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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進入新的競爭時代與 

台灣的未來走向 
 

●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在2017年即將進入尾聲之際，先後發生兩件對台灣現狀與未來發展有重大影響的代

誌。第一件是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件是美國川普總統提出《國

家安全戰略報告》。這兩件代誌表面上看起來是美、中兩強提出治國的藍圖，實際上凸

顯雙方在國家發展與對外關係上存在無法化解的矛盾。 

中共十九大與習近平的「中國夢」 

  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提出一份內容包山包海的報告，其中特別談到「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國要在世界上取得領導的地位，未來必須完成「兩個百年」的

目標 — 20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全面完成小康社會；20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

國一百年，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1簡單來講，就是中國要成為一個

國家富強、軍事強大的世界強權，在世界上取得應有的霸權地位。 

  北京領導人自2013年起積極倡議以「一帶一路」作為對外經濟發展的總戰略，2014

年又帶頭發起創辦「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並出資成立絲路基金，2016年主辦G-20領

袖高峰會，2017年主辦「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2與金磚五國領袖高峰會。這一系

列以大國自居的戰略佈局，乃是運用經貿手段降低周邊國家對中國國力崛起的疑慮，同

時也藉此機會建立以中國為主體，與相關各國發展互利共贏的「利益共同體」與共同繁

榮的「命運共同體」關係。3 

  習近平追求經濟持續繁榮的另一個手段，就是利用國營企業作為國家發展目標效力

的開路先鋒。他們一方面透過對外投資或是提供優惠低利貸款，塑造一個對中國有利的

經濟環境，中國黑手得以從中介入他國內政予取予求。4此外，北京也發動不公平的貿易

政策，為了搶奪國際市場，國家資本對關鍵企業提供補貼、對外進行貿易掠奪或收購關

鍵技術的企業，同時以世界工廠的生產優勢，削價競爭對付西方企業。5甚至透過非法的

手段，竊取高科技機密、剽竊智慧財產權，對外商進行政治懲罰，確保中資企業取得競

爭優勢。6 



新世紀論壇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80期／2017.12.30 5 

  習近平聯結「中國夢」與「強國夢」的旺盛企圖心，從中國國防經費逐年成長，加

速國防與軍隊的現代化可以得到證明。近來，朝鮮半島的緊張情勢，加上中國與日本在

東海、與南海各國的領土爭議，都讓亞太區域的態勢變得緊張複雜。不只如此，中國的

軍機、軍艦一再出現在台灣周邊的海域與空域頻繁活動，挑戰美國主導第一島鏈防線的

用意非常明顯。這一連串野心勃勃的表現，給台灣的國防安全帶來極大的壓力，連帶

的，日本、韓國、甚至於印度等周邊國家對中國解放軍的動向也不敢鬆懈。 

  隨著中國國力的躍升，自2004年起在世界各地廣設「孔子學院」，北京利用這個展

現中華文化「柔性國力」的機構，作為中國黑暗勢力進入外國大學與學術機構的跳板，

與西方普世價值展開意識形態的鬥爭。北京政府除了用錢收買外國的政治人物，營造有

利於中國的政治氣氛，也利用金援影響外國學術研究機構的運作，干預不得從事有關法

輪功、台灣民主與獨立等敏感性議題的研究。7近來，甚至要求國際重要學術出版社與知

名大學的資訊網站必須配合中國控管，隔離中國人民閱讀有關天安門大屠殺、迫害西藏

人權等不利中國統治的學術著作。8對於具有外資背景的企業或大學則要求配合設立黨組

織，提供具共產黨黨員身份的高層主管決策權。9 

  總而言之，中共十九大後進入習近平主導的新時代，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美麗願景背後，深藏一股以國家富強、軍事強大、意識形態鬥爭為核心，實現強國建

軍「中國夢」的強烈野心。北京的如意算盤就是透過中國政經影響力與軍事武力崛起的

態勢，達到與美國並駕齊驅的地位，甚至取代美國，成為引領世界的霸權強國。 

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傳達的意涵 

  自從1979年美中建立外交關係以來，歷任的美國總統認為脆弱的中國需要美國的協

助，給予北京最惠國待遇與必要的援助，協助改善中國的體質，幫助中國融入國際體系

並展開民主化與自由化的政治改革。10但是，中國推動改革開放三十年之後成為世界生

產工廠，經濟變得富裕、綜合國力也明顯提升，並沒有出現和平演變的跡象，反而走上

一條與西方民主國家的預期完全不同的道路。2001年發生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2003年

