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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從近期區域情勢來看 

  2018年底，兩個影響區域情勢的重大變數出現。 

  首先，12月30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正式生效。1截至11月15

日，CPTPP十一國已有日本、墨西哥、新加坡、加拿大、紐西蘭、澳洲等七個會員體完

成國內審議程序，2正式落實CPTPP規範，推進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步伐。 

  其次，12月31日美國「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 of 

2018, ARIA）正式生效。3涉及台灣部分（SEC. 209），重申美國對台承諾；美國常規性

對台軍售；美總統應根據《台灣旅行法》授權美國各級官員拜訪台灣。4綜觀2018年美國

涉台三法案（Bill）——《台灣旅行法》、《2019國防授權法》、《亞洲再保證倡議法

案》，均顯示美國對台提出的友善協助。 

  就區域情勢來看，《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在中美建交四十週年前夕生效，除為

「發展美國具長期戰略視野及綜合、多面向、原則性的印太區域政策」，以充實「美國

印太區域戰略、安全利益、經濟利益、價值倡議」等政策內涵，5在美國會跨政黨提出及

支持該法案的情境下，更顯示美國整體對中國戰略的轉變。 

貳、從美中關係變化來看 

  2018年就在中共準備喜迎「改革開放」四十週年時，3月美中貿易戰驟然爆發。同

年，7月美國對中國三百四十億美元商品實施25％加徵稅率；8月美國對一百六十億美元

商品實施25％加徵稅率；9月美國對二千億美元商品實施10％加徵稅率。在中國尚待摸索

與美談判之際，美國總統川普更對外宣稱，將於2019年1月1日起，對中國輸美二千億美

元商品提高加徵稅率至25％，引起中方譁然。6雖然，最終美方同意暫緩提高加徵稅率九

十日。但為換取延緩九十日，中方的巨大代價，美中恐難於九十日內達成協議，屆時美

國仍將對二千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25％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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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商貿面向，美國在戰略圍堵中國方面，近年來亦做大幅調整。隨著川普政府上

台，美國對中戰略似乎有意轉向全面圍堵，採取更直接的作為，促使中國全面改變對外

策略。美國在立法層面，以《全球瑪格尼茨基法》、《西藏旅行對等法》落實制裁中國

違反人權及貪腐官員，7而「2019國防授權法」及《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則強化美國對

中國軍事、投資等面向制肘。司法層面，美國調查及逮捕中共「千人計畫」涉案人士，

並宣布計劃限發中國赴美留學簽證。 

  而在美國防堵中共「銳實力」方面，則從各大學關閉「孔子學院」、麻省理工學院

無提前錄取中國高中畢業生、8史丹佛大學今年度沒有面試任何中國學生等方式進行。9此

外，近期美國學者發佈「中國影響力及美國利益：提高建設性警覺」報告，更詳述中國

「銳實力」在美國政商學界的影響。10美中關係的惡化是全面性的轉變，縱然美中貿易談

判尚在進行，但我們可預期的是美國對中國的圍堵政策將持續擴展。 

參、從台灣在國際的角色來看 

  台灣在政治上受地緣政治、大國權力競逐的影響，經濟上受大國市場的吸納，面對

大國的決定性因素，台灣的主動權往往是悲觀而渺茫。2014年John Mearsheimer《向台灣

說再見》（Say Goodbye to Taiwan）一文即指出，台灣無力左右越來越不利於維持獨立現

狀的大勢。中國快速崛起，即便美國願意協防台灣，仍須考量未來中美相對權力縮小、

「核嚇阻」及中國地緣相對靠近台灣的優勢，有可能使美國在戰略上得出「放棄台灣」

的結論，屆時，台灣最好的選項只有尋求「一國兩制」的統一。11台灣噩夢的解套方式，

唯有「祈求中國經濟趕緊衰敗」。12
 

  不過，去年美中貿易戰開打為中國經濟帶來的挫敗，以及「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

下行的消息，都該為我們而言是奇蹟似的喜訊。近期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2018年

第三季GDP年增6.5％，創2009年第一季以來最低水準；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副

所長向松祚演講透露，2018年中國GDP增速不是官方公布的6.5％，而是1.67％；此外，

中國股市跌破2,700點，房市泡沫破滅狀態亦已出現，重點地區房價下跌逾三成。13
  

  台灣固然受到中國無所不用其極的國際打壓，造成台灣在外交影響力不足。然而，

台灣位處印太區域中心，我們成熟的外貿及海空運輸業，亦使我們成為印太區域重要的

運補節點，更可積極扮演印太區域的關鍵角色。 

  2016年我們提出「新南向政策」，引導台商向東南亞投資，脫離中國「紅色供應

鏈」的吸納，分散台商投資風險。2018年3月美國國務院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局副助卿黃之

