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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2021） 年 9月 15日，美國、英國、和澳洲達成「強化
的三邊安全伙伴關係」 （enhanced trilateral security partnership） 
而被簡稱為 AUKUS （Australia-United Kingdom-United States）
的新協議。協議正式公布後引起諸多不同反應和顧慮，包括：

這是否是美國為主的印太地區新軍事同盟，是否更進一步導

致印太地區軍備競賽，對印太地區安全秩序影響，AUKUS
是否違反核不擴散條約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或 Non-Proliferation Treaty），及美、澳和法
國及美國和傳統歐洲盟友關係等。

AUKUS內容與特色

首先，需要了解 AUKUS的內容。公開的聲明強調，這
三國在國際規則為基礎的秩序概念引導下，深化在印太地區

的外交、安全、和國防合作。AUKUS是上述合作努力的一
部分。

其次，三國合作的重點是資訊和技術的共享，以增進安

全和國防能力。這主要是國防和安全有關的科學、技術、和

產業，及產業鏈的整合。由美國和英國提供澳洲核動力潛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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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一個合作案。三國將用 18個月討論該合作案的發展方
式。澳三國承諾遵守核不擴散協議。相關的媒體報導，這些

核動力潛艇將在澳洲製造，其數量至少八艘，預計在 2040年
全部交付完成。

最後，除了核動力潛艦外，三國也將致力其他關鍵領域

合作，包括：網路能力、人工智慧、量子技術、及水下能力

的合作以增進聯合能力 （joint capabilities） 和相互操作性 （in-
teroperability）。

AUKUS固然是安全關係的新篇章，但是，拜登總統在記
者會上強調，美國仍會和東協國家 （ASEAN），四方 （美國、
日本、印度、澳洲）安全對話國 （Quad），五眼 （美國、英國、
澳洲、加拿大、紐西蘭） 聯盟，及印太、歐洲、及其他地區
的夥伴合作，以建構和平、自由、和開放的印太地區。

由白宮發布的AUKUS聲明和三國領導人記者會的說明，
可以看出 AUKUS有三個特色。第一，無可否認的，AUKUS
是暗指應對中國。美國自川普總統以來就指控中國不遵守

且違反國際規則，且經常以政治和經濟脅迫其他國家，及

輸出權威主義等。川普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指控中國是國際秩序的修正主義國 （Revi-
sionist）；拜登的暫時性國家安全指針 （Interim National Secu-
rity Strategic Guidance） 則指中國的國力挑戰美國。凡此都指
出中國構成美國最大威脅。

這特別是中國已建立一支龐大現代化的軍力，美國必須

思考如何因應，以維持美國在印太的領導地位。這特別是，

美國在國際議題上仍可能被其他議題羈絆而備多力分，無法

像中國只把重點放在印太及臺海區域。而且，中國船艦規模

已超過美國，再加上其他先進武器載台的規模逐漸擴大，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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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許多研究指出，中國軍力已發展出反介入 （anti-access） 能
力，1對美國主導的西太平洋軍力構成強力的制約。如果讓澳

洲海軍有更強能力，特別是水下攻擊能力，將迫使中國必須

分散優勢軍力處理南方來的壓力，或投資更多資源於軍事。

這是美國因應中國軍力擴大的一種思維方式。

第二，AUKUS是一個特殊的安全聯盟機制。傳統的安全
聯盟機制強調組成聯合軍隊以共同防禦共同敵人，冷戰發展

出迄今還運作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 是典型的例子：
歐洲國家在美國領導下組成北約聯軍共同應對前蘇聯可能的

入侵。AUKUS的特殊性在於，他是以技術為主，協助聯盟
內盟友發展核動力潛艦及發展其他新興科技，並把新興科技

用於國防，以增強彼此的國防能力。AUKUS完全沒有處理
美國、英國、和澳洲建立聯合軍隊以對抗中國的議題。

不能否認的是，這個特殊的安全聯盟有其意義。這是以

國家力量介入新興科技的合作、發展和整合，縮短研發和應

用於國防的時程，使盟內國家在短時期內發展出更好的武器

裝備能力。這是屬於國防能力建設 （defense capacity building） 
的做法。

四個原因使 AUKUS未來擴大成員的可能性極低。首先，
核動力潛艦是高度敏感技術，特別是涉及核不擴散條約。這

說明三國領導人在記者會一再強調，三國會遵守該條約，該

核動力潛艇只配備傳統武器，絕不配備核武器。其實，協助

澳洲製造核動力潛艦已引起很多爭議，拜登應該不會再邀其

他國家研製核動力潛艇。

其次，這三國的歷史合作關係無法複製。這三國歷經兩

1 反介入是美國用語，中國稱為反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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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世界大戰，兩次波斯灣戰爭，乃至於阿富汗戰爭等的合

