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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南海爭端在 21 世紀有持續升高的趨勢。美國在重返亞洲的戰略態勢下，主

張以多邊主義處理主權爭議；中國大陸堅持以單邊主義進行解決，並排斥區域外

大國的介入，使得南海爭端情勢越形詭譎多變。在既有形勢下，歐巴馬確定成為

美國第 45 任總統，習近平也確定接任中國大陸國家主席，兩位領導人在此當下

聲稱要建構「以尊重為前提、合作為途經、共贏為目標」的新型大國關係，此對

南海爭端情勢的影響，必須持續關注。 

中國大陸 2010 年已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2 年整體貿易額更達到

38,670 億美元，較美國的 38,220 億美元多出 1.18%，成為全球最大貿易國，展現

了中國大陸的經濟實力；在軍事上，2011 年殲 20 隱形戰鬥機成功試飛及 2012

年「北斗衛星導航系統」正式啟動，顯示中國大陸的軍事航太科技直逼美國；在

政治外交上，持續落實「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

舞台」的獨立自主外交策略，中國大陸儼然成為美國霸權的挑戰者。 

在後冷戰時期，美國無論在經濟金融、軍事戰略及政治外交上無疑是世界唯

一超級強國。面對中國大陸的崛起，美國憂心其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2009

年提出「重返亞洲」戰略，強調亞太事務需要美國的領導，歐巴馬總統出席 APEC

新加坡峰會時更自許為「第一位太平洋總統」，頗有爭奪亞太地區主導地位的意

味。 

當今中美關係絕對是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經濟依存互賴、軍事的競合及

外交合縱連橫皆是衝擊中美兩國「新型大國關係」的建構因素。南海爭端情勢發

展端賴中美關係的牽動。本文試就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建構下對南海情勢的影

響加以討論。 

關鍵詞：中美關係、南海爭端、新型大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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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Type Major-Power Relationship: A Research on Influence of U.S-China Ties 
upon the Situat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bstract 

 
In the 21st century, tension mounted at the South China Sea over territorial 

disputes. With the “return-to-Asia” strategy, the United States called for those seven 
sovereign states to solve the disputes with the multilateralism while China persisted 
with the unilateralism and rejected the interference of other major nations. The 
attitude and strategy that two major-powers took made the situat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unpredictable. In 2012, Barack Obama was elected as the 45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 while Xi Jingping was promoted as the Chairman of 
China. Both two leaders stated that “respecting each other’s core interests,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enhancing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on global issues” and constructed the new type of Major-Power Relations, 
which should have impact on the situat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nd must be 
concerned. 

 
In 2010, China became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As of 2012, 

China’s total trade value amounted to US$3.867 trillion, which is %1.18 more than 
US$3.822 trillion of United States. China has become the biggest trading nation and 
shown its economy power. The J-20 made its first flight in 2011 and the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BDS) operated in 2000 and began offering services to 
customer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December 2012, which showed the significant 
progress of China’s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and aviation technology. As to foreign 
relations, China adopts the unilateralism strategy that “the major nations are the pivot, 
the periphery countries are the priority,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the fundaments, 
and the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is the stage”, which makes China as the challenger to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Post Cold War era, the United States was undoubtedly the most 

powerful state in the world. Facing the emerging of China, the U.S. worries its leading 
status in Asia-Pacific region. In 2009, President Obama proposed the strategy 
“return-to-Asia”, emphasizing that the region should be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He 
said that he was the America’s first “Pacific President” when President Obama 
attended the APEC in Singapore, which signified the intention to maintain the 
leadership in Asia-Pacific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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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China Ties is definitely the most important bilateral relation in the current 
world. The mutual economic dependence, the arms race and the foreign policy and 
strategy will be the crucial factors for two major powers in constructing the “new type 
Major-Power relations”. How the situat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proceeds 
depends on the moves of two major powers. The influence of U.S.’s and China’s 
constructing New Type of Major-Power Relations upon the situat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is discussed in this research. 
 
 
 
Keywords: U.S.-China Ties,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New Type of Major-Power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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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一、研究動機 

在全球化效應的影響下，世界各國的合縱連橫，乃成為國際社會的競爭與合

作的模式。而 21 世紀的中美兩國互動，應可是當代世界各國關係中最重要的國

際關係。一個是亞洲崛起的大國－中國大陸、另一個是冷戰結束後唯一的霸權國

家－美國，兩國在經濟金融、軍事安全及政治外交上的運籌帷幄，將是左右亞洲

局勢最大的兩股勢力。 

2013 年中美兩國領導人習近平、歐巴馬都已確定。雙方巧合的在彼此的祝

賀詞中提到了一個關鍵詞「新型大國關係」；2013 年 3 月 16 日美國總統歐巴馬

祝賀習近平當選中國大陸國家主席時提及，「美方希望同中方共同努力，保持兩

國元首交往，加強對話溝通，再接再厲，繼續推動美中關係沿著正確方向穩定向

前發展，努力構建基於健康競爭而非戰略博弈的新型大國關係。」
1而甫接班的

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除表示感謝外，同時也指出：「中美有著巨大的共同利益，

也存在一些分歧。中方堅定不移地維護和促進中美關係發展，願同美方一道，牢

牢把握兩國關係大方向，增進互信，擴大合作，管控分歧，保持高層交往，維護

和發展好戰略與經濟對話、人文交流高層磋商等機制，推進合作夥伴關係建設，

走出一條新型大國關係之路。」
2 

冷戰結束後，國際政治的權力平衡發生移轉，在東亞權力的相對真空下，中

國大陸因經濟與軍力迅速成長，綜合國力與日俱增，造成亞洲國家對「中國威脅

論」的疑懼。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在 2009 年提出「重返亞洲」政策，重新調

1 「歐巴馬電賀習近平擔任國家主席 強調：願與中方加強合作」，今日新聞網，2013 年 3 月 15
日，http://www.nownews.com/2013/03/15/11806-2914077.htm（檢索日期：2013 年 3 月 23）。 

2 「習奧通電走新型大國關係之路」，澳門日報，2013 年 3 月 15 日，http://www.macaodaily.com
/html/2013-03/15/content_785788.htm（檢索日期：2013 年 3 月 2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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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其全球戰略佈局，意圖增加美國在亞洲影響力，以維持其作為世界領導者的地

位。同時，美國宣稱南海為其國家核心利益，企圖強化美國在南海區域所扮演的

角色，也讓 2010 年成為南海風起雲湧的一年。 

南海，又稱南中國海（the South China Sea )，位於亞洲大陸的東南部，因處

太平洋通往印度洋之間，是重要的國際航道，亦是極具戰略重要性的水路要衝，

往來貨運在全球海洋貨運中佔四分之一。此外，也是情勢緊急時，美國和其他國

家海軍艦艇重要航線必經之地，在交通上居歐、亞、非三洲航行的咽喉地帶，亦

被稱為東南亞地區的「地中海」。它的雙重角色，使得此一海域的島礁及海峽倍

具交通航運及軍事戰略上的重要價值。3在冷戰以前南海島嶼的主權爭端即已爭

論不休。1968 年，聯合國亞洲暨遠東經濟委員會的勘察報告指出，南海東部和

南部海域蘊藏著豐富的油氣資源。隨著南海周邊國家經濟的發展，對能源需求的

上升及國際油價的不斷攀升，部分國家對南海的興趣增大。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公布後，一些國家單方面宣布 200 海浬專屬

經濟區或劃定大陸架，甚至對劃定區域內的島礁提出主權要求。1994 年《聯合

國海洋法公約》生效前後，周邊各國紛紛進一步對南海島嶼、專屬經濟區和大陸

架提出了權利主張，致使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的領土主權和海洋劃界爭端逐步

升級，引起東協及美、日等西方國家的關注，使南海局勢更趨複雜，成為國際社

會和東亞各國關注的「安全熱點」之一。 

對中國大陸而言，隨著經濟的成長，海上交通線的依賴日益加深，南海的重

要性益相形增加。從戰略地位而言，南沙群島地處印度洋、太平洋航道的咽喉地

帶，是亞洲通往西亞、南亞、中東、歐洲和非洲等地，連接印度洋歐洲大陸的海

上要道；中國通往其他國家的 39 條航線中，有 27 條通過此地。此外，南海蘊藏

的天然資源，對於資源匱乏的亞洲國家而言，更是提高國家經濟競爭力的關鍵。 

3 王冠雄，南海諸島爭端與漁業共同合作（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頁 2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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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之後，維持經濟成長與發展，是中國大陸在大陸政權穩

定的關鍵要務，為確保資源、貿易運輸航線的暢行無礙，南海的重要已上升到國

家經濟安全的戰略發展地位。另一方面，新海洋法制度在南海適用，規定沿岸國

可設 200 海浬的專屬經濟區，使南沙群島的延伸價值提高，也成為中國大陸、越

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汶萊以及中華民國等七個聲索方爭相主張擁有該

地主權的國家。因此，南沙群島可以說是目前世界上涉及國家最多、情況最複雜

的國際爭端之一。 

以美國來看，在 1980 年代以前，美國並未曾對南海提出明確政策。直至 1980

年代初期，由於南海蘊藏豐富資源報告的提出，南海周邊國家開始主張其對島嶼

之主權，使得南海主權爭奪升高，於是當時的雷根政府曾提出兩點南海政策：第

一、美國對於南中國海的島嶼歸屬爭端不持特定立場，但是美國的「航行自由」，

包括飛行器飛越該海域上空的「自由」，必須得到保障；第二、南中國海爭端必

須以和平方式解決。1990 年代中期，美國在南海議題的政策指導基礎仍採中立

的立場。不過，在 2009 年歐巴馬政府上任後，提出「重返亞洲」的戰略下，南

海地區的重要性相對也提高。 

2010 年以來，美國成功地利用「天安艦」事件、「延坪島」砲擊事件，達到

阻止日本離心、強化韓國的依賴、惡化中國大陸的環境等目的，同時又高調介入

南海爭端，並慫恿菲律賓、越南等國強勢對抗中國大陸。面對中國大陸的多邊挑

戰，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曾在 2011 年 11 月 11 日宣布，

21 世紀是「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亞太地區的問題需借助美國的領導，才能和平

解決。 

同時強調歐巴馬政府將尋求中美關係的改善，並告訴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勿

誤判形勢，認為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傳統角色逐漸式微。希拉蕊說：「亞太地區

現正面臨許多挑戰，從確保南海航行自由，遏止北韓挑釁、禁止核子擴散行為，

到推動各國均衡且廣泛的經濟成長，都需要美國的領導。」，並提及「美國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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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 10 年最重要的國策之一就是大幅投資亞太地區外交、經濟、戰略和其他方

面。」。4美國在南海爭端中的策略，透過將南海問題與美國利益掛勾，自身提供

介入此區域的理由，意圖將南海議題國際化，以對抗中國力圖雙邊關係解決南海

爭端的政策。 

美國總統歐巴馬 2011 年在「亞太經合會」（Asian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經濟領袖峰會，提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全稱「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美國政府認為 TPP 是擴大亞

太區域經濟整合的最可靠途徑。歐巴馬也希望 TPP 成為戰略關鍵，他在會見

APEC 地區大型企業主管時表示，美國是太平洋國家，泛太平洋地區是全球成長

最快速的地區，美國深切致力於打造泛太平洋地區安全與繁榮的未來。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將是改寫亞太區域經貿規則，象徵美國重回高度成長

的亞洲。如同希拉蕊所說，促進安全與政治關係同時，美國將把經濟議題置於亞

太地區關係的「前端與中心」，推動各國開放市場，開放貿易及投資。而為了達

成這些目標，美國必須建立有規範的秩序，也就是公開、自由、透明且公平的秩

序。 

在美國「重返亞洲」的政策實踐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方式即是華盛頓要加強

它與在此區域之同盟國的軍事同盟關係以鞏固美國在亞洲與太平洋地區的領導

地位，並藉此以促進此區域的和平與穩定。5而一般也認為，美國重返亞洲並且

強化與同盟國的軍事合作關係乃是因應中國的崛起以及北京積極尋求突破第一

4 「希拉蕊宣示美國太平洋世紀來臨」，路透社， 2011 年 11 月 11 日，http://hk.news.yahoo.com/
%E5%B8%8C%E6%8B%89%E8%95%8A%E5%AE%A3%E7%A4%BA%E7%BE%8E%E5%9C
%8B%E5%A4%AA%E5%B9%B3%E6%B4%8B%E4%B8%96%E7%B4%80%E4%BE%86%E8%
87%A8-053600498.html（檢索日期：2013 年 3 月 23）。 

5 有關美國「重返亞洲」之政策宣示的文件，請參照：Remarks b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t 
Suntory Hall: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barack-obama-suntory
-hall, Remarks on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9/1469
17.htm, First Plenary Sess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Visions of Global Order: http://w
ww.state.gov/s/d/2010/147003.htm (檢索日期 2012 年 3 月 21 日), and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2010 (Washington, D.C., May 2010), pp. 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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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鏈的企圖，6也因此從去年（2010 年）夏天開始，美國遂與其同盟國在此區域

進行了一系列的聯合軍事演習，而在東北亞地區則首重美日與美韓兩個同盟關係

的鞏固與強化 7。 

2011 年 11 月 16 日美國總統歐巴馬展開上任後首次的澳洲行，並於 17 日在

澳洲國會演說時表示，亞太地區將是未來世界的關鍵區域，美國仍將扮演此區域

的重要力量，確保履行對盟國承諾，並且對亞太地區的國防預算，不因經濟或財

務問題而有所縮減。歐巴馬的承諾，加上五角大廈日前宣布成立「海空一體戰」

辦公室，美國新型濱海作戰艦進駐新加坡樟宜君港等規劃，顯示美軍戰略重心調

整逐步成形，美、澳強化同盟，也成為美國「重返亞洲」政策，遏制中國大陸野

心勢力的新起點。 

2012 年 11 月 7 日，中國共産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新聞發言人蔡名照就

奧巴馬連任總統後中美關係定位的問題指出，中美關係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

關係之一，保持中美關係持續健康穩定的發展，符合兩國的根本利益，也有利於

亞太乃至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中國希望新一屆美國政府能夠繼續奉行積極

的對華政策，在現有的基礎上與中方進一步加強對話交往，增進互信合作，同時

6 Mark Landler, “Offering to Aid Talks, U.S. Challenges China on Disputed Islands,” The Ne
w York Times, July 23, 2010; Mark Landler and Sewell Chan, “Taking Harder Stance Towar
d China, Obama Lines Up Allies,”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5, 2010. 

7 此一系列的聯合軍事演習包括：首先是共有來自美國、日本、南韓、新加坡、加拿大、與澳洲

等十四個國家約兩萬名官兵參與演練的「環太平洋演習」；其次是在新加坡水域舉行「聯合海

上戰備和訓練演習」；接著是七月上旬美國與南韓進行「反潛艇演習」（原先傳聞美國海軍喬治‧

華盛頓號航空母艦戰鬥群將進入黃海，後來在中國的強烈反對下而移至日本海舉行）。八月上

旬，美國與其前交戰國家越南首次於南海舉行聯合軍事演習；八月中旬，美國與南韓再進行第

二次聯合軍事演習，其規模是繼南韓海軍天安艦於三月被擊沈後最大的一次；八月下旬，日本

媒體報導美國與日本計畫將在十二月份於釣魚台列島海域舉行聯合軍事演習，後來因為北韓於

十一月下旬向南韓延坪島進行砲擊，華盛頓與首爾於是展開另一波的聯合軍事演習（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 日），而華盛頓與東京接續其後舉行雙方歷來最大規模的聯合軍事演習（12 月 3
日至 12 月 10 日），而同一時間（12 月 6 日）美國國務卿希拉蕊與日本外相前原誠司及南韓外

長金星煥則在華盛頓舉行會談共商因應北韓的威脅。參照：「亞太軍演環繞中國周邊舉行，美

專家：防備中國等新興勢力崛起」，中國時報，2010 年 7 月 5 日與 Remarks with Japanese For
eign Minister Seiji Maehara and South Korean Foreign Minister Kim Sung-hwan: http://www.
state.gov/secretary/rm/2010/12/152443.htm and Trilateral Statement Japan,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0/12/152431.htm ，（檢索日期 2012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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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有效地管控矛盾和分歧，努力推進中美合作夥伴關係建

設，真正走出一條和平相處、合作共贏的新型的大國關係之路。8 

從某種意義上來説，中美關係好，則國際形勢好，中美關係差，則國際形勢

差，已成為中美兩國政治家和戰略學者的普遍共識。從現實主義的理論，中國大

陸作為新興崛起大國勢必對守成大國—美國構成戰略挑戰，中美之間正處於某種

「權力轉移」狀態。換句話説，以全球戰略環境來看，美國的「二十一世紀美國

安全委員會」（Commission on National Security/21st Century）認為美、中的競爭

會因中國的日益茁壯而愈趨強烈；「二 0 一五年全球趨勢」（Global Trend 2015」

一文則認為中國的崛起的意涵是全球將呈現極大的「不確定性」；美國「國家利

益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則認為中國是美國

在東亞的戰略對手；「外交關係會議」（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則認為中國

對美國及東南亞國家的經濟、軍事及政治形成重大挑戰。9 

相較之下，亞太國家普遍實行全方位大國外交，採取與中國大陸、美國同時

交好的兩面手法。由於經濟上的密切關係，以及近年也享受到不少中國大陸經濟

崛起的「和平紅利」，即使在南海與中國大陸多有矛盾，仍不願意與中國大陸交

惡，且部分東南亞國家國內社會曾有反美風潮，對於引進美國軍力進入南海，將

可能帶來許多不確定因素。換言之，在南海爭端中，雖然中、美並非第一線衝突

的兩造，但中美兩國在國際政治的定位與互動模式，絕對是影響南海情勢的重要

因素。 

二、 研究目的 

8 王自然、孟慶春，「博弈論視角下的中美戰略關係」，人民論壇，第 384 期，2012 年 11 月。 
9 The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National Security, A Concert for Preserving Security and 

Promoting Freedom (Washington：GPO, 2000), p9.；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Global Tre
nds2015: 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 Experts,”http://www.cia.gov/cia/r
eports/globaltrends2015/index.html；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 A Repo
rt of 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 (Washington DC ：The Nixon Center,, 
2000), p64.；J. Robert Kerrey & Robert A. Manning,“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east Asia: 
A Policy Agenda for the New Administration”, http://www.ciaonet.org/conf/cfr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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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霸權是二戰結束以來，當代世界的基本特徵之一，是足以影響當代世界

政治、經濟與國際關係的主要因素。當代世界政治、經濟與國際關係中任何重大

事件與變化，不是根源於美國，就是與它密切相關。10當今中國大陸，「和平崛

起」是 21 世紀前半期努力實現的最高戰略目標，在此過程中，中國大陸面臨的

最大外部挑戰即是美國霸權。 

中國大陸強調「中國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並宣稱大國和平相處之

道就是中國大陸尋求與美國和平共存的「新型大國關係」。從現實主義角度看，

中美關係存在維護霸權和挑戰霸權的危機，可能導致西方學者所謂的霸權的衝

突。11在此情勢下，兩國將會如何面對詭譎多變的南海情勢，應是 21 世紀國際

關係間的觀察重點。  

（一）中國大陸的崛起勢必引發與美國霸權的衝突? 

2011 年 9 月 6 日，中國大陸官方發表《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

中，強調中國大陸堅決捍衛國家的核心利益，包括：國家主權、國家

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中國大陸憲法確立的政治制度，以及經

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等六項。12這是中國大陸首次在官方檔

案明確點出國家核心利益的範圍；內容並強調，拒絶外部勢力干涉「中

國內政」。此白皮書不但回應世界對中國大陸「國強必霸」的猜疑，

也間接承認中國大陸已走在強國的道路上。除了宣示維護國家利益的

決心，並隱含警示性的意味。 

國際關係中的現實主義最重視「權力」，關於權力的定義可依據兩

種方式評估。其一，國家所能擁有的特殊資源或物質，屬於可以客觀

評量的物質基礎，例如人口、疆域、科技水準、經濟或軍事力量；其

二，從國家互動結果來定義，即能使他國貫徹本國意志的能力。權力

10 鄭保國，美國霸權探析（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11 月），頁 1。 
11 王勇，中國與美國的經貿關係（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 12 月），頁 28。 
12 「《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新華網，2011 年 9 月 6 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

/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9/06/c_121982103.htm（檢索日期：2013 年 3 月 2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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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代表著實踐國家目標的工具，要達成何種目標則需探究國家

「意圖」。換言之，有能力並不代表會有行動，若欲評估或預測國家未

來行的走向，則必須深入瞭解其國家利益的認知。事實上，大多數國

家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係以國家利益作為基礎與依據，同時也是理解國

家從事某項行為的準據，故瞭解此等概念方能預測一國與他國未來的

互動，判斷將會有所衝突或互相合作。 

（二）中美兩國因應國際情勢的改變，將會發展出何種「新型大國關係」? 

冷戰後的國際環境，除兩極對立的瓦解外，全球化的結果也使得

國家往來漸深、互賴度提高，經濟議題更趨重要。中美關係被廣泛認

為是 21 世紀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影響整個國際關係的走向。但是，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因經濟崛起帶動國家整體實力的發展，使其

國家利益的排序將經濟利益置於首位，致力於與各國發展友好關係。

對於仍屬世界超強的美國來說，「亞洲利益」絕對是國家的核心利益。

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不斷增長，特別是在經貿領域中，美國跨國公司

在中國市場與中國企業中正在形成一種「共贏」的關係，且美國明白

表示中國大陸必須尊重美國全球和區域利益，並遵守國際規範，作為

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美國樂見中國大陸繁榮和強大。 

（三）在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牽引下，對南海爭端情勢會造成甚麼影響? 

中國大陸在國界周邊有領土、海域的主權糾紛，特別是南海區域

牽涉七方聲索國的糾紛，此時又加入了域外大國如美、日、澳的糾葛，

使原已難解的多邊習題更形複雜。南海爭端牽動中國大陸關於國家主

權、領土完整與國家統一的核心利益。在歷經改革開放後的經濟成

長、軍事力量的強化，綜合國力增長的同時，提高了其在區域、世界

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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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大陸崛起的背景下，引起周邊國家的疑懼，特別是在南海

爭端與中國大陸有矛盾的國家。由於軍事武力與中國大陸勢力懸殊，

彼此又因政治制度相異、猜疑難解，無法以東協主體為共同立場與中

國大陸協商。這樣的困境下，給予美國介入南海爭端的空間，而在軍

事、政治等方面支援南海其他聲索方，這些國家依靠著有美國的強大

後盾，更提高其聲明強度與衝突的力道，2012 年中菲「黃岩島事件」

就是明顯的例子。 

中美高層互動往來漸形機制化。雙邊雖意圖通過對話弭平分歧、

強化互信與穩固共同利益，然因彼此在意識形態、國家利益及政策優

先順序等不同，協商產生的共識轉化為實際行動仍顯不足。觀諸國家

面對國際環境的改變，中國大陸與美國在國家利益及戰略安全考量

下，建構新型大國關係對南海爭端議題會塑造本身有利形勢。 

 

第二節 文獻回顧 

一、中國和平崛起的相關討論 

中國大陸在經歷 16 大的人事調整之後，中國大陸正進行一場國際戰略的

「和平轉型」。中國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楊潔勉最早使用「和平轉型」的概念

來形容國際關係的現狀，他認為目前世界呈現出多極化的趨勢，國際關係的主題

也從超級大國之間不可調和的競爭以及近乎零和的遊戲，轉變成為民族國家對民

主、和平和發展的關注。13 

在中國大陸 16 大報告中有關「國際形式和對外工作」部分，曾提出一個「和

平與發展」的主軸，並總結 8 條對於國際和外交工作的具體經驗，以及以「四

13 楊潔勉，後冷戰時期的中美關係：外交政策比較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

頁 3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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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主張」和「六個繼續」作為中國新時期外交工作的指示。1416 大報告顯露出

中國共產黨正由「革命黨」轉向「執政黨」的思維，也呈現出中國大陸試圖從「戰

時革命體制」的國家，邁向法理型的「現代體制」國家。中國的國際戰略觀已經

開始轉變，國家身份定位以及具體的對外政策行為模式都起了改變。 

根據中國大陸中央黨校副校長鄭必堅對「和平崛起」的詮釋，他強調三個重

點，一是中國經濟要「同經濟全球化相聯繫而不是相脫離」；二是中國「在積極

餐與經濟全球化的同時，走獨立自組的發展道路」；三是「這是一條奮力崛起而

又堅持和平、堅持不爭霸的道路」。 

依前項的說法，中國大陸的崛起絕非像帝國主義倚賴戰爭來掠奪與實踐，而

是經由「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透過中國內部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創造良好的經濟發展機制與環境。在政治外交上，中國大陸除致力

於維護亞洲與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反對強權政治、霸權主義和國際恐怖主義，積

極主張透過國際建制及和平談判方式化解地區紛爭與危險。15除上述有關中國崛

起論的研究外，學者麥艾文（Evan Medeiros）與弗萊維爾（Taylor Fravel）認為，

中國的「多極化」外交政策反映出對中國外交政策的彈性原則。16 

我國前駐南非大使陸以正也認為，「和平崛起」是中國正採取一種新的務實

開放外交的模式。學者林中斌認為，中國大陸在 2003 年底提出「和平崛起論」

有以下特點，他認為「和平崛起論」是中國有傳承而非突發起想的思想，再者，

14 江澤民，「江澤民在黨的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所謂「四個主張」為順應歷史潮

流，維護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維護世界多樣性，提倡國

際關係民主化和發展模式多樣化；並且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六個繼續」為繼續改善和

發展同發達國家的關係；繼續加強睦鄰友好，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加強區域合作；繼續

增強同第三世界的團結和合作；繼續積極參與多邊外交活動；繼續堅持獨立自主、完全平等、

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原則；繼續廣泛開展民間外交。 
15 鄭必堅，「中國的和平崛起對亞太是機遇而非威脅」，新浪網，2004 年 4 月 25 日 http://finance.

sina.com.cn/roll/20040425/0238737159.shtml（檢索日期：2013 年 3 月 23） 
16 Evan S. Medeiros & Taylor Fravel, “China’s New Diplomacy, ” Foreign Affairs,November/D

ecember 2003, p.22.1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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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和平崛起論」中國高層已有相當的共識，其理論架構完成，對整合外交、軍

