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911 恐怖攻擊事件，對世人造成無與倫比的震憾與驚駭，對世局形成絕無僅

有的影響與衝擊。台灣身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作為一個關心國家前途的公民，

整個國際局勢的發展自不能置身事外，須儘早掌握身為小國的生存安全自處之

道，以開拓國家未來發展的願景。 
 
基於上述思維，作者以新現實主義華爾茲的國際政治體系理論的觀點切入，

藉由文獻回顧，觀察 911 後台灣安全環境時，各家學者分別從國際安全、亞太區

域、台海安全環境層面切入，發現每個環節對台灣安全都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

但相關因素卻又相互牽連，交叉影響，唯有將三個介面相連結，方可一窺台灣安

全環境的全貌。 
 
在新世紀的國際環境，國際體系結構下美中戰略互動，才是影響台灣安全的

重要結構性因素。如果美中聯合反恐愈是成功，台灣付出的代價也愈是昂貴，台

灣絕對不可輕忽 911 事件提供中美在反恐上絕無僅有的合作契機，反恐戰爭越

久，中共扮演的角色愈形重要，美國就可能傾向中共的一邊，應切忌使台灣問題

成為美中關係反恐的籌碼。 

 

世界格局的重心正向亞太地區轉移，美中日三國的互動關係更決定了東北亞

與東南亞地區的戰略安全環境。對東北亞情勢而言，911 後美國支持日本承擔更

多區域安全責任，是比較有利於台灣對抗中共的戰略威脅，如何強化台日關係具

有重大實質意義。北韓核武飛彈危機，台灣應當注意美日同盟對北韓問題處理的

動向；美國是否以台灣利益作為交換與中共合作的籌碼；又萬一在朝鮮半島擦槍

走火，台灣尤須對中共藉機武力犯台預作防範。對東南亞情勢而言，政經整合趨

勢已是強權角逐的利益所在，台灣卻無對話空間，對於台灣整體安全影響深遠。 

 

911 後台灣安全環境，美國與中共的互動存在於台灣戰略布局首要考量的決

定性因素。相對於身處亞太形勢中的台灣而言，美中台三邊關係對台灣安全具有

決定性地位。美中台三邊無法構成等邊三角形的對等關係，美中關係與美國因素

對台灣安全更具有關鍵性影響。911 後美國兩岸政策已向中共修正，兩岸關係政

冷經熱，政府間僵持對立，而非傳統性安全威脅對台灣已形成潛在隱憂。整體而

言，911 後的台海安全環境已出現對台灣不利的走勢，而保持現狀不僅符合國際

反恐訴求，也是台灣最佳的戰略選擇，關鍵轉捩點在 2004 年的台灣總統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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