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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戰略已成為美日澳歐等國之主要亞太區域戰略 

  「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已成為本世紀涉及亞歐大陸、太平洋與印度洋

等區域秩序安排的關鍵指涉詞。這個源自於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從2006

年提出的戰略構想，在2017年被川普政府鼎力支持並發揚光大，雖然一開始因為各國對

川普個人的疑慮，使得印太戰略經歷一段相對較長時間的觀察期，但之後是逐漸被接

受。在今天包括印度（2018）1、東協（2019）2、法國（2018）3 4、德國（2020）5、荷

蘭（2020）6 7、歐盟（2021）8、英國（2021）等9，都對此構想表達認同，甚至更提出自

己的印太戰略構想以與其對話，顯示了這個想法已經被接受與擁抱。 

  雖然之後各國的印太戰略內容也些許不同，但印太地區國家所提出的印太戰略比較

有主動色彩，畢竟與自己要如何經營這個自身位於其中的關鍵區域有關。而印太地區以

外國家的印太戰略，則較像是針對印太區域及其開展出之印太戰略的對應戰略。但不論

如何，包括美國川普政府所提的印太戰略，基本上都是安倍版印太戰略的變種，或是與

其對話的產物。 

安倍版印太戰略的兩大特徵 

  這個源自於安倍晉三構想的印太戰略有兩個特徵。第一，這是針對中國的戰略競爭

策略。雖然安倍在2006-2007年擔任首相時，提出要以美日澳印四個亞太民主大國為核

心，一方面要維護弧線外以民主國家為主的海洋民主，並建構一個克制弧線內以獨裁與

失敗國家所構成的不穩定域內狀態，既鞏固繁榮之弧，也伺機可以擴大民主勢力。因此

在當時並不是個以圍堵中國為主的策略，更多是基於應對恐怖主義與國家失敗治理所形

成對區域的不穩定狀態。當然，中國當時是胡錦濤執政，雖然已經有「百年馬拉松」

（one hundred years of marathon）、「長期博弈」（the long game）的構想，但當時胡錦

濤還是謹守鄧小平「韜光養晦」的箴言，不像之後的習近平這麼「有所作為」，對於區

域秩序的挑戰並不明顯（但對台灣壓力持續上升）。因此當時印太戰略的對中競爭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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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並不突出。 

  等到安倍第二次回任首相，也是習近平開始擔任總書記時。習近平在還沒擔任總書

記，還只是「王儲」時，就越過胡錦濤直接對美提出「建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已經

引發不少議論。而習近平於胡錦濤時代後期開始主導釣魚台議題，也顯現對日本的灰色

施壓。因此安倍在2013年初準備回任總理時，可能是日本比其他國家更早一步與習近平

打過交道，對習的政治傾向更有感受，特別是當時其他國家多還在猜測是否是「胡規習

隨」時，安倍已經確立了其中國政策是要以競爭為主的基調。 

  因此安倍回任首相後再度提出的印太戰略，就出現明顯對中競爭的色彩。只是在美

國歐巴馬總統任內無意回應習近平挑戰亞太秩序的作為，安倍也只能低調的企圖說服印

度、澳洲、及東南亞部分國家認同這個戰略願景。直到川普政府上台後，才全面接受安

倍的主張，進而將日本版的印太戰略發揚光大，更強調對中國是全面競爭關係。這個過

程顯示日本領先美國採取對中國的競爭策略，2017年底美國會公開出現對中戰略的全面

改寫，就是透過安倍政府取得的戰略靈感。 

  安倍版印太戰略的第二個特徵，是這是從亞洲國家針對亞太地區，首度提出以海洋

為主導的戰略思想，同時也是個來自亞洲國家，意圖以民主價值為核心召喚國際合作的

外交策略。 

  安倍2007年8月於印度國會以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為題發表演講，對其印太戰略

提出詮釋10。這個演講的特點在於從太平洋與印度洋出發連結日本與印度這兩個國家，一

方面突出了海洋作為連結通路的角色，海洋不再被視為是國與國間交流的障礙與阻隔；

二方面沿著這個海洋視野，安倍將日本與印度的關係定位是海洋亞洲的交流關係，將其

重新連結到大航海時代來臨前盛行在印度洋的信風交流史（Monsoon）、努山塔里亞／

海洋東南亞（Nusantaria）的南海交流史11，以及盛行於日本、韓國、琉球、台灣、中國

東岸的東海互動史。顛覆了過去七十年來偏重從亞洲大陸出發，將海洋亞洲當成大陸邊

陲的戰略想像。 

與中競爭、海洋視野、對抗亞洲價值 

  正是這個強調海洋交流、貿易合作、不以侵占土地來證明國力強大的基本思維，先

天會更傾向區域的自由與開放，希望建構一個「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就是很自然的結

