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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台關係—滑向不確定的危險邊緣 
 

●賴怡忠／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助理教授 

 
 
 

一、2008-2012年美中台關係：滑向危險邊緣 

  歐巴瑪上台後的美中台關係正經歷根本的變化。首先，是經濟危機對美國國力的衝

擊，導致其提供亞太區域公共財的能力受到極大限制，同時小布希政府後期的亞太政策

也使美國與其主要盟邦關係出現信心不足的現象。歐巴瑪政府繼承一個美國對亞太的影

響力大幅降低的景象。 

  其次，中國國力崛起已經是個事實，但此次經濟危機對美國擊衝太大，世界不少國

家認為中國可作為另一個替代美國的經濟發展中心，美國也普遍認為需要中國協助以度

過經濟危機。可是中國內部因經濟問題引起社會問題會十分嚴重，一個對外充滿自信而

對內又充滿危機感的中國，極可能以對外作為會更為強勢來轉移內部注意力。 

  台灣在馬政府上台後所採取的兩岸政策受到中國肯定，由於兩岸關係出現緩和，也

受到國際多數的正面評價。但因馬政府以讓渡主權與國際安全合作來換取兩岸和緩的方

式，以及一系列視中國為台灣經濟未來為前提的政策，不僅導致中國實質控制台灣對外

作為，更在內部引起社會激烈對立。台灣多元意見的民主自由表達，也在和緩兩岸關係

的需求下給予限制，更在中國民主、西藏自由等人權議題退縮。台灣已經出現類似冷戰

時代芬蘭化的戰略轉向，往昔有關統獨台海對立，已經被「維持民主」與「和緩兩岸」

的對立所取代。 

  因此現在的美中台關係正面臨高度不穩的狀況。中國以其前所未有的自信心與國際

期待，正逐步實踐其「排美壓日併台」的戰略作為，但也同時面臨因經濟問題導致社會

對立激烈，使共產黨對外作為的不確定性大為提高。台灣方面，出現「親中遠美日」的

戰略轉向，同時內部社會嚴重對立，社會自信低落，而「和緩兩岸關係」與「鞏固民主

發展」的對立也日益尖銳。美國在經濟重挫、反恐與對伊戰爭遲而未決，其與亞洲盟邦

關係有著信任問題的情形。這些在美中台的內部發展已經導致中國掌控台海，台灣日益

傾中、以及美國邊緣化的現象。 

  這個發展正改變台海與區域的戰略秩序，由於在2012年是台灣馬英九尋求連任、中

國出現第四代向第五代政治領導轉移，以及美國總統選舉都於同一時間發生的時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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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趨勢如果沒有逆轉，極可能在2012年時因台海議題會有戲劇性發展，而出現重大危

