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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崛起與台日戰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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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國的崛起與亞洲的新形勢 

  2010年可能成為東亞區域「均勢」（balance of power）變動的一個轉捩點。中國的

崛起在經濟上牽引東亞在二十一世紀持續高成長，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由於國力

日增，軍事預算二十年間增加二十倍，軍備支出僅次於美國，高居世界第二位。最近動

向顯示，中國由一個大陸國家，逐步邁向海權國家，尤其今年中國與周邊國家發生一連

串的爭執。1990年代冷戰結束後在亞洲留下四個國家沒有民主化，就是中國、北韓、緬

甸、與越南成為亞洲不穩定的國家。面對東亞的不確定性，美國、日本與其他民主國家

如何共同確保在軍事上具有阻嚇力量的「均勢」（balance of power）。任何改變東亞地

區均衡的變化將使東亞區域面臨一個不確定時代的來臨。在一個和平的亞洲環境當中蓄

意擴張軍事力量，無非是中國決定走向亞洲超強國家（super power）的意圖極為明顯。 

  過去中國早就與鄰國短兵接觸。1974年出兵攻佔西沙群島，1979年攻打越南，1988

年又和越南爆發「南沙群島海戰」，1994年侵佔菲律賓宣稱擁有主權的美濟礁，1995、

1996年對台灣發射飛彈、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以來的爭執，2001年迫降美國EP-3偵察

機，2005年拒絕小鷹號航空母艦停靠香港，2009年利用「漁船」騷擾美軍海測船「無懈

號」，都是由中國引發的紛爭。 

  2010年，中國一連串的動作被其鄰國看為是具有威脅性，而開始採取行動應付，尤

其美國宣稱重返亞洲，逐漸形成民主國家聯線以應付中國的崛起。從中印邊界阿魯納恰

爾邦（藏南地區）的爭議，今年3月韓國天安號被擊沉事件，中方在2010年7月在東協區

域論壇上宣稱南中國海一百四十萬平方哩為中國「核心利益」如同西藏與台灣，中日在

東海油田上的爭執，9月中國漁船侵入日本尖閣列島海域重現對釣魚台主權爭端等，如同

上自黃海、東海至南海的廣大海域為中國內海。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公

開回應，宣稱以和平方式解決南海的爭議是美國的「國家利益」，今年7月在越南河內的

東協區域論壇上表示「美國支持各方在不受威脅下採取合作的外交途徑解決各種領土爭

議」，「反對任何一方採用武力或威嚇的方式」。而中國外長楊潔篪向東協代表說道

「中國是個大國，而其他國家是一些小國，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1。美國也派遣華盛頓

號核子航空母艦參與美韓軍事演習，又駛向南海軍事演習，11月將與日本在釣魚台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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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日美共同保衛釣魚台軍事演習。印度比喻中國在印度洋建設「真珠項鍊」（string of 

pearls）的基地，包括緬甸仰光外海，控制印度洋與東南亞航線的可可群島（CoCo 

Islands）成為中國的海軍基地。美國亦在印度洋上英屬迪亞哥賈西亞島（Diego Garcia）

擴建巡弋飛彈與核子潛艇基地，並擴建關島為超級軍事基地。2 

貳、馬英九政權的「傾中政策」與日本 

  馬政權上任二年半，使台灣的命運面臨一次歷史性的考驗。最具體的是中國胡錦濤

國家主席在2009年元旦向台灣提出「胡六點」，其內容為：（一）恪守一個中國，增進

政治互信；（二）推進經濟合作，促進共同繁榮；（三）弘揚中華文化，加強精神紐

帶；（四）加強人員往來，擴大各界交流；（五）維護國家主權，協商涉外事務；特別

強調以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為原則；（六）結束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 

  「胡六點」是一個整體性的宣示，明確表示中國如何統一台灣的步驟。馬英九在

2009年4月22日與美方阿米塔基的越洋視訊，馬英九認為胡錦濤發表的「胡六點」聲明是

很正面的，並表示「希望經濟議題優先，再來解決其他問題」。就經濟議題優先之外，

並計劃2010年春允許大陸研究生來台就學、秋季開放大陸學生來台等等。 

  在此前後，馬英九政府積極推行「外交休兵」，江陳二次協議主張開放中國學生來

台，推動ECFA等具體傾中政策都是馬呼應胡六點逐步推動的具體表現。今後如何試探兩

岸和平協議的企圖亦隱約可見，這些都是以「胡六點」為指針。去年8月馬英九再度出任

國民黨主席時接到胡錦濤的賀電，宣稱共同來打擊台獨勢力。綜合以上，一個中國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並無中華民國的存在，這一點馬英九已經違反中華民國憲法選出的總

統職責，明顯違憲。從中國觀點，這是一項國共合作如何打擊台獨併吞台灣的具體步

驟，「胡六點」就是馬英九傾中政策的指針。 

  對日本而言，在二次大戰後的六十六年間，蔣介石政權是堅決的反共政權；蔣經國

時代是國民黨落實台灣的政權；李登輝、陳水扁時代台灣主張一邊一國。所以這六十六

年來日本從未擔心台灣會在將來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但是馬政權誕生後很明顯採取「傾