果。安倍版印太戰略的特殊之處，就在於他不僅是根據海洋亞洲的歷史經驗出發，提出

了海洋亞洲的戰略想像，還意圖根據這個經驗所凝聚出的價值，重新建構亞太的戰略秩

序。 

  也因為安倍版印太戰略突出了自由與民主，使得這個印太戰略的價值層面極為明

顯，不是個單純以權力均衡為目標的現實主義策略，也因為這是來自亞洲國家擁抱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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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價值，是直接對「亞洲人不適合民主」的亞洲價值論嚴重打臉。 

  後冷戰初期，新加坡的李光耀、馬來西亞的馬哈地，中國的江澤民等亞洲政治領導

者，強烈抵抗當時盛行的「歷史終結、民主必勝」論，並將其反政治民主的想法總結為

亞洲人不適合民主的「亞洲價值論」。李登輝總統是當年極少數對此正面迎戰的亞洲領

袖，之後並以實際作為證明前述領袖主張的荒謬。 

  這個「亞洲價值論」現在的主要代言人就是習近平，但與先前主張「亞洲價值論」

主要是以「防禦」民主等普世價值為主不同，習近平現在是反向而行，主張其舉國體制

的優越性與民主體制的弊病，有意建構有別於民主的普世價值，以及與其相聯繫的另類

治理體制。在此，安倍的印太戰略不僅是對三十年前亞洲價值論提出了亞洲人的反對，

延續當年李登輝正面力抗亞洲價值論的立場，也是在今天對習近平高舉獨裁統制價值的

亞洲式回答。 

中國對印太戰略的反制作為 

  這個挺身與中競爭、顛覆大陸看待海洋的視野、以及高舉民主價值對抗獨裁統合體

制的印太戰略，每一項都與中國／習近平的主張相反，自是被中國視為眼中釘而全力反

對。有人說中國是在與美競爭的脈絡下反對印太戰略，但這樣也免太小看中國對於民主

價值的疑懼，以及印太戰略對於其大陸視野的顛覆性。 

  中國的反制包括先鞏固其位於亞洲大陸的同盟，接著意圖分化位於印太戰略核心的

「四方安全對話」的美日澳印夥伴關係，同時針對連結印度洋、太平洋要道的東南亞諸

國進行拉攏與威脅，意圖切斷兩洋的聯繫。之後更伺圖對太平洋島國發動外交攻勢，以

求進一步弱化美澳日在太平洋的合作協調能力。對中國來說，只要能持續對東南亞做工

作以將太平洋與印度洋分離，就可以達到將印度孤立在印度洋的目的，在這個基礎上持

續對太平洋島國發動攻勢，就可以進一步弱化美、日、澳的連結。當美日澳印這四個位

於印太的主要海洋國家無法合作，「四方安全對話」就會失去對印太區域的發言權，使

得亞太地區重回大陸亞洲為主，海洋亞洲為輔的戰略秩序。 

  2018年當美國提出國安戰略確定與中國屬競爭關係，同時對中國發動貿易戰，中國

立即調整對日本與印度的態度，希望分化美日同盟以及美日印關係。中國主動與日本修

好，邀請日本首相安倍10月訪中12，也在更早先的4月主動邀請印度到武漢舉行非正式峰

會13，即便中國與印度於前一年（2017）才在洞朗地區出現超過兩個月的軍事對峙。 

  2018年也是中國改變原先立場，積極推動與東協國家完成「南海各方行為準則」

（Code of Conduct, COC）的時刻。中國原先對於COC態度不甚積極，在2002年完成「南

海各方行為宣言DOC」，之後直到2016年菲律賓杜特蒂總統上台，不再強調南海仲裁，

且公開與美國唱反調，中國才調整原先只與聲索國展開雙邊對話，不願與東協就牽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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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部分的南海議題展開協商的立場，北京也於2017年利用菲律賓擔任東協輪值主席的機

會，開始推動「各方行為準則」的討論，並在2018年8月完成「各方行為準則」的單一文

本草案「共識」。如果看到「共識」的草案中中強調東協各國在南海與中國舉行聯合軍

演外，還提到中國與東協以外的第三方不得參與在南海的軍演後，就會知道中國是意圖

利用「南海各方行為準則」，來防止美日澳印或其他非東協國家在南海有任何可能的軍

事存在14。因此中國會一改先前對協商行為準則的遲疑態度，開始主動爭取討論並積極推

動，應與其反制印太戰略的作為有關。 

  中國對東協除了力推「南海各方行為準則」的協商外，也連帶對東協可能出現印太

願景發動全力遊說，希望東協不要對印太戰略背書。同時積極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合作