機。總而言之，2008-2012年美中台關係正滑向不確定的危險邊緣。 

二、美國：困頓於經濟問題，台海優勢流失、1969年美國退守策略再現？ 

  歐巴瑪上台所繼承的小布希政治遺產，包括瀕臨前所未見的經濟危機、拖延未決的

反恐與對伊戰爭、以及與亞洲主要盟邦信任關係的毀損。美國在亞洲的信任感與影響力

正在大幅弱化中，美國在亞洲也越來越依賴中國。 

  小布希時代的美國經濟出現金融資本大權獨攬的局面，甚至影響到對中政策。小布

希政府後期的中國政策，基本上是由財政部長鮑爾森（Henry Paulson，前高盛Goldman 

Sachs投資顧問的執行長）領導的「美中經濟戰略對話」所支配。鮑爾森始終未對中國人

民幣匯率的低估問題展開具體行動，而人民幣匯率問題所衍生的成本優勢，是美國製造

業這幾年的空洞化危機，以及失業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現在因為金融資本過度擴

張所造成的世紀經濟風暴，使美國過去六年的依靠衍生性金融商品泡沫烘托的經濟榮景

全面崩盤。其狀況遠超過柯林頓經濟留下的2001年電子商務泡沫問題。一般估計，即便

有刺激景氣方案的加持，美國經濟仍要經過三年才能恢復生氣。恢復經濟已經成為歐巴

瑪政府的重中之重。 

  除了經濟問題外，反恐與對伊戰爭更汲取美國不少資源。阿富汗問題短期內沒有好

轉跡象，伊拉克情勢朝向正面發展，但距離穩定仍有一大段距離。但是對美國亞洲政策

影響更大的，是小布希後期與其亞洲盟邦信任關係的破裂。 

  「美日同盟」號稱是美國亞洲政策之基石，「美韓同盟」更肩負嚇阻北韓南侵的任

務。但是過去兩年小布希依賴中國處理北韓核武問題，以及對北韓大幅讓步的結果，導

致日本認為被美國背叛。而2007年南韓雖選出一個親美總統，但是牛肉事件與遲遲未決

的「美韓自由貿易協定」，也使南韓對美國不再抱持新的期待。此外，日本對歐巴瑪政

府充滿「親中遠日」疑慮，而南韓也對歐巴瑪政府對「美韓自由貿易協定」的消極態度

了然於心。美日同盟與美韓同盟的密合度已不若以往，信任關係需要重新建立。 

  澳洲方面，在中國通陸克文（Kevin Rudd）當選總理後，「美澳同盟」的內容出現

微妙變化。原本朝向「美日澳」三方合作的動能受到挫折，澳洲在美中之間採取平衡關

係。雖然澳洲是最可能支持歐巴瑪以多邊機制經營亞太的想法，但是美澳合作的質量與

密度已經不太可能回復過去。 

  在對亞洲主要盟邦關係出現變化的當口，美國更沒有花太多心力於對台政策上。雖

然小布希政府可能對馬英九遠比對陳水扁放心，但是也未立刻對馬政府示好。美國並未

同意讓馬英九於當選前訪問華府，在2008年8月過境美國時的待遇也普通，11月對台軍售

還出現打折狀況，薄瑞光來台對兩岸情勢與中國意圖所說的話，與美國國防部「中國軍



� 台美關係三十年回顧與展望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46期／2009.06.30 76  