事、經貿、內政、對臺政策已有相當的想法與配套等特色。17 

中國大陸成為新的超級國家，已不是可能性的問題探討，而是時間的問題。

中國大陸經濟的成長，帶動政治實力的擴增和潛在的軍事實力，這是 21 世紀必

須正視的趨勢，其中衍生的各種挑戰將是國際關係領域的首要議題。 

二、美國重返亞洲相關討論 

以地緣政治的關係來看，海權論主導美國建國以來的國家思想及國家的發

展，美國以海軍作為延伸國力確保海外利益，發展世界各地的軍用基地，將軍力

投入世界各地。自冷戰結束後，美國失去主要匹敵的對手-蘇聯，加上小布希時

期的外交政策採著重中東事務為主的單邊主義，聚焦於中東地區，消耗了整體的

國力，同時，單邊反恐政策導致美國的少了道德號召。 

在 2008 年時，美國的次級房貸問題引發了全球性的金融海嘯，國內經濟的

重挫使得美國必須儘速自伊拉克與阿富汗撤軍，減少花費在戰爭上的費用。另一

方面，中國大陸經濟成長快速，成為最具潛力的東亞經濟體，其綜合國力的提升，

連帶使其國際地位及影響力增加，也相對弱化了美國的亞洲地區存在感。 

事實上，歐巴馬政府重返亞洲戰略是圍堵政策的演變，牽涉到外交、政治、

軍事、經濟等面向。對於美國而言，維護世界穩定是外交圍堵的重點。從 1993 至 

2001 年，美國身為世界唯一的超強國家，外交行為上展現議題性的圍堵政策，

如防止種族衝突或國家暴力侵害人權、促使國際共同防止核子擴散、懲罰地區性

的和平破壞國、擴展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影響力等。 

美國新型態的圍堵政策除了依議題施行外，也以地緣性圍堵作為政策的新型

態。此外，圍和政策也正好因應了中國威脅論（The China Threat Theory）的興

起。在後時期，中國遂成為下一個足以威脅美國的潛在強權，美國外交政策便延

17 林中斌，「中國大陸『和平崛起論』特點」，以智取勝-國防兩岸事務（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

室，2004 年），頁 20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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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著圍堵政策。重返亞洲以中國為核心，從其位置地緣放射至各個區域及國家，

加強縱深及全面的政治鏈結，以重新強化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18 

小布希政府時期政策上的相對忽視在亞太地區多軌、多層次的區域主義發

展，未能主導形塑亞洲區域架構的先機與取得霸權領導地位，2009 年歐巴馬政

府上任後，多次宣示「重返亞洲」企圖，繼而啟動多項亞太政策，並著墨於區域

多邊途徑，近兩年來所推動政策逐步落實，美國對亞太區域主義發展之影響亦隨

而增加。19 

美國國務卿希拉蕊 2009 年 7 月出席東協系列峰會，在第十六屆東協地區論

壇外長會議上，代表美國政府簽署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AC)，並承諾美

將於近期在位於雅加達的東協秘書處派駐常設外交機構此舉打破了美國長時間

游離於 TAC 之外的狀態，徹底改變了布希政府期間對東協的冷漠態度，象徵著

美國以技巧性的利用政治外交實力對東南亞國家進行深入接觸，並實質性以軍事

聯盟、聯合海上軍演等方式邁出步伐。 

美國高調宣布「重返亞洲」，歐巴馬政府在行動上開展多種形式的交流與合

作，陸續推出「以亞洲為軸心」為中心、以「外交前進部署」、「再平衡」為政治

與軍事指導概念，以「跨太平洋經濟夥伴關係」為經濟反制架構，全面積極佈署

美國亞太戰略。 

三、中美大國關係的相關討論 

在國內學者部分，石之瑜強調政治心理學的認同分析與文化分析來探討中美

關係；20趙春山援用中國大陸領導人毛澤東的「矛盾論」檢視中美關係；21邱坤

18 趙祥亨，「從圍堵政策看美國的重返亞洲戰略—以美國的軍事外交為例」，中國社會科學網，h
ttp://www.cssn.cn/30/3005/300507/201209/t20120910_63286.shtml（檢索日期 2012 年 9 月 10 日）。 

19 李瓊莉，「美國「重返亞洲」對區域主義之意涵」，全球政治評論，第 39 期（2012 年 7 月），

頁 87 -103。 
20 Chih-Yu Shih, The Spirit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 A Psychocultural View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1991). 
21 趙春山，「從中國大陸的『矛盾論』看華府與北京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理論與政策，

 第 12 卷第 1 期(1998 年），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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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援引偏向結構現實主義的霸權穩定論來論析冷戰後的中美互動；22陳一新亦分

析體系結構變爲「弱勢單極」對美中台關係的影響；23吳玉山則提出「抗衡一扈

從」的分析模型；24包宗和引用「戰略三角」；25宋學文關注「美中台」三角，並

推敲台美日同盟與美中新冷戰的實質；26蔡東杰對美國霸權角色與中方學界內部

的戰略辯論也進行了考究。27張亞中與孫國祥著有《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

戰略夥伴》一書，書中將美國的中國政策分為三個階段：冷戰期間、後冷戰時期

及邁向廿一世紀時期。 

國外學者部分，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提倡「攻勢現實主義」；28藍

普頓（David Lampton)與趙全勝提出多層次分析方法；29此外，中國大陸學者閻

學通偏好結構現實主義且亦曾論稱中美對峙難以避免；30葉自成則重視地緣與傳

統文化因素的作用。 31不少對岸學者近年來還致力於發展國關理論的「中國學

派」，試圖藉以說明傳統西方理論未能掌握的新現象，特別是跟中國外交有關者。 32 

四、南海爭端相關討論 

由劉復國、吳士存、宋燕輝、閻鐵麟、鄭澤民、鞠海龍、王冠雄、林正義、

張良福、蕭建國、洪農、任懷鋒、孫國祥及劉鋒等兩岸南海問題專家共同著作的

《2010 年南海地區形勢評估報告》一書，其中談及 21 世紀以來，南海周邊國家

22 邱坤玄，「霸權穩定論與冷戰後中(共)美權力關係」，東亞季刊，第 31 卷第 3 期(2000 年），頁 
1-14。 

23 陳一新，「美伊戰爭前後國際體系變遷對美中臺的影響」，國際關係學報，第 18 期(2003 年），

頁 147-179。   
24 吳玉山，抗衡或扈從：兩岸關係新詮（臺北：正中書局，1997 年）。 
25 包宗和，台海兩岸互動的理論與政策面向 (臺北：三民書局，1991 年)。  
26 宋學文，「二十一世紀美中台三角關係的持續與轉變」，戰略與國際研究，第 3 卷第 3 期（200

1 年），頁 82-114。 
27 蔡東杰，「關於當前中國大戰略討論的辯證問題」，全球政治評論，第 17 期（2007 年），頁 1-

18。 
28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Press, 2

001). 
29 David Lampton, “The Stealth Normaliz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 National Interests, Vol.

73 (2003), pp. 37-49；趙全勝，解讀中國外交政策：宏觀、微觀相結合的研究方法(臺北：月

旦出版社，1999 年)。 
30 閻學通，中國崛起及其戰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31 葉自成，地緣政治與中國外交（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 年）。 
32 王逸舟編，中國國際關係研究(1995-2005)（北京：世界知識出版，2006 年）；秦亞青，「國際

關係理論中國學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3 期（2006 年），頁 7-1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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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重視海洋戰略、海洋立法日益完善、海上執法及海空軍是能量大幅提升、油

氣資源的發現、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制定及大國爭霸等因素，促使南海爭端成為

亞洲衝突的引爆熱點。33 

中國大陸學者杜丁丁提到，美國重返亞洲的客觀因素，除了前任政府過於忽

視亞洲的議題，現在乃對小布希政府「單邊主義」的調整，並敘述美國提高在亞

洲影響力所採取的措施，包括與緬甸接觸、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在簽署東

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後，能美國參與東亞峰會的最後條件解除限制，但該條約包括

「不干涉成員國的內政」原則，將使美國對成員國的緬甸、朝鮮政策受到一定影

響。34 

鞠海龍則認重返亞洲是美國調整亞太戰略的「手段」，預測美國不會採取過

度干預而損及亞太利益的極端，未來將會對南海政策線縮在不危及中美關係的彈

性、又可有效影響中國地緣戰略的範圍內。35另外，鞠海龍認美國的介入將引導

日、印對南海政策的轉變，使日、印各自的不同利益在南海得到加強，並在應對

中國大陸崛起的政策上與美國漸趨一致;美國將成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直接對話

者，「中美因素」將是導致南海安全形勢發生變化的原因，且南海問題「國際化」

的增強中，使未來局勢將會更緊張。 

閻學通認為中國大陸目前應將安全利益置於經濟利益之上，南海問題是中國

大陸全球外交的縮影，中國大陸在南海主權的一再讓步，顯示「韜光養晦」和「不

結盟」的原則已經過時了，調整這兩項原則，方能中國大陸在南海區域爭取盟友

支持，並保障本國的安全與利益。36劉中民提出中國大陸應繼續維持現今的南海

方針，此政策更符合中國大陸持續發展的戰略利益，能夠同時捍衛國家主權和海

33 劉復國、吳士存，2010 年南海地區形勢評估報告（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11
年）。 

34 杜丁丁 ，「美國以『巧實力』促東南亞戰略『重返』」，當代世界（2009 年 9 月），頁 31-33。 
35 鞠海龍，「美國奧巴馬政府南海政策究」，當代亞太，第 3 期（2011 年），頁 97-11 2 。 
36 閻學通，「從南海問題說到中國外交調整」，世界知識，第 1 期（2012 年），頁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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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利益，又不能危及中國大陸與東協戰略關係，符合中國大陸「對內全面發展經

濟與社會、對外和平發展道路」的國家戰略，並能保持與周邊環境的穩定。37 

郭清水將中國大陸參與東協主導的地區機制，背後考量的眾多利益分類三

種：政治與安全利益、經濟利益與形象利益，並說明這些利益之間有相互促成、

影響的關係，對中國大陸促進東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有正面效果，因此即使參與

東協所主導的地區機制，仍對中國大陸帶來加乘的利益。38高祖貴提出美國面對

中國大陸快速成長的壓力，將中國大陸視作挑戰對手，對華戰略將由防範、借重

轉變借重與牽制，且將積極尋求各種途徑，以提高對華戒備與有效牽制中國，而

南海問題反映了美國的政策趨向，因而決定了中美未來在此區域的碰撞。39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途徑 

本研究採歷史研究途徑。在國家為理性行為體的前提下，將以符合國家利益

的情況來制定外交政策，且在無政府狀態下，國際政治互動將依據個別國家的權

力大小而有所不同，強權國家對於弱國將具有較多的話語權，故探討南海爭端必

須置於現今國際結構的環境下，特別是美國作大國因素對中國大陸外交的影響來

研究。 

本文以中國大陸為研究主體，在處理南海島嶼主權爭端時，面對來自美國對

其展開戰略包圍的外部壓力，美國在「圍堵中國大陸」的政策思維下，在南海採

取與中國大陸相對的立場，對中國大陸在南海的利益視角、政策形成有相當程度

的影響。而東協國家，因各國利益考量不同、矛盾深淺不同，在南海問題上無法

採取一致立場，故未以東協國家為主體，而成為中美角力時互相拉鋸的緩衝角色。 

37 劉中民，「冷戰後東南亞國家南海政策的發展動向與中國的對策思考」，南洋問題究 ，第 2 期

（2008 年），頁 25-34。 
38 郭清水，「中國參與東盟主導的地區機制的利益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9 期（2004 年），

頁 53-59。 
39 高祖貴，「南海折射中美博新態勢」，人民論壇，第 16 期（2011 年 8 月），頁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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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爭端必須置於中美兩國實力變動的權力結構中討論。本文將採歷史研究

途徑；此種方法是以特定某段時間範圍，觀察國家制定的外交政策與外交實踐

中，是否有反覆出現的陳述及原則，以作分析國家利益的基礎。本文按 1949 年

到 2013 年間中美關係的演變，觀察外交政策與對外行動在南海爭端中的角色扮

演及其影響。 

二、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是研究者蒐集和處理資料的技術或工具。40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可分為質化研究與量化研究，國際關係研究亦是如此。本文旨在描述或評估中美

新型大國關係建構對南海爭端影響之研究，性質上屬於「探索性研究」，將以質

化研究為主撰寫，採用歷史研究法與文獻分析法，並對蒐集到的資料採行內容分

析，並透過近年來南海爭端的情勢，討論中國大陸及美國的南海政策在爭端中的

實踐，以及其實踐與國際關係理論進行檢證，以便瞭解中美兩國國家利益視角與

其在國際社會中的自我定位。 

歷史研究法（historicalmethod) 是指有系統地收集及客觀的評鑑與過去發生

事件有關的資料，以考驗那些事件的因、果或趨勢，並提出準的描述與解釋，進

而有助於解釋現況以及預測未來的一種歷程。41歷史分析法是對於歷史、人物、

制度、環境，採用時間序列的方法詳述過去事件，並分析其歷史脈絡以尋找事件

彼此相互的關連性，對於歷史文本的敘述，可說是後續研究的基礎。 

文獻分析法（documentary analysis)是指透過「定量」的技巧及「定性」的分

析，以客觀且系統的態度，對文件內容進行究分析，藉以推論該文件內容的環境

背景及意義，諸凡信件、日記、報章雜誌、實況新聞報導、會議記錄、影片及電

視、廣播節目等等，都是內容分析的素材。42 

40 張紹勳，研究方法（臺北：滄海書局，1997 年），頁 175。 
41 同上註，頁 321。 
42 同上註，頁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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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蒐集國內、外針對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後，以「和平崛起」為前提下

所發表在經濟金融、軍事戰略及政治外交的論述及美國在海權思想的影響下，針

對中國大陸崛起，重新佈局亞洲提出「重返亞洲」等發展之相關著作、學術文章、

研討會論文、學術專書、期刊、報章雜誌及政府出版品、網路資料等，加以比對、

分析與整理，來探討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建構下，對南海爭端情勢發展的影

響的探討。 

 

第四節 研究範圍、限制與章節安排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資料範圍係以中國大陸 1949 年建政迄今的中美關係。雙方在歷史糾

葛以及意識形態的形塑下，歷經了 1950 年代的敵對關係，其後在 1960 年代，美

國對中國大陸政策開始轉變，而中國大陸也因與蘇聯在政治及安全議題上的嫌隙

而分裂，使得中美雙方關係逐漸緩解；1970 年代，中美關係有了重大突破。美

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M.Nixon)於 1972 年 2 月正式訪問中國大陸，改變了歷史

的進程。 

中美兩國於 1979 年 1 月 1 日正式建交，邁入冷戰時期中美關係友好的高峰

期。1980 年代後期開始產生了變化，加上冷戰的結束與蘇聯的解體，使得原本

促使雙方合作的結構性因素消失，自 1990 年代開始，中美關係走向一個不確定

的未來。2001 年的 911 事件，則再度為雙方合作提供了新的戰略基礎；2009 年

歐巴馬上任後強調「重返亞洲」，兩國試圖建構一個穩定且合作的新關係。本文

選擇南海爭端情勢為中美關係演變中的檢證個案，因此區域乃是中美大國關係角

力的縮影，頗具研究價值。 

二、研究限制 

有關資料的取材，因中國大陸外交相關單位對政治、軍事等敏感事務仍維持

相當程度軍機保密機制，雖說查詢管道多元，但透明度有限。尤其是頃刻正在進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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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的軍事研究發展，多係尖端科技範疇，商業與軍事的敏感度均高，取得更是

不易。故中國大陸外交政策在對外報導、公佈、宣稱的相關文章資料，基於政治

與情報因素考量，仍存有濃厚的宣傳色彩與主觀自圓其說的政策推銷意味，故與

實際狀況或多或少有所出入，不易過濾或研判其真偽，易在短時間內，產生無法

確認真相及難以取捨之困擾。 

中美兩國在亞太的發展所牽動的亞太周邊國家甚多且複雜，本身即存在有許

多不確定因素，因研究深度及個人學養的差異，相關資料均以官方之政策宣誓與

公開資料作為基底。此限制，未能將各相關國家潛在因素全盤納入考量。 

三、章節安排 

回顧本章，在文獻回顧中就中國大陸的和平崛起，造就唯一強權的美國深感

在亞洲領導地位的危機，透過「重返亞洲」的宣示與戰略調整，重新塑造對中國

大陸的圍堵新形勢，據以為後文案例研究分析之基礎。第二章乃是闡述中美大國

關係的背景與內涵，區分為冷戰時期的中美關係（1949 年~1990 年）、1990 年代

的中美關係（1991 年~2000 年）及 911 後的中美關係（2001 年~2008 年）等三階

段，觀察兩國的互動關係與演進。第三章接續前一章的時序，探討中美新型大國

關係的建構思維，即以歐巴馬總統上任後的中美關係作為主軸，探討全球化的經

濟合作關係、軍事戰略的競合關係、以及政治外交的。第四章則以南海爭端情勢

為研究個案，探討中美兩國在「新型大國關係」建構下對該區域情勢的影響；分

別就南海地區情勢分析、中國大陸崛起後的南海戰略分析、美國勢力重返亞洲對

南海情勢的衝擊等加以說明。最後則以中國大陸與美國的外交思維及實踐之綜合

分析提出研究發現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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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中美大國關係的背景與內涵 

中國大陸從建政以來，始終將中美關係列為北京對外關係的首要重點。中美

關係在歷經四十年的起伏跌宕，從冷戰時期的隱性聯盟對抗蘇聯，到中國大陸

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與兩極體系瓦解造成雙邊關係失焦。 

1990 年代中期以後，中美大國關係進入一個經貿依存加大、中國大陸軍經

崛起、台灣政治本土/民主化的不確定階段，並以美國新保守派擁護的小布希

（George W. Bush）總統上台，進入新的對抗階段，但是，旋即因為蓋達組織（Al 

Qaeda）2001 年攻擊美國，以及北韓乘勢發展核武，使得中美關係迅速好轉。甚

至有謂布希總統百般不是，唯一可稱道的遺產就是較爲穩定的美中關係。1  

晚近十年來，隨著國際局勢發展，中國大陸與美國認知到雙方在亞太地區擁

有越來越多的共同利益，互賴程度也相對提高，雙方高層維持密切往來，並建立

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S&ED），作為雙方解決

重大敏感問題的平台。2 

本章將以1949年中國大陸建政到2008年歐巴馬擔任美國總統前，區分為「冷

戰時期的中美關係（1949~1990 年）」、「1990 年以來的中美關係(1991 年~2000 年)」

及「911 後的中美關係(2001 年~2008 年)等階段的互動演進來探討中美關係的演

進，做為下一章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背景說明。 

 

第一節 冷戰時期的中美關係（1949 年~1990 年） 

1 張登及、王似華，「中美建交三十年：北京對美政策與雙邊關係回顧」，全球政治評論，第 32
期，頁 51-52。 

2 黃奎博、盧政鋒，「美「中」關係之展望 敵友難辨的「新型大國關係」？」，發表於新形勢下

之亞太格局與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臺北：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2012 年 11 月 26-27 日）。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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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時期，美國全球戰略以防止蘇聯擴張為中心，並使盡一切外交手段維持

著兩極體系運作平衡，避免天平倒向蘇聯那邊。在對華戰略上，因著眼於中國大

陸的戰略利益，對於兩國政治意識型態的差異、經貿的摩擦以及中國大陸輸出武

器給第三世界國家等歧異，華府方面都採取了忍讓的態度，目的是為了維持中美

關係檯面上的和諧，以及避免中國大陸投向蘇聯而導致自身戰略地位的相對劣

勢。 

當時，採用扶植中國大陸對抗蘇聯的最佳方式，便是培養其堅強的國防實力

來對抗蘇聯，在這樣的戰略考量下，美國積極展開對華軍事交流。經貿方面，為

拉攏中國大陸使其不傾向蘇聯乃美國中國大陸政策最重要的目的，透過大量的經

貿往來，美國希望達成打開中國大陸市場的短期目標，長期方向在於將中國大陸

引領入國際經貿體系，經由融合使其遵守由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因此美國對美

中大量貿易逆差以及衍生的一系列問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以國際政治及現代國際體系奠定其全球地位的角度而言，中國大陸自 1949 

年北京政權的建立，在外交定位上即以「挑戰者」自居。由於此時期美國與在台

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仍具有正式外交關係，且肯楠(George Kennan)認為，中國大陸

與蘇聯矛盾之處甚多，終必發生利益衝突，因而寄望毛澤東為「狄托第二」，為

了國家利益而與史達林(Joseph Stalin )反目。 

中國大陸於 1950 年 2 月 14 日與蘇聯簽訂友好同盟條約，並於 10 月大舉派

兵參與韓戰，美國與中國大陸之間關係惡化中斷。美國對中國大陸實施圍堵政

策，透過聯合國對中國大陸進行經濟制裁，反對中國大陸奪取中國大陸在聯合國

的代表權，繼續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甘迺迪政府曾欲改善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惟

因中國大陸在第三世界的滲透顛覆威脅美國的利益，而美國對越南的介入亦威脅

中國大陸的安全，致雙方關係難以改善。3 

3 周煦著，李英明、張亞中主編，冷戰後美國的東亞政策（1989-1997）（臺北：生智文化事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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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蘇聯、美國、英國、法國與建政不久的中國大陸五國共同於日內

瓦舉行會議，商討韓戰結束後的朝鮮半島及中南半島問題，這是中國大陸第一次

出席重要的國際會議，當時中國大陸代表總理周恩來與美國代表團代理團長

Walter Bedell Smith 進行了首次接觸。 

毛澤東在 1949 年中國大陸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開幕詞《中國大陸人民站

起來了》中說：「中國大陸人從來就是一個偉大的勇敢的勤勞的民族，只是在近

代是落伍了。這種落伍，完全是被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反動政府所壓迫和剝削的

結果。」，4這一點不但是中國大陸共產黨的看法，甚至故總統蔣介石也在他的《中

國大陸之命運》中，把中國大陸的民族耻辱和其他現代弊端幾乎完全歸罪于不平

等條約。 

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中國大陸人長期以來在內心深處有一種前美國總統國

家安全事務助理布里辛斯基（Zbigniew K. Brzezinski）所稱的「受害者」心態和

「防禦性」心理。中國大陸建政初期，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繼續推行對華

敵視政策，中國大陸政府毫不猶豫地將之理解為傳統的帝國主義行徑，鮮明地舉

起了「反帝」大旗。 

長期以來，「反帝」一直成為中國大陸外交一個重要立場，它的當前用語即

是「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51954 年 9 月，當美國積極在亞太地區建構軍

事同盟之際，中國大陸砲擊金門，導致第一次台海危機的爆發。同年 12 月 2 日，

美國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使得中國大陸與美國

之關係更形疏遠。6同時，台灣問題也成為中美雙方長期以來政治角力的核心議

題。 

限公司，1999 年），頁 6-7。 
4 毛澤東，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 年），頁 113。 
5 楚樹龍、金威主編，中國大陸外交戰略和政策（北京：時事出版社，2008 年），頁 18。 
6 宋鎮照、宋興洲、邱昭憲、洪敬富、許菁芸、郭武平、陳牧民、楊鈞池、盧業中、戴萬平合著，

當代中國大陸的東亞外交策略與關係：區域霸權興起?（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頁 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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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1960 年代，中國大陸與美國之關係出現轉變。首先，隨著美國國內的

總統大選，共和與民主兩黨同時提出亞洲政策，尤其是對中國大陸政策。其中，

民主黨提出應當務實地檢討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並留意中蘇之間分裂的可

能。其次，隨著越戰情勢之升高，美國之人力與財力負擔越來越重，使得美國認

真思考與中國大陸進一步改善關係之可能性。 

當時中國大陸正發生文化大革命，包括外交部在內的機關運作失序，致使其

無法在第一時間回應美國方面的政策調整。7而後再次為中美關係正常化開啟的

誘因有二，一是 1968 年蘇聯「布里茲涅夫主義」(the Brezhnev Doctrine)提倡共

產國家「有限主權論」，造成中蘇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二為中蘇的衝突由政治上

的分歧，演變為軍事上的衝突。1969 年 3 月，中蘇爆發珍寶島事件等邊界衝突，

即為一例。 

這個情勢上的改變，讓中國大陸開始思考除了處理台灣議題外，其他就地緣

政治與安全觀的範疇與美國合作之可能性，也奠定了中美雙方自 1970 年代進行

關係正常化的基礎。當美國方面認知中國大陸可以對抗蘇聯之重要性、而中國大

陸方面也認知其安全威脅主要來自蘇聯之後，關係正常化即開始成為中美雙方的

共識。 

1969 年年初，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就任美國總統，並以崇尚政

治現實主義的季辛吉(Henry Kissinger) 擔任國家安全顧問及國務卿等職務，正式

開啟美中關係正常化的進程。 

1970 年，尼克森透過巴基斯坦居間傳話，表達願意與中國大陸進行關係正

常化，而 1971 年 4 月間，中國大陸也透過「乒乓外交」正式對美國打開大門。

1971 年 7 月與 10 月，美國國務卿季辛吉兩次訪問中國大陸，此舉為中斷二十年

7 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台灣問題（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 年），頁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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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美關係轉為「交往」與「和解」奠下良好契機。8尼克森本人也於 1972 年 2

月 21 日正式訪問北京，中美雙方並於 2 月 28 日在上海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與

美利堅合眾國聯合公報」(即「上海公報」)。 

中美雙方在公報中表達了對於國際局勢之看法外，基於考慮到國際關係的原

則，雙方做了下列四點聲明（1）中美兩國關係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國家的利

益的（2）雙方都希望減少國際軍事衝突的危險（3）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

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

力（4）任何一方都不準備代表任何第三方進行談判，也不準備同對方達成針對

其他國家的協議或諒解。同時雙方也都認為，任何大國與另一大國進行勾結反對

其他國家，或者大國在世界上劃分利益範圍，那都是違背世界各國人民利益的。9

這是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並進行具體磋商的開始。 

1973 年開始，中美於對方首府設立聯絡處(Liaison ONice)，直至雙方正式建

交。隨後，尼克森因水門案件下台，中國大陸向繼任的福特總統( Gerald R. Ford)

提出美國必須與中華民國「斷交、廢約、撤軍」等三條件，當時美國政府表示難

以接受，致中美關係正常化受到停滯。 

1977 年 1 月，民主黨籍的卡特(Jinuny Carter)入主白宮，為了因應蘇聯在全

球不斷擴張勢力，乃在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主張下，重

新思考與中國大陸合作之可能性。中國大陸方面，因顧慮到蘇聯與越南於 1978

年 11 月簽署「蘇越友好合作條約」，顯示蘇越關係正在改善，加上文化大革命結

束後，中國大陸準備推動經濟改革開放，迫切需要美國的資金與技術援助，也積

極希望能與美國實現關係正常化。 

8 程詣証、張登及，二戰後美國對華安全戰略變遷與對華認識之演進（1949-1971）（臺北：國立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大陸繼兩岸關係較學與研究中心，2011 年），頁 74。 
9「美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聯合公報 (上海公報) - 1972」，美國在台協會，http://www.ait.org.tw/zh/

us-joint-communique-1972.html（檢視日期：102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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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動「聯中制蘇」的策略下，中美雙方於 1978 年 12 月 15 日簽署「中華

人民共和國與美利堅合眾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簡稱「建交公報」），

雙方於 1979 年 1 月 1 日互派大使，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中美關係著實維持了一

