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陸章 結論 
 
   在中共的認知中，「安全觀」是一國對國際安全的主觀認知，也是制定外
交政策的理論基礎。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對於安全的認知也有所不同，「安

全觀」的內涵勢必有所調整。面對冷戰後國際安全環境好轉與國際格局將朝向

「多極化」的認知下，中共調整以往以軍事安全為重的傳統安全觀，在延續鄧

小平時期確立的「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下，將經濟安全列為國家利益的重心，

全力發展國家現代化建設。而為保障周邊環境的穩定以利「四化」的順利發展，

中共在「新安全觀」中納入亞太各國提倡的「合作安全」理念，一方面在主張

通過對話增進信任，以和平談判方式解決領土爭端與國家間爭議問題之下，提

高中共與亞太國家的相互信任，減少因相互猜忌而導致的小規模地區衝突，塑

造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國際環境；此外，藉由互利合作，也有助於中共獲取經濟

發展的資金、技術與國防現代化所需之高科技武器，縮小與其他大國間的實力

差距，提升綜合國力。可見，「新安全觀」中包含(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

主義的思維，兩者互為體用。中共雖然接受「合作安全」的理念，強調以和平

方式解決國際爭端並提升國家間的互利合作，但在涉及現實主義主張的國家主

權、安全等問題時，中共仍堅持其立場，採取強硬態度。而在視「和平」為「發

展」的前提之下，與各國交好、穩定周邊環境以提升綜合國力的概念基本上仍

屬於「以權力制約權力」的傳統思維，將「安全」與「實力」掛鉤，使得「合

作安全」成為中共換取安全環境的策略運用。1 在外交政策方面，雖然中共呼

籲各國無論大小一律平等，但在基於(新)現實主義下，認知大國關係主導國際

衝突與合作的走向，即明顯偏重「大國外交」在雙邊外交中的重要性，並突出

聯合國安理會的主導作用。而為「多極化」國際格局的實現，中共除了提升綜

合國力之外，「新安全觀」也成為中共在國際場合提倡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提升國際地位的利器。 

 

不過，周邊安全環境並未如中共預期。除了美國在東面的駐軍尚未撤離，

作為戰略後盾的西部疆域，卻在西方國家以北約作為前進中亞的突破口之下，

喪失戰略緩衝區。雖然未將中亞國家正式納入北約成員，但是藉由北約「新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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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于有慧，〈後冷戰時代中共新安全觀的實踐與挑戰〉，《中國大陸研究》，民國 90年 2月，頁

68-69。 



略」賦予的政治功能，將職權範圍擴大到非會員國，以便處理危機與進行維持

和平行動，因此將中亞國家納入北約外圍組織─「北大西洋合作理事會」以及

「和平夥伴關係」計劃，發展政治、軍事合作。中共不僅憂慮北約藉由軍事合

作、演習，將西方軍事力量部署至中亞，危及中國大陸西部邊界安全；政治方

面，北約在配合美國全球民主化的戰略下，向中亞輸入西方價值觀，導致中共

與中亞各國在社會制度與意識型態差異增大；經濟方面，由於北約以確保盟國

石油運輸線路的安全作為首要任務，因此也將對中共與中亞國家的能源合作構

成阻礙。而在 1999年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後，北約擴展對中共的

衝擊已不限於在中亞地區的利益，依中共的解讀，北約擴展是在美國主導下形

成，是美國建立單極霸權的工具。藉由「和平夥伴關係」計劃將合作範圍伸入

中亞，直逼中國大陸的西部邊疆，並在東側配合《美日安保條約》，意圖圍堵

中共。因此，中共為因應北約擴展形成的政治、軍事、經濟衝擊，基於「新安

全觀」指導下的雙邊與多邊外交政策，在加大與中亞各國、俄羅斯之間的雙邊

合作之外，並積極促成「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以多邊合作框架擴大區域合

作，提升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而為反圍堵，中共在拓展雙邊關係之外，更積

極參與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藉由在國際場合大力倡導「新安全觀」，強烈

抨擊北約擴展以及美國擴張軍事同盟的做法是為冷戰思維，不符合冷戰後以和

平、協商處理國際爭端的形式，進而突顯「新安全觀」強調「互信、互利、平

等、協作」以及「和平共處五原則」的特質，不僅有助於提升中共之國際地位，

在極力呼籲各國摒棄冷戰思維、倡導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之下，可見其

抗衡美國建立單極霸權之意。 

 

  在中共大使館遭到北約轟炸，引發中共國內對於全盤國際戰略、「和平與

發展」、「韜光養晦」、對美「不搞對抗」綱領的強烈質疑，各種反西化、反全

球化、反對私有化市場改革的「左傾」勢力，大有與民族主義情緒結合，挑戰

冷戰後整體外交方針的趨勢。2 在認知冷戰思維依然存在，對於未來安全環境

表示悲觀下，中共因此修正其原有之外交政策，調整「新安全觀」中的安全利

益重心。在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遭受北約轟炸後，中共中央軍委、解放軍總

參謀長傅全有即刻表明，解放軍堅決擁護政府、努力加強國防現代化建設、堅

                                                 
2 張登及，《冷戰後中共「大國外交」之研究─理論與實踐的分析》(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