力報告」的語言更有顯著差異。基本上美國對台沒有具體政策，只有「危機管理以避免

戰爭」的消極態度，只要台海不發生衝突，美國對於任何發展都不會有意見。在美國專

注於台海是否發生戰爭的「硬力量」的問題時，對於兩岸政治、經濟等軟議題發展趨勢

沒有看法，導致美國在台海的主導權已經大幅流失。這主要與美國對台海情勢的關注程

度不足有關。 

馬政府上台後美國對台政策相關發言 

議題議題議題議題 美國立場與主張美國立場與主張美國立場與主張美國立場與主張 

馬英九當選總統 
小布希致電胡錦濤希望兩岸早日對話。但中國沒有積極

回應，美國也未持續要求 

兩岸高於外交 國務卿萊斯提醒台灣，兩岸不是台美關係的全部 

馬英九希望就任前訪問華府 美國認為訪美一事須先與美國溝通再對外提出 

馬英九8月過境美國 安全、舒適、便利，未明顯提升規格 

美國對台軍售 八套給四套半，F-16、潛艦、眼鏡蛇直升機皆無 

馬英九兩岸政策 美國高度肯定，台美關係溫暖且美方給高度評價 

兩岸簽ECFA有助於台美進

行自由貿易協定談判 

ECFA是兩岸經貿事務，台美FTA與此無關，台美「貿易

投資框架協議（TIFA）」運作良好 

  歐巴瑪政府的亞洲政策團隊中，同時存在著「中國中心派」與「泛亞派」的兩股力

量，因此對馬政府的評價也不一樣。中國中心派對馬政府的作法十分肯定，認為這有助

於降低台海衝突，其中也有人認為台灣不是美國核心利益，台海無事，即便台灣與中國

合併，美國依然可以透過與中修好的方式來確保美國在台海的利益。而美國在兩岸統一保

持正面態度，更可以美國無意限制中國崛起取信於中國，因此是美中關係的戰略機會。 

  泛亞派雖然也肯定馬政府降低台海緊張的作為，但更擔心台灣的戰略轉折。如果中

國領有台灣，美國在亞太的戰略利益會受到很大衝擊，中國勢必成為亞洲最重要的力

量，日、韓在中國切斷東北亞與東南亞的聯繫後，可能會因為戰略趨於孤立而傾向中

國，或基於安全焦慮而期待美日同盟與美韓同盟的快速升級。美國屆時會在失去日韓而

被迫撤出亞洲，或掌握日韓但與中國出現對立升級的戰略兩難，同時美國亞洲盟邦會認

為，美國坐視獨裁國家透過威嚇和平併吞民主國家，不僅使其戰略信譽受到重大影響，

美國也更在亞太區域沒有信譽可言的情形下，拱手讓出亞洲。 

  在此，歐巴瑪對於馬政府的作為如果沒有多加注意，很可能會導致亞太區域戰略出

現根本轉折。歐巴瑪政府是將台灣芬蘭化，視為去除了美中關係最後一塊大石頭而予以

支持，還是認為這會損及美國核心戰略利益而積極介入，值得觀察。 

  美國對台海發展的態度，實際上提供一個重要的亞太政策觀察切入點，如果歐巴瑪

政府對馬政府的作為依然給予鼓勵但沒有配合其他的積極性作為，表示美國因為自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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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弱化，開始重新定義國家利益並調整政策，這意味著一個經濟、政治與安全力量都

在下降的美國，是否會重演1969年尼克森戰略大調整的狀況呢？當年尼克森面對一個困

頓於越戰的美國，以及蘇聯海軍實力大幅崛起，與亞洲盟邦關係也出現某種微妙的變

化。尼克森提出「越戰越南化」、「亞洲政策亞洲化」等作法，一方面與「美日同盟」

再訂約，但同時尋求與蘇聯的和解政策，以及找尋與中國合作的機會，因此出現第一次

的美蘇低盪以及美中交往。歐巴瑪政府是否在面對這麼多問題後會重蹈尼克森的覆轍，

是未來美中台關係發展的首要關注對象。 

三、中國：加速「排美壓日併台」戰略、經濟危機導致對外更強硬？ 

  中國大國崛起的主要依靠是其對外出口的經濟，由於其資金與市場都依賴歐美，此

次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威脅更為嚴重。一般預料，中國在2009-2010年的經濟雖然會維持成

長，但無法保八，意即其經濟成長的規模無法吸納足夠人口以維持足夠就業。社會矛盾

與衝突將更為嚴重。 

  但有趣的是，當美國經濟下墜，不少歐美國家開始認為中國可能是提供一個新的避

風港所在，而歐美也多認為需要靠中國力量以支撐大家走過不景氣，並且也需要中國出

面領導以回復經濟景氣。這些發展使中國的國際地位未因社會矛盾及其他內部問題的升

高而有所損傷，反而中國的國際地位更為提高。中國救市的規模不到美國的三分之一，

且其中大部分是將2008年雪災、川震等項目包裝其中，真正的救市方案佔了不到三分之

一1。但全世界依然看重中國的角色，包括前美國貿易代表與現任世界銀行總裁的佐立克

（Robert Zoellick）等人，都認為要中國與美國先有G-2會議的雙邊協調，才能再談其他2。 

  因此一個內部問題因經濟危機而瀕臨爆炸，但外界又對中國充滿期待，使其國際地

位更為提高的中國，是否會在高度的自信與高度的內部危機感中，導致對外作為更沒有

妥協的空間，而會有更為強硬的舉措呢？ 

  發生在3月的美中公海衝突、北京對西藏問題更為高調的立場宣示、對人民幣匯率的

強硬立場、以致到溫家寶對美國經濟政策的顯著批評，都意味著中國面對別的國家的批

評，不再會「韜光養晦」，而更是「有所作為」。 

  在台海問題上，中國對馬政府上台後的政策給予高度評價，但對台軍事準備卻毫無

放鬆，對台灣主權的立場也沒有鬆動，有關台灣外交空間的問題，中國更由之前的「九

二共識」後退到「一中原則」，並要求台灣在有關其國際空間參與的問題，必須先與北

京談過才可以，台灣也無權獨立參與以國家為資格的國際組織，包括聯合國及其相關組

織在內3。在2008年11月4日與陸委會賴幸媛主委會面，以及11月6日陳雲林與馬總統會面

時，更將賴主委與馬總統的頭銜完全忽略不計。胡錦濤在2008年12月31日提出對台新政

「胡六點」，更將「一中原則」位階提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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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面對民進黨執政時中國的政策以「反獨」為主，但在馬英九上任後基調轉