段蜜月期。 

1980 年代，共和黨籍的雷根(Ronald W. Reagan)成為美國第 40 任總統，其個

人對蘇聯與共產主義態度強硬，為加強圍堵蘇聯的對外擴張，因而亦重視中國大

陸的戰略價值，延長了中美雙方共同對抗蘇聯的蜜月期。 

1982 年蘇聯開始釋放出願意與中國大陸修補關係的訊息，中國大陸也重新

評估與美國是否走得太近、以及是否應與蘇聯恢復關係等議題，雷根政府為了安

撫中國大陸，於是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利堅合眾國聯合公報」（簡稱「八

一七公報」)，承諾在質量上限制對台灣的軍售，亦逐漸增加華府與北京之間包

括武器銷售等軍事關係。 

1989 年，布希(GeorgeH. W. Bush)就任總統時，蘇聯總書記戈巴契夫於當年

5 月訪問北京，顯示中蘇共關係已解凍的訊號。在經濟上，自 1979 年美國賦予

中國大陸最惠國貿易待遇後，雙方的經貿關係亦迅速增加，雷根政府時，美國對

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已超越日本。雙邊關係已超越單純的安全戰略範疇。106 月，

中國大陸發生「天安門事件」，美國促請國際合作減少對華融資作為經濟制裁的

手段，以「間接」的方式對中國大陸經濟施加壓力，避免了美國直接取消中國大

陸最惠國待遇或附加條件的經濟制裁方案。11 

10 周煦著，李英明、張亞中主編，冷戰後美國的東亞政策（1989-1997），頁 8。 
11 1990 年 5 月 24 日，國務院助理國務卿索羅門(Richard H. Solomon)在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

事務、人權及國際組織及國際經濟政策和貿易委員會委談到，給予中國大陸最惠國待遇將有助

中國大陸政治及經濟改革，此符合美國的利益。因此最惠國待遇的問題不只包含經濟，亦帶有

政治上的考量。Se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 News, May 24, 199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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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兩國經貿大量逆差、中國大陸違法對美輸出勞役產品、未遵守智慧財產

權及國內市場未完全開放等問題，使得中美關係降至谷底。1991 年冷戰正式結

束，中美之間也因蘇聯的解體而缺少了共同敵人，進入了新的階段。 

 

第二節 1990 年代以來的中美關係（1991 年~2000 年） 

1991 年蘇聯解體，兩極的國際政治格局隨之消失，美國儼然成爲世界的獨

霸。在此同時，國際社會也出現了「中國大陸崛起」與「中國大陸威脅」的聲音，

中國大陸本身除了特別強調跨世紀國際政治最重要的現象是中國大陸的崛起

外，對於世界格局的評估，也從過去世界朝向多極化的方向過渡與發展，到現在

強調世界多極化應當得到發展，同時在國際上積極推動此種趨勢的進展。12 

老布希 (George Bush) 政府也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強調，在冷戰

後的世界裡，美國要對付的不是一個特定的、已做好準備的敵人，而是政治真空

與地區不穩定的新威脅。13 因此，美國外交政策調整為國家利益所在之重點區

域安全，並透過盟國合作來貫徹目標，以鞏固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 

再則，布希總統復以海灣戰爭( the Gulf War)的勝利者姿勢，提出「國際新秩

序」的口號，似乎欲將美國推向主宰國際政治的地位。某些美國學者亦宣稱以美

國為首的「單極」(unipolar)體系已經到來。 

美國在海灣戰爭中要求日、德等國分攤戰爭費用，顯示美國經濟相對出現衰

弱的現象，財政上已無力獨自承擔戰爭費用。14但是，此次戰爭中，美軍首次將

大量高科技武器投入實戰中，展現了壓倒性的制空、制電磁優勢，充分展現他國

12 邱坤玄，「構現實主義與中國大陸大國外交格局」，東亞季刊，第 30 卷第 3 期（1999 年夏季），

頁 27-30 
13 George Bush,“1991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Report＂U.S. Department of States Dispatch,V

ol.2, Issue 33（August 19,1991）,pp.618-619.  
14 周煦著，李英明、張亞中主編，冷戰後美國的東亞政策（1989-1997），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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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比擬的軍事力量。以經濟實力與軍事實力為分析要素，看待這段期間的中美

雙方在國際體系權力分布結構下的實力關係，我們可以有的初步認識是，美國權

力的獨霸仍將持續，但中國大陸實力的上升也是另一項不爭的事實。 

冷戰結束後，中國大陸隨著經濟實力的崛起，領導階層及學者對於外在環境

的看法也有所改變。1990 年 3 月，鄧小平表示，未來的國際局勢，應走向多極

化格局發展，而在這格局或體系之中，「中國大陸也是一極」；15同時，中國大陸

也預設了美國即將衰退的立場。 

到了 1990 年代中期，中國大陸逐漸接受了「一超多強」的世界格局，換言

之，也就是美國仍是超強國家，它力圖建立符合其利益的世界秩序，而與此同時

的歐洲、日本、俄羅斯及中國大陸等，皆屬體系下的強權國家，尤其是中國大陸，

它發展很快、實力增強，是一個擁有巨大潛力的上升強國。 

布希政府執政初期，是中美進行關係正常化(normalization)後最樂觀的時

期。中美兩國政治、軍事及文化互動呈現良性穩定的發展。美國國務卿貝克形容：

「我們當時有許多理由讓我們足以期待雙方關係會達到成熟與穩定的新階

段。」16。在 90 年代，中美雙方關係發展的內在動力及主要泉源乃是各自的國

內政策與發展互利的經貿關係。但中美關係也面臨一些問題，主要是「台灣問

題」、「人權問題」及「貿易磨擦」。 

「台灣問題」由來已久，只是在冷戰時期並未成為美中關係衝突焦點，而冷

戰結束後，一方面因中美對彼此的戰略需求陡降，一方面則是台灣的本土化/民

主化使得台灣內部的執政黨「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的爭執上升為統獨之爭，

對美中三公報—台灣關係法所設定的東亞現狀造成衝擊。17 

15 宋鎮照、宋興洲、邱昭憲、洪敬富、許菁芸、郭武平、陳牧民、楊鈞池、盧業中、戴萬平合

著，當代中國大陸的東亞外交策略與關係：區域霸權興起?，頁 98。 
16 James A. Baker III, The Politics of Diplomacy—Revolution, War and Peace, 1989-1992(New

 York:G.P. Putnam’s Sons, 1995), pp.101-102. 
17 張登及、王似華，中美建交三十年：北京對美政策與雙邊關係回顧，頁 63。 

2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台灣的角色始終隨著全球權力結構而調整，冷戰時期在兩極對抗的權力結構

下，台灣扮演民主陣營圍堵共產主義的角色，加上全球地緣政治的戰略地位，台

灣地位益顯重要。隨著冷戰的結束，中國大陸逐漸崛起，台灣扮演著美國圍堵中

國大陸的棋子，亦是中國大陸與美國在亞洲權力結構中運用的籌碼，因此，「台

灣問題」將伴隨著中美關係的權力結構移動而調整。 

1989 年 6 月 4 日發生的的天安門事件，是布希政府上任以來所遭遇的第一

個國際人權事件。由於美國對未來敵人的不確定性，以及國際媒體的大幅報導，

使得美國利用這個機會，對第二大的共產國家－中國大陸，進行一系列的譴責、

制裁措施，這也使得「人權問題」成為影響中美關係的核心問題。 

在這種氣氛下，整個中美關係，包括兩國之間業已建立的定期磋商受到各政

治黨派的廣泛抨擊。傳統的保守黨人認為自己篤信的觀點得到了印證，即中國大

陸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永遠不可能是一個可靠的夥伴。來自各黨派的人權活動家怒

不可遏。批評者一致認為需要制裁北京，迫使其改變國內體制。18 

當時布希政府為了維持美國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拒絕國會懲罰中國大陸的要

求，否決國會以延長中國大陸最惠國待遇作為迫使中國大陸改善人權的手段，對

中國大陸堅持採取「建設性交往」( constructive engagement)的政策。布希曾在

10 年前兩國關係緊張的時期，擔任美國駐北京聯絡處主任，他清楚地知道 20 世

紀 60 年代同時與美國和蘇聯對峙的中國大陸領導人，不會屈從於外國壓力或孤

立中國大陸的威脅。 

在中國大陸方面，掌管外貿的人員深知喪失最惠國待遇的嚴重性。因為美國

是中國大陸最大的貿易夥伴之一，美國提高對中國大陸產品的課稅將對中國大陸

經濟造成損害，特別是對極度依賴美國市場的工業部門(如紡織工業)和一些區域

18 亨利•基辛格，論中國（北京：中信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頁 407-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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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東南各省)，且西方國家對中國大陸進行國際金融機構借貸的停止，以及商業

信用的緊縮，將使北京的國際償債能力拉起警報。 

一旦中國大陸對美國的輸出減少，則必須為其產品尋找替代市場，據估計每

年將減少一百億美元的出口收益。自 1980 年代經濟全球化趨勢明顯，西方國家

也發現對華經濟合作有利可圖，中國大陸遂藉以開展經濟外交。19中國大陸警覺

到經濟成本的損失及為了避免與美國對立，試圖由外交政策上尋求根本解決之

道。 

美國制裁中國大陸的用意是為平息國內外壓力，孤立中國大陸或與之決裂並

非美國所願見到，且「六四」之後，已對中國大陸展開多年經濟援助和投資的日

本，逐漸成爲中國大陸突破美國抵制的缺口，美國考量現實情況及認為維持兩國

雙邊關係實屬必要範疇，乃對於中國大陸在區域問題合作及兩國經貿大量往來加

強著墨。 

依據大陸學者的研究，鄧小平於天安門事件後接見美國前總統尼克森

(Richard Nixon)時，所揭櫫對美國政策的基本方針，是要改善並發展良好的對美

關係，以維持其經濟發展。儘管中國大陸對美國干涉內政的行為相當不滿，但顧

及以經濟帶動國家發展的現實需要，中國大陸無法完全阻斷與美國的外交關係。 

1993 年，以重振美國經濟為口號而當選總統的柯林頓在就職之初，便宣示

除非中國大陸改善人權，否則將不延長中國大陸最惠國待遇（Most Favored 

Nation)。但此一政策卻給予歐、日打擊美國的機會，也構成中國大陸利用大國經

濟矛盾合縱連橫制衡美國的封鎖。 

1994 年 5 月柯林頓政府不得不將人權問題與經貿問題「脫勾」，持續給予中

國大陸最惠國貿易待遇。20並在柯林頓政府強力推動下，美國參議院通過給於中 

19 高景成，「中共開展經濟外交之探析」，中共研究，第 39 卷第 11 期(2005 年)，頁 49-64。 
20 David Lampton, “America's China Policy in the Age of the Finance Minister: Clinton 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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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使中國大陸得以儘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20 世紀 90 年代末，整個 10 年中，中國大陸的年均增長速度不低於 7%，有

些年度甚至高達兩位數。這段時期也成為中國大陸歷史上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最持久、最強大的時期之一，人均收入約為 1978 年的 3 倍，城鎮地區的收入水

平提高更快，約為 1978 年的 5 倍。21 

因應全球化的影響，美國了解到以懲罰、威脅的態度對待中國大陸將得不到

北京正面的回應，此外還將刺激中國大陸內部民族主義的高漲，造成美國行動成

本增加。唯一的辦法便是透過交往及合作，讓中國大陸感受到雙方透過合作能增

進彼此利益，並回以相同的善意。22  

1996 年，柯林頓成功連任，在對華政策，充分展現華府架構 21 世紀美國安

全的藍圖。該藍圖的建構主要基於美國對自身能的評估、全球形勢的認知，以及

中共在美國戰略藍圖中的地位與角色。換言之，中共的經濟潛力在國際體系過渡

時期嶄露頭角，勢將吸引美國的焦距，以期中共在美國形塑的國際體系中，扮演

正面積極的角色。藉由該種角度，美國決定與中共發展戰略夥伴關係。23 

美國公佈的國家戰略－「交往與擴大」中提到，一個穩定、開放及繁榮的中

國大陸對美國及亞太區域是很重要的。穩定及開放的中國大陸將對區域內國家採

合作友善的態度，並提供區域內安全穩定的環境。為了繁榮及開放中國的目的，

美國決定促進中國加入區域安全機制、國際社會，使其成為一個對安全穩定具有

責任感的國家。 

Linkage,” China Quarterly, No.139 (1994), pp.598-620 
21 亨利•基辛格，論中國，頁 469。 
22 Davis M. Lampton, “ Greater China and American Security,” in Thomas A. Metzger and Ra

-mon H.Myers eds., Greater China and U.S. Foreign Policy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6), p. 64. 

23 張亞中、孫國祥，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伴（臺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9 年），頁 17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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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亞太副助卿貝德(Jeffrey A. Bader)更指出，全面交往的長程目的是引領

中國大陸進入國際體系而成為一個盡責並具建設性的成員。他認為中國大陸在世

界上的角色必將逐漸增加，而該角色可為助力亦可為破壞力，因此美國外交的任

務是確保中國大陸成為一股助力，目的是儘可能的鼓勵中國大陸全面而負責的融

入國際體系。24 

因此，柯林頓政府依照大戰略的方向以及亞太區域的利益需求，衍生出其中

國政策，強調兩國的交往互動將有助於美國國家利益的追求。251997 年 10 月柯

林頓在與江澤民舉行高峰會前，於「美國之音」發表演說，其詳細說明須與中國

大陸全面交往的各種理由，他說：「和中國大陸擴大合作領域，並率直的處理歧

見，這種務實交往政策是最符合美國本身根本利益與價值的策略，並可促成中國

大陸更為開放自由。」，26並強調不宜對中國大陸加以圍堵甚至對抗。 

對美國而言，「接觸」可以使中國大陸轉化為美國需要的「強大、開放、穩

定的夥伴和國際社會負責任的領袖。」27，試圖將中國大陸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

體系，使中國大陸成爲國際政治、經濟與安全體系負責任的一員。此次柯江高峰

會的最重要協議，是建立「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 

中美雙方同意定期在兩國首都舉行元首高峰會，在元首間建立「熱線」以便

直接聯繫；兩國外長、國防部長、國安會顧問等內閣及次內閣層次官員定期互訪，

就政治、軍事、安全和軍控問題進行磋商。28依照美國國務卿歐布萊特( Madeline 

Albright)和錢其琛在高峰會後記者會上的說法，「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並非同

盟關係，而是雙方就共同面對的問題或挑戰，進行合作以求維持世界和平、穩定

與經濟繁榮。這是中美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紀元。 

24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d U.S. Policy Options," AIT Backgrounder Series (May 8, 1997), p.2. 
25 馮嘉惠，「冷戰後美國對中國戰略態勢之研究-兼論雙邊軍事交流」，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

碩士論文（2004 年），頁 47。 
26 周煦著，李英明、張亞中主編，冷戰後美國的東亞政策（1989-1997），頁 157。 
27 張登及、王似華，中美建交三十年：北京對美政策與雙邊關係回顧，，頁 66。 
28 周煦著，李英明、張亞中主編，冷戰後美國的東亞政策（1989-1997），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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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林頓執政期間與中國大陸採取積極交往的政策已然形成。但是，1998 年 7

月下旬，當中美兩國建立「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後，美國傳統基金會、安全

政策研究中心等五個華府智庫，針對這項政策決定作了全國性的民意調查，其結

果顯示，佔絕大多數的 72%美國人民相信，中國大陸會在未來對美國形成威脅，

只有 22%的受訪者不同意這種論點。29顯示美國一般民眾認為中國大陸仍有威脅

的敵意。 

1995 年 10 月，江澤民出席聯合國成立五十周年大會後，曾與柯林頓在林肯

中心廣場大廈會談，並提出中美關係十六字方針：「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

合作、不搞對抗」。30然而，中國大陸基於經濟崛起與收回香港的自信，更是渴

求主導國際秩序的西方集團承認中國大陸的「大國」身份。為此，中國大陸全力

展開前所未有以「首腦」互訪為標誌及結交強權的「大國外交」。 

隨著中國大陸對美國經貿不對稱依存日益加大，及迫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

需求，北京對華府的全方位「接觸」也採取更多正面的以及合作的回應。因此，

中國大陸也接著出現「與美國對世界與亞太和平負有不可推卸的共同責任」、「負

責任的大國」的自我定位。31 

大陸的分析家們大都同意這樣的說法，即對美關係在中國大陸的外交關係中

占有極為為重要的地位。賈慶國認為中、美都是「超大型國家」，對外政策都有

一定獨立性，而利益與衝突同時存在且大幅重疊交織。32在此一時期，「建設性

戰略伙伴關係」是中美關係互動的主軸，互相視為有共同利益的大國，經由「接

觸與協調」做為大國關係的基調。 

 

29 張亞中、孫國祥，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伴，頁 87。 
30 曲星，中國外交 50 年(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546-558。 
31 張登及、王似華，「中美建交三十年：北京對美政策與雙邊關係回顧」，頁 67。 
32 石之瑜主編，張登及著，建構中國：不確定世界中的大國地位與大國外交（臺北：揚智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頁 87。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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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911 事件後的中美關係（2001 年~2008 年） 

2001 年小布希剛剛執政，4 月即發生海南島附近空域中美軍機的擦撞，使

中美關係再度陷入空前緊張。與此同時，中國大陸大力響應俄國與部分歐洲國

家，反對美國退出「反彈道飛彈條約」（ABM），指責美國企圖稱霸世界並掀起

全球軍備競賽。中美兩國對峙氣氛有陷入結構現實主義所預期的「霸權護持—霸

權挑戰」的對抗危險。33 

依據美國藍德公司（RAND）的硏究報告，中國大陸軍事力量雖然在公元二

〇一五年前無法與美國在全球基礎上競爭，但是由於中國大陸擁有射程可達美國

本土的洲際飛彈、龐大數量的軍隊以及持續進行的國防現代化，可能在公元二〇

一五年時成爲美國無法忽視的多面向區域競爭者 (multi-dimensional regional 

competitor)的角色。34 

小布希政府一直認為中國大陸是「戰略競爭者」而非「戰略夥伴」（strategic 

competitor），這可從一些重要官員，甚至總統的談話中看出。首先，美國國家安

全會議顧問萊斯（Condoleezza Rice）在「促進國家利益」一文中曾指出，中國

大陸並非甘於維持現狀的強權，而是一個想改變亞洲權力平衡，並使之朝向對其

有利的強權。單憑這一點就足以證明它是一個美國的「戰略競爭者」，而非柯林

頓所謂的「戰略夥伴」。 

國務卿鮑威爾曾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證詞中強調下列觀點：第一，中國大

陸既非美國的「戰略夥伴」，也非不可避免或仇恨難解的敵人。第二，中國大陸

是美國的競爭者及有潛力的區域強權。 

小布希總統在題為「中國與俄羅斯：過渡的強權」的演講中也針對中國大陸 

33 張登及、王似華，中美建交三十年：北京對美政策與雙邊關係回顧，頁 69。 
34 邱坤玄，霸權穩定論與冷戰後中（共）美權力關係，東亞季刊，第 31 卷第 3 期（2000 年夏季），

頁 6。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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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作出下列評估：第一，中國大陸是美國的競爭者，不是「戰略夥伴」；

與它打交道時，不能存有幻想。第二，中國大陸之興起難免，它正投資大量金錢

發展戰略核武器、新導彈、遠洋海軍及長程空軍等。第三，中國大陸當局是宗教

自由的敵人，並強迫墮胎。35但是這些看法卻在「911 事件」的影響下，出現一

些暫時性的改變。 

「911 事件」算是一個扭轉了中美關係因權力分配格局及自我能力的矛盾激

化而滑向衝突危險的意外因子。它使中美雙方在「反恐」議題上重新調整彼此的

自我認知及角色定位。當中國大陸認知，美國外交的主要矛盾已轉向阿富汗與伊

拉克時，中國大陸的身分即轉變為美國反恐大戲中不可或缺的大國與反恐領袖。 

為了尋求中國大陸當局對反恐怖主義戰爭的支持，美國政府不再以「戰略競

爭者」一詞界定中國大陸，而改稱「建設性合作關係」。換言之，「911 事件」至

少對美中關係產生三點主要影響︰第一，為了全力打擊恐怖主義，美國急需中國

大陸的支持與協助，使其當局趁機改善因撞機事件而僵持的雙方關係。第二，中

國大陸一時之間不必擔心美國「和平演變」中共政權的策略運用。第三，改變了

中國大陸的國際宣傳戰略，把反恐怖主義與國內分裂勢力結合在一起，進而反對

「藏獨」、「疆獨」與「臺獨」。 

911 後僅一個月，小布希即與江澤民首次會晤。2002 年 2 月小布希訪華，10

月江澤民訪美，短短一年左右，雙方領導人即見面三次，頻率之高在中美關係史

上尚屬首見。江澤民的訪美更具有象徵意義，他是小布希上任後在私人牧場接待

的第四位外國元首，其他三人分別為普京、布萊爾和沙特王儲阿卜杜拉。這些舉

動明顯看出，此時中國大陸的地位在小布希總統心中，已上升到和俄羅斯、英國

及中東同等重要。 

35 吳安家，「論小布希政府的對華政策」，遠景基金會，2005 年 11 月 6 日，http://www.pf.org.tw/
FCKM/DownloadFileService?file_id=501&user_id=hyweb&passwd=Qe567tB9&STATUS=0&ERR
CODE=00（檢索日期：2013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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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布希當時表示，要尋求與中國大陸之間的直率的、建設性的和合作的關

係。中國大陸抓住了這個機會，除緩和了中美緊張的關係，更重要的是讓美國得

出中美之間有重大的戰略共同利益的看法。36911 後中國大陸消除了來自華府的

壓力，不僅得到外交喘息的機會，之後更以北韓問題為突破口，在國際政治上逐

步走出「韜光養晦」，開始主動介入國際事務。 

同時因應美國對中國大陸外交態度的轉趨強硬，中國大陸也調整前一時期側

重結交大國的外交政策，轉而著重睦鄰作為。顯然中國大陸將全球性的「負責大

國」身份向周邊調整，變成一種由近而遠，週邊睦鄰，制衡美國的格局，37朝向

一個睦鄰責任的平衡者邁進。 

在小布希公布的《四年期國防總檢》（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QDR）亦可觀察出中美關係此一時期的轉變。該報告雖著重「反恐問題」，但也

對中國大陸軍事加以分析。報告中更強調與國際聯盟進行合作，幫助「引導處在

戰略十字路口的國家做出選擇」，還特別將中國大陸、印度和俄羅斯這三個經濟

實力對全球影響日益增加的國家列為以「建設性方式進行合作」的國家。 

美國也鼓勵中國大陸處理好做為世界經濟強國的崛起，並在地緣政治中承擔

起國際社會中的一個建設性伙伴的角色。38QDR 很明顯的是以反恐作為與中國

大陸合作的主要基礎，但也指出中國大陸未來將會繼續投資高科技和不對稱的軍

事能力上，強調電戰、反太空作戰能力，發展彈道和巡弋飛彈，並在未來有能力

部署制衡美國軍事優勢的科技，中國大陸是最具有潛力成為美國的軍事競爭者。 39 

2003 年北韓宣示退出反核擴散條約（NPT），使東北亞局勢陷入緊張，此時

美國正謀劃攻打伊拉克，無暇在東亞另闢戰場。美國國務卿鮑威爾為此走訪北 

36 徐禕珉，「911 後的中美關係格局」，星島環球網，2006 年 9 月 11 日，http://www.stnn.cc:82/xu
yi-min/200801/t20080130_723235.html（檢索日期：2013 年 4 月 3 日）。 

37 張登及、王似華，中美建交三十年：北京對美政策與雙邊關係回顧，頁 70。 
38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September 2001. 
39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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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尋求中國的支持，並由中國大陸出面安排美、朝在北京會談。 

為了緩和局勢，中國大陸曾多次以暫停供應糧食、石油，向朝鮮施壓。當年

8 月，「六方會談」的架構正式形成，並成立若干建制性的工作小組，達成半島

最終無核化的共識。40六方會談為華府肯定北京為區域安全負責貢獻的一項事

例。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壯大，美國政府於 2005 年正式提出中國大陸成為國際

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的對華政策理念，以回應中國大陸倡導的「和平

發展」理念。對於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美國政府正式表態表示歡迎。 

2006 年 4 月 20 日，小布希總統對到訪的中國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致歡迎詞

時指出:「美國歡迎一個和平、繁榮並支持國際體制的中國的興起。作為國際體

系中利益相關的參與者，我們兩國有許多共同的戰略利益。胡主席和我將討論如

何推進這些共同利益，並討論中國與美國如何以負責任的態度與其他國家進行合

作，以應對共同的挑戰。」。41美國強調不反對中國大陸的和平崛起，而中國大

陸應當支持國際體制，以分擔美國的責任，且雙方應通過國際合作，應對共同挑

戰。 

美國的「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重要內容如下：第一，因為中國經濟日益

影響全球經濟的運轉，中國的經濟發展要以「負責任的」增長方式進行。2005

年 9 月 15 日，美國負責國際事務的財政部副部長蒂莫西･亞當斯(Timothy Adams)

在對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hina Business Council)發表的演講中提出，「美國

和中國確實已成為全球經濟的火車頭，過去幾年的經濟增長占全球經濟增長的一

40 張登及，「地緣因素與新現實主義：以冷戰後的美中地緣競逐為例」，政治學報，第 45 期（2008
年 6 月），頁 116。 

41 布希總統歡迎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來訪，IIP DIGITAL，2006 年 4 月 20 日，http://iipdigital.ai
t.org.tw/st/chinese/article/2006/04/20060420145339bcreklaw0.5985071.html#axzz2WC1Hj4Dl（檢

索日期：2013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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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他認為，美中兩國發展建設性的經濟關係，將對未來很長時期內全球經

濟的增長形態和速度產生重要的影響。42 

第二，希望中國參加 WTO 等國際經濟組織，是加強而不是削弱多邊機制。

美國認為，中國完全有能力、有條件在加強國際機制方面發揮作用。美國副國務

卿佐立克指出，中國大陸加入 WTO 將能夠再次引起推進全球貿易自由化的作

用。中國大陸的開放與發展將為那些推行保護主義的發展中國家做出了榜樣－市

場更加自由化，對外國競爭和投資更加開放，權力下放，私有化，不斷降低關稅。43

加入 WTO 表示中國大陸將為其產品打開更多的出口市場，並在這些市場獲得與

其他會員平等的待遇，對中國大陸而言，是一個莫大的貿易發展契機。44 

第三，認為中國大陸是當前國際秩序的「受益者」，中國不能永遠作「搭便

車者」，中國大陸必須為鞏固國際體系做出貢獻。佐立克認為，中國大陸取得的

成功和成就使它成為全球體制中的一個具有影響力的參與者。因此，中國應認識

到維護並鞏固這個使它獲得巨大收益的體制的意義。45 

中國大陸在與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磨合」的過程中，採取了「全面參

與」的戰略。正如中國學者葉自成指出，「向美國全面挑戰，不符合中國當前的

現實，再者中國也無意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中國不做超級大國是一個長期的基

本國策，把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作用主要定位為挑戰是危險的。」。46中國大陸

國內多數觀點認為，中國是經濟全球化和現行國際體系的受益者，保持與美國的

合作性夥伴關係、維護國際體系的穩定，對維持中國經濟增長至關重要。47 

42 王勇，中國與美國的經貿關係（台北：秀威資訊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頁 463。 
43 同上註，頁 465-466。 
44 卓慧菀，「中國加入 WTO 特殊條款暨其對中國出口影響之研析」，中國大陸研究，第 52 卷第