美國出兵伊拉克，2008年國際金融風暴又接踵而來，對美國的國力帶來嚴重衝擊消耗，

北京政權注意把握這個可乘之機，以中國的成功崛起衡量自己該有的國際地位，虎視眈

眈爭取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地位。 

  川普總統就任以來，一再宣示要讓美國再度偉大，最近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

告》強調美國面臨來自全球日益增大的政治、經濟與軍事的競爭，俄羅斯與中國是其最

大威脅，不僅侵蝕美國的安全與繁榮，也挑戰美國在世界的霸權地位。該報告特別指明

中國是「戰略競爭對手」，相較於過去歷屆總統對中國的報告都是原則性表述，川普總

統展現的態度更為明確。顯然，川普總統已注意到中國表現在外的盡是對外軍事擴張的

行徑與追求經濟霸權的野心，為了扭轉美、中建交以來的既有國際經貿秩序與地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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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塊，捍衛美國的國家利益與核心價值，川普總統面對中國的態度，實在沒有過於軟弱

的理由。11 

  為了對抗中國積極擴張的意圖，川普總統在這份涉及國家安全的戰略報告中，將中

國視為不公平貿易的競爭對手，高舉美國經貿利益為優先的保護主義，正面迎戰來自中

國的產品傾銷、匯率操縱與政府補貼；調查中國強迫美國企業進行重要技術轉移、盜取

美國高科技的關鍵技術、竊取智慧財產權及高價收購高科技公司等違反公平貿易的行

為。川普政府為了挽回美國在製造業上的頹勢，全面引導外流到中國的產業回到美國投

資，創造更多工作機會，提升美國人民的所得，回復全球經濟火車頭的地位。12此外，

為了因應中國一方面積極推動「一帶一路」的國際經貿戰略，及在南海島礁興建軍事化

的前哨基地，美國政府不僅積極在亞洲進行軍力重新部署，而且提出「印太戰略」，結

合日本、韓國、印度、澳洲與其他亞太盟邦之力，建立一個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區域。由

此可見，「印太戰略」已成為川普政府增進對亞太與印度洋地區影響力重要的一環，也

是用來制衡中國透過「一帶一路」的戰略佈局自太平洋擴張勢力到印度洋的關鍵。13 

蔡英文政府所面對的考驗 

  2017年的亞太區域確實出現一個新的不確定態勢。中國在南海化礁為島填海造陸所

引發的爭議並未平息，朝鮮半島又因為北韓進行加速度、密集的飛彈試射與核武試驗，

使得區域緊張的情勢更為提升，不但引起全世界各國高度的關切，而且連帶牽動美國、

日本、韓國以及中國與俄羅斯等國家關係的微妙變化。面對錯綜複雜的區域戰略環境及

諸多安全挑戰，美國又將中國視為未來競爭的敵手；美、中關係進入新的競爭時代，台

灣在維持亞太和平安全的戰略地位再度受到重視的同時，中國轉向打壓台灣的力道勢必

增強。在此新的大環境之下，台灣應該如何因應？ 

 一、落實國防自主、建立堅實的國防武力 

  蔡英文就任總統以來，始終以低調、自我約制、絕不挑釁中國的柔性態度，處理台

海兩國兩岸以及重要的外交政策。顯然一再對中國釋出善意，但是並未能換來中國的善

意回應。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的報告中，訴諸恐嚇性的口氣，強調「我們絕不允許任何

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的領土從中國分

裂出去」，絕不允許台獨分裂的意圖得逞。十九大之後，北京的行徑更是變本加厲，解

放軍的軍艦機在我國周圍海空領域演訓、擅自使用M-503航線，甚至環台騷擾朝向常態

化，其最大的意圖就是向世界宣告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雖然談到未來美國將依「一個中國政策」與《台灣關係

法》維持與台灣密切的聯繫，並提供台灣在安全防衛與嚇阻威逼的需求，但是我們不能

心存僥倖無所作為。我們必須認清一件事實，台灣最大的安全威脅來自中國，台灣要捍

衛自己的安全，要維持區域的和平與穩定，不能期待國際的奧援，唯有落實國防自主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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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堅實的國防武力，才是國家安全與人民性命財產最大的保障。面對撲朔迷離的國際

局勢，中國一再要突破美國主導的第一島鏈防線，挑戰美國的亞太安全體系，台灣應該

展現更積極的態度與作為，持續強化國防戰力：不僅在第一島鏈發揮關鍵的戰略位置，

制約中國勢力的擴張，同時，也要在「印太戰略」下與日本、印度、澳洲等民主國家合

力串連，成為箝制中國「一帶一路」政經戰略，護衛太平洋與印度洋自由開放秩序，扮

演一個不可取代的要角。 

 二、多元化貿易對象、塑造強健的經濟體質 

  新南向政策是蔡英文政府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也是擺脫對中國市場高度依賴

的主要手段。對外貿易攸關台灣生存發展的課題，因此，要推動我國與東南亞、南亞國

家的外交與經濟交流，積極爭取加入區域經濟整合，尤其加入有意義的區域自由化機

制，對振興台灣經濟帶動技術水準與產業競爭力的提升有非常重大的幫助。原本的「跨

太平洋夥伴協議」（TPP），因為美國的退出一度胎死腹中。所幸，以日本為首的其餘

十一個國家並未因此而放棄，他們在沒有美國加入的情況下，合力排除萬難，決議通過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在國際經貿上，「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

