軍事層面與民族復興四大方面進行戰略 
研析。

（一） 經濟層面
 俄羅斯在航空技術、核能、重工業等方面擁有技術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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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且深具天然氣與礦物自然資源優勢，中共則擁有

充沛的勞動力資源優勢，使得中俄經濟合作發展互補

互利，基此，中俄在「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

關係」的架構下雙方經濟關係鏈結強化，並亟有可能

成為主導亞太經濟發展的集團。然而，現階段美國以

關稅制裁、反傾銷調查與科技禁令的方式打擊中俄兩

國，並在美中貿易戰的格局下使全球經濟發展陷入泥

沼，中俄在與美國的任何競爭中，中俄兩國最大的弱

點在於經濟，因其經濟高度依賴出口，關稅提升、經

濟制裁等手段限制中俄經濟發展，7美國基於國家安全

為由禁止使用華為通信設備，並且對中共採取諸多貿

易打擊手段不僅傷害中共本身，亦對全球經濟發展產

生不良影響，中俄兩國的經濟合作既維護國家可持

續的經濟發展，更使中共多了抗衡美中貿易戰的夥

伴，可預期未來中俄兩國將拉攏地緣周邊國家以逐步

穩固其經貿合作的多邊關係，達成經濟層面的戰略 
穩定。

（二） 政治層面
 世界格局處於兩強對立之態勢莫過於冷戰時期，直至

印太戰略與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係的對

立，印太戰略的聯合同盟作為，其目標專指向中共，

是為冷戰後美國在印太地區最大的假想敵，當前美國

7 James Dobbins, Raphael S. Cohen, Nathan Chandler, Bryan Freder-
ick, Edward Geist, Paul DeLuca, Forrest E. Morgan, Howard J. Shatz, 
Brent Williams, 2019, Extending Russia Competing from Advantageous 
Ground,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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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印太戰略助其鞏固於亞洲之戰略地位，進而完成全

球霸權的掌控。中共預判美國對其圍堵、包圍戰略之

形勢不利，若不加以預防突圍恐難繼以維繫國家發

展，因此中共協同俄羅斯戰略協作，共同抗衝印太戰

略對中共的圍堵戰略；8然而，中俄合作數量與規模難

比印太戰略，在當前對立衝突陷入膠著，預期中共將

拉攏更多國家加入合作，提高中俄聲望並離間美國合

作夥伴。

（三） 軍事層面
 中俄關係提升使得雙方在軍事合作範圍隨之擴大，對

中共國防軍事現代化產生巨大之影響，中共不僅解除

來自北方的軍事威脅提升國家安全保障，並藉武獲軍

購、軍事人員交流、軍備技術合作與聯合軍事演習，

獲得在軍事人員、武器裝備技術現代化的提升，改

善中共軍事質量。中俄合作凸顯在「反介入 /區域拒
止（Anti-Access/AreaDenial, A2AD）」能力發展上的提
升，當中俄有堅實的能力扼止美國軍事力量介入亞太

地區，即失去對該區域的控制權，影響美國介入亞洲

軍事衝突的意願，為避免此種態勢產生美國積極向印

度洋與太平洋國家合作建設軍事設施並投入部署，爭

奪制空權、制海權以及網絡戰之優勢，儘管目前印太

戰略與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係尚未產生明顯衝突，但

隨著對立的格局逐漸成熟，兩大勢力恐陷入「修昔底

德陷阱（Thucydides Trap）」。

8 王承宗，「國際因素對中俄戰略夥伴關係之影響：從俄羅斯的觀點
分析」，問題與研究 （台北），第 36期，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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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民族復興
 習近平提倡「中國夢」的民族偉大復興與普丁重振俄