4 期（2009 年 12 月），頁 21。 
45 王勇，中國與美國的經貿關係，頁 466。 
46 同上註，頁 469。 
47 岳健勇，「和平崛起：現實還是幻象?」，經濟、社會與傳媒，http://www.cuhk.edu.hk/ics/21c/iss

ue/articles/093_0601008.pdf（檢索日期：2013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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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4 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美時特別提出，中美不僅要成為「利益

攸關方」，還要成為國際體系的「建設性合作者」。48針對發展雙邊關係，胡錦濤

提出六項主張，完整地揭示了此時期北京對美政策的內涵。第一、增進了解，擴

大共識，構築長期穩定的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第二、把握機遇，開拓思路，鞏

固和擴大經貿合作基礎。第三、恪守原則，履行承諾，在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基

礎上妥善處理臺灣問題。第四、密切磋商，迎接挑戰，加強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

題上的溝通和協調。第五、相互借鑒，取長補短，不斷加強兩國人民的友好交流。

第六、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正確地看待和處理彼此的差異。49 

某種程度上，中國大陸的這個主張顯然超出了美國倡導的所謂「負責任的利

益攸關方」的範疇，更為增添了具體的合作內容，其重點乃在尋求求中美國際經

濟體系中的利益共同點，推動並擴大中美可以互利合作的領域。中國大陸更在此

主張下展開與美國的高層互動以促進溝通、增加互信，同時強化雙方經貿關係，

強化互賴、減少衝突。 

自 2000 年開始中美關係的進展可說是彼此建立制度化對話機制的成果。也

就是說，近年來中美相關對話機制的建立，有助於雙方流通訊息、降低並減少誤

判，促進合作。中美間各項對話機制，如小布希任內就經貿議題推動的資深官員

對話( Senior Dialogue, SD)、戰略經濟對話(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 SED)，

以及歐巴馬上任後建立的戰略與經濟對話(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S&ED) 等，均屬於中美雙方互動制度或機制的一部分。50 

截至 2008 年 12 月底止，中美資深官員對話(SD)已進行過 6 次；戰略經濟對

話(SED)也舉行了 5 次。值得注意的是，美方將此機制定位為資深官員之間為加

強溝通的對話，除政治意涵外，較屬於工作性質；而中國方面則多次強調這是「戰

48 王勇，中國與美國的經貿關係，頁 470。 
49 張登及、王似華，「中美建交三十年：北京對美政策與雙邊關係回顧」，頁 70。 
50 宋鎮照、宋興洲、邱昭憲、洪敬富、許菁芸、郭武平、陳牧民、楊鈞池、盧業中、戴萬平合

著，當代中國大陸的東亞外交策略與關係：區域霸權興起?，頁 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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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對話」(Strategic Dialogue, SD)，是為了雙方更長遠的目標而設置的，也隱含了

雙方應該求同存異，著眼於未來的共同利益而努力。51 

對中國大陸學者與分析人士而言，其對戰略經濟對話(SED)的評價較高，主

要即是因為美國同意使用「戰略」一詞。52直到小布希卸任，中美關係並非一帆

風順。如同柯林頓時代，中國大陸快速增長的經濟與累積巨大的對美貿易順差，

始終是籠罩兩國關係的一個陰影。 

911 事件後，小布希政府陷入伊拉克與阿富汗戰場的泥沼，加上以單邊主義

領導全球後繼無力，美國對中國大陸負責、合作的迫切需要，大過公然制衡北京

所能獲得的利益。於是，中國大陸憑藉政經實力之坐大，從消極的「和平崛起」

外交轉軌至具有柔性攻勢的「和諧世界」外交，其文化宣傳與發展模式正逐漸對

華府構成新的挑戰。 

 

第四節 小結 

回顧 1949 年以來迄今的中美關係。雙方在歷史糾葛及意識形態的形塑下，

歷經了關係敵對的 1950 年代，其後在 1960 年代，中國大陸由於與蘇聯在政治及

安全議題上的嫌隙而分裂，使得中美雙方關係逐漸緩解；1979 年，中美正式建

交，關係有了重大突破；1980 年代後期開始產生了變化，加上冷戰的結束與蘇

聯的解體，更使得原本促使雙方合作的結構性因素消失，使得雙方關係自 1990

年代開始，走向一個不確定的未來；直至 2001 年的 911 事件，為雙方合作提供

了新的戰略基礎。 

51 宋鎮照、宋興洲、邱昭憲、洪敬富、許菁芸、郭武平、陳牧民、楊鈞池、盧業中、戴萬平合

著，當代中國大陸的東亞外交策略與關係：區域霸權興起?，頁 107。 
52 同上註，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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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在歷經不同階段的中美關係，可以確定的是美國仍維持其霸權的

地位，而中國大陸確也在這個歷程中站穩了結構中的強權的位置。無庸置疑，中

國大國清楚的瞭解中美關係仍舊是其外交格局的重中之重；而美國也逐漸認清，

中美關係的確是新世紀中美國最重要的對外關係之一。 

長久以來，中美基於不同的政治傳統、價值體系和文化，且對彼此的決策過

程以及政府和其他實體之間關係的理解和認識不夠，中國大陸始終並未將美國視

為真正的盟友，即使雙方進行改善關係的各種對話已行之多年，但仍難有重大的

進展，其問題的癥結就出在中美兩國可以化解很多擺到桌面上的矛盾，但雙方都

擔心對方有藏在桌子下面的巨大野心，這種懷疑與不信任，讓兩國都有可能把對

方所做的一切當成針對自己詭計的一部分，再者，中國大陸迅速壯大的國力，絕

對會是美國長期的隱憂。 

中美雙方在互動的過程中，仍然是以本身利益為主要考量。另一方面，制度

化的互動機制，已使中美兩國逐步由當初互相探底，朝向解決雙邊分歧邁進。正

如新古典自由主義（nco-classical realism) 所言，國際體系的因素無法決定或支

配個別國家的行為，而國內政治因素才是解釋個別國家外交政策之重點。對中國

大陸而言，改革開放後，經濟的崛起使中國大陸的國際協調以及對話的制度化也

日漸受到重視，這表示中國大陸在國際經濟場域上的地位提高，更重要的是，這

樣的對對話，有助於中美雙方在其他領域進行有效管理的合作開展。 

從根本上說，美國需要中國大陸的合作，共同維持現有的國際秩序，是最符

合美國利益的。美國多次要求中國大陸承擔起「負責任的大國」的義務，就是這

個考慮。而當中國大陸成長為真正的大國、強國之後，國際秩序必然要隨之變化，

這是中美關係不穩定的最終根源。這種擔憂容易演繹成為對抗性政策，致使兩國

社會中的民族主義傾向以「零和思維」方式呈現，從而限定了中美兩國領導人的

政策選擇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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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美國力的消長、經貿關係相互依存的態勢不減反增，兩國也存在全球

化廣泛的共同利益。中國大陸對美國的外交戰略，基本上是回應美國對中國大陸

的態度—「威脅性競爭者」或「建設性負責者」。美國的對華政策，則一方面鼓

勵中國大陸融入國際建制，促進其決策透明化，但同時，美國也要在亞太地區維

持絕對軍事優勢，作為與中國大陸交往的依據。 

以長遠而言，美國將確保在國際體系、國際建制與國際規範等層面的「霸主」

地位和「領袖」的正當身份，並力求將中國大陸「鑲嵌」在無法超越美國的區域

弱極位置與「負責者」的身份。要言之，華府對北京要採取既交往又遏制的避險

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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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建構思維（2009 年~2013 年） 

殖民主義時期，大國之間的戰爭是霸權更替、國際體系改變的主要途徑。崛

起大國在接近或超過傳統大國過程中，往往試圖挑戰和顛覆傳統大國的地位和現

有國際體系，兩者之間的衝突和戰爭在所難免。1中國大陸面對「中國威脅論」

的聲浪，不斷強調「和平崛起」的思維。前國家主席胡錦濤曾說，太平洋足夠寬

廣，可以容納中美兩國共同發展。此意味中國大陸和平發展戰略不會因國力強大

而挑戰現有國際秩序、顛覆傳統大國既有的地位，兩者能夠做到既競爭又合作、

和平共處。 

習近平在 2012 年 2 月接班前的美國行，提出建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並

認為既有的國際規則需要改變以反映出新的國際現實，並於 2012 年 12 月 13 日

在北京會見美國前總統卡特時進一步說明：「新形勢下，中美雙方要不畏艱難、

勇於創新、累積正能量、努力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2。

其強調新型大國關係的主要特徵是「挑戰與利益同在」、「競爭與合作並存」，合

作與共贏是構成中美相互關係的新形勢。 

2012 年 11 月初美國總統大選甫行落幕之際，剛獲得連任勝利的歐巴馬總統

隨即率領國務卿等一行官員，先後前往泰國、緬甸及柬埔寨等國進行既定的拜會

和雙邊會談，並出席在柬埔寨首都金邊舉行的「東亞高峰會議」（EAS），一如美

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於 11 月 17 日在新加坡公開聲明表示「歐巴馬

總統當選連任後，馬上就會來亞太地區進行訪問．．．．．，因為二十一世紀是

亞太地區的世紀，美國在此地區延伸往來，代表美國將共同參與共創未

1 「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係 走相互尊重合作共贏之路」，人民日報，2013 年 07 月 10 日，http://
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7/10/c_116470946_5.htm，(檢索日

期 2013 年 7 月 31 日)。 
2 「習近平和奧巴馬能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嗎？」，大紀元，2013 年 02 月 07 日，http://www.epoc

htimes.com/b5/13/2/7/n3795832.htm，(檢索日期 2013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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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3，美國充分展現「重返亞太」的態勢與企圖心，更彰顯貼近

亞洲的發展政策將是歐巴馬連任後政經的首要任務。 

歐巴馬的東亞行已傳達出地緣政治、經濟競合及區域安全等三項重要意涵。

歐巴馬政府對中國大陸採取強硬的態度，以此做為外交制衡中國大陸的手段，顯

見美國對東亞儼然建構了一個「新」的全面戰略佈局，亦即是承認和歡迎中國大

陸以世界霸權身份崛起，但當中國大陸作為牴觸或侵犯到美國利益時，美國會放

手一搏。美國的東亞「新」戰略架構已經從以往以中國大陸為核心的對話合作夥

伴戰略模式，轉向到結合和強化傳統同盟國家的外交關係，來壓制中國大陸在東

亞區域的企圖心。 

中國大陸在對中美關係的期待上，中國大陸前國家主席胡錦濤是希望兩國平

等對待，刻意採取自制態度以減少美方對中國崛起的疑慮，而與軍方關係密切的

習近平，卻是從中國已是崛起大國的角度出發，不再刻意隱晦中國崛起的事實，

反向要求美國應調整自身的態度，以務實面對中國崛起的新現實。 

紐約時報曾引述了習近平 2009 年 2 月在墨西哥的一段談話，並暗指他是間

接批評美國，『他說，「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

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甚麼好說的。」』，

這也意謂習近平領導的中國在面對衝突時，不會傾向主動採取妥協的態度。4 

中美兩國領導人在 2012 年都已確定，雙方也巧合的在彼此的祝賀詞中提到

了一個關鍵詞—「新型大國關係」。歐巴馬祝賀習近平當選中國國家主席，希望

兩國元首交往，加強對話溝通，努力構建基於健康競爭而非戰略博弈的新型大國

關係；習近平則對歐巴馬的祝福表示感謝外，並稱中美有著巨大的共同利益，也

存在一些分歧。中方堅定不移維護和促進中美關係發展，願同美方一道，牢牢把

3 翁俊桔、宋鎮照，「2012 年 11 月美國總統歐巴馬訪問泰緬柬三國的政經意涵：修補或挖牆角？

圍堵或親善？」，戰略安全研析，第 91 期（2011 年 11 月），頁 20。 
4 賴怡忠，「中共十八大後美中競合關係之觀察」，戰略安全研析，第 91 期（2011 年 11 月），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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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兩國關係大方向，增進互信，擴大合作，管控分歧，保持高層交往，維護和發

展好戰略與經濟對話、人文交流高層磋商等機制，推進合作夥伴關係建設，走出

一條新型大國關係之路。5本章將延續第貳章的脈絡，接著探討歐巴馬上任後的

中美關係（2009 年~2013 年）。 

第一節 全球化的經濟合作關係 

經濟全球化深化發展是當今中國大陸與美國的經貿關係在結構上日漸複雜

的根本背景。6以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所帶來最大的變化是在「社會」層面，其主

要表現乃是國家間經濟競爭日益激烈，將迫使國家削減社會福利，從而增加社會

風險。因而，企業「用腳投票」的結果，侵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所構築出的

西方福利社會體系，7也就是說經濟全球化與貿易自由化無疑造成西方福利國家

空前的衝擊。 

全球化的經濟，主要表現在制約經濟要素跨國流動的政治障礙逐漸消除，商

品、資本、管理人才等在全球範圍內實現更加自由的流動，更有效率的配置。競

爭與合作是大國關係在經濟領域的兩種主要表現模式，而冷戰後國際關係特點之

一的重要因素就是全球化，或者說是經濟互依賴的發展趨勢，尤其是權力轉移和

中國崛起兩個因個因素，對中美兩大國之間的經濟一體化趨勢發展，發揮了特別

重要的作用。 

隨著世界經濟金融的全球化，中美經濟卻有著既競爭又合作的矛盾情結。美

國是中國大陸第一大出口國及主要投資國，而中國大陸是美國第二大出口國。中

國大陸外匯存底截至 2012 年 12 月底達 3.3116 兆美元，排名世界第一。以美國

財政部 2013 年 4 月 15 日公布的數據，中國大陸截至 2013 年 2 月止，擁有美國

5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澳門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相互尊重擴大合作 走出一條新型大國

關係之路，2013 年 3 月 14 日，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coprc.gov.mo/chn/szyw
/t1021466.htm（檢索日期：2013年 3 月 23 日）。 

6 王勇，中國與美國的經貿關係（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頁 13。 
7 同上註，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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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債達 1 兆 2,229 萬美元，仍是美國最大債權國。8 因此，部分美國人士擔憂，

美國對中國大陸的金融依賴，將成為中國大陸未來的戰略籌碼。 

為有效因應快速崛起的中國經濟，美國在策略上採取既「競爭」且「合作」

的「競合」模式。在競爭策略方面，歐巴馬政府上任之初，即強調美國不僅是跨

大西洋國家，也是跨太平洋國家，美國將以常駐大國的身分，參與亞洲事務。9亞

太地區對於美國國內就業機會的提昇、國家經濟繁榮的促進，具有重大之影響

力。因此，美國積極主導、擴展與促成跨太平洋經濟夥伴架構關係的簽署，其目

的就是建立一個涵蓋亞太地區的自由貿易區，但卻以中國大陸經濟體制不夠自由

化為由，刻意反對中國大陸的參與，藉以反制中國大陸的競爭。 

在 2012 年 11 月 20 日的「東亞高峰會議」(EAS)中，由中國大陸為首的亞太

16 國領袖，一致同意建立一個「優質」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 RCEP)，該協定的規模和產值僅次於世

界貿易組織（WTO）的新興經濟體，中國大陸透過區域整合的模式回應了美國

的挑戰。誠如，東協秘書長蘇林（Surin Pitsuwan）所言，「RCEP 的成立，不僅

得以將全球的經濟力量從西方轉移至亞洲，同時也有助於抵消美國與歐盟經濟疲

弱的衝擊」。10 

按照東協的設計與規劃，RCEP 是以東協為核心，聚集了已與東協簽定自由

貿易協定的國家，包含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印度。在東協十

國與這六個國家分別簽署的五個「東協加一自由貿易協定(ASEAN+1 FTA)」(東

協+中國、東協+日本、東協+韓國、東協+紐澳、東協+印度)之有利制度化基礎

上，儼然看出 RCEP 成型的架構。11 

8 「陸增購美國債 2604 億元」，中央社，2013 年 4 月 16 日，http://udn.com/NEWS/BREAKING
NEWS/BREAKINGNEWS5/7833826.shtml（檢索日期：2013 年 4 月 17 日） 

9 陳仲志，「美澳強化同盟 展現「重返亞洲」決心」，青年日報，2011 年 12 月 8 日，第 7 版。 
10 翁俊桔、宋鎮照，「2012 年 11 月美國總統歐巴馬訪問泰緬柬三國的政經意涵：修補或挖牆角？

圍堵或親善？」，頁 23。 
11 宋鎮照、蔡相偉，「亞太經貿開啟雙軸競爭格局之新秩序：RCEP vs. TPP 發展之政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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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太平洋伙伴關係（TPP）是美國實施「重返亞太」戰略的背景下的經濟利

益考量。冷戰結束後，美國參與亞太地區事務方式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由單純的

軍事同盟向制度化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綜合組織發展。12換言之，多邊性制度的

安排，是美國亞太政策規劃的重要思考模式，而 TPP 的規劃與推動已超越了單

純的經濟利益，而具備更多一層戰略上的意涵。 

TPP 談判是美國在以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塑造亞太地區權力結構失

敗後捲土重來的新遊戲規則，是落實重返亞太戰略的重要措施，其目的是打造屬

於美國的「太平洋世紀」。因應亞太地區經濟的蓬勃發展，美國嘗試經由經濟上

確立其在亞洲地區的主導權，最直接的產物就是 1984 年提出的「太平洋共同體」

構想，即是以美國為軸心，以東亞國家為幅的扇形經濟結構。 

1991 年 10 月，美國國務卿貝克提出美國在亞洲區域安全保障的「扇型理論」

戰略。以北美為中心向西輻射出去，連結區內盟邦，從日本-南韓-東南亞國協的

菲律賓及泰國-澳洲構成一經濟及安全的弧形。13在具體實踐中，就是 1989 年成

立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此「扇型戰略」將亞太區域政治、經濟相結合。

區域內，利用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的力量，逐漸將中國大陸、越南、北

韓、寮國及緬甸等社會主義國家納入自由市場的體系，促使這些國家民主化的轉

型，以解決亞太地區所遭受的軍事威脅。區域外，經由 APEC 的領導，將亞洲

區域與北美自由貿易區及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結合。 

事實證明，APEC 並沒有成為美國塑造亞太地區權力結構的得力工具，其透

過 APEC 影響亞太地區主導權的企圖暫時落空，這是美國試圖以多邊經濟組織主

導亞太地區的經濟的第一次努力。 

利用亞洲的增長與活力已成為美國經濟和戰略利益的核心，也是歐巴馬總統 

戰略安全研析，第 90 期（2012 年 10 月），頁 14。 
12 王帆，「冷戰後美國亞太聯盟戰略的調整」，外交學院學報，2002 年第 2 期，頁 34。 
13 James A. Baker, “American in Asia: Emerging Architecture for A Pacific Community,” Forei

gn Affairs, Vol. 70, No.5 (1991/92),pp.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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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考慮的重點。14亞太地區的經濟繁榮為政治崛起提供了有利條件，亞太地區

國家開始提高在全球政治中的話語權。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在「美國的太平洋世

紀」一文中提及「未來的政治將取決於亞洲，今後 10 年美國外交方略最重要的

使命之一，將是大幅增加亞太地區的投入與鎖定」。 

美國在經濟上支持自由貿易政策的擴大，且透過 TPP 的建構實現四個目標，

第一，扭轉在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中的被動局面，加大對本地區經濟合作的深度

介入，實現對外經濟合作重心的根本性轉向。第二，通過經濟合作達到密切政治

關係、強化既有聯盟體系、爭取潛在聯盟國家的目的。第三，對亞太地區權力關

係進行重新分化組合，防止權力結構失衡而危及美國的利益。第四，在上述措施

的基礎上實現美國對亞太地經濟、政治和安全事務的主導，為美國的太平洋世紀

奠定基礎。15這是美國試圖以多邊經濟組織主導亞太地區的經濟的第二次努力。 

對中國大陸而言，美國推行的 TPP 談判，構成其嚴峻的挑戰。以加入 TPP

談判的前提條件是「申請加入的國家需要同所有成員國進行『一對一』談判，並

接受 TPP 的相關條款」。「一對一」談判模式固然源自世貿組織規則，但當談判

雙方處於實力不對等的情形下，這種模式卻有利於處於強勢地位的一方。16鑒於

眾多亞太國家對美國市場的高度依賴，將使中小國直接暴露在美國的強大壓力，

讓原有屬於中小國的主導權旁落到美國手中，也讓美國有機會藉此取得自己所想

要的讓步。這也是美國加入 TPP 後，快速呈現「美國化」特徵的重要因素。 

2013 年 3 月 19 日，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接見美國總統特別代表－財

政部長雅各布•盧時指出，中美聯繫緊密，利益交融。兩國經濟關係是兩國關係

的「壓艙石」，其本質是互利共贏。習近平強調，中美雙方應該客觀看待彼此的

發展階段，尊重彼此的發展利益，把對方的機遇和挑戰視為自己的機遇和挑戰，

14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011, p.2。 
15 孫哲，亞太戰略變局與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北京，時事出版社，2012 年 9 月），頁 193-194。 
16 同上註，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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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更多利益契合點，創造更多合作新亮點，實現良性互動，共同發展，造福兩

國人民。17 

中國大陸的全球貿易正快速發展。據報載，中國大陸 2012 年超越美國，成

為全球最大貿易國。2012 年中國大陸整體貿易額達到 38,600 億美元，較美國多

出 445.8 億美元（或 1.2%）。美國商務部 2013 年 2 月 12 日公佈，美國去年整體

貿易總額達到 38,220 億美元。中國大陸也同時公佈，2012 年整體貿易額約 38,670

億美元；貿易順差達 2,311 億美元，而美國的貿易逆差為 7,279 億美元。 18 

從主要貿易夥伴國數量變化來看，2011 年，中國大陸是世界上 124 個國家

的主要貿易夥伴國，而美國已由 2006 年的 127 個主要貿易夥伴國降至 76 個國

家。美國積極推動 TPP，並表示，中國大陸若願意接受國際規範，美國樂意接納

中國大陸的加入；中國大陸雖認同 TPP 是推動亞太區域整合的新嘗試，但同樣

也認為美國推動 TPP 是遏制其崛起的手段，而積極鼓動 RCEP 加以應對。 

TPP 很明顯地主要是由美國所主導;而 RCEP 表面上看似由東協主導，實際

上背後存在有中國大陸的影子。換言之，從國際戰略方面來說，TPP 與 RCEP 可

以說是中、美兩大勢力暗自角力、相互競爭的局面。從組建自由貿易組織的開放

程度、可行性和達成難易度等方面來看，TPP 開放程度大，規範標準較高，RCEP

則是循序漸進地推進經濟自由化，可行性比較高。19事實上，TPP 的政治含義高，

美國試圖以太平洋區域的霸權地位來主導，與中國大陸所主導的從東協加一、東

協加三(EAFTA)，到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再到東協加六或 RCEP 的目標相對抗。 

整體而言，在全球經濟合作策略發展下，中美兩國仍是最重要的經貿夥伴。

雙方繼續通過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等機制深入溝通，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和在

17 習近平：經濟關係是中美關係壓艙石，新京報，2013 年 03 月 19 日，http://dailynews.sina.com
/bg/chn/chnpolitics/sinacn/20130319/11464358308.html（檢視日期 2013 年 3 月 23 日）。 

18 「中美貿易額對比變化正改變世界貿易格局」，中國網，2013 年 2 月 17 日，http://big5.china.
com.cn/gate/big5/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74_64674.html（檢視日期 2013 年 3 月 23 日）。 

19 宋鎮照、蔡相偉，「亞太經貿開啟雙軸競爭格局之新秩序：RCEP vs. TPP 發展之政經分析」，，

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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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等多邊框架下的合作，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改革，共同

促進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及平衡增長，將是中美兩國經濟的深化與轉型將是必

然的結果。 

 

第二節 軍事戰略的競合關係 

冷戰結束之初面對蘇聯的瓦解，中共樂觀相信國際體系格局由美蘇對抗的兩

極走向包括中國在內多強並立的多極體系，美國霸權將不再能夠主宰國際政

治。20但 1991 年波斯灣戰爭讓中國大陸體認到其軍事力量與美國等現代化國家

的巨大差距，中國大陸若不進行軍事改革，將無以應付未來的戰爭，亦可能造成

國家權力地位受軍事力量落後而矮化。 

江澤民提出「未來軍事準備的重點放在打臝可能發生的現代化高科技特別是

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上」21，此正是中國大陸在此階段的具體軍事戰略目

標。而 2012 年習近平在上臺之後，要求共軍要「能打仗、打勝仗」，22這意味面

對近期領土主權問題的緊繃，戰爭可能性急遽升高，共軍必須明確針對可能發生

的衝突，做好萬全準備。 

美國在亞太地區進行戰略調整，首當其衝的就是中美關係。從歐巴馬總統上

任以來中美兩國不斷改善關係的大趨勢、連續三年召開三次戰略暨經濟對話，以

及歐巴馬與胡錦濤國家主席達成「和則雙贏，分則俱傷」來看，中美和解應是大

勢所趨。然而，美國這一年多來的言行，特別是在亞太地區針對中國大陸的戰略

調整，卻突顯中美兩國自 2009 年以來雙方在亞太地區戰略結構上嚴重矛盾。23 

20 江澤民，國際形勢和軍事戰略方針（北京：解放軍出版，2003 年 ），頁 79。 
21 江澤民，加強對現代化技戀別是高技術下局部戰爭的學習究（北京：解放軍出版，2003 年），

頁 90。 
22 沈明室，「大陸 2013 年版國防白皮書內容特點與國際反應評估」，展望與探索，第 11 卷第 5

期（2013 年 5 月），頁 27。 
23 陳一新，「美國戰略調整對我國國家安全之影響」，戰略安全研析，第 83 期（201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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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來，中美之間的「安全困境」有強化的趨勢。美國對中國大陸軍事現

