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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美國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的就職演說中，不難瞭解歐巴馬政府上台所面

對的最主要問題莫過於解決美國國內的金融危機及其所衍生對全球經濟的重大衝擊。此

外美國所面對的重要外交及國際問題尚包括：美國在伊拉克及阿富汗的駐軍問題、打擊

國際恐怖主義、中東以阿和平、北韓及伊朗的核武問題及全球氣候變遷。1這些問題都需

要美國新政府調整或改變過去布希政府的作風，並積極尋求國際間的合作才可能順利的

因應並獲得解決之道。 

  美國面對的亞太問題除了北韓的核武問題外，因全球性金融問題的爆發也使美國必

須尋求日本及中國的合作參與解決之道。美國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國務卿就任後第

一次的出訪即鎖定東亞的日本、印尼、南韓及中國，相當程度也顯示歐巴馬政府期待加

強美國與亞太國家的關係，同時也凸顯歐巴馬政府對日韓兩個長期同盟國家的重視。除

了美國國務卿對亞太四國的訪問被認為主要是象徵美國對這些國家政策的延續外，也關

係到美國所面對的東亞權力平衡改變的挑戰。2 

東亞新的權力平衡？ 

  美國因受制於解決金融危機及伊拉克問題而可能對亞太事務的投入受到衝擊。特別

是中國在亞太地區政治及經濟影響力的升高，及中國在提升軍事力量方面的企圖心與作

為，更是可能造成東亞權力平衡的改變。傾向對中國有利的東亞權力平衡，不會是一夕

之間改變，相反的會是一種漸進的及區域性改變，例如台灣海峽權力平衡的改變即是一

例。 

  中國宣稱將建造航空母艦發展遠洋海軍力量，而過去幾年也有船艦入侵日本領海的

紀錄。2009年2月中國第一次派遣艦隊遠赴非洲東岸的亞丁灣保護行經該海域的中國商船

避免遭受海盜的攻擊。中國在海南島構築可供核動力潛艦出入的軍港，也提供了中國軍

艦快速進入麻六甲海與南中國海的重要基地。 

朝鮮半島非核化 

  柯林頓國務卿訪日之行與日本外相簽署了包括到2011年時將駐紮關島的八千美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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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陸戰隊移駐沖繩的軍事轉換計畫。並強調美日同盟是亞太安全的基石，此點也是布希

政府過去所一再強調的。日本許多民眾認為布希政府將北韓從支助恐怖主義的國家名單

中去除，幾乎是忽視日本民眾對北韓於1970及1980年代綁架日本人之惡行的感受。柯林

頓國務卿雖接見被北韓綁架之日本人的家屬，藉以表示美國仍舊關切此一問題的態度，

但她卻技巧的閃避此一問題而強調北韓非核化的重要性。未來美國在與北韓的談判恐怕

仍必須兼顧日本民眾對上述問題的感受。 

  北韓曾在2009年1月撕毀其與南韓簽署的和平協定，全面提升軍事警戒並關閉與南韓

的邊境交通。一連串的不友善舉動也迫使南韓提高安全警戒度。柯林頓國務卿表示美國

支持南韓與北韓的對話，並表示若北韓持續言詞恫嚇南韓並拒絕與南韓對話，則北韓就

不可能與美國改善關係。南韓近年來與中國關係的大幅增進是否會對美國與南韓的關係

有所衝擊也值得觀察。不過北韓的非核化對區域內所有國家而言，恐怕還是一項最重要

的課題。美國更不可能接受一個擁有核武的北韓，因為北韓擁有核武非但是對東北亞及

美國的安全造成重大影響，更會讓美國延伸到日本及南韓的核武嚇阻喪失其可信度。3 

  柯林頓國務卿表示歐巴馬政府將持續尼克森政府以來對中國的交往政策，此一政策

被認為也證明了對美中兩國是互利的。她認為橫亙在美中兩國的重大問題是全球金融危

機、氣候變遷及雙方都希望看到朝鮮半島非核武化的共同目標。雖然柯林頓國務卿在訪

中的行程中並未提到中國的人權問題，但她在訪亞洲之行前於紐約亞洲協會所發表的演

講中即提到歐巴馬總統與她都承諾建立一個西藏人及中國人都可以享有宗教自由而不需

擔心被迫害的世界。4 

東南亞區的民主化及反恐 

  柯林頓國務卿訪問印尼，主要在強調印尼作為民主國家及伊斯蘭教國家的兼容並

蓄。同時也象徵歐巴馬政府對東南亞國家的重視，過去美國國務卿也常參與東協區域論

壇的會議，柯林頓國務卿已表示將會參加2009年4月在曼谷舉行的東協區域論壇會議，並

表示歐巴馬總統至少會在出席2009年在新加坡舉行的亞太經合會（APEC）非正式領袖會

議之後訪問印尼，這個也是他曾經唸了幾年小學的國家。更重要的是印尼作為東協最大

的會員國，在東南亞民主化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印尼曾經施壓緬甸促使政治改革，在