協定」的出線對台灣而言絕對是利大於弊，這不但代表亞太經貿朝向自由化發展露出一

片光明的願景，同時也因為「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對所有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PEC）經濟體及個別領域開放，台灣完全符合加入的條件。14 

  台灣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既是根本改善經濟體質、推動經貿多元

化，也是降低對中國市場過度依賴的契機。此刻正是相關的國家積極串連與結盟，加速

區域經濟整合、建立世界新經濟秩序的時候。我們不可置身度外，必須將積極爭取加入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的重要性與2002年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會員

國以同等重要地位來看待。15 

 三、台美關係朝向正常化發展 

  台灣與美國目前雖然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但美國確是台灣最重要的戰略夥伴。美

國1979年通過的《台灣關係法》，對台灣的國家安全、經濟的持續繁榮以及民主社會的

自由開放，作出了不可抹滅的貢獻。《台灣關係法》更促成台、美政府雙方重要戰略與

經濟利益的親密關係，兩國人民也因為重視民主自由、人權保護的普世價值，共同追求

人類永續發展的價值而結合在一起。 

  當前世界局勢的演變早已超乎美國的想像，尤其是中國企圖改變台海和平的現狀，

美國應該順應局勢調整對台的政策。2016年12月台灣總統打破台美斷交後的外交慣例，

與總統當選人川普進行歷史性的通話之後，台美雙邊關係持續升溫。隨後，美國政府開

放持有台灣護照的人民申請「全球入境計畫」（global entry）給予快速通關的禮遇16，美

國國會積極推動台美雙方高層互訪解禁的《台灣旅遊法》（Taiwan Travel Act）17、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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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台安全關係與軍售戰略對話的《台灣安全法》（Taiwan Security Act）以及附帶強化美

台軍事交流條文的《2018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2018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18等。 

  台、美雙方雖然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但是在既有的基礎上已建立相當密切的互動

關係。台、美雙邊關係要持續深化，當前最重要且立即可做的代誌就是建立正常化的關

係，將非營利的「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正名為「台灣代表處」，「美國在台協會」正

名為「美國代表處」，且位階都提升至大使館的地位。同時，雙方應早日完成雙邊自由

貿易協定，美國持續強化《台灣關係法》並給予台灣參加國際組織最大的奧援，提供先

進防衛武器等，都是未來持續努力的目標。 

台灣的地位無可取代 

  美國是目前世界首要的強權，而中國則是當前崛起中的大國。台灣面對美、中兩大

強權新的競爭態勢，如何從中找出一個有尊嚴、安全的生存空間，同時彰顯台灣在促進

區域和平穩定與全球繁榮發展無可取代的地位，確實重要。 

  台灣過去曾是國際列強競逐的場所，也曾是盟軍統治下的軍事佔領地，歷經民主化

與自由化的政治改革之路，發展台灣自主獨特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制度，並落實

台灣人民的有效自決，早已演進為一個民主自由的主權獨立國家。民主是人類的普世價

值，創造一個民主自由的國際環境，是維持國際秩序的重要因素。中國霸權的崛起是對

民主台灣的最大威脅，也是對影響亞太區域穩定與全球秩序的最大變數。 

  面對極權獨裁的中國，違反《聯合國憲章》的大原則，不放棄以武力併吞台灣的企

圖野心，台灣要以民主自由的落實形象，倡導台海和平，結合世界民主自由國家的道義

及其他力量，共同捍衛民主自由法治的國際秩序。台灣人民要維持「台灣、中國，一邊

一國」的現狀，與美國要維持亞太區域和平穩定的利益不謀而合。中國執意用武力脅迫

破壞台海和平的現狀，就是違反《聯合國憲章》的和平破壞者，不但與台灣人民為敵，

更是世界所有愛好和平國家的共同敵人。 

  事在人為！面對這個風起雲湧、瞬息萬變的台海兩岸局勢，民主自由的台灣必須增

強自我的能量，無論是國防武力與經濟競爭力都不能再持續弱化下去。持續深化台美正

常化的關係，有助於穩定台海局勢、促進區域安全。當然，最重要的是台灣的命運必須

由台灣人民來決定，展現台灣全體人民的意志，這是「人民自決原則」的真諦，自助人

助、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的根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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