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 91年 7月)，頁 114。 

 141



決保衛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不受侵犯的嚴正聲明。3 繼 8月北戴河會議期間，

中共高層作出增加軍費的決議後，10月便同意增撥 8百億人民幣作為強化三軍

防衛反擊能力之用，顯見中共提高軍事安全的比重。而由中共因應北約擴展的

外交政策中可見，為抗衡北約在中亞地區的軍事勢力，中共積極與中亞國家、

俄羅斯拓展雙邊與多邊的軍事合作。其中由於中俄雙方具備反制北約擴展的共

同利益，因而在 1999年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後，雙方軍事合作更

形密切，提升至戰略層級。同年 6月中共軍委副主席張萬年訪問俄羅斯之際，

雙方便達成多項軍事合作計劃，俄同意向中共輸入多項高科技軍事裝備。此

外，中共軍方高層亦密集穿梭於以色列等武器製造國間，可見中共欲加強戰

備，加速武器升級的企圖。4 

 

  顯然，北約擴展已令中共倍感威脅。雖然基於「新安全觀」中的「合作安

全」理念，主張藉由多邊安全對話、提升聯合國與安理會在維護國際安全事務

中的主導作用以處理冷戰後的地區衝突，但北約等軍事同盟不但未遭到廢除，

反而更形擴張。1999年北約未經聯合國授權逕自出兵南斯拉夫，已令身為聯合

國安理會一員的中俄兩國，大感地位遭致消弱。在自覺遭受圍堵的情勢下，加

速武器更新、提升戰備的舉動，可見軍事安全對中共的重要性並未遜於經濟安

全，反而更形突顯中共「新安全觀」的策略性。在深感聯合國的地位弱化，柔

性訴求國際社會摒棄「冷戰思維」、倡導「新安全觀」的作為，已淪為宣示性

口號之下，為因應外來的威脅危及國家安全，中共積極擴張軍備的行為可謂(新)

現實主義理論下，「以權力制約權力」的傳統思維，無怪乎外界對「中俄戰略

協作夥伴關係」之建立以及《中俄睦鄰友好條約》之簽署，有謂「同盟」之疑

慮。 

 

  而有鑒於去年布拉格高峰會，北約通過第五次東擴計劃，將立陶宛、拉脫

維亞、愛沙尼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斯洛凡尼亞、斯洛伐克等前東歐共產

國家正式納入會員國，並為有效打擊恐怖主義，宣言中指出北約必須能派部隊

到任何需要的地區，包括可能遭受核生化武器威脅與傳統歐洲戰場之外地區。

可見，在美國總統布希矢志將北約轉型成為對抗恐怖主義的角色下，不僅令北

                                                 
3《聯合報》，民國 88年 5月 12日，第 3版。 
4 于有慧，〈中共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持續與轉變〉，《中國大陸研究》，民國 89年 6月，頁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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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的擴編行動加速進行，為配合反恐，北約在中亞地區的安全合作，也將更形

深化。雖然藉由反恐，打擊塔利班勢力、掃蕩中亞地區的「三股勢力」是中共

所樂見的，總部設於阿富汗的新疆分離運動組織「東土耳其伊斯蘭運動」(簡稱

東突)在美國的同意下，已於 2002年 9月 12日正式列入國際恐怖組織名單中，
5 但中共對於美國與北約藉由反恐，長期駐紮在中亞地區的意圖深感不安。6 據

報導指出，為減緩西方勢力大量進駐，衝擊中亞地區的大國關係，令「上海合

作組織」呈現空心化的負面衝擊，中共因而積極展開睦鄰外交，不僅與中亞國

家召開反恐會議，並造訪緬甸、越南、哈薩克、蒙古以及印度、巴基斯坦等國，

倡言區域合作。7 

 

    由是，隨著反恐任務的持續，提供美國與北約在中亞地區獲得長期駐守的

正當性，將西方軍事勢力直逼中國大陸西部疆域，令中共倍感威脅。因此，在

認知 911事件後，周邊安全環境不確定性增大，西面(中亞)危機不斷，亂局將

呈現長期化趨勢之下，8 「新安全觀」意涵中基於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合作安

全」理念將不斷遭受挑戰，而中共一再強調的「和平共處五原則」、「不結盟」

原則，則成為中共因應北約擴展，提升綜合國力、換取安全環境的策略運用。 

 
5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指出，「東突」與賓拉登過從甚密，在境外建立基地、培訓恐怖份子，並

派人潛回境內，策劃、指揮與實施恐怖破壞活動，例如 1998年 5月烏魯木齊爆炸案以及 1999

年 3月新疆和田爆炸案。中共估計，該組織策劃下的一系列爆炸、恐怖攻擊、暗殺活動已造

成 166人死亡，440多人受傷。《中國時報》，民國 91年 9月 13日，第 11版。 
6 除了深怕遭致西方國家的戰略圍堵外，中美在反恐行動中也產生歧見。不僅布希在上海參加

亞太經合會時指出，反恐絕對不能作為鎮壓少數民族的借口，對於中共利用反恐機會打擊新

疆政治異議分子與宗教分子的做法不以為然外；中共對於美方拒絕送交在阿富汗逮捕的疆獨

分子一事，也大表不滿。據「亞洲華爾街日報」報導，美軍 2001年 10月在阿富汗發動的反

恐戰爭，打散了疆獨在阿富汗的基地，使中共免於遭受疆獨突襲的困擾。美軍不但擊斃 20

餘名、逮捕 300位疆獨分子，並迫使約 1000名疆獨殘餘分子逃往巴基斯坦北部與阿富汗交

界地帶。不過，美國至今沒有交付中共任何一名被俘的分離主義分子。《中國時報》，民國

91年 5月 29日，第 11版。 
7《聯合報》，民國 91年 1月 16日，第 13版。 
8 林利民，〈國際地緣戰略形勢與中國的選擇〉，《現代國際關係》，2002年第 3期，頁 3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