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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強權互動中台灣的角色 
 

●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編按：本文轉載自陳隆志著，《台灣國家的進化與正常化》第二版，第十二章，（台

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2023年12月），頁277-289。 

 

  美國是目前世界首要的強權，而中國則是崛起中的大國。假使美、中兩國有相同的

價值理念，願意合作維持國際和平及秩序，發展國際關係，落實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

自決原則，同時促進國際合作，合力解決關於經濟、社會、文化與人類福祉等盤根錯節

的國際性問題，不會是一件難事。不過，當專制獨裁的中國另有所圖，以窮兵黷武的姿

態，意圖顛覆當前以國際法為基礎所建立的國際秩序，使用經濟利誘或脅迫等不公平的

貿易手段進行擴張，壓迫其他國家接受中國設定的條件，造成中國競爭優勢之態勢，凸

顯美國與中國雙方存在著發展價值的衝突與意識形態的對立。如何妥善處理雙邊無法化

解的矛盾，對雙邊政治領導人的管理能力與政治智慧帶來考驗。 

  從台灣的角度來看，現在的台灣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最感榮耀的時刻，但2022年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打破慣例取得第三任期之後，對台灣動武的風險已經大幅提高。國際社會對

中國無所不用其極要孤立台灣、併吞台灣的威脅，絲毫不敢大意，一再強烈表態反對中國武

力或脅迫片面改變台海現狀的立場，顯然台灣的獨立自主與國家安全對全球發展至關重要。 

  台灣繼續維持一個主權國家的獨立自主，經濟繁榮發展，以及民主自由、人權法治

的體制與生活方式，是今日台灣人民必須全力以赴的課題，這不但與當代台灣人及其後

子子孫孫存亡禍福息息相關，也是國際民主陣營為促成印太區域的和平穩定，確保全人

類永續生存發展所必須克服的重要挑戰。 

第一節 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民主聯盟圍堵中國態勢逐漸形成 

  2022年2月俄羅斯在全球關注下，以「去軍事化」與「去納粹化」為理由，對烏克蘭

展開「特別軍事行動」入侵烏克蘭。這場由俄羅斯所發動的侵略戰爭，被美歐各民主國

家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大陸最大規模的戰爭，不但直接衝擊區域的和平與

安定，而且也對當前國際法為主體的國際秩序帶來「最直接、最嚴重的威脅」。在地緣

政治上，台灣與烏克蘭的處境類似，同樣面對旁鄰強國的併吞威脅。由於台灣對國際經

濟發展與全球供應鏈占有不可取代的地為，重要性不輸給烏克蘭，面對中國竭盡所能想

要透過軍事、政治、經濟、外交與認知作戰等手段併吞台灣的威脅，全世界各國將目光

專注烏克蘭戰場發展的同時，自然也會聯想台灣海峽的和平穩定，擔心今日在烏克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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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戰事會不會明日也在台灣發生？ 