為「促統」，先以經濟構築兩岸一中市場，繼之在國際上堅持一中原則，以軍事互信排

除外國勢力，最後達到兩岸政治統一的四大步驟。在台灣對外的安全與經濟合作上，中

國立場依然十分強硬。中國對台美軍售的強硬立場不變，其2008年版的國防白皮書更將

美國對台軍售界定為嚴重損害台海穩定的重大事態4。在台灣的區域自由貿易協定上，更

堅持自由貿易協定是主權國家才能夠參與，反對其他國家與台灣進行類似自由貿易協定

的談判。 

  結果是台灣外交空間進一步萎縮。過去台灣面對中國打壓，但現在當兩岸關係和緩

後，反而導致台灣必須事事與中國先商量台灣的國際參與問題，待中國點頭後，甚至中

國與其他國家談好後，才能與其他國家進行對話。中國實質掌握台灣對外事務的主導

權。美國前國家情報委員會分析家沙特（Robert Sutter）教授曾指出，馬政府的作法正在

確認中國對台灣的主導權5。而以目前狀況來看，中國已經實質掌握台海與台灣的政治及

安全的控制權。 

中國對涉台議題的主張與立場 

議題議題議題議題 中國立場中國立場中國立場中國立場 來源來源來源來源 

美國對台軍售 威脅台海穩定的重大問題 2008國防白皮書 

台灣有意義參與聯合國專

門機構 

台灣無權參與，且必須先與中

國協商 

2009年8月18日中國駐聯合

國大使王光亞致秘書長信函 

兩岸軍事互信 
可與台灣就兩岸軍事安全互信

展開協商 
胡六點 

台灣與其他國家的FTA 只有主權國家才能參與FTA  

政治談判 一中原則為前提 胡六點 

馬政府上台後中國對台灣期待的反應 

議題議題議題議題 台灣的期待台灣的期待台灣的期待台灣的期待 中國的回應中國的回應中國的回應中國的回應 

對台軍事威脅 撤除飛彈 持續部署沒有停止 

兩岸協商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堅持「一中原則」的政治基礎 

兩岸經貿合作 改CECA為ECFA，本質是FTA CECA是中港模式的延伸，非FTA 

世界衛生組織 有意義參與聯合國相關組織 不違反一中原則，會對台灣做出有利安排 

毒奶粉事件 有過錯需要賠償 至今無下文 

尊重台灣主權

象徵 

陳雲林來台稱馬英九總統、

賴幸媛主委 

未稱馬英九為總統，稱賴幸媛為大陸事

務最高領導人，所到之處看不到中華民

國國旗 

外交爭議 兩岸外交休兵 
未與有意建交的巴拉圭建交，但表示無

法將有意與中建交國家排除在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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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灣：芬蘭化的戰略轉向、兩岸關係與維持民主對立尖銳化 