代化的加速推進、新一代戰機試飛、航母下水及反艦導彈研發等保持警惕，認為

中國大陸軍事現代化的目標就是挑戰美軍的優勢地位－把美國趕出西太平洋。而

美國不斷強化與亞太盟友的關係，推動美日澳、美日韓等三邊同盟，以及推出「空

海一體戰」構想，佈局海洋、網路、太空等戰略空間，也強化了中國大陸關於美

國對華圍堵的認知。24 

2011 年 1 月歐胡會後，中美關係回溫轉暖，兩軍交流恢復，其主要的內容

可以用「三次高層互訪、兩條磋商路徑、一屆多邊對話」來涵蓋；具體來說，「三

次高層互訪」分別是 2011 年 1 月時任美國國防部長蓋茲訪華、5 月人民解放軍

總參謀長陳炳德上將率團訪美、以及 7 月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穆倫(Mike 

Mullen) 率團訪華。這三次重要訪問又分別臨近胡錦濤訪美、中美第三回合戰略

暨經濟對話及美國副總統拜登訪華，顯示兩國軍事高層交往與兩國元首互訪緊密

結合。25 

「兩條磋商路徑」主要是指中美兩軍之間較為成熟的國防部年度防務磋商及

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框架下新創立的「中美戰略安全對話」，一舊一新兩條磋商

途徑為兩國雙邊的安全事務磋商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一屆多邊對話」是指中美

兩國都參與的東亞地區重要的多邊安全對話機制－香格里拉對話。26中國大陸外

交部副部長崔天凱曾在 2012 年 2 月習近平訪美前，提到「中美間當然存有互信

赤字」。27構建中美新型軍事關係，就是防止兩國因安全領域矛盾的增多，侵蝕

以經濟依存、合作共贏為主調的兩國關係基本面。 

頁 14-15。 
24 「構建中美新型軍事關係面臨歷史機遇」，解放軍報，2013 年 6 月 14 日，http://big5.cri.cn/gat

e/big5/gb.cri.cn/42071/2013/06/14/6351s4146994.htm（檢索日期：2013 年 6 月 18 日）。 
25 孫哲，亞太戰略變局與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頁 238-239。 
26 同上註，頁 239。 
27 林正義，美中台新形勢，http://www.taiwanthinktank.org/page/chinese_attachment_2/2544/_____

________.pdf（檢索日期：2013 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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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中美雙方軍事交流的一大亮點是將軍方的交往納入中美戰略與經濟

對話的機制下。實際上，無論對中美關係、還是西太平洋地區，甚至全球安全，

中美軍事交流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以中美關係而言，軍事交流可相互了解彼

此戰略能力與意圖，形成客觀戰略定位，避免陷入負面戰略預判與降低戰略互信

赤字的作用。對於地區安全，可有效降低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對於維護地緣政治

平衡與安全總體態勢的穩定非常重要。至於全球安全部分，中美軍事交流可使雙

方強化在全球各領域的安全合作，特別是在反恐、海上安全、核問題及太空等非

傳統安全方面，中美加深交往有利於這些關鍵議題上的全球緊密合作。28 

以 2011 年 5 月舉行的第三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來看，這是兩國間級別最

高、議題最廣泛、涉及部門最多的對話機制。中國大陸有 26 個部門、30 位部級

領導參加，美方有 30 個部門、31 位負責人參加，陣容之大在中美關係史上是空

前的，在世界外交史上也不多見，更重要的一個亮點是，雙方在戰略與經濟對話

的框架下進行了首次戰略安全對話。中國大陸外交部副部長張志軍強調此次戰略

安全對話的目的為「加深了解、增進互信、增加合作、縮小分歧」，支持中美戰

略對話機制的發展，服務中美夥伴關係的建設。29可見，中美積極培育和深化戰

略互信，共同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 

2011 年也是中美軍事力量的轉折點。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後的三十幾年，

軍事力量有了長足和穩定的進步，其較具指標性的發展有：1999 年，99 式坦克

28 羅爾文、趙磊，「防務 2011：變革之心」，南方周末，2012 年 1 月 5 日，http://translate.google.
com.tw/translate?hl=zh-TW&sl=zh-CN&u=http://www.infzm.com/content/67203&prev=/search%3
Fq%3D%25E7%25BE%2585%25E7%2588%25BE%25E6%2596%2587%2B%2B%25E9%2598%
25B2%25E5%258B%25992011%25EF%25BC%259A%25E8%25AE%258A%25E9%259D%25A9
%25E4%25B9%258B%25E5%25BF%2583%2B%2B%25E5%258D%2597%25E6%2596%25B9%
25E5%2591%25A8%25E6%259C%25AB%26biw%3D1188%26bih%3D516（檢索日期：2013 年

6 月 17 日）。 
29 楊麗明、鞠輝，「中美第三輪戰略與經濟對話有亮點也有實質性成果」，人民網，2011 年 5 月

14 日， http://translate.google.com.tw/translate?hl=zh-TW&sl=zh-CN&u=http://finance.people.com.
cn/GB/14635568.html&prev=/search%3Fq%3D%25E5%25BC%25B5%25E5%25BF%2597%25E8
%25BB%258D%2B%2B%25E5%258A%25A0%25E6%25B7%25B1%25E4%25BA%2586%25E8
%25A7%25A3%25E3%2580%2581%25E5%25A2%259E%25E9%2580%25B2%25E4%25BA%25
92%25E4%25BF%25A1%26biw%3D1188%26bih%3D517（檢索日期：2013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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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服役，代表中國解放軍陸軍穩步進入世界先進之林。2005 年，052C 型導彈

驅逐艦「蘭州號」服役，這是中共海軍第一款真正具有區域防空能力的驅逐艦，

號稱「中華神盾」。2007 年，東風 31A 服役，這是中國大陸第一款具有穿透美國

與俄國導彈防禦網能力的洲際彈道導彈。中國大陸的軍事力量已經形成有效的系

統對抗，先進的武器，尖端的科技一個接一個出現，這是中國大陸軍事科技累積

到一定程度後的必然結果。 

真正震懾西方軍事家的是 2011 年 1 月 11 日中國成功試飛殲 20 隱形戰鬥機，

它代表中國的綜合軍事科技直逼美國甚至部份超越美國。其中意義最重大的是，

2012 年底「北斗衛星導航系統」正式服務亞太地區，覆蓋的範圍從東經 55 度到

東經 180 度，也就是從中亞的裏海（Caspian Sea）到太平洋正中的中途島，所有

中國大陸關心的軍事熱點通通被覆蓋住。30從這個時候起，中國解放軍正式進入

信息化時代。 

軍事是國際外交的實體支柱之一。美國一再強調中國大陸軍力發展威脅的事

實，從美國解析 2013 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也顯露了擔憂。中

國大陸在海軍、空軍、太空與電子信息等方面的發展，使得中共更有能力處理與

介人亞太區域事務，特別是位於南海與東海的領土主權爭議。其一旦深入此區

域，將使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受到衝擊，弱化美國處理亞太事務的能力；尤有

甚者，若大陸反介入(anti-access)與區域拒止(area denial)能力的強化與提升，美國

將逐步被排除在西太平洋之外，31而亞太地區的安全情勢發展將無法預料。 

再從 2013 年中國大陸公布最新版的國防白皮書內容來說，中國大陸多次強

調維護海洋權益，並將堅決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列為中共軍方的重要職責。此外，

30 習近平與歐巴馬的「莊園外交」和「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天下縱橫談，2013 年 6 月 18， ht
tp://city.udn.com/3011/4976255#ixzz2WZvDpaVI（檢索日期：2013 年 6 月 18）。 

31 謝奕旭，「美國 2013 年大陸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的解讀與分析」，展望與探索，第 11 卷第 6
期（2013 年 6 月），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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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書中首次強調維護海上戰略通道安全問題。事實上，從中共「十八大」首度

將「建設海洋強國」提升到大陸國家發展戰略高度後，維護國家海洋權益經常被

大陸軍政領導階層所強調。32而習近平上任 5 個月內，兩次視察海軍部隊，尤其

是靠近南海的廣州軍區的海軍及海南三亞的艦隊，凸顯中國大陸領導人對海洋利

益與海軍建設的重視。 

為了執行遠洋戰略，維護海上安全航道安全，中國大陸持續建立遠洋海軍，

提高遠海機動作戰、遠海合作與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能力，增強戰略威懾與反擊

能力。所以，發展航空母艦對於建設強大海軍和維護海上安全極具有深遠意義。

為了確保東海及南海領土主權爭議，中國大陸除了繼續擴張海空武力之外，也強

化此區域的巡弋，當海軍船艦飛機數目越來越多後，小型衝突恐怕不能排除。33 

回顧近幾年來中美軍事交流頻經波折，其根本源於兩國核心安全利益存在衝

突及防務政策分歧。34也就是說，軍事關係發展並不同其他領域般順遂，其原因

在於軍事交往是最能體現國家主權的表徵。國家主權與安全利益往往不具有雙贏

或是共贏性質，而是一國外交政策的底線與不可撼動的利益核心。當前中國大陸

與美國作為崛起國與霸權國的關係，存在權力競爭與轉移結構性矛盾，軍事關係

的發展也就更具挑戰性。 

 

第三節 政治外交的多邊關係 

中國大陸堅定地奉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方針和「睦鄰、安

鄰、富鄰」的周邊外交政策。胡錦濤曾在中國大陸 2009 年第十一次使節會議提

出所謂「大國是關鍵、週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舞台」，這四條

32 沈明室，「大陸 2013 年版國防白皮書內容特點與國際反應評估」，展望與探索，第 11 卷第 5
期（2013 年 5 月），頁 34。 

33 沈明室，「大陸 2013 年版國防白皮書內容特點與國際反應評估」，頁 34-35。 
34 孫哲，亞太戰略變局與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頁 245-246。 

5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線也是北大學者王逸舟所謂的「平行四邊形合力」的一部份。35「十八大」後，

中國大陸外交總體方向應仍遵循「胡規習隨」的方向，持續推進「大國、周邊、

開發中、多邊」四個面向基本布局，透過互利、雙贏等合作訴求，以維護和平穩

定的周邊關係。 

在大國外交部分，中美高層互動往來已漸形機制化。兩國的關係重點涵蓋傳

統與非傳統安全議題，層面由兩國擴大成為全球。兩國合作的議題包括:軍事交

流、軍備管制、全球金融穩定、氣候變遷、能源安全等。自冷戰結束以來，中美

關係在首腦外交的實踐中，「首腦」已不在侷限於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而是同

時並存「高層」訪問與交流。「高層」的概念也相對模糊與廣泛，包括政府、執

政黨、軍隊決策圈人物，如內閣級別高官、高級幕僚，也包括非執政黨的美國國

會領袖。36 

2008 年 9 月美國爆發金融危機。同年 11 月，歐巴馬當選新一屆美國總統，

美國、日本、歐洲等主要經濟體國家陷入經濟衰退，此時中國大陸的高經濟成長

率提供了中美兩國合作的重要契機。2009 年 4 月，歐巴馬與胡錦濤在二十國集

團倫敦峰會期間舉行首次會晤，也確立共同努力建設 21 世紀積極合作全面的中

美關係，並將中美戰略對話和戰略經濟對話合併升級為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首

輪對話並於當年 7 月在華盛頓舉行。 

首腦外交可說是中美大國關係的觀察表。從 1997 年江澤民訪美時，中美兩

國同意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到 2005 年小布希訪華時，雙方提出「建設

性合作關係」、2008 年金融危機時，以「積極、合作、全面」重新定位，再到 21

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提出「相互尊重、互贏共利的合作夥伴關係」，首腦外交不斷

35 張登及，「中共對美「重返亞洲」戰略的回應：趨勢與展望」，發表於新形勢下之亞太格局與

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臺北：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中國大陸研究學會主辦，2012 年 11 月

26~27 日）。 
36 孫哲，亞太戰略變局與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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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美關係做出新定位，37意謂中美關係不同階段的外交新起點，也反映出中美

兩國間關係良好與否的重要指標。 

習近平在 2011 年針對美國，曾表示「中國與美國共享廣泛利益」，強調中美

在全球經濟及安全環境穩定上合作的重要性，也要求美國應尊重中國大陸對台灣

及西藏的「核心利益」。習近平形容亞太地區為「中美利益交匯最集中的地區」，

肯定美中在亞太經合會(APEC)、東協區域論壇(ARF)架構下密切協調，就區域經

濟一體化、反恐等問題加強溝通合作。38 

習近平主政後，其對中美關係的發展重點將遵循 2012 年 2 月發表的 5 點意

見；第一，坦誠相待，加強對話溝通。領導人保持密切接觸。第二，與時俱進，

擴大務實合作。進一步日強經貿、反恐、防擴散、環境及科教、地方、青年等領

域交流合作。經貿關係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推進器」。第三，相互尊重，

增進戰略互信。尊重彼核心利益與重大關切，不相互製造麻煩，不逾越對方底線，

建設合作夥伴關係才有根本保證。第四，面向未來，密切人民交往。第五，加強

協作，攜手應對挑戰。加強多邊框架內的合作，加強在打擊海盜、跨國犯罪.、

網絡安全等領域合作，應對各種非傳統安全威脅。 

對歐洲關係的發展上，中國大陸除著重與德、英、法等三國的雙邊關係外，

並加強與中、東歐等國實質互動。由於歐盟是中國大陸最大高科技提供者. 北京

企盼深化合作以獲取更多高新技術移轉。39藉由經貿互利獲取政治實利，尤以持

續爭取歐盟解除武器禁運與承認中國大陸市場經濟地位等問題。隨中國大陸地緣

安全形勢趨於嚴峻，周邊國家對中國威脅論的疑慮上升，加強與歐洲各國進行合

作，亦有突破美國對其圍堵的戰略考量。 

37 同上註，頁 28。 
38 林正義，美中台新形勢，http://www.taiwanthinktank.org/page/chinese_attachment_2/2544/_____
________.pdf（檢索日期：2013 年 6 月 18 日）。 
39 2013 中共年報（臺北：中共研究雜誌社，2013 年 4 月），頁 4-2。 

5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面對歐債危機持續蔓延，中國大陸經由對歐盟提供資金援助，帶動雙邊關係

熱絡發展。2012 年 4 月，中國大陸總理溫家寶訪問歐洲，不但與德國、瑞典等

國家簽署了一系列擴大彼此多個領域務實合作的協議外，還在德國演講時強調實

體經濟以及中歐務實合作，40並於出席「中共與中東歐領導人會晤和經貿論壇」

提出，2015 年與中、東歐貿易擴大至 1,000 億歐元目標，以及設立 100 億美元專

項信貸額度，支持雙方在基礎設施、高新技術、綠色經濟等領域合作項目，顯示

冀藉釋出經貿誘因拓展與中東歐國家關係。9 月出席在比利時召開的「中歐峰會」

亦指稱，願與國際社會為應對歐債危機發揮應有作用，透過適當管道協助歐盟度

過危機，反映雙邊加強經貿互利往來，已成為維繫並強化與歐盟關係主要著力

點。41 

在對東南亞方面，持續發酵的南海主權爭議將衝擊中國大陸的睦鄰政策。北

京除重申「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立場及透過雙邊磋商解決爭議等政策宣示，

並採「經濟先行、軍事後盾、外交周旋、占實地、獲實利」政策因應。42積極爭

取中間國家如印尼、泰國等國支持。2012 年中國大陸外交部長楊潔篪造訪印尼，

宣稱共同落實「南海各方行為準則宣言」；11 月總理溫家寶也在曼谷會晤泰國總

理穎拉，簽署外交、教育、水利等領域合作文件，以推進兩國關係發展。 

以地緣政治的意涵而言，東南亞國家地處中南半島西側和印度次大陸東側的

緬甸和泰國，一直是中國串連南中國海和印度洋的主要地橋與門戶國家，其除了

有助中國開拓新的能源運輸線外，也是拓展其大西部建設和主導東亞區域經貿整

合的重要管道。43基此，中國大陸與泰、緬兩國始終維持正常穩定和緊密的外交

關係，特別是長期施行鎖國政策的緬甸，更是中國大陸長期攏絡的對象。顯見中

40 「溫家寶訪歐：凸顯危機中信心最重要」，中國評論新聞網，2012 年 4 月 28 日，http://www.c
hinareviewnews.com/doc/1020/8/9/5/102089546_2.html?coluid=59&kindid=0&docid=102089546&
mdate=0428081127（檢索日期：2013 年 4 月 3 日）。 

41 2013 中共年報，頁 4-10。 
42 同上註，頁 4-3。  
43 王孜宜，「中共深化與東協經貿交流合作探析」，中共研究，第 46 卷第 10 期（2012 年 10 月），

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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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遠交近攻」、各個擊破，以及強化對東協政經聯結與懷柔策略，藉以扭

轉周邊形勢緊張對其不利態勢，俾鬆動東協成員國在南海議題一致性與針對性。 44 

2012 年 11 月，中國大陸總理溫家寶在第 15 次中國－東協領導人會議時提

出：第一，堅持互尊互信、睦鄰友好。中方願與東協國家加強在安全和戰略領域

對話與合作，為東亞持久和平、穩定和繁榮提供更有力的支撐。第二，支持東協

維護團結、聯合自強。中國不僅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也反對大國共治或大

國主宰地區事務。第三，本著協商一致、照顧彼此關切的精神，妥善處理分歧和

矛盾，維護東亞合作發展大局。第四，同舟共濟，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我們要排

除各種干擾，全面推動東亞一體化進程，促進本地區實現更長時期、更高水平、

更好質量的發展。45這是明白宣示中國大陸與東協國家朝向和平、繁榮的戰略夥

伴關係發展。 

中國大陸外交事務處理模式，明顯由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基礎上，開展到

習近平的「有所作為」。「中國崛起」的效應及影響已導致各方對中國大陸產生既

借重、合作，又防範、制約等心態，與主要大國及周邊國家新、舊矛盾之複雜因

素持續加劇，不僅在對外經貿合作領域步入摩擦高發期，更涉入國際政治博弈與

利益競逐，引發強權及周邊國家對其勢力擴張的質疑、猜忌。46 

伴隨著中國大陸國力的增強，其社會民族自信也相對提高，主張對外態度強

硬與不甘向強權示弱聲勢日益高漲，壓縮其在對外關係操作的彈性空間。以外交

微觀的層次來說，「習李體制」當務之急係處理嚴峻內政問題，對外政策的延續

性將大於開創性，並從「維穩」周邊安全逐步朝捍衛核心利益的「維權」外交方

向平衡。 

44 同上註。 
45 溫家寶總理出席第 15 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新華網，2012 年 11 月 20 日，http://big5.xin

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11/20/c_123972582.htm（檢索日期：2013
年 4 月 18 日）。 

46 2013 中共年報，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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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72 年到 2012 年止，中美關係經歷了五個重要的轉捩點：首先，是 1979

年「建交」及隨後的中越戰爭，美國以默許方式支持北京抗擊「蘇越同盟」；二

是 1989 年「六四事件」及隨後的冷戰與戰略大三角結構的結束，中國大陸對美

戰略價值下降；三是 1996 年臺海飛彈危機，美國在與北京建交後首度以中國大

陸為假想敵，派遣航空母艦「接近」臺灣海峽，隨後日美安保明確轉向制衡中國

大陸；四是 2001 年紐約世貿恐怖攻擊事件，使小布希(George W.Bush)政府原本

將以中國大陸為「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的部署被打亂，開啟了美國

近 10 年的「反恐戰爭」。第五個轉捩點就是 2012 年。這一年並沒有直接影響中

美關係的重大事件，但美國卻提出「再平衡」(rebalancing)政策。47儘管美國不斷

撇清「再平衡」不是針對「崛起的中國大陸」，但「崛起的中國大陸」絕對是「再

平衡」的頭號目標。 

歐巴馬上任時，美國已身陷伊、阿亂局七年餘，僅伊拉克戰場即耗費美國超

過八干億美元的戰費，和四千五百餘官兵之生命，加上華爾街金融危機至今餘波

蕩漾，48影響力受創。而中國大陸此時軍事現代化和外交軟權力則仍持續上升。

美國擔心未來本身的綜合國力被亞洲體量最大、增長最快的中國大陸所超越，失

去體系超強的霸主(hegemon)的地位，並憂慮自己與西方國家(包括日本)所建立並

主導的戰後國際政經體制，遭到新興發展中國家的挑戰，尤其是北京可能帶頭要

求修改「不公正、不合理」的遊戲規則。49 

 

歐巴馬對東協政策的繼承和延續概括起來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問題: 50（1）

參議院於 2007 年在紀念美國一東協對話機制成立 30 周年上，美參議院 110 號決

議中表達舉辦美國一東協峰會的承諾。這個承諾在歐巴馬總統主持下已於 2010

47 2013 中共年報，頁 4-19。 
48 張登及，「展望歐巴馬連任後的臺美「中」三邊關係」，展望與探索，第 10 卷第 12 期（2012

年 12 月），頁 6。 
49 同上註，頁 7。 
50 宋吉峰，南海衝突下的台灣海軍戰略（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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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在紐約舉辦的美國一東協峰會上得以實現。（2）任命駐東協常駐大使。任

命大使這個行動本身就表明美國對東協組織整體的承認，所以同樣也得到上述參

議院決議的支持。（3）參議院拒絕批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因此美國無法

參加東亞峰會（簽署該約是與會的三條件之一）。該條約雖未獲批准，但象徵意

義的外交收益對美國、東協雙方而言，亦是雙方合作的開端。51 

美國「重返亞洲」對中國大陸週邊外交構成重大挑戰；52第一、為強化區域

傳統盟邦及潛在盟友的信心，美國參議院通過 2013 年國防授權法，將釣魚台列

嶼納入美日安保範圍，並對日本提出保證，挫敗中國大陸認同的「東亞共同體」

的構想。第二、加強美國在南韓的安保位置，重歸東北亞樞紐身份。這令經營「六

方會談」多年的中國大陸大失其分。第三、加強東協與大洋洲各方對「東協模式」

與中國在其中經營已久的「負責者」身份的質疑。截至 2011 年底，不僅越日、

越印有軍事交流，澳洲同意美國將長期派遣陸戰隊 2,500 人進駐，甚至越緬兩軍

也開始互動，菲律賓更是獲得美國軍售與美菲協防的鼓舞，對黃岩島等南海爭議

益加強硬。美國繼國務卿希拉蕊訪問緬甸後，由歐巴馬以總統身分親自造訪，緬

甸更刻意釋放 44 名政治犯，並安排其與反對黨領袖翁山蘇姬會面，這些歷史性

創舉雖被解讀為「和平破冰之旅」，但同時也隱含美國為圍堵中國大陸所做的「挖

牆角之旅」。53，第四、建立經濟圍堵，反制中共「東協加一」自貿區。美國積

極推動 TPP，果決與韓國簽訂美韓自貿(FTP)，特別是歐巴馬在夏威夷與巴厘島

出席 2011 年 APEC 和東亞峰會，遊說日本、澳洲與東協各國參加「跨太平洋經

濟夥伴協定」(TPP)，已動搖「東亞區域整合以東協/東協加三為中心」的趨勢，

51 宋吉峰，南海衝突下的台灣海軍戰略，頁 74。 
52 張登及，「中共對美「重返亞洲」戰略的回應：趨勢與展望」，發表於新形勢下之亞太格局與

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臺北：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中國大陸研究學會主辦，2012 年 11 月

26~27 日）。 
53 翁俊桔、宋鎮照，「2012 年 11 月美國總統歐巴馬訪問泰緬柬三國的政經意涵：修補或挖牆角？

圍堵或親善？」，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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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使美國成為東亞區域整合的核心，大有將以「國企」為主的中國貿易大軍逐

出東亞、擊破「東協加一」隊形的氣勢。54 

2010 年 3 月發生的「天安艦事件」，戰略影響有如東亞版的「911 事件」，55

也提供歐巴馬實踐「重返亞洲」政策的絕佳理由和著力點。中國大陸外交部長楊

潔箎針對希拉蕊在東協區域論壇(ARF)稱「南海自由航行是美國『核心利益』（vital 

interest）」強硬回話，致使部分東協國家更懷疑過去十年中國大陸宣稱的「三鄰

政策（睦鄰、安鄰、富鄰）」及「負責任」的背後究竟企圖為何。簡而言之，「天

安艦事件」與「南海核心利益風波」是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轉捩點。美國自

2012 年初，歐巴馬團隊陸續推出「亞洲軸心」（pivot to Asia）為核心，以「外交

前進部署」( fonvarddeployed diplomacy) 、「再平衡」(rebalancing)為政治與軍事

前進之指導概念，以「空海一體」（sea-air battle）為戰爭想定，56並藉由以「TPP」

作為經濟反制之架構，全面展開對中國大陸政治、經濟、軍事的制衡方針，而外

交上，日本、菲律賓、蒙古及越南等國亦給予華府不同程度的響應，造成中國大

陸自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周邊睦鄰外交上最嚴重的的損失。 

 

第四節 小結 

基辛格在所撰寫的「論中國」一書中指出，西方傳統推崇決戰決勝，強調英

雄壯舉，而中國的理念強調巧用計謀及迂迴策略，耐心累積相對優勢。以兩種文

明中流行的棋類加以比擬，中國戰略則像下圍棋，強調不爭一城一池的得失，而

54 張登及，「中共對美「重返亞洲」戰略的回應：趨勢與展望」，發表於新形勢下之亞太格局與

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臺北：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中國大陸研究學會主辦，2012 年 11 月

26~27 日）。 
55 張登及，「中共對美「重返亞洲」戰略的回應：趨勢與展望」，發表於新形勢下之亞太格局與

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臺北：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中國大陸研究學會主辦，2012 年 11 月

26~27 日）。 
56 宋吉峰，南海衝突下的台灣海軍戰略（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 9 月），3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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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慢慢蓄積力量，最終建立對對手的優勢；西方的戰略如國際象棋的對弈，目標

是全勝、目的是給對手致命性的武力打擊、英雄主義式的勝利，集其功於一役及

面對硬碰硬的關鍵決策。國際象棋是一場速戰速決的戰鬥，反之，圍棋卻是一場

持久戰。國際象棋的棋手專注於獲得擊潰敵手的完全勝利，而圍棋棋手則尋求一

種相對優勢。 

以現今世界局勢而言，歐美地區歷經數波金融風暴與經濟衰退的衝擊後，歐

美各國大都深陷經濟衰退、債台高築的泥沼中，而經濟全球化的結果帶動了許多

新興國家的影響力，其中中國大陸、印度及俄羅斯三大國都位於亞洲，此外，加

上傳統的亞洲經濟大國—日本、南韓與部分經濟成長可觀的東協國家，亞洲無疑

將是引領二十一世紀全球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以二十一世紀是亞洲世紀的說法已

是不爭的事實。 

美國面對亞洲經濟崛起的事實，藉由「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係協定

（TPP）」進行其重返亞太的經濟戰略布局作為；中國大陸則在 2011 年開始積極

建構以中國大陸為軸心，各個雙邊或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為軸承的「扇形經濟體系」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因應美國推動 TPP 的壓力。 

從美國的觀點來看，藉建立高標準之區域貿易協定，降低美國進入亞太市場

的貿易障礙，刺激出口，創造國內就業機會，並可順勢掌握亞太經濟整合的主導

權與規則制定權。至於，中國大陸堅定表達反對和共同抵制各種形式的保護，推

動建立均衡、互惠、共贏的多邊貿易體制，並表示 RCEP 與 TPP 都可能是穩步

實現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途徑。可預見中國大陸仍會持續運用 RCEP 與其他雙

邊、複邊 FTA，來實現其對不同圈層的總體戰略布局，以有效確保中國大陸對外

經濟與戰略安全。 

 中國大陸在軍力上的成長與發展的確是美國所憂心的，特別是當其在海、

空、天與信息的能力增強後，美國對其亞太地區利益的維護勢必要付出更多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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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為避免在亞太引發紛爭，美國將持續進行必要的投資，來確保能夠維持進入