作，有共同的語言和文化，彼此的互信頗高，而能共享某些

敏感的技術。但是，這三國和區域內其他國家間的合作程度

不高，因此，涉及的敏感技術不是可以輕易分享。

另外則涉及區域安全架構的歷史問題。基於複雜的區域

歷史和國際關係，印太區域從來沒有發展出含蓋區域的安全

架構。例如，中南半島國家間充滿歷史恩怨，而海洋東南亞

國家間的歷史恩怨也不遑多讓。中國、日本、韓國間更是複

雜。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只發展出以美國為主的多個雙

邊安全體系，但沒有發展含蓋整個區域的安全架構。冷戰結

束後，的確有許多人提議要發展全區域性安全架構，但是，

從來沒有成功。以至於冷戰發展出的多個雙邊安全架構仍主

導當今的區域秩序。另一方面，區域內中、小國家歷經殖

民獨立過程而多追求自主，如東協強調東協中心（ASEAN  
Centrality），因此，對於加入 AUKUS會抱持觀望態度。
最後，則是涉及區域國家和中國的關係。直白地說，加

入 AUKUS等於加入反中聯盟，這是區域內許多國家不願做
的選擇。許多國家固然對中國的諸多強勢作為不滿，而接受

美國軍事介入區域安全以平衡中國。但是，中國畢竟是區

域內強國（resident power），美國則是地理遙遠的域外強國 
（non-resident power）。再加上中國和區域內所有國家有密切
的經貿關係，使中國可以利用此經貿關係影響各國政治。因

此，他們也不願公開得罪中國，更不願加入反中聯盟，而寧

採取避險（hedging）作為，在美、中間維持動態平衡。因此，
區域內國家不可能加入 AUKUS。
第三個特色是，至少在拜登時代，AUKUS不會主導，

甚至取代美國印太的整體布局，使美國布局走向以軍事為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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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標的安排；美國的印太布局仍將是多樣化安排，針對不

同家含蓋不同議題和項目，而不是一刀切的以軍事聯盟安排

為唯一作法。這表示，拜登政府充分了解不同國家對諸多安

全議題的不同顧慮，及美中競爭是多領域並進的，而採取漸

進、和有針對性的作為。

典型的例子是 Quad。Quad應該會和 AUKUS並存和各
自運作，雖然兩者在美國主導下有密切的互動關係。在開完

美、英、澳的 AUKUS高峰會議後的 9月 24日，美國召開
了 Quad的本年第二次高峰會議；Quad第一次高峰會於 3月 
12日以視訊方式舉行。檢視這兩次 Quad高峰會聲明，可以
發現有幾個特點。第一，聲明沒有公開觸及臺海安全。在美

日、美韓、G-7、和歐盟高峰會後的聲明裡，臺海安全議題
都被寫入。但是，兩次 Quad高峰會聲明沒有寫入臺海安全
議題。這應該都是遷就印度的要求，因為印度中國關係在過

去幾年因為邊界衝突而走低，印度官方迄今對和中國關係仍

高度謹慎，對任何涉及反中國的聯盟仍拒絕背書。Quad兩次
高峰會聲明不明確寫入臺海安全也反映拜登政府對印太區域

國家對某些敏感議題的掌握而能做出彈性調整。

此外，兩次Quad高峰會聲明淡化聯盟（alliance）的色彩，
雖然世人多認為 Quad是美國應對中國競爭需要而支持的準
聯盟（coalition）安排，同時，聲明裡強調國際法和規則為基
礎的區域秩序而迂迴指控中國。聲明裡完全沒有觸及已舉行

數次的四國海軍演習（雖然聲明裡提到南海和東海議題）；聲

明花了許多篇幅強調共同應對新冠疫情和全球衛生，建立高

標準公共設施協助，應對氣候變遷，人與人交流和教育，處

理包括 5G、半導體、和生物技術，網路安全，及太空在內
的關鍵和新興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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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第一七○期　中華民國一一○年

某種程度而言，對於 Quad，拜登政府採取的策略和對
AUKUS相同，是能力建設（capacity building）。其目的是透
過諸多重要領域的合作，強化盟內國家處理關鍵議題的能

力，增加盟內國家施政效果，凸顯民主國家也能促進發展，

而平衡中國發展模式。

AUKUS是否改變印太區域平衡？

AUKUS的確導致許多顧慮和爭議。問題是 AUKUS能改
變什麼？其實，真正的改變要花很長的時間才能達成。

理論而言，核動力潛艇及良好的靜音能力可以在水下長時

間航行而不易被敵方反潛偵測獵殺。潛艇上可以配載各種潛

射的攻艦和攻陸導彈，可以配合美國軍力牽制中國在南海和

東海的軍事行動，對中國形成制約，這可能是中國顧忌的。

然而，這個顧慮可能是被誇大的。依據 AUKUS，美國
和英國在未來的 18個月要和澳洲討論核動力潛艇製造事宜，
目標是使澳洲在 2040年前製造出八艘核動力潛艇。問題是，
怎個進度能否按時完成？