中政策」，使日本面臨重新評估台日關係。 

  台灣的戰略地位是日本生命線上的重鎮。日本的貿易尤其是海外資源的補給的四分

之三是由琉球群島通過台灣海峽或台灣東海岸經過麻六甲海峽通往印度洋，連接中東的

石油與非洲礦產的一條航線。對中國而言，中國石油礦產的輸入也通過同一路線。胡錦

濤曾擔憂「麻六甲困境」（Malacca Dilemma），表示中國進口的石油90％必須通過這一

條航線，也是中國的生命線。 

  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各項能源及資源需求升高，以石油為例，2003年石油進口為

一億噸，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石油進口國，依此推算，至2020年時，中國進口石油



   變動中的亞太局勢與台灣的戰略地位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52期／2010.12.30 70   

將超過三億噸，成為世界第一大石油進口國。目前中國的能源及資源產地，絕大多數為

中東及非洲地區，故在維護由南海通過麻六甲海峽至印度洋的運輸線時，成為中國海軍

必須解決的問題。所謂「珍珠項鍊」便是一項中國戰略佈局。自2005年起，中國利用軍

事外交手段，於巴基斯坦瓜達爾港、斯里蘭卡漢班拖特港、緬甸科克島及柬埔寨西哈努

維爾港等建立海外基地，以突破「麻六甲困境」。3 

  無疑的是由台灣海域連接南海一百四十萬平方哩的海域通過麻六甲海峽到印度洋的

航線對日本與中國都是一條生命線。因此台灣是日本所不能輕易放棄的戰略性據點。 

  馬英九上任以來的傾中政策，一方面好像提升台海和平，但是傾中政策後，日本與

美國憂慮到，馬英九使台灣向一中傾斜逐步放棄「維持現狀」，如果台灣成為中國的一

部分，將完全改變亞洲的均勢（balance of power）。中國如果成為亞洲海洋霸權，不但

日本感到最大威脅也影響日美同盟的戰略目標，這是日本與美國不能退讓的底線。六十

年來日本從未擔心台灣會成為中國的一部分。馬英九上任後，日本開始憂心馬英九「終

極統一」的政策，會改變亞洲的國際局勢危及日本安全保障。 

參、日美同盟與台灣的戰略關係 

  日本在1996年台海危機之後，就蓄意加強日美同盟的內涵，其後在阿富汗戰爭和伊

拉克戰爭期間，日本都在憲法第9條所容許的範圍內，派遣日本自衛隊與軍艦參加後方支

援活動，開啟日本對世界和平安全的國際貢獻。這是戰後日本參與國際活動的歷史性轉

變，因而信心倍增。換言之，日本在亞太區域所扮演的角色和立場已經進入根本上改變

的時代。美國就東亞的朝鮮半島和台灣海峽等不穩定的問題，認為在亞洲最可以信賴的

盟友就是日本，這一點正符合日本在二次大戰結束以來開始參與亞洲和平安全的考量，

日美同盟正是民主價值觀的同盟，也可以說是提供亞洲和平安全的公共財（public 

goods），台灣的安全亦深受其益。日美同盟以為東亞的和平安全在於維持現狀（status 

quo），日本與美國迄今認為「台灣不屬於中國的一部分」這就是台灣的現狀4。但是，

中國公開宣稱對台灣和平談判是「中國的國內問題」。 

  日美同盟對台灣問題最具體的立場，就是2005年2月間由日美雙方外交、國防部長共

同發表的「二加二」日美共同戰略目標，公開主張中國就台灣海峽問題是應以和平對談

解決，並希望中國在亞洲扮演建設性角色。日美同盟對中國所採取的是一種「勸阻戰

略」（dissuasion strategy），這與冷戰時期美國對共產世界採取的「圍堵戰略」

（containment strategy）是一種敵對關係，有所不同。日美與中國並非敵對關係，而是希

望中國不要走向冒險主義，期待中國今後在亞洲扮演建設性角色。現實上，勸阻戰略能

否發揮效用，必須具備強大的軍事抑止力量作為後盾。從2005年起，美日雙方在亞洲開

始提升足以嚇阻中國崛起的軍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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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國際社會對台灣有二個疑問：第一、目前中國以一千四百枚飛彈對準台灣，這

是否是對雙方和平對談的軍事壓力；第二、馬政權的傾中政策是否已經乖離日美同盟維

持現狀的前提：「台灣不屬於中國」。因此2010年東亞新形勢中，台灣是否是民主陣容

的一份子，或者傾向中國而改變亞洲現狀，在東亞新形勢中成為一個不確定的因素。為

此，美日同盟與亞洲民主國家必須維持軍事力量的均勢，使它成為一道具有阻嚇力量的

防火牆。這並非與中國敵對，而是希望能促進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在亞洲扮演建設性角

色，才能緩和亞洲面臨一個不確定時代的挑戰。面臨這個挑戰，日本的國民意識正在改

變，民調顯示百分之七十五國民不信任中國，日本首相菅直人宣稱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

的主軸，日本政府亦逐步提升對亞洲和平積極貢獻，也就是加強美日同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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