台灣芬蘭化的戰略轉向 

  馬政府上台後，以「不統、不獨、不武」為兩岸訴求，認為兩岸存在「一中各表的

九二共識」，表示根據憲法，定位台灣不是國家，而與大陸都是中國的一部份，即所謂

的「一國兩區說」。在外交思維上，主張「兩岸高於外交」，認為只要兩岸關係良好，

外交問題自然迎刃而解，因此也主張「外交休兵」，單方面表示不與中國競爭邦交國，

認為可以因此凍結「外交現狀」。 

  在國防上，主張「守勢國防」，除了要改為全募兵制外，在台海防衛策略上放棄潛

艦，不支持飛彈防禦系統等主動防禦措施，不尋求制空與制海，改等共軍上岸後進行決

戰，意即將二十年前當郝柏村還是參謀總長時所提出，充滿大陸軍主義色彩的「固安作

戰計畫」重新啟動。 

  在經濟上，認為中國是台灣經濟的救星。剛上來時就推動週末兩岸客運直航，並在

2008年11月簽署有關郵件、海空運等兩岸相關協議。當美國出現危機後，馬政府更認為

台灣需要倚靠中國市場以度過現在出口不振的問題。因此強力推動兩岸經濟整合議程，

預計在2009年底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定（ECFA）」。 

  在過去與中國最具爭議性的主權議題上，馬政府已經定位台灣不是國家，認為要以

中華民國為國際主要訴求。但問題是國際的一中共識基本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

國，這使得中華民國做為代表中國的合法性已經不存在了，因此馬政府的主張實際上在

加速中國政府的國際宣稱：即因台灣政府也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在中華人民共和

國政府代表中國下，台灣的國際地位自然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代表。 

馬政府對台灣戰略重新定義的政策作為 

議題議題議題議題 馬政府主張馬政府主張馬政府主張馬政府主張 

 兩岸高於外交 

釣魚台爭議 出動海巡艦進入釣魚台爭議海域，不惜與日一戰 

國防策略 守勢國防，放棄制空與制海，採登陸後決戰 

台美軍售 維繫良好兩岸氣氛，希望美暫緩宣布軍售 

台灣經濟戰略 
台灣需與中經濟整合，中國是台灣的經濟救星，必須

簽署兩岸經貿協議 

台灣的國際參與 國際參與先與中國協商 

台灣與西藏關係、人權議題 兩次拒絕達賴來訪期待 

對六四的態度 一百字聲明帶過「六四」 

挺台議員羅納巴克不滿馬政府

政策，宣布不再擔任「台灣連

線」共同主席 

另尋別人擔任台美連線共同主席，不慰留羅納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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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前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分析家沙特（Robert 

Sutter）表示馬政府作為似在確認中國台主導權外，現任職於國會研究處（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的簡淑賢（Shirley Kan）更指出，馬政府的政策似乎意味著台灣正出

現根本的戰略轉折，往昔美國對台政策的戰略基礎可能完全不適用，包括美國是否需要

持續軍售台灣，因為當台灣不將中國視為威脅時，美國持續對台軍售的意義何在呢6？這

些發展導致不少美國與日本的戰略圈人士，對台灣的戰略傾向出現懷疑。 

  馬政府其強烈的傾中政策，對中國實質操控台灣外交空間的現象不予積極挑戰，而

自我否定台灣主權地位，在防衛上又全面放棄台灣海峽的主控權，這些發展已導致中國

對台灣與台海局勢的全面掌握。因此國際懷疑台灣是否已經不將中國視為威脅。屆時如

果中國要求兩岸「共同」捍衛某些地方的主權，例如釣魚台或南沙群島等，台灣屆時可

能會與中國站在同一陣線上。因此對台灣戰略轉向的擔憂，已經出現台灣芬蘭化的隱

憂。 

兩岸關係與民主發展直接對立 

  除了戰略出現位移外，另一現象是台灣民主出現倒轉的問題。這表現在司法政治化

與民主程序遭到忽略的發展，更特別的是，這已經與兩岸關係的發展出現極為密切的負

面聯動。 

  先撇開對前總統陳水扁案件處理的司法瑕疵，從陳雲林來台時，為了鋪陳良好氣氛

並避免激怒中國，台灣以近乎戒嚴的規格對付人民的抗議，包括禁止拿中華民國國旗，

對台灣獨立、法輪功、西藏等公開主張禁制，警察越權對人民造成傷害至今遲遲沒有處

理，和平抗議人士遭到扭打等。「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為此連發表兩封公開信

呼籲馬政府出面處理，但持續被忽視。 

  除此以外，海基—海協的四項協議未經立法院討論即予以通過。執政黨表示要尊重

立院機制，但實際上利用執政黨在立院的優勢禁止這四項協議進入立院討論，等到立院

期限一過即予以自動生效。 

  此外，現在政府與中國已經展開多項協商，但是到底由誰出面代表，協商內容為

何，進度到達哪裡，國內民眾完全無法與聞，立法院也未被告知。特別是馬政府宣布要

計畫在年底簽署的「兩岸經貿合作框架協議（ECFA）」部分，對於一個已經要簽署的經

貿合作框架，至今內容依然沒有對外告知，而處理方式意圖採用「先簽署後一次整批審

議」的方式予以通過，立法院的監督角色被技術擺脫。 

  由於司法政治化對反對力量的追訴與禁聲、規避立院監督、完全不透明的協商過程

等，都與馬政府主張促進兩岸關係有關。為了鋪陳良好氣氛與避免激怒中國，台灣的民

主機制被一再踐踏，現在已經出現「發展兩岸關係」與「持續鞏固民主」的尖銳對立，

在改善兩岸關係的大帽子下，台灣民主能否持續發展，已經成為未來四年對台灣民主的

尖銳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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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政府以改善兩岸關係為由限制民主的實例 