夥伴協議RCEP」的協商。前者經過一段期間的爭論，於2019年通過東協對印太的展望

（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而非一開始計畫的「東協印太展望（ASEAN 

Indo-Pacific Outlook）」15。RCEP在2020年底完成協商16，並於2022年元月正式生效。值

得一提的是，這個RCEP協商過程最後也導致印度退出，日本對此極為遺憾，而中國利用

RCEP展現對東協影響力而收穫滿滿的情形。 

  中國在2019年9月連續拔除台灣與索羅門、吉里巴斯的邦交，目的非只是拔台灣的邦

交國，而是著眼於這兩個國家的地緣戰略位置17。索羅門群島就在澳大利亞的東北方，除

了遙望澳大利亞北方達爾文港的美國駐軍外，也能對澳美聯繫產生攔截的作用，證諸之

後中國於建交後有意在索羅門群島派駐軍隊18，顯見中國與所羅門建交的意圖並不單純。 

  同樣的道理，中國與吉里巴斯建交也是著眼於吉里巴斯的戰略位置。吉里巴斯就位

於太平洋中央，連結夏威夷與澳洲、更是美國海軍在太平洋向第一島鏈移動的必經之

路。在中國與吉里巴斯復交後兩年，傳出中國有意在重建在吉里巴斯的美軍廢棄飛機跑

道，吉里巴斯反對黨領袖對此評論認可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19。 

  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在2018以後對於亞太及太平洋地區的外交作為，顯然就是在其

反制印太戰略，削弱美日澳印「民主鑽石／四方安全對話」的目的下所展開。中國正在

竭盡全力反制印太戰略。 

侵烏戰爭對印太戰略的影響 

  今（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全面侵略，此舉對印太戰略的發展也有兩

大影響。 

  首先，這個事件將原先歐洲要大步向前，在2021年9月發布《歐盟印太地區合作戰略

公報》（Joint Communication in the Indo-Pacific）20的基礎上全力推動的印太戰略，其進

度立即受到影響。不僅原先印太戰略的內容面臨改寫，而且其重要性也必須讓位於應對

來自俄羅斯以武力改變歐洲現狀的威脅。結果是在2月法國主導的歐盟與印太區域的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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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後提出《歐盟於印太地區的合作戰略》（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

Pacific）21，到現在沒有進一步動作。 

  因對烏戰爭在即，美國拜登政府擔心之後可能出現的援烏抗俄需求，會影響美國原

先的印太部署，因此立即在2月中提出其「印太戰略」，比起預定要提出的國安戰略還更

早22，且其國家安全戰略也因侵烏戰爭及須對俄羅斯威脅再定位而有改寫的必要，導致其

遲到今（2022）年美國時間10月12日才發佈23。再加上之後為援助烏克蘭，影響原先計劃

的資源分配，雖然美國未派軍隊進烏克蘭，但是包括情報、後勤、彈藥補給以及未來的

武獲順序等，都因此出現不小的變化，也開始對台灣不對稱防衛戰力的建軍時程產生影

響。因此侵烏戰爭直接影響歐盟印太戰略的產出，也迫使美國改寫其國安戰略，提高對

歐安全事務的資源挹注，與提早提出其印太戰略（雖然美國還是將中國視為未來的首要

威脅）。 

  但另一方面，因為中國在俄羅斯侵烏之前先是與俄羅斯共同宣佈其「無止境」（no 

limitation）的戰略合作，更屢次反駁美國俄羅斯可能侵烏的警告，也在俄侵烏成為事實

後不願抨擊俄羅斯，並以官方資源協助散佈俄羅斯侵烏與反北約的主張。中俄聯手似乎

成為現在進行式。之後，俄羅公開反對印太戰略與四方安全對話，更公開支持中國的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以及美國援台是破壞台海現狀，帶來台海緊張的北京指控。俄