  2023年4月10日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刊載一篇專文探討「為何台灣

對世界至關重要？」（Why Taiwan Matters to the World ?）。該文明確指出捍衛台灣主權

獨立與國家安全的重要性，除了涉及全球民主陣營的未來發展，也包括國際政治權力的

平衡與世界經濟與產業供應鏈的重整等重要事項。同時，凸顯讓台灣遠離中國的魔掌，

維持台灣海峽的和平安定，對保持以人性尊嚴、人類安全為中心以及國際法為基礎的最

適當世界秩序非常重要。 

  同年9月13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

國際研究學院發表《新時代美國外交的實力與目標》（The Power and Purpose of 

American Diplomacy in a New Era）專題演說，強調冷戰的結束，帶動全世界朝向和平與

穩定、國際合作、經濟互相依賴為發展基調的國際局勢。隨著俄羅斯發動侵略烏克蘭的

戰爭，對《聯合國憲章》及國際法有關主權獨立、領土完整與人權法治等核心原則的國

際秩序，構成最迫切、最嚴重的威脅。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我們不可忽視的主要

威脅，因為中國不但野心勃勃想要重新建立國際秩序，而且愈來愈具備達到這個目的所

需要的政治、外交、軍事與科技實力。中國與俄羅斯正在聯手，想要合作打造一個符合

極權專制政府發展的國際環境。 

  確確實實，俄羅斯發動入侵烏克蘭戰爭與中國在南海、台海窮兵黷武的擴張本質，

地緣政治緊張的程度不斷上升，對國際社會的秩序與規則帶來挑戰，凸顯冷戰後形成的

國際秩序已經結束的現狀，接下來所要面對的將是民主與威權激烈競爭的新時代。為了

因應當前俄羅斯與中國聯手挑戰國際秩序，以美國為首的國際民主陣營需要聯手國際民

主友邦以具體的行動，促成一個自由、開放、安全與繁榮的世界願景。 

  美國採取「合縱連橫」的外交戰略，除了集結跨大西洋盟友之力，也拉攏串連印太

區域國家、一方面全力支持協助烏克蘭取得戰爭的最終勝利；另一方面，因應台海變化

多端的新變局，正視中國窮兵黷武的本質，是影響台海和平與印太區域穩定的主因。美

國促成民主戰略聯盟的連結融合，藉由國際規範的制定，強化印太地區的軍事實力與區

域經濟聯盟，共同對抗制衡專制獨裁中國的擴張。 

第二節 台灣是全球民主自由同盟對抗專制獨裁政權的最前線 

  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是人類文明社會的核心價值，也是確保每一個人的人性尊嚴，

建立公義的社會與促進國家穩定發展，以及維持國際秩序的重要因素。 

  台灣過去是二次大戰後盟軍統治下的軍事占領地，1987年7月結束蔣介石流亡政府戒

嚴威權統治之後，開啟民主改革的序幕。1996年台灣舉行總統直接選舉，2000年、2008

年與2016年接續共完成三次和平的政黨輪替。台灣在建構民主體制的過程中，社會並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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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因此而失序，反而更具朝氣與活力。在各國政治改革的過程中，台灣維持基本的民主

運作秩序，逐步發展自主獨特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制度，並落實台灣人民的有效

自決，逐漸演進成為一個民主自由的主權國家。台灣人民所享有的民主與自由不是天上

掉下來的禮物，而是真多台灣前輩不惜犧牲性命、流血流汗奮鬥拚來的成果。這種政治

和平演變轉型，從專制獨裁走向民主自由，是近代國家發展的一個典範。 

  推廣民主和平的理念，落實人權的保障，是當前國際社會的主流價值，台灣順應國

際發展的潮流，致力於推展民主自由與落實人權法治的表現，獲得歐美先進國家的高度

肯定。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起，台灣年年在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評

鑑報告，名列為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國家之林，凸顯台灣是世界民主陣營的一

份子，落實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普世價值的典範。反觀，中國在「自由之家」提出的國家

自由度報告中，一再被視為共產黨一黨專制、反民主的國家，他們是全球不自由國家的

代表。民主台灣與專制中國的差別，是非常明顯的對比。 

  中國專制獨裁政權的崛起，不放棄以武力征服併吞台灣，是對民主台灣的最大威

脅，也是影響亞太區域穩定與當前國際秩序的主要變數。中國無所不用其極，對台灣進行

無孔不入的滲透，意圖利用台灣的民主來顛覆台灣社會，製造內部的矛盾與對立。台灣

人民對進步開放的核心價值要有信心，對反民主自由的滲透、顛覆手段更要提高警覺。 

  「德不孤，必有鄰」，台灣在民主政治發展上的優越成就，使國際社會重視台灣存

在的價值。從西方國家在俄羅斯發動入侵烏克蘭戰爭後，齊心協力站在烏克蘭身邊，合

力對抗獨裁極權國家入侵，就是捍衛民主自由人權共同價值的具體表現。無獨有偶，同

樣的結果也發生在立陶宛（Lithuania）身上。立陶宛認清中國藉著2012年與中東歐十七

個國家建立17+1合作機制的真面目，表面上是深化的投資與貿易，實際上卻是「一帶一

路」戰略的一環，目的是擴大中國在中東歐地區的影響力，並藉機分化歐盟內部團結。

2021年立陶宛乃退出17+1合作機制，與中國開始保持距離以策安全，並轉向擴大與台灣

的往來。中國無法接受立陶宛倒向台灣的事實，乃對立陶宛採取經濟威嚇的手段，仍無

法改變立陶宛的決定。確實，台灣與立陶宛的關係愈來愈密切，除了雙方都經歷過不民

主與不自由的過去之外，如今堅守民主自由的原則與保護人權的價值，這是兩國共同的

理念，也是兩國關係得以持續進展的基礎。 

  台灣選擇走民主、自由、人權與和平的道路，與國際社會的主流價值接軌，這是順

應世界發展的潮流，也是民主台灣抵抗中國霸權威脅的利器。因此，我們要發揮正常化

國家國民的意識涵養、氣度與自信心，提升台灣的國際地位與責任感，對內要集結台灣

人民的力量，以民主自由、共存共榮的價值觀，創造更大的民主能量，爭取國際民主陣

營更大、更多的支持。對外，台灣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我們不但珍惜得來不易的民

主制度與自由的生活方式，也會不惜一切代價全力守護民主自由及人權保護的普世價

值。總之，在民主自由與人權法治的發展道路上，台灣並不孤單，因為民主國家除了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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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支持，也享有經濟、科技、文化、教育、社會與國家安全等共同利益，我們要在這個