議題議題議題議題 馬政府作為馬政府作為馬政府作為馬政府作為 

抗議陳雲林來台 
不准攜帶國旗、強制進入商家消音、事後以滋事可疑份子持續

追查參與抗議之人士，對自由之家的兩次書面關切不予理會 

兩岸四項協議 送進立院但以多數擱置討論，日期一到自動生效 

兩岸經貿合作架構

安排 

內容不清楚下規定年底必須簽署，要求立院採先簽後審制，因

不涉主權，無需公投決定7 

ECFA協商監督 
立院不知內容，陸委會也尚未授權海基會進行談判，但經濟部

長表示已與對方展開洽談8 

異議人士於私宅網聚 派遣警察欲進入搜查9 

 

五、亞洲區域秩序在2012年是否出現轉變？ 

  在美國困頓於自身問題無暇注意台海，對台海基本採取「避戰危機管理」的被動方

式因應，雖然聲明表示美國依然遵守「三報一法」，但是對「台灣關係法」事態的關注

已經不在，台灣更多被視為是美中關係的障礙，而不是對中關係的正面資產。特別是台

灣民主的台灣認同，由於其導致中國的驚恐與憤怒，美國台海戰略經營的主流意見卻認

為台灣是個問題，特別是台灣民主是個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的前提。 

  可想見，美國未來將專注於解決其經濟問題，使其對外注意力明顯降低。由於在歷

史上，當美國國力下墜時，往往會採取較為孤立的對外態度，即便國務卿希拉蕊首度出

訪即訪問亞洲，但該訪問公關個人造勢成分遠高於政策宣示成分，因此歐巴瑪政府未來

對亞洲的作為是否會重蹈1969年尼克森的作為：即透過美國對亞洲逐步放手，並與既有

強權達成勢力分配的協議？當年尼克森面對困頓於越戰的美國，一方面主張越戰越南化

使美國撤出越南，同時重整美國亞洲盟邦關係，降低美國對亞洲的區域承諾，要求盟邦

扮演更多角色，同時與蘇聯進行和解，並利用中蘇矛盾強化與中國的關係，這一系列作

為即稱為「尼克森綱領」，是尼克森總統於1969年7月在關島的宣示。歐巴瑪政府是否會

採用類似作為呢？ 

  相較於美國的消極態度，中國卻以十分明確的姿態一步步掌握台海與台灣政治議程

的主導權。特別是經濟危機後，中國的地位更為上揚。雖然北京所用的語言不再聲色俱

厲，但基本立場毫無鬆動。在國民黨政府對外採取閉關自守，透過中國聯結世界的政策

下，中國已經實質掌握台灣在外交與經濟的主要議程，現在中國集中全力切斷台美的安

全合作。 

  台灣本身的發展除了出現「親中遠美反日」的戰略轉移外，執政黨更出現眾多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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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合作共同捍衛釣魚台」等與中國合作針對第三國的共同主權說，台灣在國際上日

益進入中國所規範的軌道。而馬政府更以發展兩岸關係為名，在國際的主權主張自我限

縮，同時也以此壓制台灣的多元民主表達、迴避立院監督機制、並與中國進行高度不透

明的協商。 

  現在美國在台海的影響力快速下墜、中國支配力全面上揚，台灣向中搖擺的轉變，

台灣民主的未來更令人擔憂。由於中國經濟問題轉移成其社會問題的壓力在未來一至二

年內會十分嚴重，屆時一個對外十分自信但擔心失去對內正當性的共產黨政府，對外會

採取什麼樣的作為？ 

  2012年會是台海關鍵年，不僅美國與台灣都有總統選舉，中國胡溫體制也即將下

台，對中國而言，內部問題重重的第五代領導班子，是否會要求胡溫在下台前對台海問

題進行有效處理，以免遺留給第五代一個大歷史負債？特別的是，由於未來經濟狀況會

更嚴重，中國的社會矛盾與政治矛盾可能會變得更為激烈，即可能導致中國以對外姿態

轉移內部注意力的方式因應。 

  由於台海戰略轉變會基本改變東亞戰略格局，因此現在到2012年期間，美國對於中

國的作為與台灣過度傾中的反應的因應為何，會決定屆時2012年這些事件的發展背景。

如果美國持續現在的「消極避戰」的心態，持續其「危機管理」的應對方式，並擔憂激

怒中國導致美中關係出現問題而對中國的強硬姿態採取「綏靖政策（Appeasement 

Policy）」，2012年的台海可能會出現戲劇化轉折，造成美中台三輸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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