瀚訪台期間，表達美方樂見台灣推動「新南向政策」政策。14然而，因長年台商與中國大

陸產業結構的盤根錯節，兩年來新南向的成果有限。 

  此外，縱然「川普新政」及「美中貿易戰」促使台美關係升級，有利固化美國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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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衛協助，然而，台美間的外交紅利，並未具體逸散在經濟層面，更因爲美中貿易戰，

使得對美出口的台資企業，蒙受美中對峙帶來的經濟損害，15恐將成為台灣產業投資及轉

型過程中的陣痛期，亦為政府政策推動不利的重要原因。未來中美從商貿擴散至各層面

的衝突中，台灣該如何調整既有政策？台灣可以主動扮演什麼角色？確實是我們戰略想

定應該深入探索的實際問題。 

肆、從國內出發尋求台灣的國際佈局 

  2018年11月九合一及公投選舉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隨即於12月7日針對核食公投及

CPTPP回覆記者，「食品管制一定要有科學根據，這是國際上所確立的規則。此事如違

反WTO規則，日本不排除向WTO提告。此外，CPTPP今（2018）年之內將生效，在台灣

表態想加入之際，發生這樣的事態無法加入，我感到非常遺憾」。16
 

  關於參與區域經貿整合。2011年311日本核災發生迄今七年，是否開放福島等五縣食

品進口的問題，始終困擾前後兩任政府。從日本福島五縣食品能否進口及公投案來看，

食品進口不只是經濟及食安問題，更是嚴峻的政治問題——朝野以食品安全作為鼓動民

意的口號，使台日民間友好、安倍政權對台友善不斷消耗。福島五縣全區食品解禁與

否，不僅影響台日外交，同時也影響台灣加入CPTPP參與經貿整合的路徑及時程。台灣

是WTO會員國，理應按國際規範及科學標準遂行食品檢驗，不得形成額外非關稅貿易壁

壘，台灣應遵循市場經濟邏輯，既符合國內規範標準，即逐步予以開放進口。面對日本

福島五縣食品解禁的政治問題，政府必須主動出擊。 

  關於深化與美國經貿合作。去年9月美國陸續完成重談美韓自貿協議、北美自由貿易

協定等，並展開與美日、美歐自由貿易協議磋商。美國採雙邊談判推動美國自由貿易議

程的作法，台灣將可能迎來台美自貿談判的可能性，美國是台灣第二大貿易夥伴，與美

國洽簽FTA可強化台灣對美出口的相對優勢，有助於台商回流，或以台灣作為轉口貿易

基地，帶動台灣經濟熱潮。此外，與美國洽簽FTA，亦可重整台灣國內產業結構，並藉

著台灣高科技硬體的技術優勢，吸引美國對台投資——特別是在5G、AI等領域——推促

台灣產業升級。 

  其次，台灣亦應積極促進與美國各州的貿易及投資機會。舉凡美國愛達荷州美樂

家、美光科技均在台投資，美光更是台灣最大的外資廠商；台灣採購愛達荷州的小麥，

也使台灣成為愛達荷州第二大出口市場，17更讓台灣在美中貿易戰期間扮演重要角色，既

穩定愛州小麥的出口，同時也照顧到美國農民在貿易戰中可能蒙受美國失去最大貿易夥

伴——中國——採購的風險。台美在州層級的投資及貿易互動，不僅互惠台美經貿關係，

更強化台美基層人民的相互理解與經濟依存。 

  關於防衛台灣落入中國設下的自縛陷阱。台商基於兩岸語言相近，以及中共各項統

戰措施，台商發展成中國大陸重要的經濟支柱。台商固然從中國經濟繁榮分得利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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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終卻也成全一個誓言終結中華民國台灣獨立現狀的潛在區域霸權。當前中共統戰

採「融合發展觀」，為求培養台灣從兩岸和平發展走向兩岸和平統一，透過把台灣民眾

「請到中國去」，讓台灣基層民眾共享中國的「繁榮發展」。18 
2018年2月28日中共對台

推出「三十一條惠台措施」，隨即，中國各省市亦提出各自的惠台政策，截至2018年7月

已有十一個省市提出近六百條惠台措施，19平均每個省市至少五十條為台商台生留在中

國、吸引台灣民眾前往中國的惠台政策。中國新的對台政策不僅是統戰工作，更重要的

恐怕是中國如何在外資不看好的經濟實況，留下甚至是吸引更多為中國經濟締造重要貢

獻的「台灣人」，繼續慷慨地為中國解囊及貢獻心智。 

  台灣可以為了新興市場的誘惑，上當一次，但聰明的台灣人不應該再為「個人口

袋」上當第二次，更大的國際市場等著台灣開拓參與。John Mearsheimer「向台灣說再

見」最後一段話，值得我們再次作為警惕——「對台灣而言，一個強大的中國不僅僅是

一個問題，更是一場噩夢」。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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