澳洲和法國海軍集團 （Naval Group） 2016年簽約，由法
國海軍集團替澳洲研製傳統動力新潛艇，取代澳洲現有科林

級傳統動力潛艇。或許是把法國核動力潛艇改為傳統動力潛

艇有其先天的諸多困難，結果是澳洲的新潛艇計畫迄今毫無

任何進展，而影響澳洲海軍軍力發展和部署。這可能是澳洲

轉向美、英的主因。

問題是 18個月的目標和 2040年目標能否達成？特別是
2040年是否太久遠而無實質意義？除了澳洲能否勝任製造核
動力潛艇的技術和人力外，尚有完成時間點的問題。固然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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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專家對中國軍事安全的威脅，特別是對臺海的威脅，有不

同評估，但是，還沒有人評估 2040年的可能威脅狀態；絕
大部分是以 2030年，或 2030以前作為預測評估的時間點。
然而，澳洲的八艘核動力潛艇到 2040年才正式成軍，這對
2030年前的中國海軍能構成多大的制衡作用？
為了使澳洲能早日擁有核動力潛艇，提升澳洲海軍戰略

能力，不同建議被提出，這包括美國增設船塢幫澳洲製造，

而不全在澳洲製造等。問題是，美國海軍一方面面臨船艦老

化，另一方面需大量增加新船艦以因應中國海軍日增的數量

優勢，是否有餘力幫澳洲製造核動力潛艇不無疑問。另一方

面，2040年距今非常久遠，屆時國際和區域環境有何巨大變
化仍是未知數。或許屆時澳洲取消部分訂單。

這不是說 AUKUS毫無作用。AUKUS協議上提到的網路
能力、人工智慧、量子技術、及水下能力都是未來關鍵科技

能力，涉及未來國力發展，對國防安全至關重要。但是，其

需要長時間發展，其成效短時期難顯現。因此，在短時間難

看出這些領域的合作可能的突破，及對區域安全有任何影響。

未來觀察與建議

AUKUS的確引起區域國家的不同反應。然而，如果上面
的分析是正確的，我們可以下結論，AUKUS是美國因應中
國崛起而編織印太地區安全網的一環，這個新聯盟系統有其

獨特性，且置重點於能力建設，和傳統聯盟型態不同。它也

無意取代既有以美國為主的雙邊，例如，美日、美韓、美澳、

及美印等，四邊（Quad），及各個美國盟友間的雙邊架構，例
如：印度 -澳洲、日本 -澳洲。它不可能變成印太的北約；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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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第一七○期　中華民國一一○年

至，連發展成小北約的機會都不高。因此，它不會對印太區

域帶來巨大改變。然而，它不是沒有作用，只是需要很長的

時間才能發揮作用。

短時間對區域安全影響比較大的仍是美國在印太區域透

過雙邊架構的部署和調整。美國從小布希總統時代就宣布，

要逐漸把美國海軍的三分之二兵力調整到亞洲。近期，美

國海軍宣布把一艘美國最大遠征移動基地艦米格爾基斯號

（USNS Miguel Keith, T-ESB-5）調到西太平洋執行任務是典
型的例子。另外的例子是美國強化和盟國的軍事操作互通性

（interoperability）。典型的例子是 2021年 10月 3日一架美國
海軍陸戰隊的 F-35戰機降落在日本由直升機護衛艦改裝的輕
型航空母艦「出雲」號（Izumo）上。

AUKUS對臺灣的啟示是，使臺灣見證美國對中國崛起的
顧慮，使美國從多個層面強化盟友關係，透過雙邊關係使盟

友具有更強的國防能力，進而使盟友能承擔更多責任。另一

方面，透過各種軍事操作互通性，為發展未來可能的聯合作

戰能力鋪路。

當美國和西方國家對中國崛起的顧慮越來越多之際，對

臺灣而言，機會和限制並存。我們可以設法擴大爭取與國際

接觸，使臺海議題更國際化。當臺海議題越來越國際化，有

越來越多國家關切臺海安全時，中共領導人勢必更謹慎處理

臺海議題。特別是強化民間外交以及與西方各國國會的關係。

其次，我們應強化和西方國家的科技、教育、和經濟關

係，以提升我國的總體經濟力量。這特別是軍民通用科技，

除可間接帶動臺灣的科技和經濟實力，也可以間接提升臺灣

的國防能力。這是值得我們努力的方向。

中共仍然是最大的限制因素。即使美國和西方國家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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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顧慮越來越多而採取各種抵制措施和作為，他們仍無意

取消既有的一個中國政策。同時，也遵循既有的核不擴散協

議。這表示，我國加入 AUKUS有困難，也不可能取得核動
力潛艦的相關技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