東南亞民主化議題上跨出了一大步。5 

  美國與印度過去所建立的「自然伙伴關係」對於兩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應也會

有正面的作用。東協國家雖然樂見其與中國各項關係的提升，但是對中國在東南亞地區

日增的影響力仍抱存警戒之心，而能夠平衡中國在該地區影響力的作為，恐怕就是同時

加強東協國家與美國及印度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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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海峽的權力平衡 

  美國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教授沙特（Robert Sutter）認為維持台灣

海峽的權力平衡，自冷戰以來一直就是美國在東亞的一項很重要的政策，此一政策不但

對美國也對台灣有利。但在中國崛起及馬英九政府持續傾向於和中國發展更為密切之關

係，及台灣的經濟與參與國際組織愈來愈倚賴中國的情況下，美國政府有必要重新思考

對台灣的政策，特別是在台海的平衡已經對中國有利的情況下。6 

  另也有其他美國學者建議，在台海軍事平衡已經對中國有利的情況下，歐巴馬政府

應思考儘快完成於2008年通過的對台六十五億美元的軍售案，同時也應思考給予台灣進

一步的安全保障。7 

  但沙特提到美國在思考對台政策之改變時必須考慮到，美國對台灣的外交與軍事支

持是否更會解除中國的對台壓力。特別是如此做是否有助於美國與日本及東亞國家在平

衡及防範中國變成區域不穩定勢力之可能性有所助益。美國太平洋司令部指揮官基丁

（Timothy Keating）上將於2009年2月18日表示，為了降低台海的緊張氣氛，美國可以協

助促成台灣與中國軍事人員間的對話。但沙特認為這可能違反美國不做中國台灣之間調

人的長期政策。 

  馬政府不願刺激北京的「外交休兵」政策，或許美國政府因不願看到台海緊張對峙

的情勢發生而樂觀其成，但是導致台灣在政治經濟上過度的依賴中國，應也不是歐巴馬

政府所願見到的。馬政府過度親中，也會導致台灣尚未從中國獲得相對的退讓前，即已

見台灣主權的流失，並增加包括美日等國在內對支持台灣的疑慮。台海政軍力量的嚴重

失衡必影響到美國及日本等國的利益，也將進一步導致東亞權力平衡的改變，對台灣不

利恐也是顯而易見。 

結語 

  美國為了不讓東亞的權力平衡逐步往中國佔優勢的方向傾斜，歐巴馬政府再次展現

並強調美國與日本與南韓兩國同盟的重要性，以及美國與東南亞國家友好及同盟的重要

性，對於美國繼續在亞太地區扮演重要的角色至為關鍵。北韓的核武問題及朝鮮半島情

勢的穩定，仍舊是東北亞地區最為重要的問題，美國強化日本及南韓的支持，爭取中國

及俄羅斯的合作，延續六方會談，以外交手段解決此一問題，應仍是最為可行之道。 

  東南亞地區亦是如此，美國除了強化與盟友如泰國、新加坡的雙邊關係外，加強與

印尼發展廣泛的合作關係，而印尼本身也有此一意願與美國合作。若美國又能簽署1976

年達成的—「東南亞和平友好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同時能獲參議院的同意，則美國必能逐漸掃除東協國家對布希政府外交作為的負面印

象，對於歐巴馬政府在反恐、改善與伊斯蘭教世界的關係及提升美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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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有很大的幫助。 

  台灣海峽可能會是短期內因國際金融危機及美國所面對的重大問題，而受到歐巴馬

政府忽視的重要地區。誠如上述，若因台灣的馬政府未思考親中政策對整個東亞權力結

構可能帶來的衝擊，致使台灣海峽的權力平衡過度向中國傾斜。台灣的政治及經濟受制

於北京固然對台灣不利，也勢必會對美國在重新型塑一個有利於美國的東亞權力結構之

過程中造成嚴重的缺口。因此，美國應該強化與台灣之間的政治及軍事溝通，甚至應恢

復部長級經貿官員的訪台。就美國再次尋求在亞太地區扮演領導者角色的目標而言，台

灣海峽的權力平衡仍舊是美國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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