基礎上與國際民主社群國家進行更深、更穩固的連結，對抗專制獨裁政權的擴張，促進

區域和平安定與世界的繁榮發展。 

第三節 台灣是人類經濟發展、科技文明進步的結晶 

  台灣是一個以出口為導向的國家，資訊科技業經過數十年來日以繼夜的打拚奮鬥，

台灣人發揮勇於投資、大膽創新的精神，進行相關資源的整合，通過一關又一關優勝劣

敗的市場考驗，逐步形成完善的產業聚落，製造出高品質的產品，並以「台灣製造」

（Made in Taiwan, MIT）的名號，行銷全世界。 

  在台灣的高科技產業當中，半導體產業是一項進入門檻極高的產業—— 強調精密度

高、複雜度高、困難度高與專業分工，與傳統的資訊科技服務、電腦硬體、儲存及周邊

設備有所不同。在全球產業分工的體系內，雖然晶圓代工是台灣的強項，但是仍不足以

支撐大局，必須得到美國、荷蘭與日本等設備廠商的配合，以及德國、日本與美國等材

料廠商的協助，才可以滿足全世界客戶的要求。 

  台灣積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台積電，TSMC）是台灣晶圓代工產業的龍

頭，擁有最先進的晶片生產技術與高效能的工廠，自1987年成立以來，始終定位在晶圓

代工的本業上，確立積體電路（IC）產業的垂直分工模式。這個關鍵的發展模式，促使

台灣在發展積體電路技術的過程中，凝聚為數眾多的高科技公司的向心力，發揮互助合

作的精神，投入先進半導體的開發、設計、生產與封測，形成上、中、下游的垂直分工

與產業群聚的特色，再加上掌握生產速度快、客製化服務與低成本的競爭優勢，成為國

際經濟的相互依賴與相互連結的核心。台灣半導體產業在全世界占有關鍵重要的地位，

從1999年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對台灣與全世界科技業帶來嚴重的衝擊得到驗證。

當年發生的「九二一大地震」，全台各地都感受到明顯搖晃，變電所設備受到毀損而導

致斷電，許多半導體工廠都受到拖累而停工。台灣是許多國家的主要貿易夥伴，也是世界

資訊科技產業供應鏈重要的一環。台灣廠商除了生產無數的主機板、記憶體、顯示器等電

子產品，同時供應全世界各國實際應用於資通訊、消費性電子、工業用、軍用等基礎設

備不可或缺的關鍵半導體零組件，這些都是全球化商品與服務不可欠缺的一部分。由此

可知，台灣對促進世界各國經濟的發展與提升資訊科技的水準，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2018年美國的國家安全政策開始轉向防堵中國科技實力的提升與對外勢力的擴張。

川普總統對中國發動貿易戰之後，雙邊對抗並沒有緩解的跡象，一路不斷升級擴大，從

一開始涉及「不公平貿易」的問題，逐步擴展到處理「國家安全」的戰略層次。2020年

底，COVID-19疫情全球擴散與2022年俄羅斯出兵侵略烏克蘭，造成全球晶片供需失衡。

為此，美國積極朝向重建供應鏈的目標前進，從科技競爭的角度來看，美中霸權競爭的

核心就是半導體產業。眾人皆知，半導體是製造業、服務業不可或缺的零組件，也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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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人類日常生活、社會穩定發展的基礎建設，當前各種現代武器系統與全球資通訊的基

礎設施，還有人工智慧、電動汽車等3C產品的運用，都需要利用半導體製作的晶片。因

此，假使一個國家能夠掌控半導體的供應，就能輕易癱瘓敵國產業活動，甚至崩裂瓦

解。這種不戰而屈人之兵、不流血攻擊的兵法，效果比傳統武器砲彈的傷害更大。 

  換句話說，美國要繼續維持科技領先的優勢，就必須具備主導半導體發展的權力，

防堵中國在5G高速通訊與人工智慧（AI）等關鍵技術的發展。一方面加速整合友好民主

國家科技聯盟，聯手推動將中國排除在經濟繁榮網絡之外，除了強調相互維持全球供應

鏈的韌性與安全穩定性並存，並強調合作夥伴要共享民主價值、支持公平開放的貿易體

制等相同的發展理念。台灣在供應鏈安全的重要角色，也是美國極力拉攏可信賴的伙伴

對象之一。另一方面，拉攏盟友進行戰略融合，對中國進行全方位的科技封鎖，限制中

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從「出口管制」延伸到「投資管制」牽制中國半導體的發展，再