此區域與自由行動的能力，維繫美國國家利益。但在歐巴馬政府不增加國防預算

的前提下，如何遂行「再平衡」戰略，確實是一項艱難的挑戰。 

隨著中國大陸軍力的成長，伴隨而來的將會是其更為清晰的戰略意圖。中國

大陸領導人強調「要在 2020 年之前的這段機遇期內完成關鍵的經濟與軍事目

標，包括在臺灣問題、保護海洋交通線、南海與東海領上主權的潛在衝突中，培

養作戰與取勝的能力，因為有些國家會透過與美國的合作來增強軍事實力，這將

形成對大陸的挑戰。」，顯見，中美雙邊關係的戰略互疑仍將持續上升。 

2012 年 3 月，由中美兩國智庫學者王緝思和李侃如完成的研究報告《中美

戰略互疑：解析與應對》中，中美關係被定義為「戰略互疑」（strategic distrust），

這是指雙方在長遠意圖方面的互不信任。概言之，戰略互疑是指彼此認為未來雙

方是敵人而非朋友，根本出發點是「零和」世界觀：此消彼長，權力興替。 

在政治上，中美「戰略互疑」的定位比較客觀地反映了中美兩國當前關係中

真實的一面：雖然中美兩國都在努力尋求建立溝通和信任，避免錯判，但兩國政

治決策層仍然缺乏關鍵的「信任」。另一方面在經濟關係上也同樣如此。從經濟

角度來看，中美關係的核心其實很簡單：中國大陸需要美國的創新來刺激增長，

美國需要中國大陸的市場來刺激增長。如果雙方都想在這種共生關係中獲益，就

只能相互合作、擴大投資、實施改革，沒有其他路可走。 

中美關係未來的特點是美方制衡性政策的進一步加強。根據攻勢現實主義理

論，區域內若有可分擔制衡成本的對象(buck-catcher)，會優先將制衡責任交由其

他受北京威脅者分擔，華府可藉此節約經濟與軍事成本。如前所述，北京過去兩

年周邊外交情況不佳，部分國家多少同意美方提示的「警訊」，使「中國威脅論」

有復燃之勢。這使得部分亞太國家更要承擔比冷戰結束以來更多的區域安全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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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兩強已是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同時地緣政治上又分居陸權與海權大

國。美國雖占據戰略優勢與主動，但受水體阻隔，中美實際上不可能直接向對方

投射地面力量。尤其美國占據戰略主動與優勢，將首先轉嫁於與中國大陸距離較

近的日、韓等國，而非親自到第一線實施制衡。這使美國可以減壓，鼓勵他國制

衡中國大陸時，本身又透過戰略與經濟對話等機制充當調節人。  

習近平今年年初訪美時，向美方提出了建設「新型大國關係」的展望。美方

並不反對中國大陸的倡議。美方對中美硬實力的差距漸趨縮小，與中國大陸在東

亞地區影響力的上升有更多憂慮。雖然中國大陸一再宣稱「永遠不做超級大國」，

此對美國人起不了作用；而美國說它「從來沒打算遏制中國」，也同樣做不到讓

中國大陸放心。以近期美國針對重返亞太在東海、南海的具體作為來說，即使在

中國大陸一再宣稱亞太地區是中國的安身立命之所，是中國大陸實現和平發展的

地緣依托的言詞下，美國仍讓中國大陸感受到其糾集軍事同盟力量以圍堵中國大

陸戰略的意圖。只是，中美雙方都刻意相互節制，不讓彼此在一些具體摩擦刺激

下演變成戰略敵對的能力。至少未來歐巴馬執政 4 年或中共「十九大」（2017 年）

前，中美關係都將為戰略互疑所壟罩。 

中國大陸「十八大」進一步確定要充實發展「新型大國關係」，不僅是將習

近平訪美的說法加以確認，還以「負責任大國」的身份定位加以呼應。美國希望

亞太各國分擔「責任」的期望能實現的程度，也與中國大陸落實「負責任」的身

分有關，這些都要進一步觀察兩國互動，才能驗證美國維持戰略主動，與中共建

構「新型大國關係」的關鍵。 

以中美關係而言，雙方之間依然是競爭與合作並存的大格局，彼此都無意發

生戰爭。但隨著歐巴馬連任而更確立美國面向亞洲的策略，以及習近平傾向鷹派

性格，雖不主動求戰，但也不輕易妥協的個人特質，未來的中美關係將呈現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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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於合作的狀態。而且這個競爭關係不會只限於安全場域，包括經貿領域也將會

是雙邊爭議不斷，國際競爭態勢激烈的現象。 

國際社會是現實的，實力才是各國最終的決戰條件。中美兩國現在處於互疑

向互信或敵對兩個方向都可能發展的十字路口，短時間內想消弭中美戰略互疑是

不可能的事，但身為 21 世紀全球最有權力的兩個國家，至少應有成為負責任大

國的胸懷，在未能建立互信的模糊階段，應在不要求過高的前提下，把雙方真實

的底線講清楚或做到心照不宣，形成兩國堅定不移的潛規則，再藉由兩國主觀上

互信意願的增強及客觀上政治體制、經濟社會及國際環境等改革與演變，兩國逐

漸取得諒解與共識，才有機會找出新的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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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新型大國關係建構下的南海形勢 

新型大國關係強調命運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的意識，主張合作共贏才是唯一

正確選擇。美國在重返亞洲的戰略態勢下，主張以多邊主義處理南海地區爭議島

嶼主權，而崛起的中國大陸堅持以單邊主義進行主權爭議解決，加上爭議周邊國

家越南、菲律賓等透過拉攏區域外大國（美國、日本、印度等）介入此一區域主

權與資源的爭奪，使得南海爭端情勢越形詭譎多變。在既有形勢下，中美兩國聲

稱要建構「以尊重為前提、合作為途經、共贏為目標」的新型大國關係。中共十

八大後，習近平確定接班，在大國關係的處理上，也由鄧小平的「韜光養晦」走

向「有所作為」。中美兩國將如何面對二十一世紀持續升溫的南海爭端? 

中國大陸外交部長楊潔篪 2013 年 3 月 9 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就「中國的外

交政策和對外關係」舉行了記者會時表示，亞太地區是中美兩國利益交織最密

集、互動最頻繁的地區。中國歡迎美國在亞太地區發揮建設性的作用，但美方也

同時應當尊重中方的利益和關切。目前，中國聲稱對南海及其附屬島嶼擁有主

權，但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和台灣都聲稱對南海的部分島嶼擁有主權，

圍繞南海海域及島嶼的主權爭議持續不斷。1  

美國總統歐巴馬 2012 年 1 月 5 日宣布新防衛戰略「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

位：21 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文中提及美國新戰略將日益針對亞洲，並將加強

在亞太地區的軍力，而國防預算削減不會減少在這個重要地區的軍事花費。接

著，在 1 月 24 日對眾議院發表的 2012 年國情咨文中，再度清楚的表示，美國是

一個太平洋大國，也是世界事務中不可或缺的國家，顯見繼美國以強烈的姿態表

達參與亞太地區事務的決心與氣魄。 

1 楊潔篪，「期望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中國日報，2013 年 3 月 9 日，http://www.bbc.co.uk/z
hongwen/trad/china/2013/03/130309_china_npc_yang_sino-us.shtml（檢索日期：2013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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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中國大陸的國力不斷上升，「中國崛起」成為一

個持續進行中的現象，相對也引發「中國威脅」的疑慮。從東南亞國家的角度而

言，中國大陸與蘇聯分道揚鑣後，的確減少了對其威脅，且中國大陸在冷戰結束

後，為發展正常化的外交關係，以及極力消除「中國威脅」的印象，在外交政策

上，將「睦鄰友好」作為政策發展重點，形成「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

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台」的戰略佈局，並強調中國大陸本身「韜光養晦」

的立場。2 

在這樣的政策基礎上，中國大陸逐漸與周邊國家建立正常關係，同時積極參

與區域的多邊組織，不斷塑造善意強權的形象，但隨著南海在地緣政治和海上通

道方面的價值不斷提升，以及海底資源的陸續發現及 1994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

約》生效前後，周邊各國紛紛進一步對南海島嶼、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提出了權

利主張，致使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的領土主權和海洋劃界爭端逐步升級，引起

東協及美、日等西方國家的關注，使南海局勢更趨複雜，成為國際社會和東亞各

國關注的“安全熱點”之一。中國大陸雖一再宣稱對南海問題是「主權歸我、擱置

爭議、共同開發」的政策，仍積極強化南海戰力與維權執法作為，且堅持「反對

區域外國家參與」及「雙方協商」的原則，也加深了南海爭端的緊張局勢。 

自 1960 年代末期以來，美國避免介入南海問題，但在冷戰結束後，美國再

度積極介入南海問題，而其他宣稱擁有南海主權的國家也樂見此一轉變，將此視

為嚇阻中國大陸野心的力量。2010 年 7 月於越南舉行的東協區域論壇年會，越

南批評中國大陸在南中國海的「核心利益說」，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更加強調美國

在南中國海也有其「國家利益」，各國在此區域應有「自由航行權」，美國強烈表

態願意介入協調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的主權糾紛。東協國家表面上希望與中國

強化經貿關係，同時也擔心中國成為亞太區域軍事霸權，特別是中國在南中國海

2 楊潔勉，對外關係與國際問題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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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軍力，發展航母與南海艦隊，引發周遭各國憂心，紛紛挾美國來制衡中國。3 

本章將以「南海地區情勢分析」、「中國大陸的南海戰略分析」及「美國的南海戰

略分析」加以討論，探討在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建構過程中，兩國面對南海爭端

情勢的互動情形。 

 

第一節 南海地區情勢分析 

壹、南海地緣戰略的重要性 

所謂「南海」地區（South China Sea），泛指位於中國東南方，介於北緯 23

度 27 分和南緯 3 度，東經 99 度 10 分和東經 122 度 10 分之間的廣大海域，面積

約 350 萬平方公里。其東北部經台灣海峽、呂宋海峽，分別與東海、太平洋（菲

律賓海域）相通，東由巴拉克海峽接蘇祿海，南經卡里瑪塔海峽連接爪哇海，西

南通過麻六甲海峽與印度洋的安達曼海相鄰。在遼闊的南海水域中散佈著約 270

多個島嶼、沙洲、礁、暗沙和淺灘，統稱之為「南海諸島」（The South China Sea 

islets）。4  

南海向來就是東、西方經濟與文化的海上「絲綢之路」。5 它是目前世界海

洋航運中最繁忙的水道之一，是兼具經濟、軍事等意涵的戰略航道，且該地區內

蘊藏豐富的石油、磷酸礦（即鳥糞肥）、錳、銅、鎳、鈷、鈦、錫、鑽石、石灰

礦等 6 重要戰略物資及擁有富饒海洋生物資源，更顯其戰略價值的重要性。 

1911 年著名海權學者馬漢在其撰寫的「海軍戰略」中曾提及，一個地方是

否具有戰略價值，基本上取決於它所處的「位置」、軍事上的攻守性、地方本身

3 劉世忠，「解讀『香格里拉對話』」，台灣公論報， 2011 年 6 月 24，http://www.taiwantribune.co
m/op-ed/2011/06/24/2345p02-2/（檢索日期：2012 年 1 月 12）。 

4 宋吉峰，南海衝突下的台灣海軍戰略，頁 43-44。 
5 李國強，南中國海研究：歷史與現況，頁 89。 
6 陳鴻瑜著，南海諸島發現、開發與國際衝突，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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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鄰國的資源等三個主要條件，而次要條件則有屬於一個國家的貿易大市場，若

該地遭受打擊或摧毀，將會挫敗該國經濟繁榮，馬漢總結認為，利用良好的地理

位置或打擊敵人的戰略位置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關鍵。7 綜觀南海地區係符合

馬漢所說之主要條件，分別說明如下： 

一、地理位置 

南海西瀕中南半島，南臨馬來西亞、蘇門達臘及婆羅洲，東接菲律賓群島，

是全球最大的邊緣海，東西約 850 哩、南北約 1,500 哩，涵蓋海域約 227 萬 5 千

平方公里，區分為東沙、西沙、中沙與南沙四個主要區塊，且東接太平洋，南端

經麻六甲海峽與巽他海峽銜接印度洋，成為兩大洋的交通要衝，扼守西太平洋進

入印度洋和大洋洲的重要國際航道，具有交通航運戰略價值。 

從麻六甲海峽東行其有二條重要航線可行駛；一條是沿中南半島外海北上，

由雙子島東折經中沙群島之東北方向，而至香港。另一條是經龍目海峽北上，再

經錫江海峽（Makassar Strait）、西里伯斯海、轉菲律賓東海岸到日本，亦可沿菲

律賓西海岸往北至馬尼拉，或直上台灣。8 因此，南海諸群島控制了南海通往印

度洋和太平洋間的水道，特別是控制了由波斯灣經麻六甲海峽與印度海峽至日本

的海上油輪。 

每年南韓、日本與台灣超過 60%以上的能源需求，均經由南海區域運往各

國；另據估計每年超過 41,000 艘船隻穿過本區域，是 2 倍於經過蘇伊士運河及 3

倍於穿越巴拿馬運河的總量；且日本與中國大陸每年經濟貿易分別是 2,600 億美

元（占該國 39%）、656 億美元（占該國 27%）必需經由東南亞海上交通線進行

貿易。9  

7 劉雪蓮，地緣政治學（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2 年 7 月），頁 52。 
8 陳鴻瑜著，南海諸島發現、開發與國際衝突，頁 7。 
9 Scott Snyder, Brad Glosserman, and Ralph A. Cossa,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acific Forum ,CSIS”, August ,2008,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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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南海地區對我國、中國大陸、南韓及日本等國而言，是國家經濟發展

的重要生命線。如同馬漢認為的，透過海洋尋求權力較陸路更為明智的理由是經

濟，而關鍵是運輸，這是海權構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軍事上的攻守性 

東南亞是美、蘇冷戰期間兩強勢力爭霸的重點地區，而南海更為美、蘇間極

欲爭奪控制的區域。蘇聯將金蘭灣、蜆港和金磅遜(屬於高棉)等著名良港，建設

為其在東南亞之海、 空軍基地，和當時美國位於菲律賓蘇比克灣之海軍基地，

克拉克空軍基地形成對峙局面。10 彼此戰略考量均為了監控和截斷整個南海的

國際航道，制衡對方勢力擴張。 

冷戰中期，南海情勢仍保持著美、蘇兩強對峙狀態，惟美國企圖聯合中國大

陸以制衡蘇聯的策略，對中國大陸採取較為和緩的態度，暫時未對中國大陸採取

圍堵戰略，使中國大陸隨著國力之增強，對南海的影響力愈行強大。冷戰結束後，

蘇聯解體，其國力無法繼續維持在南海的軍力，而美國亦因地區內人民反對及當

時區域情勢趨緩，促使美國自菲國撤軍，轉而在新加坡設置第七艦隊後勤總部。

在美、蘇軍力雙雙撤出後，南海地區成為力量真空狀態，頓時周邊國家莫不因海

洋資源而進行各項爭奪。11  

自中國大陸崛起後，海上交通線對中國大陸國家安全的重要性日益上升，

1987 年中國大陸將海南島升格為省，作為其經營南海政策的前進基地，1988 年

赤瓜礁的軍事行動後，更積極在永暑礁嶼永興礁興建可供千噸級軍艦停靠的港埠

與飛機起降的跑道，特別引進蘇-27 及「基洛級」潛艦，以強化南海的攻擊能力，

且面積廣大的南海提供中國大陸的防禦縱深，使其免於遭受其他國家直接威脅。

中國大陸並於海南島三亞灣建造一個地下化潛艇基地，12 未來如完成掌控南海

10 楊作洲，南沙風雲，頁 139。 
11 王治平，中共南海政策演進與實踐，頁 22。 
12 「美國防部中共軍力報告揭示中美兩大軍事摩擦謎底」，人民報，2009 年 3 月 28 日，htt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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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將可自由東出太平洋，西進印度洋，徹底突破美國及前蘇聯對其之圍堵態

勢。 

隨著「中國威脅論」之流傳，美國已將中國大陸列為首號假想敵國，為圍堵

中國大陸勢力擴張，並維護美國在南海地區各種利益，美國恢復與東南亞國家舉

行聯合軍事演習；而日本亦將美、日安保條約周邊地區發生對日本和平與安全有

重要影響之事態時的合作，不排除擴大至南海地區；13 另俄羅斯雖自越南撤防

後，仍在金蘭灣駐留少數海、空軍及維持信號情報設施。顯現就南海地形位置，

此區域雖不宜建構大型海、空基地，但作為前進基地可占有戰略中央位置，可延

伸機艦作戰半徑，增大防禦縱深，提供戰時有利戰略態勢。14 因而不難想像為

何美、日及各聲索國均急於涉入爭取，足見其軍事安全之戰略價值。 

三、豐富的資源蘊藏 

南海具有豐富的海洋生物資源、海洋能源資源、海洋化學資源、海洋礦物資

源、海水及空間等資源，尤其是海洋漁業資源、石油及天然氣，具有極大的經濟

戰略價值。據調查南沙群島海域有著豐富的漁業資源，其漁類品種眾多，包括有

鮪類（tuna, Euthynnus, Thunnus 和 Auxis spp）、鯖類（mack-erels, Rastrelliger spp, 

Scomberomorus spp）、鯷類（anchovies, Stolephorus spp）、沙丁（sardines, Sardinella 

spp）和嵾類（scads, Decapterus-spp）等，這些魚群構成此一海域的重要商業魚

種。 

在 20 世紀 90 年代中葉，年產值約達 30 億美元，堪稱為世界上最豐富的漁

場之一，這些漁產資源是南海周邊國家日常食物中極為重要的來源。15 該區提

供 5 億人口 25%的蛋白質需求，菲律賓 80%的食物，每一年漁獲量超過 500 噸，

nminbao.com/rmb/articles/2009/3/28/50159b.html（檢索日期：2012 年 11 月 30 日）。 
13 李中邦，「美日安保「公共財產」化是日本介入南海的工具」，海峽評論，第 237 期，2010 年

9 月。http://www.haixiainfo.com.tw/SRM/237-7955.html（檢索日期：2012 年 11 月 8 日）。 
14 楊志恆，「亞太各國的南海戰略」，我國應有的南海戰略（臺北：業強出版社，1995 年），頁 1

8。 
15 王冠雄，南海諸島爭端與漁業共同合作，頁 19-22。 

6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約占全球漁獲量的 10%，以及全世界蝦產量的第五位。16 也因為此海域兼具極

佳的魚場及高經濟價值的魚種，歷來是區域內國家人民賴以維生的「大糧倉」。 

聯合國亞洲暨遠東經濟委員會（United Nation Economic Commission Far Asia 

and the Far East）在 1968 年 10 月首度對南海所做出勘察地質報告指出，越南沿

岸之鄰近海域至南沙群島東部及南部之海域皆蘊藏著豐富石油與天然氣；從

1970 年初開始，南沙海域周邊國家即探勘和開發。已發現汶萊-沙巴盆地、曾母

暗沙盆地、萬安西盆地、鄭和盆地、禮樂灘盆地等五處，均有豐富的石油蘊藏量。

其中汶萊-沙巴盆地石油儲量初步估計約 18 億 5 千萬桶，萬安西盆地及曾母暗沙

盆地石油資源量初估約 50 億噸、天然氣資源量約為 5 萬億立方公尺，鄭和盆地

石油蘊藏量保守估計也在 40 億桶上下。17 

人類對石油等不可再生資源的需求越來越大的情況下，海洋石油成了海洋資

源的重點。以中國大陸所管轄的海域近 300 萬平方公里面積上的石油資源為陸上

資源量的 84%-97%，僅南海石油儲存量約 230-300 億噸之間，單從原油的蘊藏量

而言，南海就佔了全球殘存量的 19%，而南沙群島海域更有「第二個波斯灣」稱

號。根據新的地緣政治邏輯，資源決定戰略：誰控制了資源，誰就能控制世界。

在當今世界，石油無疑是最重要的資源之一。 

近來該區域緊張情勢升高不外乎有幾個因素：第一，島嶼聲索國採取佔領新

島礁，或在已佔領島礁建築軍事工事的作為。其次，島嶼聲索國採取強化島嶼主

權宣示和海域管轄權的作法，其中包括移民、拘捕扣押外國在有爭議海域作業之

漁船與漁民、在有爭議之水域進行石油天然氣探勘活動、派遣海軍前往有爭議水

域巡邏、派遣科學調查船前往有爭議水域進行海洋科學研究等。再者，島嶼聲索

國海洋立法與海洋政策的實施，舉如基線的劃定，海域巡邏範圍的擴大、禁魚區

或休魚區的宣布等作為，也同樣的會造成南海週邊國家發生摩擦的可能。還有，

16 Scott Snyder, Brad Glosserman, and Ralph A. Cossa,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acific Forum ,CSIS”（August ,2008）,p11. 

17 宋吉峰，南海衝突下的台灣海軍戰略，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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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島嶼聲索國發展軍備，強化海空軍力的作法也會被其他島嶼聲索國視為安全

戰略上的威脅。 

貳、東協國家看待南海問題的立場與態度 

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以下簡稱

東協)在 1967 年成立之時，其會員國之間仍存在著對立與衝突的問題，例如馬來

西亞與印尼的對立(confrontation)、新加坡與馬來西亞之間的關係的不穩，以及菲

律賓與馬來西亞對於沙巴(Sabah)的領土爭議。東協的成立，提供一個對話平台

與對話管道，有助於這些衝突的緩和。18東協一開始對於會員國間爭議的處理態

度係採不干預原則的基礎。 

在區域論壇政治對話中，各國外長能就地區安全事務和基本國利益向其他國

家表達，即使激烈爭辯在所難免，但並無強制力要求各國採取一致性的行動，亦

或每個國家間的互動，以及從事何種層面的互動，東協都無權干涉，會員國之間

更無權干涉。當然，這也包括在會員國之間的紛爭解決上。這樣的不干預原則，

則是所謂的「東協模式」(ASEAN Way)之一。 

東協認為南海問題涉及的是會員國與中國之間的爭議，因此亦採取「不介入」

的態度。在東協成員國的眼中，南中國海是婆羅州至越南約六百公里航道，依「海

洋公約」新規定，沿岸國家享有外海小島之外三百七十公里的專屬經濟海域。因

此，東協的數國都是南沙的合法主權國，而所謂的「中國領海」，僅是過往歷史

的陳腔。19東協在 1992 年，針對中國《領海及毗連區法》的通過，東協的策略

選擇是維持南海的現狀，並且將中國納入對話平台中，並提出「南海宣言」

18 高少凡、李文堂，「黃岩島之爭與中國南海政策」，發表於東海大學，101 學年度上學期第二次

專任教師學術發表論壇（臺中，東海大學主辦，2013 年 1 月 7 日）。 
19 蕭曦清，南沙風雲－南沙群島問題的研判與分析，（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2010 年），

頁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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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laration on the South Chin  Sea)，強調主權與管轄權的紛爭，以和平的方才

式解決較適，而不應訴諸武力。20 

以 2012 年甫於金邊舉行的第二十屆東協高峰會中所通過的幾份重要文件對

於南海爭端的主張與論述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首先，在「關於建構東協共同體

的金邊議程」( Plnom Penh Agenda for ASEAN Community Building)上，東協仍以

環繞在積極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OC)、繼續推動完成南海各方行為準則(Code of Conduct, COC)

等主張上。在「東協金邊宣言：單一共同體與共同命運」(Phnom Penh ASEAN 

Declaration: One Community, One Destiny) 的宣言裡亦強調，東協各國領導人重

申，東協各國在南海問題上致力於落實各方行為宣言與國際法規範的努力，並且

希望朝南海各方行為準則的目標推進。輪值國柬埔寨在本屆高峰會的主席聲明

(Chaiman Statement)中，特別重申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對於中國與東協重要性是相

等的，並且再次重申欲透過國際法來解決、處理南海問題的期待。 

東協自成立以來，一向缺乏內部凝聚力，在面對南海問題區域安全議題上，

則是採取避險(hedge)的態度，也就是分散安全的結盟關係，以極大化安全的確

保。21長期以來，東協一直希望能在東亞區域整合進程中扮演核心主導者的角色。 

藉由此一角色達到三項制度化的功能：第一，積極推動強化東南亞整合的共

同體願景，以區域合作來促進東南亞各國持續發展的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

也就是透過東協制度將區域合作的成果直接導入國家發展議程中。第二，透過東

協組織的發展，搭建由東南亞擴展至亞太的多邊制度平台，同時積極斡旋於大國

角力中，稀釋大國政治衝突在亞太區域的負面影響力，確保在地國家的個別與整

體利益不致被邊緣化。第三，藉由東協整體強化為談判籌碼，凝聚東協作為議程

20 Weatherbee, Donald E. 2005.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The Struggle for Aut
-onomy. Lanham, MD: Rowman & Lialefield Publishers, Inc. Press. 