羅斯顯然在印太區域與中國出現緊密合作，莫斯科更隱然在中國會對台動武一事上採支

持立場。中俄聯手讓在歐洲出現的侵烏戰爭與台海可能出現的中國侵台議題，這兩個在

歐亞大陸兩端的衝突，因此合而為一，也因此印太戰略與歐洲安全直接相關。不僅歐盟

國家因此更需要建構對印太的戰略，日本、韓國、澳洲、印度等印太國家也同樣需要將

歐洲可能出現的事變，列入其總體戰略考量了。 

印太戰略讓台灣的戰略價值從谷底翻身 

  這個以與中國競爭為主，從海洋視野出發，強調自由民主開放等價值的印太戰略，

台灣就是在這個針對中國的兩洋戰略之中心點。因此這個戰略的本質就會含括台灣，也

會高度重視台灣，而從去年拜登政府開始將台海安全議題國際化的發展，更像是這個戰

略本身進展到某一階段的必然結論。這是因為如果要能成功與中國競爭，就一定要能夠

保住台灣不落入中國之手，而台灣本身位置對兩洋聯繫的重要性，也代表台海安全議題

是不可能被兩岸關係化與局部化，而一定會朝向多邊化、區域化等方向發展。 

  這個特點更因為台灣本身成功的民主轉型，以及在高科技領域所佔據的關鍵位置，

而更被凸顯，台灣對印太戰略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地緣政治，也在於其重視的價值，以及

掌握（強化）競爭能力的科技制高點。 

  與過去相比，可以發現這個轉變所代表的意義。簡單來說，就是當戰略視角出現轉

變，台灣的價值就會被發現（或會被掩蓋）。過去在大陸主義的視野下，台灣被當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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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陸的東南邊陲，與中國的衝突被當成是要不要與中國合在一起的統獨爭議，台灣

因民主所產生對自己命運的決定權之呼籲，對台灣認同的強調，以及要求深化民主所產

生對憲政體制改換的合理要求，與落實公民直接參政力的公投主張，也被以經營美中關

係為其管理亞太政策主要工具的美國策士們，貶低為造成台海不穩定的來源，或是一群

感性充斥，激情滿滿的民粹主義白癡。華府與北京還曾有一段時間基於擔心其對一中政

策／一中原則的挑戰，把台灣認同視為給台海帶來潛在危機的洪水猛獸。這些現被印太

戰略視為瑰寶的資產，當時可是被美中聯合打擊到體無完膚。在「美中共管台灣」聲浪

高唱入雲時尤然。 

  但當重視海洋、強調與中競爭、主張民主自由價值的印太戰略一出場後，台灣就從

亞洲大陸邊陲的身分翻轉為兩洋聯繫的中心點，台灣認同被視為是維繫台灣自主與台灣

民主的關鍵而被珍惜，台海爭議也不再依從中國主張的統獨論爭，而是對印太海洋秩序

的威脅，因此不是一個侷限在台灣海峽的雙邊爭議，而是個會影響兩洋聯繫，翻轉亞洲

海陸勢力對比的關鍵事件，因此必須以區域化、甚至全球化的角度視之。台海安全也因

此需要國際化，管理台海的合適工具絕對不是美中台三邊架構，更不是兩岸關係，而會

是關係整體印太權力平衡的大事，因此需要更多的利害關係者參與以便建構一個合理的

穩定架構。 

台灣須提出自己的印太戰略 

  我們看到印太戰略如何翻轉亞太區域秩序的經營視角，也發現這個典範轉移，是讓

台灣戰略地位出現改變的認知關鍵。但這也代表台灣自身的戰略安全視角也必須隨之改

變，這就對台灣提出一個新要求，意即台灣必須要提出一個由海洋視角出發，從自己角

度發展的印太戰略。只有建立這個戰略，與其他不同國家、不同版本的印太戰略才有合

理的對話，以參與印太秩序的建構。 

  從海洋視角出發的戰略，表示台灣的印太戰略本質上就是個海洋戰略，並以此指導

台灣的區域交往。「新南向政策」是近幾年來台灣首度提出自己的區域戰略，但這個新

南向政策本質上更像是區域交流及經濟合作戰略，雖然「新南向政策」有著重新對台灣

區域定位再定義的意味。但我們更要學習從海洋看待陸地，從海洋看待島嶼，一方面認

知不同海洋所帶來的不同人類活動、區域歷史、及其衍生的不同戰略需求，二方面也要

能利用海洋合一的連結性，透過海洋統合台灣對東北亞、太平洋、努山塔里亞、東南

亞、環印度洋、南太平洋諸國的戰略想像與預期。我們須給海洋亞洲應有的重視，不再

將大陸亞洲視為唯一。 

  在台海議題上，也唯有從整體印太戰略的發展與實踐，台海爭議才能被合理的看待

與處理，甚至獲得合理的解決。這也代表從台灣的角度出發，針對兩岸關係的操作，台

灣必須嘗試將其放在自身的印太戰略之下處理。這些都不是在兩岸關係視角，或是倚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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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美中台三角架構能夠提供的。 

  一個能永續發展的戰略，不是只有現實主義的地緣分析，其構想也須合乎歷史實

踐，與植基於這個社區共享的價值。安倍印太戰略是對當今國際局勢與中國挑戰，從亞

洲海洋視野角度的回答，也給了台灣建構其印太戰略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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