通過《晶片與科學法》（Chips and Science Act）與籌組包括台灣在內的「晶片四方聯

盟」（Chip 4 Alliance），透過盟邦合作的方式共同抑制中國的科技發展。具體的作為包

括：切斷中國取得高階晶片的一切管道，限制半導體的關鍵技術、生產設備與原料出口

到中國，禁止高科技人才提供專業知識幫助中國發展軍事科技，利用美國資金幫助中國

開發自己的高科技產品。 

  總之，美中科技戰持續升溫，啟動全球供應鏈重組的同時，台灣因傑出的半導體實

力在全球經濟體系的運作扮演關鍵的角色，國際地位與能見度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確

確實實，台灣是全球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核心，這樣的成就令所有台灣人感到驕傲，台積

電在半導體供應鏈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台灣安全受威脅，等於全球半導體產業受到

威脅，全球經濟的發展連帶也受到威脅，這是台積電成為台灣抵禦中國侵略的「護國神

山」的主要原因。在誰掌控半導體供應鏈，等同於主導全球經濟的生殺大權的條件下，

守護台灣的安全符合西方主要國家的利益。因此，只要西方主要國家對台灣半導體晶片

的需求依賴不減，國際社會就會竭盡全力保護台灣不被中國併吞。 

  顯然，危機就是轉機，世界的變化提供台灣蛻變的機會。台灣必須掌握全球供應鏈

改變的時刻，在國際上發光發亮，就是跳脫傳統的知識與經驗的侷限，因應接下來全球政

治經濟秩序改觀的新局面。我們要突破地緣政治的框架，逐步跟上國際創新的腳步，以

「創新驅動」的經濟成長模式，取代「生產要素驅動」的經濟成長模式，其中的關鍵就

是掌握半導體產業的競爭優勢，繼續在人工智慧、物聯網（IoT）、5G高速通訊、電動車

等尖端科技，深化與國際產業供應鏈的合作與發展。這不但有助於促進台灣經濟的發展，

而且強化台灣的國際地位與國家安全，才能把握為台灣提供無限發展的空間與舞台。 

第四節 台灣是阻絕中國霸權擴張的戰略要角 

  2012年習近平就任中國最高領導人以來，積極展現追求「中國夢」與「強國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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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心，開啟挑戰當前國際秩序的序幕。「和平崛起」是中國進行國際政治宣傳的術語，

他們一再強調中國經濟與軍事的發展是對世界有利，事實上並不是如此。中國是一個對

外擴張型的專制國家，透過改革開放的政策，搭上經濟全球化的契機，在整體國力快速

崛起之後，中國並沒有按照西方國家所設想的，成為國際社會一個負責任、盡義務的大

國，顛倒是利用國力崛起的機會，走上霸權擴張的道路。 

  中國成為世界民主與和平的最大威脅，具體的表現從中國逐年增加國防建軍的經

費，加速推動國防武力與軍隊現代化，尤其是他們不惜招惹周邊國家的反彈，在亞太周

邊地區耀武揚威大秀軍事肌肉，可以看出端倪。一方面，他們積極在東海擴張勢力版

圖，推動南海島礁軍事化與限制航行自由，意圖建立由中國制定的區域秩序顯而易見；

另一方面，持續加大對台軍事威嚇的力道，不斷派遣軍機、軍艦環繞台灣，侵犯台海中

線或是透過無人機騷擾台灣防空識別區的次數愈來愈多。特別是中國針對美國前後任的

眾議院議長所推動的美台雙邊國會外交—— 2022年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女士訪台、2023年蔡英文總統過境美國會見麥卡錫（Kevin McCarthy）議長，當

作是對中國的挑釁，因此舉行環繞台灣的實彈聯合軍演來表達憤怒與不滿。這種沒有理

由找理由，無端製造亞太與台海區域緊張複雜的行為，不但給台灣、美國與日本等國帶

來壓力，也讓印度、越南等周邊國家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動向一點都不敢鬆懈。 

  世界著名的《經濟學人》2021年曾刊載一篇主題為台灣是「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