21 Park, Jae Jeok. 2011. "The US-led Alliances in the Asia-Pacific: Hedge Against Potential Th
reats or An Undesirable Multilateral Security Order?". The Pacific Review, 24(2): 13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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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者的角色，以鞏固東南亞在區域議題上的主導權。有助東南亞與全球政治經

濟體系的整合，凸顯東協在區域與全球合作議程的核心要角。 

近年來，在中國快速崛起與美國重返亞洲戰略佈局等大國政治因素的影響

下，東協在啟動東亞區域整合、提供對話暨合作制度平台的功能與角色逐漸受到

多重侵蝕與干擾。22中美兩國均以關切東亞情勢為名，拉攏東協內部成員國的各

自支持，且東協內部的共同利益與立場已然因為南海問題而裂解，東協的關鍵性

開始被大國政治稀釋，對於區域安全體系與域內衝突上約束緊張關係、預防衝突

的能量也逐漸隨著利益的分歧而逐漸瓦解，使得既有不甚穩固的集體立場更為鬆

動，甚至危及東協核心地位之集團基礎的維繫與鞏固。 

 

第二節 中國大陸崛起後的南海戰略分析 

十九世紀末葉，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曾說:「地中海是過去的海洋，

大西洋是過去的海洋，未來的海洋是太平洋。」。1984 年 11 月，美國總統雷根

在第二次總統競選電視辯論中指出:「太平洋地區為美國未來希望之所寄。」。1985

年 11 月初，美國「亞洲基金會」主席海登•威廉斯接受《今日美國》日報的訪問

時亦指出:「二十一世紀將屬於太平洋地區•••••太平洋地區在二十一世紀將成為注

意的重心。」 

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司令傅列( S.R. Foley,Jr.)在〈太平洋的戰略因素〉

(Strategic Factors in the Pacific) 一文中亦認為由於太平洋盆地經濟快速成長而逐

漸成為世界商業重心，加以太平洋蘇俄海軍勢力大增，遂使太平洋戰略價值隨之

22 楊昊，「弱勢領導權對於東協核心地位的影響」，戰略安全研析，第 86 期（2012 年 6 月），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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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增，並主張由中、日、菲聯合抗俄，顯示傅列將軍所強調的是中國南海邊緣的

太平洋地區。23 

壹、南海對中國大陸戰略的重要性 

南海對中國大陸的主要利益代表有三，第一，保障邊界安全與中國大陸外交

尊嚴；第二，維持區域貿易必需之區域穩定與經濟活力；第三，保障國家的領土

完整與主權。中國大陸崛起後，一直顧及的國際感受，避免形成國際社會所懼怕

的「中國威脅論」，在國際上不斷提出中國將和平發展成一個負責任的大國，處

理南海的戰略更是低調謹慎。 

隨著中國大陸綜合國力的增強及國防安全戰略判斷的轉變，北京逐漸注意到

海洋國土（如領海、大陸礁層、專屬經濟區等）的重要性。就經濟價值而言，海

洋提供食用資源、石油及天然氣等礦產資源及海上交通線便捷等利益。就軍事價

值而言，中國大陸海軍認為海洋：一、為發展海軍提供了前提；二、為戰略核力

量的隱蔽提供了場所；三、為戰時海上運輸提供了條件；四、為反對海上控制及

侵略提供了屏障。24 

在確立海洋國土觀念後，中國大陸海軍強調要先保證海上安全，才能保證本

土安全，而為了保證海上安全，勢必要大力強化海軍的建設。南海問題不單是南

海周邊國家領土主權的爭議，其中還隱含中國與區域大國之間的權力傾軋與利益

衝突。 

南沙群島的領土爭奪，早在民國初期即因中國的國力衰退、掌控殖民地的軍

事能力下降，引起法國與日本的爭奪。近日南海爭端的複雜程度，不僅聲索國數

目多，更隨著 1994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UNCLOS ) 的生效、潛在天然資源的開發、中國大陸的崛起等

23 蕭曦清，南沙風雲－南沙群島問題的研判與分析，頁 9。 
24 縢玉，「樹立海洋國國土意識中加強海軍建設」，載於沈一之編，理事縱橫：軍事篇（石家莊：

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頁 13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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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融合了經濟、軍事安全及政治外交的利益衝突，在國際場域上形成的難解

的問題。以下將就中國大陸在南海的經濟價值、軍事安全及政治外交說明其重要

性。 

一、經濟價值 

相較於冷戰時期，中國大陸在經濟上遠已超越自給自足，對外貿易量增高且

在其經濟中的比重相當高，海線的暢通變得十分重要。尤其，在改革開放後，中

國經濟崛起必須大量仰賴外國進口能源、礦產等資源，對外依存度相對提高許

多，這種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對海上貿易及海上交通線的開闢和通暢極為重要，

且目前中國大陸的商船都以南海為重要的交通線，如果此一地區為中國大陸所控

制，則可以發揮相當大的戰略優勢。 

此外，南海對於中國發展經濟有著許多方面的助益：海域周邊各種天然資源

蘊藏豐富，特別在南沙群島周邊分布最廣；東南亞地區氣候溫和、土地肥沃，是

亞洲的榖倉；此區域為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之一，擁有廣大勞動人力與市場潛

力。在中國大陸力圖發展經濟的同時，若能在東南亞國家發展密切關係、提昇其

影響力，則能幫助中國發展更大的經濟競爭力。 

1. 在漁業資源方面 

南海諸群島周圍海域的熱帶海洋資源非常豐富。南中國海總面積達五百萬平

方公里，五十公尺以內的海域面積約有二十萬平方公里，雖已開發；但五十一五

百公尺之海域約佔二十六萬平方公里，絕大部份尚未開發；五百公尺深之海域除

表層之部份魚類外，皆未曾開發。南中國海漁業資源總潛能概略之估計每年約一

千一百萬噸至一千二百萬噸之多，其中底棲魚類約四百萬噸，外洋性魚類約四百

五十萬噸，甲殼類約五十萬噸，軟體動物約十萬噸。25 

25 蕭曦清，南沙風雲－南沙群島問題的研判與分析，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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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菲律濱三軍參謀本部戰略暨特別研究室的一份簡報文件顯示，南中國

海，尤其是南沙群島海域，乃世界最豐富的漁場之一，且南沙群島鄰近的海域，

從巴拉灣至沙巴，每年魚穫量有千萬噸以上，價值估計約一百五十億美元。 

2. 在農業資源方面 

南沙群島島面寬平，處於高溫多雨地帶，農業產品有椰子、鳳梨與木瓜等，

冬季並可種植蔬菜，但因地方面積限制，產量不多，惟一有開發價值的農業資源

一鳥糞與新磷礦二種，均可製為自然磷肥。26 

由於南沙地區雨量豐富，當集體成群的鰹鳥排泄物遺留於島上之後，經雨水

分解，產生磷駿化合物，溶於水滲於地中，與地下瑚礁的碳酸石灰起化學作用，

因成糞化石磷灰土，內含磷酸石灰、窒素、加里，為製人造肥料的要原料。南沙

各島地表面易於開發的磷酸礦，單就太平、南威兩島而言，即有蘊藏量有六十萬

噸以上，且南沙所產者為天然磷，其品質遠較礦質為優，極具農業經濟價值。 

3. 在礦業資源方面 

南海一帶海域被海洋學家認為是世界三個最大貯油區之一，預估石油地質儲

量約在 230-300 億噸之間，尤以南沙群島海域儲量最為豐富，並蘊藏豐富之磷、

錳、鈷等礦產。南中國海海底，蘊藏世界第四大的碳氫化合物，據估計，南沙群

島海床下蘊藏的巨量油礦與天然氣，總值至少五億美元到一兆美元。北京「中國

海洋石油總公司」就曾估計，光南沙海域可供開採的石油與油氣至少有兩千億桶

油當量，相當於全球殘存油藏的百分之十二以上。27 

隨著中國大陸快速的經濟成長，伴隨而來的是石油消耗相對大增，1994 年

中國大陸已然成為石油進口國。依據國際能源署報告顯示，中國大陸在 2010 年

對進口石油的依存度高達 50%，預估 2030 年將高達 80%。隨著開發力度的提升，

26 蕭曦清，南沙風雲－南沙群島問題的研判與分析，頁 65。 
27 同上註，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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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石油產量持續增長，該區將可能成為中共未來的主要能源供應來源。28在石

化能源日益短缺的 21 世紀，南海蘊藏的能源將有效增強中國大陸的國際地位、

作為運籌國際關係的地緣戰略武器。 

另南海北部蘊藏有「可燃冰」（又稱甲烷水合物），它是甲烷和水結合而成的

水合物，在海底的低溫和壓力下，甲烷被包進水分子中，形成一種冰冷的白色透

明結晶，外表看上去像冰，但又具易燃特性，能像蠟燭一樣燃燒。目前，可燃冰

主要分佈在東、西太平洋和大西洋西部邊緣，是一種極具發展潛力的新能源，但

由於開採困難，海底可燃冰至今仍原封不動地保存在海底和永凍層內。可燃冰有

望取代煤、石油和天然氣成為 21 世紀的新能源。29 

二、軍事安全 

美國海軍馬漢將軍於 1890 年出版《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一書，海權思想成

為指導二十世紀海洋國家立國最重要的一種戰略思想。馬漢分析歷史上國家興亡

盛衰的原因，從歷史的教訓中發現一項寶貴的結論，此即「海權是一個國家成長、

發展、繁榮和安全的命脈。」。30 

20 世紀地緣政治學者史派克曼(Nicholas Spykman)亦指出，縱觀歷史，國家

在「向四周跨海的擴張中」獲得對周邊海洋的控制權。南海會成為「亞洲的地中

海」(Asian Mediterranean)，和今後幾十年間的地緣政治中心。 

中國大陸在 1980 年代以後，隨著對外政策的改變而重返國際舞台。配合整

體國家經濟的發展，中國大陸有能力強化海軍，擴張海權，並且大力經營南海。

在 1990 年代，中國大陸是南海主權聲索國中最積極向南海擴張的國家，探究其

原因在於中國大陸海軍能力不足，致加入角逐南沙群島的時間最晚。當其它聲索

28 黃異，國際海洋法（臺北：渤海堂文化公司，1997 年 3 月），頁 69。 
29 宋吉峰，南海衝突下的台灣海軍戰略，頁 71。 
30 蕭曦清，南沙風雲－南沙群島問題的研判與分析，頁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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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在 1980 年代之前已經紛紛在南沙取得據點時，中國大陸在南沙卻毫無立足之

地。 

從 1988 年中國大陸以武力收復西沙群島，即在永暑礁建立了永久基地，並

以此為立足點派兵進駐南沙後，逐步擴大其對南海的控制範圍。隨後又佔領東

門、南薰、渚碧 3 個島礁；1994 年與菲律賓一戰取得美濟礁，加上華陽礁目前

共佔領 7 個島礁。31中國大陸軍事勢力向南海擴張，已引起所有東南亞主權聲索

國的壓力。在島礁上中國大陸都建有軍事設施及雷達設備，可用以監控往來該地

的飛機與船艦。32 

為確保南沙基地的安全及補給需求，中國大陸輪番進駐兵力，並繼續在已佔

領的島礁上施工，除了在該海域執行偵尋警戒任務，同時也在較危險複雜的海域

實施海上協同演訓和戰術操練。另為加強對南海上空飛航管制能力，擴建西沙機

場、建立航管中心，以便未來支援南海作戰、強化遠洋打擊能力，此舉對於有效

維護南沙群島主權、縮短作戰距離有極大的戰略價值。 

中國大陸在新形勢的海洋意識下，彰顯海洋的國土意識、海洋的經濟意識及

海洋的防衛意識。1999 年 2 月 24 日，日本產經新聞報導：中國已在其北海艦隊

和東海艦隊相比向來裝備比較薄弱的南海艦隊，配備新型潛艦和戰鬥機，顯示它

在因應一連串南海領土紛爭與進軍印度洋的企圖。33 對於中國大陸而言，因國

力較東協國家強，所以在解決南海問題上，東協國家的認同並非關鍵，嬴得國際

社會的理解和支援才是最關鍵。中國大陸在南海問題上採取更積極主動的姿態，

不再任由其他國家擺佈。 

2010 年自 6 月 30 日美國航母進入入黃海挑釁時，中共海軍在東海舟山至台

州以東海域進行為期 6 天的實彈射擊訓，據說有試射被稱作「航母殺手」的反艦

31 王小波，誰來保衛中國海島（北京：海洋出版社，2010 年），頁 82。 
32 陳鴻瑜，南海諸島之發現、開發與國際衝突，頁 253。 
33 蕭曦清，南沙風雲-南沙群島問題的研判與分析，頁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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艦載導彈，給外界更多的解讀空間。同時，中共海軍多艘驅逐艦穿越沖繩群島和

宮古群島之間的海峽進入太平洋，展示中共海軍已具備穿越第一島鏈的能力。美

國國防部《2011 年中共軍力報告》指出，近年來解放軍正透過先進導彈、潛艦

等，擁有了近海反介入和封鎖能力；從中共派海軍赴亞丁灣護航則表明，解放軍

開始有能力對海外利益施保護。34 

南海艦隊是是中國大陸在維護領土主權中唯一贏過兩場海戰的艦隊，現有艦

艇 350 多艘，其中驅逐艦 9 艘、護衛艦 11 艘、核潛艦 3 艘、常規潛艦 21 艘 35，

是三大艦隊中驅護艦數量最多的艦隊。中國大陸海軍的強大戰力隨著一連串的軍

備擴充隱約浮現。中外軍事分析家一致認為：不久的將來中國可能完全掌握南中

國海，並成為西太平洋的海上強權。36 

中國大陸海洋戰略最大的目標，就是確保「南海主權」。1992 年 2 月，中國

大陸通過新的《領海法》，已正式把南海劃入主權範圍。在中國大陸的遠洋戰略

的核心目標乃在維護國家安全與經濟利益發展，就其當前整體國家發展戰略，歸

納其目的有解決台灣問題、處理南海島嶼紛爭、突破麻六甲困境及抗衡西太平洋

美軍的海上勢力等，以中國大陸沿岸向外延伸至第一島鍊之海域，為中國大陸海

軍現代化努力的目標。 

2006 年胡錦濤在中國大陸海軍內部的演講中，提出「海上強國」、「維護我

們的海洋權利和利益」的論述，2009 年 4 月 3 日主持中國大陸海軍建軍六十周

年慶典活動時提出「中國」無論發展到什麼程度，「中國」永遠不稱霸，不搞軍

事擴張及軍備競賽，不對任何國家構成軍事威脅。」此點在強調中國大陸軍事力

量的發展和使用，是防禦性的、自衛性的，是以維護中國的國家統一、領土完整

和國家權益目的。 

34 宋吉峰，南海衝突下的台灣海軍戰略，頁 277。 
35 同上註，頁 279。 
36 蕭曦清，南沙風雲-南沙群島問題的研判與分析，頁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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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在中國大陸「十八大」中，習近平出人意表地直接出任中央軍委

主席一職，擺脫以往政治傳承模式。不過，習近平在接任後，旋即視導基層部隊

展現接班氣勢。但值得注意的是其所訪單位，不論是南海艦隊之艦艇，亦或是廣

州軍區兩棲機步師戰車，都與海洋武力投射有關。37此對中國大陸未來處理南海

情勢爭議來說，習近平所表達之政治企圖就不言而喻了。 

三、政治外交 

中國大陸在處理南海問題的處理態度上，一直是隨著國際環境而轉變。在冷

戰時期，中國大陸曾因西沙與南沙主權和越南兵戎相見，造成了中國南海的緊張

情勢。當時就中國大陸的應戰而論，軍隊長時間不作戰，戰鬥意志必然日益低落，

進行一次有限度的小型戰爭，如能獲勝，則可對民心士氣起鼓舞作用。 

在外交上，由於中國大陸在軍事行動上所表現出的決心，無論是赫阻對方或

與對方談判，均屬有利。冷戰後期，中國大陸在外交政策上出現了轉變，對於與

鄰國的主權爭議開始有不同的態度。中國大陸領導人鄧小平首先提出「韜光養

晦」、「不強出頭」的基本方針，並在 1984 年提出「有些國際領土爭端，要從現

實出發，尋求新路子解決，可先不談主權，共同開發」，38形成了 1990 年的「擱

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政策主張，成為中國大陸與周邊鄰國在主權爭議問題上的

基本態度。 

冷戰結束後，中國大陸認為世界兩強雙極的格局已經結束，世界正朝向多極

化的方向發展，同時也意謂國際政治新局的開展，作為冷戰後最大共產國家的中

國大陸，也勢必面臨調整外交政策的問題。中國大陸基於和平與經濟發展的重要

前提，採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37 2013 中共年報（臺北：中共研究雜誌社，2013 年 4 月），頁 3-64。 
38 孫莎嵐，「和平的崛起與我國南海政策」，廣東工業大學學報，第 5 卷第 1 期(2005 年 3 月)，

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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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91 年開始正式參加東協部長會議(ASEAN Ministerial Meeting, AMM)，

並於 1996 年成為東協的對話夥伴，1997 年更是與日本、南韓一同獲邀參加東協

高峰會，逐漸形成東協加三(ASEAN Plus Three)的合作機制，此外在 2002 年與東

協所簽署「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定」(Framework Agreement on ASEAN-China 

Economic Cooperation)，確立在 2010 年形成自由貿易區(The ASEAN -China Free 

Trade Area)。即使中國大陸在外交上並不贊同美國將單極化世界模式的文化、價

觀和思想的單一模式，但考量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仍應與美國有良好的關係，

遂積極與美國發展外交關係，在南海問題亦需維持與東南亞區域關係的穩定，因

此「韜光養晦」，仍為中國大陸所奉行的外交政策。 

紐西蘭坎特伯里大學教授漢德森（John Henderson)認為，中共在太平洋上擴

大其角色，是崛起必然的產物，中共長期目標最終要取代美國，成太平洋海域主

宰一切事務的強權。39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接受日本朝日新聞訪問時表示，中

國大陸崛起後的所謂「後美國時代」，或許要等 30 到 50 年後才會出現，美國在

這段期間依然能對亞太地區發揮影響力。40 

中國大陸「現代國際關係究所」外交政策中心主任閻學通曾於 1997 年撰文

指出，中國大陸愈努力避免與當今世界霸權及其他主要強權衝突，就愈可能會在

十多年內避免戰爭。同樣地，閻學通也指出，自古以來，當某一霸權擔心正在崛

起中的另一個強國可能會取代其地位時，則會組成聯盟來扼殺此一強國。41此兩

方論述強調美國在未來半個世紀仍是主宰世界的強權，而中國大陸正從陸權國家

走向海洋國家發展，無可避免的將和美國既有海權形成衝撞，在整體國力不足

下，避免發生衝突，在國際事務的立場行為，將尊重與依循美國的國際政治主張。 

39 林廷輝，「龍在陌生海域：中國對太平洋島國外交之困境」，國際關係學報，第 30 期（2010 年

7 月），頁 57。 
40「聯合報：李光耀稱“後美國時代”或再等 30 年」，人民網，2010 年 05 月 18 日，http://world.pe

ople.com.cn/GB/11626417.html（檢索日期 2013 年 2 月 14 日）。 
41 Michael Pillsbury，中共對未來安全環境的辯論，（臺北：國防部史編局譯印，2001 年），頁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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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中國大陸最近對邊境問題主動倡議和解，然為了邊境問題所進行的小規

模衝突是有其價值的，因為領土主權的問題列為其最優先的國家安全問題。除了

與美國的爭議和與印度的激烈對抗以外，有初步跡象顯示中國大陸在處理爭端時

可能較其他主要強權更易於進行爭論及採激烈對抗行為。42領土主權完整是被中

國大陸列為國家安全的議題，因此在南海問題上，中國大陸決不會放棄其對領土

主權，縱使提出與周邊國家共同開發，其目的應只為降低國際對當前南海領土爭

議的關注，在共同開發的背後的意涵，是對主權的永不放棄。 

2012 年 4 月 10 日的上午，菲津賓海軍軍艦於黃岩島周邊準備逮捕及扣押中

國大陸漁船與漁民時，中國大陸國家海洋局南海總隊兩艘及時前往阻止，此事件

稱為「黃岩島事件」。隨後形成中菲兩國長達一個多月的海上與外交衝突。中國

與周邊國家有島與領土和海洋資源爭端已非一日，但從未導致大批艦船近距離對

峙的局面，更遑論以經濟制裁威脅另一方。 

黃岩島衝突卻讓中國大陸民族意識高漲、輿情憤慨，在作為上也顯然較以往

爭端處理作為激烈與強硬。黃岩島爭議屬於二次大戰結束後數十年來懸而未決的

南海爭端的一部份。自 2010 年中國大陸宣告南海為其核心利益以來，南海爭議、

對峙與衝突便接踵而來，且近幾年中國對東協的外交出現了嚴重的失誤，造成南

海各聲索國逐漸揚棄對華搭便車的戰略，轉向聯合美國的經濟與防務圍堵。 

菲律賓主要以政治外交為手段，在美菲共同防禦條約架構下，2012 年照例

舉行「肩並肩」軍事演習，這是首次有日本、南韓及越南等東協國家代表參加。

菲國參謀總長迪洛薩（Jessie D.Dellosa）在軍事演習開幕式上表示，此次年度軍

演的舉行反映出，菲律賓與美國戰略盟友之間深化關係的期望。43 菲國借重美

國為其撐腰的意味溢於言表。 

42 Ronald L. Tammen, Jacek Kugler，權力轉移：廿一世紀的戰略（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2003 年）頁 279-280。 
43 林正義，「菲律賓處理黃岩島衝突的策略」，戰略安全研析，第 85 期（2012 年 5 月），頁 15。 

8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另一個外交主戰場即是爭取東協內部的統一戰線。菲律賓積極拉攏南海周邊

國家，藉由引進美、日勢力以制衡中國大陸。20 世紀地緣政治學者史派克曼

(Nicholas Spykman) 指出，縱觀歷史，國家在「向四周跨海的擴張中」J 獲得對

周邊海洋的控制權。南海會成為「亞洲的地中海 (Asian Mediterranean)，和今後

幾十年間的地緣政治中心。44 

對於東協而言，南海問題不只是會員國之間的議題，更包括了與中國大陸的

關係。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本身外交政策調整的結果，使中國大陸更加重視

與東南亞國家的經貿、政治關係，自然不願讓南海問題阻礙其與東南亞國家發展

全面合作關係的障礙。 

2002 年 11 月中國大陸與東協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即是沿著中國大

陸分別與菲律賓及越南發表關於二十一世紀雙邊合作框架及關於新世紀全面合

作的聯合聲明的軌跡發展。中國大陸的國家目標除了維持領土主權完整、降低區

域衝突潛在威脅，經由南海的經營可以對鄰國的政策具有否決權，建立以中國為

中心的亞洲秩序。 

 

第三節 美國勢力重返亞洲對南海情勢的衝擊 

Scott Snyder 所提出的「積極的中立主義」（active neutrality) 是美國近十幾

年來在南海議題的政策指導基礎。45而在積極的中立主義之外，美國在南海區域

仍有兩種利益必須維護，第一、維護在南海地區的公海自由和國際航道安全暢

通，不僅因美國在太平洋的軍事力量必須通過南海地區，進入阿拉伯海和波斯灣

44 孫國祥，「中國大陸的海洋戰略及其在南海對台灣的鑲嵌策略」，發表於中國大陸海洋戰略發

展趨勢—東海、南海之政策與情勢分析（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政治研究所、中共研究雜誌社主

辦，2013 年 2 月 27 日）。 
45 Scott Snyder,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Prospects for Preventive Diplomacy: A Special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Washi
ngton: August 1996 )，http://www.usip.org/publications/south-china-sea-dispute-prospects-prevent
ive- diplomacy.（檢索日期：2013年 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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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來支援美軍在整個中東地區的軍事行動，屬於一條重要戰略通道；此外，南

海區域是美國商船使用的主要海上道路。第二、美國在 911 事件之後，在東南亞

區域開闢了反恐的第二條戰線，在確保南海海域的航行安全下，美國需要南海區

域符合其反恐目標。 

中國大陸霸權增長，東協國家需要強化與美國的軍事合作，以便提昇其本國

的軍事行動能力和裝備訓練水平，美國也藉此機會，以 911 事件開啓反恐的契

機，在東南亞增強美國的軍事准入權、基地設施使用權以及其他形式的軍事存

在，如與東南亞國家舉行雙邊或多邊軍事演習、以演習之名得以出兵至東南亞國

家協助反恐，或是透過簽署軍事合作協議，進入和使用東南亞國家的軍事基地

等。46由於南海區域的東南亞國家與中國大陸在綜合國力、軍力、經濟、人口等

方面力量均無法匹敵，引進區域外大國力量的介入，將能形成對中國大陸勢力的

重要制衡，因此美國因素對南海爭端無疑有著巨大的影響力。 

在歐巴馬（Barack Obama）政府上任後的近幾年，美國在南海的態度上逐漸

由積極的中立主義轉向積極的干預主義，更提出「重返亞洲」政策，意圖提高其

在亞洲的影響力、在南海爭端中的扮演協調者，甚至仲裁者的角色。 

2010 年 7 月 23 日在河內舉行的第 17 屆東協區域論壇，美國公開表示，「美

國深切關注中國『南海爭端』的和平解決，並敦促相關國家進行談判，以尋求解

決方案；美國對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的爭端表示關注，美國願意協助各方協商結

束爭議，但不支持任何一方對有關地區擁有主權；確保南海航運和自由貿易暢

通，攸關美國利益。」，此舉無疑掀起南海主權爭議，讓南海地區情勢頓時風起

雲湧。 

美國之所以不顧中國大陸的強烈反對，在 ARF 提出這樣的宣示，主要考量

有二：一是將南海主權問題國際化、多邊化，以利於美國介入東南亞事務，來制

46 楊明杰主編，海上通道安全與國際合作（北京：時事出版社，2005 年），頁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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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中國大陸在東南亞的主導優勢；二則是否認中國大陸對整個南海享有主權的片

面主張，作為迎合東南亞國家對南海主權宣示的無力感和憂心忡忡。 

歐巴馬政府以此強硬的態度做為制衡中國大陸的外交手段，足見美國對東亞

儼然建構了一個「新」的全面戰略佈局，亦即是承認和歡迎中國大陸以世界霸權

身份崛起，但當中國大陸的作為與美國國家利益相衝突或牴觸時，美國也會全力

反擊。此意味著美國的東亞「新」戰略架構已經從以往以中國為核心的對話合作

夥伴戰略模式，轉為結合和強化同盟國家的外交關係，以壓制中國大陸在東亞區

域的企圖心。 

對美國而言，在參與亞洲安全與發展事務中，以南海地區安全最為重要、也

是最容易切入的議題主軸，更能顯示美國在亞洲的勢力空間。介入南海主權議題

透露出美國對中國大陸外交政策的改變，開啟了美國所謂「有原則的現實主義」

（principled realism）之新戰略，要制衡中國崛起力量，並增加與東南亞盟邦和夥

伴的交往，替代已經大為改善的中美互信關係之戰略。47 

很明顯地，美國運用兩面手法的外交策略，一方面推動中美政經關係的改

善，另一方面又積極強化與亞洲盟友的戰略關係。此雙軌外交策略充分影響南海

地區情勢的發展。 

壹、南海政策的轉變 

2009 年 3 月 8 日，美國海軍監測船艦「無瑕號」在靠近海南島的海域進行

活動，與中國大陸漁船發生對峙；同年 6 月 1 5 日，美國與所有南海聲索國的東

南亞國家舉行「卡拉 2009」的年度聯合軍事演習，48並以南海糾紛為演練背景，

時間長達 3 個月之久。2009 年 7 月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於泰國

47 宋鎮遠，「美國勢力重返東南亞對區域權力秩序的衝擊」，海峽評論，第 237 期（2010 年 9 月），

http://www.haixiainfo.com.tw/237-7954.html（檢索日期 2013 年 3 月 12 日）。 
48 美國與東南亞國家結成針對中國的"卡拉集團"（圖），倍可親網訊，2009 年 7 月 13 日，http://

news.backchina.com/viewnews-48676-big5.html（檢索日期 2013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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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的東協區域論壇（ARF）中高分貝的宣示「美國回來了」（The United States 

is back）。 

2010 年 3 月，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坎貝爾訪問東南亞，在接受

記者訪問時提到：「美國對南海問題的立場長期以來都是一致的，美國在南海也

是有著利益的，我們希望維持著航行自由；美國希望南海主權爭議的談判應該是

多邊的，也應涉及到整個東南亞國家，美國歡迎中國近來積極的以談判方式來解

决問題。」，同時也提出希望中國大陸將南海問題「多邊化」的要求。49 

6 月底美國國防部部長羅伯特蓋茨（Robert Gates) 於新加坡舉行的香格里拉

對話中，宣稱「中國的南海是一個令人日益關注的地區」，美國支持「穩定、自

由的航運、以及自由而不受阻礙的經濟發展」。50美國不會偏袒任何一個國家，

但反對足以影響自由航行的武力使用和行動。美國也反對任何威脅到美國企業的

行為，包括阻礙美國企業與相關國家進行合法的經濟活動接觸；南中國海不但對

周邊國家很重要，也對在亞洲擁有經濟和安全利益的國家亦然」。51  

7 月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東協區域論壇外長會議時提到，「南海爭端妨礙了

海上航行自由，也違背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這一問題應通過國際機制解決」，

美國願意擔任調停人的角色。52這透露出美國支持以「合作性外交」來解決爭端

及鼓吹多邊談判。 

9 月 24 日美國與東協在紐約市舉行之第二次東協領袖會，會後發表聯合聲

明呼籲和平解決南海主權問題，並強調「海上安全」和「自由航行」的重要性，

49「歐巴馬主張“重返”東南亞 美插手南海轉為高調」，鳳凰網，2010 年 7 月 31 日，http://news.if
eng.com/mil/4/detail_2010_07/31/1865308_1.shtml（檢索日期 2013 年 5 月 24 日）。 