羅斯世界大國地位的夢想頗有異曲同工之處，中俄共

同的大國情結對比美國欲推動的印太戰略在概念上格

格不入，若美國試圖阻止中俄兩國民族主義情節進一

步擴大，就必須嚴格管控衝突門檻以及防範狂熱民族

意識散布，使美國能有效預防無謂的衝突升級。9另

一方面，以目前中俄欲構築之民族主義復興，對比印

太戰略宣達自由與開放之精神，換言之兩大集團意識

形態上的對立，將可能再造以意識形態為主體的衝突 
模式。

合縱與連橫：新冷戰格局

印太戰略與「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係」衍伸

的對立與衝突，顯現新冷戰格局逐漸成形，在印太戰略尚未

完全建成前，美國將積極整合印度洋與太平洋區域盟友，而

中共除了俄羅斯外，亦將同時開展雙邊與多邊的戰略夥伴關

係，在國際政治中各國將視其國家利益爭取兩大陣營的加

盟，新冷戰格局儼然形成。

重新檢視兩大陣營的成員國，中俄關係具有深厚的歷史

淵源不談，印太戰略的盟友在合作的動機因素上迥異。印太

9 Ben Connable, Jason H. Campbell, Dan Madden, 2019, Stretching and 
Exploiting Thresholds for High-Order War How Russia, China, and Iran 
Are Eroding American Influence Using Time-Tested Measures Short of 
War,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Insti-
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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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核心國家日本、韓國、澳洲與印度多與美國長期互為同

盟關係；然而，檢視成員相互關係可發現避險戰略的現象，

即便本身是印太戰略的國家某方面仍與中共與俄羅斯有所互

動，若觀察印太戰略可能納入的斯里蘭卡、孟加拉、尼泊爾、

越南、馬來西亞等國，同盟國間的複雜性將加大印太戰略統

合的困難，是故除了印太戰略核心國家外，其他印度洋與太

平洋地區的國家未來會陷入新冷戰格局的拉扯。

美中戰略折衝與臺灣走向

美國構築印太戰略凸顯對太平洋與印度洋國家的關注，

期使美國與其盟友共同承擔該區域穩定的安全環境與繁榮的

經濟社會。印太地區在美國戰略推動下共享相同的價值觀，

以強化與美國對抗中共大國競爭之態勢，在地緣戰略、多邊

地區合作與軍事安全保障聯繫的行動定位，促進美國構築圍

堵中共之基礎。在美國對中國豎起關稅壁壘之際，既然中俄

各自的經濟和軍事實力都不能與美國抗衡，除了通過戰略合

作共同應對也沒有更好的選擇。可以預見的是，美國如果繼

續加大對中國壓力，中俄之間的關係還會繼續加深。

另一方面，中俄簽訂「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

係」基本劃定「中俄制美」的格局。隨著美國對中共貿易戰

得貿易順差，卻輸掉地緣戰略上的合作關係，中共持續擴大

「一帶一路」戰略在印太區域國家各領域的影響，美國是否能

依靠印太戰略成功圍堵中共變得越來越不可能；此外，美國 
「一中政策」框架仍在，美國欲利用臺灣牽制中共亦將因為

政策而失去戰略優勢。臺灣作為印太區域一小國，保持中立

避免捲入霸權競逐，至於是否要持續配合美國推展印太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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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疏離中國，亦或是遊走美中對抗格局以期獲得所需利益回

饋，皆為臺灣要再謹慎評估的課題。

臺灣為扼制與連接太平洋與印度洋之中間樞紐，尤其涉

及中共國家主權與領土之核心利益，成為少數有利於抗衡中

俄戰略合作的支點，美國印太戰略報告中更肯定臺灣對積極

維護自由開放的國際秩序所做的貢獻。臺美國防交往旨在確

保臺灣能維持安全免受脅迫，美國將持續評估臺灣國防需

求，以協助建構有效抵中共脅迫的軍事能力。10臺灣在印太

區域的合作關係將持續走向緊密化，並成為遏止中共重要 
犄角。

臺灣在美中折衝的過程中，無法憑藉一己之力維持區域

安全平衡，仍要依靠美國兌現安全承諾，發揮印太戰略支點

的作用，並在中共不貿然對臺動武的前提下，方能確保東北

亞區域安全秩序與穩定發展之現狀；美中夾縫間國際政治亟

欲避免兵戎相向，美國應設法使更多印太地區國家接受開放

整合的世界，並從中獲益繼而影響中共，中共亦應透過磋商

談判參與國際秩序而非以軍事力量威逼他國，在強力嚇阻與

強力再保證上，美中共同遏制武力威懾與外交保證以維持國

際政治平衡。11

10 聯合新聞網，2019 年 6 月 2 日，https://udn.com/news/story/11311/ 
3847917

11 Stephen Kotkin，李育慈譯，現實主義的世界，國防譯粹 （台北），
第 46卷第 4期，頁 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