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長期以來兩岸關係，都是依附在美中關係權力結構下的結果，台灣政權輪替

後，美中台三角關係的起伏動盪，應以深層的國際體系下權力結構宏觀觀察，始

能獲致較完整清晰客觀的看法。新現實主義認為分析一個國家的行為，必須從結

構去觀察，而國際結構由無政府狀態、國家與權力的分配所組成，無政府狀態和

國家是運作的基本形式，屬於不變項，權力的分配才是真正決定國際結構的重要

變項，不同的國際權力分配型態產生不同的國際結構，而不同的國際結構和國家

所處的地位會決定國家的行為，結構與單元之間互為影響，從此互動過程可以分

析國家行為的原因與後果。 

                     

從新現實主義觀察小布希時期美中台三角關係，可以以九一一事件做為區

分，九一一事件之前，小布希的對華政策有向台灣傾斜的趨向，而台灣也積極接

攏與美國的關係，使兩岸關係維持對立僵持的局面，九一一事件之後，由於美國

全球反恐戰略布局的考量，積極改善與中國大陸的關係，而中國大陸第四代領導

階層也順勢改善與美國之關係，使美中朝「建設性合作關係」發展，小布希的對

華政策向中國大陸傾斜，此一政策的調整，係基於美中雙方在全球及亞太權力平

衡的考量的結果，另外中國大陸藉由社會化融入國際社會，提昇其地位並增強影

響力，美中關係在小布希第一任任期期間變化，至少在一部分驗證了新現實主義

理論的合理性。 

 

台灣 2003年台灣的相關作為似乎在尋求自己的能動性，以擺脫美中兩強的

束縛，這種溢出新現實主義理論的現象亦間接證明新現實主義理論結構的限制－

過分強調結構的自主性存在，強調其對系統變化及單元行為的強大約束力而忽視

了單元的能動性，但這種溢出新現實主義的結果是台灣陷入美中兩強間的雙緩衝

國的困境，似乎反而證明了新現實主義結構理論的合理性，即在國際體系結構中

小國僅能依附於大國的結構體系，任何溢出此一概念的作為將危及小國的生存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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