50「美國國防部長蓋茨針對中國的談話」，華爾街日報，2010 年 6 月 6 日，http://tw.myblog.yahoo.
com/tottoro-meowmeowmeow/article?mid=664&l=d&fid=9（檢索日期 2013 年 5 月 22 日）。 

51「馬媒:美軍不會袖手旁觀某大國在南海為所欲為」，人民網，2010 年 6 月 18 日，http://world.p
eople.com.cn/BIG5/11899778.html（檢索日期 2013 年 4 月 1 日）。 

52「社評：美南海表態 阻遏中國藍水海軍」，中國評論新聞網，2010 年 7 月 30 日，http://www.
chinareviewnews.com/doc/1013/9/5/7/101395795.html?coluid=93&kindid=2772&docid=10139579
5（檢索日期 2013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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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巴馬總統於致詞也表示「作一個太平洋國家，美國與亞洲人民及未利害攸關，

我們需要與亞洲國家建立夥伴關係」，並且承諾將深化美國與東協間的關係，希

望在亞洲扮演領導者的角色。53 

美國對於南海政策變得更具有主動性及擴張性。從主動性而言，將南海爭端

問題與美國國家利益掛勾，使其介入更具理由；此外，主張以《聯合國海洋法公

約》基礎來制定解決問題，明確提出多邊協商的辦法，意圖將南海議題國際化，

以對抗中國大陸力圖採雙邊關係解決南海爭端的政策。 

從擴張性而言，美國多次強調「反對任何國家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反對

任何國家損害美國在南海的商業利益」；由於美國油氣公司與中國大陸以外的東

南亞南海聲索國多簽訂有油源開發合約，且美國是能在軍事上有效壓制中國的國

家，故此種聲明為針對中國的威嚇。54 

貳、美國與盟邦的軍事連橫 

美國在南海爭端中的戰略考量，可分三個目標：首先、將南海爭端作為圍堵

中國大陸戰略目標的一部分，其次、以此議題分化中國大陸與東協的關係，第三、

以南海主權爭端為由，持續保留及加強美國的軍事存在，以維持其在太平洋區域

的霸權位置。 

2011年出版的《美國國家軍事戰略》（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強調，美國國國家軍事戰略目標總共有四項，分別是：55反制暴力

極端主義、嚇阻及打敗外來攻擊、強化國際及區域安全及形塑未來武力。 

53「美國高調插手南海制衡中國」，新華網，2010 年 9 月 2 6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
rld/2010-09/26/c_12606618.htm（檢索日期 2013 年 4 月 12 日）。 

54「美國介入南海爭端的考量」，中國評論新聞網，2011 年 7 月 9 曰，http：//www.zhgpl.com/d
oc/1017/5/9/9/101759945.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759945（檢索日期 2013 年 4 月 12
日）。 

55 US Joint Chief of Staff, 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1 
Redefning Americas Leadership (Washington D.C.: US DoD, 2011),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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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 月美國國防部出版的《國防戰略指導》(2012 Defense Strategic 

Guidance)，報告中提及美國軍隊的 10 項任務，56①反制恐怖主義及非常規戰爭

②嚇阻與擊敗外來攻擊③因應反介入及區域拒止兵力投射④反制犬規模毀滅性

武器⑤在太空及網界空間的有效作戰⑥維持防護、保障及有效的核嚇阻⑦保衛本

土及給予文人政府支持⑧提供穩定的軍力展現⑨持穩定與反叛亂作戰⑩進行人

道、災害防救及其他任務。 

從上述兩份報告來看，美國以國際與區域安全維護者的角色為目標之一，並

詳細規劃了任務項目。以亞太區域來說，南海是可能發生衝突的區域之一，美國

重返亞太軍事戰略的方法將在南海地區落實執行。具體而言，美國積極透過與盟

國和新夥伴建立更深入的安全合作關係，如軍事交流和演訓活動等。57 

美國除了拉攏傳統東南亞的盟友，包括韓國、日本、馬來西亞、泰國、菲律

賓、與印尼等外，甚至還積極與非傳統盟友的越南、寮國、緬甸等進行外交接觸，

試圖擴大美國在東南亞的立足「面」和影響力。同時，也藉由協助印尼及菲律賓

的反恐行動，達到營造因應未來衝突的戰略態勢、強化嚇阻與擊敗外來攻擊的部

署、給與亞太區域同盟安全保證等主要目標。 

美國基於亞太盟國的需求，原本就常展開例行性演習，如每兩年舉行一次，

與太平洋周邊國家進行的「勇者之盾」(Valiant Shield)、「環太平洋演習」(RIMPAC)

的多邊演習，以及美國與盟國定期舉行的美韓、美泰、美菲、美日聯合演早已有

多年歷史。58 

自 2012 年 4 月初開始，南海情勢的發展呈現新的局面，美國在軍事連橫上

已有新一步的進展，且更積極地與南海地區的亞洲盟邦擴大軍事合作。 

56 US DoD, Susl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liesfor 21, Century Defense (Washington D.C.: 
US DoD,2012), pp.4-6. 

57 趙春山，「美國調整亞太安全戰略：中共的認知與對策」，中共研究，第 45 期第 12 卷（2011
年 12 月)，頁 71-84。 

58 沈明室，「美國重返亞太軍事戰略：戰略內涵的觀點」，戰略安全研究，第 83 期（2012 年 3 月），

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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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軍正式駐軍澳洲 

2012 年 4 月 4 日第一批輪駐美軍陸戰隊約 200 人抵達澳洲北領地首府達爾

文(Darwin)，標示美國在中國大陸的戰略後院(strategic backyard)增加軍力存在的

歷史性一刻。美澳雙方達成 3 項具體共識：第一，美國駐軍澳洲；第二，美軍可

擴大使用澳洲空澳洲空奧洲空軍基地；以及第三，美海軍船艦預期將使用澳洲西

岸海軍基地為管道進出印度洋。這是美國落實重心東移的戰略構想，更把落實的

重心放在軍事部署。 

澳洲學者「羅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for Intemational Policy) 全

球議題計畫部 (Global Issues Program)主任兼「布魯金斯研究所」( Brookings 

Institution)資深研究員傅利洛夫(Michael Fullilove)認為，中國大陸近年在南海的

強硬態度絕對是美軍重心東移的主因之一。他也認為美國在亞洲的軍事部署有其

必要，因為當中國大陸崛起而成為區域強權時，區域權力體系將重新分配，也可

能將因此而產生衝突，美國現在的制約行動可避免未來衝突加深。59 

依據美國前沿部署外交的戰略構想，達爾文駐軍將負責南海、印度洋的緊急

應變，與負責朝鮮半島的沖繩駐軍及負責西太平洋全域的關島駐軍等三個基地駐

軍，構成美國在亞太軍事武力的布署調整，誠如希拉蕊 2010 年 1 月在夏威夷演

說時明確指出，美國亞太戰略的立足點是「美國的未來與亞太地區的未來連在一

起，而該地區的未來取決於美國」，因此她借用美國國防部長蓋茨的話明確宣稱，

美國將以「常駐大國而不是臨時過客」的身份參與亞洲事務。60美軍前進部署的

調整可以對區域衝突立即反應、快速的兵力投射、有效因應軍事衝突。 

二、東南亞盟國及戰略夥伴國家的武力強化 

59 陳嘉生，「南海新局勢－美國軍事連橫與中共制度突圍」，戰略安全研究，第 85 期（2012 年 5
月），頁 35。 

60「美國打造全面競逐亞太『前沿部署外交』」，中國評論新聞網，2010 年 12 月 3 日， http://ww
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5/2/6/4/101526418.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526418
（檢索日期 2013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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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美國與盟國、戰略夥伴國家武力會有不同等級的合作關係。美軍與

盟國（如韓國、日本、菲律賓、新加坡、澳洲、紐西蘭等）彼此之間武力合作，

主要是組成聯合作戰部隊，在既有指揮機構或新編架構下，遂行統一作戰行動；

或者在面對突然攻擊行動時，共同進行作戰任務。這些盟國與美國軍隊的演習會

在例行架構下進行，但因為衝突事態提升而深化合作關係。而與戰略夥伴國家如

印度、越南等，乃對於共同聯合作戰型態有所保留，但是透過軍事演習或密集交

流，以達加強兩國軍事合作的態勢。 

以美菲「2012 肩並肩」聯合軍演(Balikatan 2012)為例，這是美菲在 1951 年

簽訂協防條約(Mutual Defense Treaty, MDT)以來的第 28 次聯合軍演。「肩並肩」

以強化兩軍的聯盟作戰計畫作為、戰備整備、及操作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為目

的。2012 年 4 月 16 日至 27 日，在菲律賓呂宋島西方 124 海里外的南海爭議海

域巴拉望島海域(Palawan Island)舉行，美菲部隊共約 6,800 人參演。日本也首次

參與這次演習，成為美國與盟邦軍事演習的常客，顯見美國自宣布重返亞洲後，

緊拉日本亦步亦趨地展開軍事合作，進而拉近了臺灣南北方的這兩個國家，重新

拉緊第一島鏈。61 

今年「肩並肩」以因應南海情勢為重，與以往迥異之處至少有三，第一，報

載本次除傳統/非傳統安全領域外，另在巴拉望島操演「海上鑽井平台遇襲、美

菲武力奪回」項目，為未來擴大強化奪回失島的規復登陸作戰演習埋下伏筆。第

二，此次軍演除美菲外，另有日、韓、澳等域外中等強權及其他東協各國代表，

明顯超越美菲框架。第三，美太平洋總部陸戰隊指揮官錫爾森中將(Duane 

Thiessen) ) 於 4 月 22 日在巴拉望接受訪問時重申美菲協防條約，表明如中共在

黃岩島爭議中對菲採取軍事攻擊，美將根據協防條約對菲提供協助。此乃黃岩島

爭議以來，美迄今最強烈聲明；惟美方未對提供何種協助作進一步說明。62 

61 陳嘉生，「南海新局勢－美國軍事連橫與中共制度突圍」，頁 37-38。 
62 林文隆、周美伍，「從美菲肩並肩軍演看美海軍戰略在南海的進程」，戰略安全研究，第 8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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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肩並肩」聯合軍演只不過是美國在亞太地區年度中數十次演習之

一，其內涵與與特點，實為眾多演習的共同內涵與特點。從此案例顯示，美國在

南海議題上，正以細膩的手腕、靈活的操作，落實將制海權從大洋貫穿到他國海

岸線甚至內陸之海軍戰略，藉以達成其公開主張之維護航行自由、反對武力解決

紛爭、制定區域行為準則等顯性南海政策基調，並支持壓制中國大陸的反介入/

區域拒止戰力、壓縮其在南海的行動自由、擴建海洋民主聯盟、領導域內外群雄

圍堵中國大陸等隱藏議程。美國與盟國及戰略夥伴國家的合作深化，將對中國大

陸的圍堵形成地緣戰略的優勢。 

  

第四節 小結 

目前南海形勢表面上是領土之爭，實際上是涉及生存與發展的資源爭奪。由

於中國大陸經濟崛起帶動海洋國土意識的抬頭，對於多年以來，涉及東南亞多個

聲索國的南海問題，中國大陸確立了三項基本主張，第一，透過國內「領海及毗

連區法」的立法程序，將南海四群島納入領土；第二，反對南沙等問題國際化，

強調進行雙邊談判解決；第三，主張以和平方式解決南沙爭端，並擱置爭議、共

同開發。 

當南沙群島主權聲索方爭相於國內立法，將南海諸島劃入其國家疆域的範圍

內、並設置行政單位管轄時，中國大陸作為涉爭方之一，其一貫立場強調對南海

諸島，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並反對任何侵犯中國主權的單方面行動，希望各國

家遵守《南海各方行宣言》的精神，不要採取使局勢複雜化、擴大化、以及影響

南海和平穩定的情事。該論述背後最主要的精神鄧小平所提出的：「主權歸我、

擱置爭議、和平解決、共同開發」。 

（2012 年 4 月），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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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積極向海洋戰略發展，美國將成為遏制中國大陸的主要對手。中國

大陸若在南海增加軍事部署，建造海上基地、油管、直昇機降落地等設施，並保

護船隻免受其默許的海盜侵擾，均將直接衝擊到美國在南海的軍事活動。美國提

出要加強前沿威懾部隊的實戰能力和快速反應能力，實現只需適度增援就可以達

成戰鬥任務的要求，進攻性大為增加，無疑是確保其亞洲領導地位的戰略規劃。 

西太平洋海域包括南海是中國大陸進行「中國統一」、走向太平洋的前線區

域，也是開發海洋資源、經濟建設的咽喉要道。隨著海洋對於中國經濟發展和國

防安全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海洋權益和海上交通也逐漸成為中國大陸未來國

力發展的希望所在。中國大陸認為美國藉加強南海的影響力，對西太航線壟斷性

控制永久化，以阻止中國大陸成為海洋大國，構成對中國大陸國家利益、國家安

全的牽制。 

對美國經濟而言，每年有 1.2 萬億美元的貿易量通過南中國海，此海域爭端

當然攸關美國利益，因此，美國強調有關各國應和平解決南海爭端的原則。在中

國大陸越來越強硬地在資源豐富和戰略地位重要的南海宣示主權的同時，美國也

示意不打算放棄亞太強國的地位，而中菲黃岩島的對峙，讓部份美國盟友質疑其

會因為中美之間的巨大利益而出賣盟友之際，美國透過戰略對話等機制，給予菲

律賓軍事援助與戰略保證，以穩定亞太盟國繼續信任美國，願意提供美國軍事基

地或擔任第一線的防衛任務，確保其在西太平洋軍力部署與調整。 

基本上，中國大陸在南海爭端議題上已形成一種行為邏輯，既不願因在南海

議題的強硬態度，再度招致國際社會以「中國威脅論」來看待中國大陸，也不希

望南海爭端各聲索國引入區域外大國的勢力，因此，經常以「制度化」為南海爭

端處理的基調。而美國及其東南亞盟國皆認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堅實存在是區

域和平穩定的基石，這也凸顯美國將會在南海爭端情勢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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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承第一章所提的研究目的，本文欲探討的問題為：第一、中美領導人所提的

「新型大國關係」究竟為何?又，在建構「新型大國關係」的過程中，中美關係

在全球化經濟、軍事戰略的競合及政治外交多邊化上會有何不同以往的轉變?而

這些改變對於正處於情勢緊張的南海爭端情勢，又會導致何種的政策思考與戰略

調整?最後，針對新型大國關係影響下的南海爭端情勢，我國將面臨何種困境?

對現有的南海政策會有何啟示，將在此節末段進行討論。 

中美關係的改變，在習近平全面接班與歐巴馬確定連任的情況下，確定開啟

新一頁的互動關係。雙方雖一再強調，彼此將營造亞洲最大共同利益，但在國際

現實中，崛起的中國大陸，在經濟上的實力所帶動的軍事能力與政治外交話語

權，讓不願失去亞洲領導地位的美國，積極強化軍事同盟及企圖改變經貿遊戲規

則作為遏制、圍堵中國大陸主流手段。在這樣兩國互疑的基礎關係上，不斷強化

務虛的對話機制與交流，即為中美關係在本（21）世紀的交往主軸。 

 南海爭端情勢由來已久，任何一個重要的外部政策往往構成區域（或國際）

安全戰略情勢轉變投入變項（external policy input variables），迫使可能遭受此情

勢變化影響之國家必須採取因應措施。當 2009 年美國宣布「重返亞洲」政策後，

美國因素在南海爭端中開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由於美國與南海聲索國的軍事演

習，以及其對菲律賓、越南等同盟國的軍事、政治援助，使得這些國家對於南海

諸島主權的爭奪更加積極，且立場更為強硬。而中國大陸新領導人習近平「有所

作為」的意識形態，使其在處理南海爭端上，帶來一些重大的變數，而自鄧小平

以來提倡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政策，在現階段的實踐上將面臨更大的挑戰。

經由前文對新型大國關係及南海爭端情勢的整理後，針對本文議題發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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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基本意涵 

觀察 1949 年以來的中美關係，發現強權地位的轉變，往往會重新定義一個

時代，而這個時候居於關鍵地位的政治領導人，如果對國際關係經營不好，往往

造成戰爭的可能性增高。在歷史上最著名的案例乃是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

要交戰國－德國與英國。當時的英國是強權、德國則是崛起的大國，兩國在經濟、

外交、貿易、文化交流是緊密合作的情況。為了進一步發展工業、找尋商品市場

和原料供應地，兩國面對經濟利益的衝突，進行貿易戰，並在全世界各地爭奪殖

民地，產生了嚴重的爭鬥。第二，極端的民族主義的滋長，促使德國的民族主義

急遽興起。再則，各國為鞏固國家安全，競相擴軍備戰，各國都不斷的增加軍備

開支，提升武裝的質量，軍備競賽日趨激烈。尤以海上爭霸最為激烈。英國是一

個海上霸王，德國努力在軍艦、潛水艇質量上要超過英國，加上兩個大國之間還

有一個差別的原因－政治體制，英國是個君主立憲的國家，是民主化的國家，而

崛起的德國是皇權專制的國家，經由不斷征戰，民主國家的英國戰勝了專制國家

的德國，這是舊型大國關係的例子。 

當中美兩國提出「新型大國關係」時，雙方在意識形態中似乎隱含排除了英

德兩國的歷史教訓。中國大陸強調「絕不稱霸」、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崛起表示「樂

見與歡迎」。在政治體制上，中國大陸堅定共產專政的「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道路」；而「民主自由」是美國認定的普世價值，在「人權議題」上，兩國更是

意見分歧，在不對稱的意識形態中，兩國似乎有意的刻意迴避，在維權律師陳光

誠的案件上隱約透出這樣的訊息。 

從兩國領導人的公開談話裡，明確體認到新型大國關係的最低目標或者兩國

戰略的較低預期就是避免兩國的衝突，使中美關係的發展更具現實確定性與規劃

性。如同中國人民大學金燦榮教授所說：新型大國關係應包括三個要點：第一，

一國崛起總會導致戰爭，這是傳統大國的悲劇，雙方領導人應該有避免直接軍事

衝突的政治意願；第二，中國應該繼續留在現行的美國領導的國際體制中，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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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出部分的改革；第三，中國要準備承擔國際責任。總而言之，中美新型大

國關係即是要打破歷史上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必定爆發戰爭的規律。 

二、21 世紀的中美關係仍存在既競爭也合作的互動模式 

對中美兩國而言，「新型大國關係」依然是競爭與合作並存的大格局。以現

今世界局勢而言，歐美地區歷經數波金融風暴與經濟衰退的衝擊後，歐美各國大

都深陷經濟衰退，而經濟全球化的結果有利於帶動中國大陸的影響力，其可觀的

經濟成長，迫使美國積極推動「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係協定（TPP）」進行

亞太經濟戰略布局的調整，以因應中國大陸建構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CEP)。以中國大陸而言，持續運用 RCEP 來實現其對不同圈層的總體戰略布

局，是有效確保中國大陸對外經濟與戰略安全的最佳方式。 

隨著中國大陸軍力的成長與發展，伴隨而來的將會是其更為清晰的戰略意

圖，這的確是美國所憂心的。2011 年至 2012 年，中美兩國多次進行高層對話，

都表示要增進兩國與兩軍的戰略互信互惠，但這些接觸的效用，並未能在短期間

顯示出應有的效益，使兩國彼此合作的實質性降低。而東協國家在「中國威脅論」

的疑慮下，也仍將透過與美國的合作來增強軍事實力，這對多年來積極推動睦鄰

政策的中國大陸而言，將會是另一層面的外交挑戰賽。 

以大國關係層次分析而言，領導人的個人特質也是影響雙方關係建構的重要

因素。習近平傾向鷹派性格雖不主動求戰，但也不輕易妥協的個人特質，在可預

見的未來，中美關係將呈現競爭高於合作的狀態。這個競爭關係不會侷限於安全

場域，還擴及經貿領域、氣候變遷、環保及能源等非傳統安全領域，也將會邁入

爭議不斷，國際競爭態勢激烈的現象。中美關係既要以合作代替對抗、談判代替

衝突，就考驗著兩國領導人與政府團隊的智慧。 

三、美國因素絕對是南海爭端情勢中的重要變數 

「堅持南海航行自由」是美國重返亞洲政策的宣示重點之一。對美國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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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有 1.2 萬億美元的貿易量通過南中國海，南海區域航行自由攸關美國經濟利

益，加上南海蘊藏豐富的天然資源，在全球資源爭奪的重要場域中，美國絕對不

會缺席。隨著歐巴馬連任更確立美國面向亞洲的策略。為維護其世界強權，以及

亞洲領導地位，美國主觀上不會放棄在南海爭端區域的影響力。更何況，客觀上，

東南亞盟國皆認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堅實存在是區域和平穩定的基石，這也凸

顯美國將會在南海爭端情勢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即使南海主權是存在於中國大陸及其他聲索國的問題，然而美國因素仍是中

國大陸判斷如何操作南海爭端的主要考量。從中國大陸採取「擱置爭議、共同開

發」政策，冀將消除中國威脅論、拉攏東南亞國家、提高區域影響力，並排除美

國的介入等；然而各聲索國希藉由美國勢力解決主權爭議，其將會給予美國任何

藉口來獲得威望利益、政治利益與安全利益，致使美國因素確定成為南海爭端情

勢發展的重要變項。 

四、中國大陸不會在南海地區輕啟戰端 

基本上，中國大陸在南海爭端議題上已形成一種行為邏輯，既不願因在南海

議題的強硬態度，再度招致國際社會以「中國威脅論」來看待中國大陸，也不希

望南海爭端各聲索國引入區域外大國的勢力，因此，「制度化」成為中國大陸處

理南海爭端的基調。 

面對南海爭端，中國大陸為應對民族意識高漲的國內社會局勢，必放任衝突

情緒到達某一高點後，便開始由交由外交接手，中菲黃岩島事件即為一例。簡言

之，中國大陸在主權議題上，將與國內維穩政策掛鉤；而在南海衝突模式可以說

是在區域組織中，憑藉國際法的精神為基礎，形成區域國家以為互動之制度（如

「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此舉既可不必完全受國際法的約束，又可與區域內國家

形成雙邊談判，以利中國大陸從中獲取自身利益，或保障其權益，即是外交上所

公認「一個國家能要求的利益是基於它本身實力的大小」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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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南海爭端情勢對我國南海政策的啟示 

中美建構新型大國關係的過程中，美國進行一連串積極的「鞏固盟邦」舉動，

但似乎並未涵蓋臺灣。無論美國是擱置臺灣，抑或認為「台灣關係法」是對臺灣

的最大保障，還是尚未思考出一適當的方式將臺灣納入盟邦之列，均顯示出臺灣

對美國在亞太戰略地位重要性逐漸下降，美國「空海一體戰」逐漸成形中，臺灣

在其中能獲得的角色扮演將付諸闕如。 

再看我國大陸政策的目標在於建立正常化的兩岸關係，謀求兩岸在對等、尊

嚴、互惠的原則下建立正常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互動關係。在兩岸密切往

來的今日，台灣的國際地位與角色並未因而提升。大陸和東協召開有關南海問題

會議屬官方層級，即便是兩岸在南海合作，中國大陸仍不讓臺灣參加官方層級的

南海國際會議。 

我國實際控制南海東沙島及南沙的太平島，在南海策略的目標上，應繼續強

化我國在「太平島」上的主權、保護台灣漁民在海域上作業的安全、加強我國在

東南亞的影響力；此外，中國大陸希冀以各種方式與臺灣合作能登上太平島，造

成某種主客易位的事實，以取得太平島的控制權，或是持續對國際社會塑造兩岸

在南海合作的印象，都將造成我國的傷害。以美國為例，臺灣若與中國大陸在南

海合作，就是戰略方向和姿態的改變，將使臺灣脫離以美國為主的東亞戰略架

構，美國將對臺灣產生不信任，可能減少對臺軍售、對臺軍事參謀合作、情參交

換及西太平洋的防護協助。 

介於中美兩大強權之下，我國的南海政策應積極朝等距離交往模式調整。以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理念與中國大陸積極合作，並支持國內學者推動的

1.5 軌外交；與美國方面，繼續加強經貿往來、推動軍事同盟，避免在其亞太戰

略調整下被邊緣化。持續加強對東南沙的基礎建設與軍事防衛能量，為任何南海

爭端的可能，作最萬全的準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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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未來研究方向 

本文的研究焦點在於，中美兩國宣稱建構「以尊重為前提、合作為途徑、共

營為目標」的新型大國關係，其對目前爭議最多的南海爭端情勢會造成甚麼樣的

影響。對於中國大陸的和平崛起、美國勢力重返亞洲等因素探討中美兩國之間交

往的背景因素、對待關係的轉換，並藉由分析南海爭端情勢，了解中國大陸與美

國互動利益的轉折與考量。 

由於本文係以中國大陸與美國的歷史互動關係切入，資料多採取二手資料研

究，以彙整其論述為主，未能進一步就中國大陸以外的其他南海聲索國近年南海

政策與實踐加以整理分析。又因近年南海局勢發展快速的情況下，若能就各聲索

國在南海的軍事行動、外交論述交叉比對，並分別將其與美國間的互動、背景作

了解應能更有助於南海爭端的全貌與問題歸納，也更貼切分析各方利益考量，相

信能使本文研究更客觀、更具說服力。 

臺灣地處西太平洋的戰略位置，又實際控制南海東沙島以及南沙的太平島，

且太平島是南沙海域的最大島嶼，具重要的戰略地位，堪稱南海之鑰。太平島擁

有淡水、飛機跑道、碼頭、太陽能光電等基礎設施，較其他島礁更具生存條件，

平時具有提供氣象偵測、海難通報、漁船補給、飛航情報或海運安全資訊的功能，

戰時則可轉換成船艦的運補基地。1970 年代越戰期間，美國就曾將太平島視為

軍機緊急迫降的中繼站。這是我國在南海中最重要的實力，但礙於國際地位上的

弱勢與兩岸對於南海的不合作政策，至今，台灣對南海主權發言權與具體作為仍

然處於受限的困境，為維護既有的南海主權，我國仍應持續觀察中國大陸及各聲

索國與區域外大國（美、日、俄）間的互動，尋求有利的契機，取得參與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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