（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的專文，探討美中霸權的競爭與全球半導體產業的

發展，攸關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不可否認，中國因素是影響台灣永續生存發展的最

大變數，長期以來，中國始終堅持台灣是中國一部分，而美國則根據《台灣關係法》、

三個聯合公報與六大保證，採取「戰略模糊」的策略來處理台海問題，鼓勵台灣與中國

以和平方法解決雙方的紛爭。中國國力崛起之後，大幅提昇軍事實力，造成台海兩邊的

軍事天平向中國傾斜。近年來，中國對台灣軍事施壓的力道愈來愈強，使得西方的軍事

安全專家認為美國長期遵行的「戰略模糊」的政策，已經出現崩解的態勢，台灣發生戰

爭的風險愈來愈高。由於台灣在美、中兩大強權的角力中占據重要戰略地位，台海戰爭

一旦爆發，帶給全世界的災難既深且遠，如何避免台海和平被破壞，成為全球關注的重

要課題。 

  從地緣戰略的角度來看，中國併吞台灣的目的，不但是為了消滅「中華民國」，實

踐「一個中國原則」的政治主張，而且要向世界展現中國軍事工業實力、半導體科技與

大國經濟實力的崛起，能夠取代美國成為主宰全球的力量。中國要達到上述目標，必須

將美國的影響力逐出西太平洋，而台灣是中國挑戰美國霸權的起點。台灣一旦落入中國

之手，等同於第一島鏈出現破口，美國圍堵中國政策的潰敗，中國不受牽絆自由經過東

海與南海進出太平洋，美國太平洋霸權的領導地位岌岌可危。 

  總之，美國盡全力支持台灣，除了地緣政治的考慮之外，還有台灣的民主自由，以



    台灣國家的進化與正常化（第二版）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103-104期合輯／2023.12.30 36   

及台灣在全球供應鏈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半導體的供應鏈上，台灣與美國存

在著唇齒相依的關係。台灣地緣戰略角色與台灣半導體在全球產業供應鏈的關鍵地位，

大大提升台灣的國際地位與能見度。當前民主台灣最優先的要務，固然是盡一切力量避

免台海發生戰爭，但是面對中國處心積慮想要透過軍事脅迫、經濟施壓、錯假資訊的操

作，意圖破壞台海和平的現狀，中國就是違反《聯合國憲章》的和平破壞者，這已不是

台灣單獨要面對的問題，而是美國、歐盟國家與印太各國甚至全球重要的安全議題。 

  不可否認，台海安全的國際化對於嚇阻中國對台灣動武，有著關鍵性的影響。我們

從俄羅斯發動侵略烏克蘭戰爭可以得到啟示，戰爭爆發之前，由於歐盟國家的立場搖

擺，並未對俄羅斯表達堅定反對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立場，讓俄羅斯得到可乘之機。假

使美國與歐盟國家早早對俄羅斯提出警告，發動入侵烏克蘭戰爭的後果，一定會遭受西

方民主陣營最嚴厲的經濟、金融與外交的制裁，或許可以阻止戰爭的爆發。同樣的作

法，也可以適用於台海。面對中國對台灣的步步進逼，美國實在沒有太多搖擺的空間，

隨著美中經貿科技競爭的白熱化，再加上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規劃，將中國視為最主要的

戰略競爭對手，台海議題國際化自然成為美國對外政策的核心。 

  2021年拜登總統就任後，首次出席2021年七大工業國集團（G7）領袖高峰會，積極

主張維持自由開放印太地區的重要性。同時，前所未有將台海議題納入發表的公報中，

強調台海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同時鼓勵兩岸問題的和平解決，將台海問題國際化正式

端上全球舞台。2022年2月11日美國白宮公布《美國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將展開十大印太行動計畫，其中加強在印太區域的威攝力部分，就

是以台海為例，明確表達嚇阻中國對盟邦夥伴的軍事侵略。隨後，美國主導成立「澳英

美三方安全夥伴關係」（AUKUS）、推動四方會談（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UAD），甚至美國、日本與韓國在大衛營宣布的聲明，也為圍堵中國霸權的擴張畫出

一條紅線。表面上，台灣雖然沒有受邀參與其中，但是實質上則是透過將台海和平視為

國際社會安全繁榮不可或缺的要素，層層疊疊巧妙將台灣安全納入其中。這樣的精心安

排凸顯台灣的安全問題已是國際關切的重要問題。 

  同樣的現象，也出現在德國。2023年7月17日德國聯合政府發表首部《中國戰略》

（Strategy on China），其中除了表達對中國武力擴張的警惕，同時強調台灣海峽是「全

球經濟生命線」，德國不能忽視台海安全，並表達希望拓展與台灣的關係，凸顯「台海

局勢」是德國聚焦的全球重大安全議題。接在德國之後，日本發表《2023防衛白皮

書》，同樣指明中國是日本前所未有的戰略挑戰，中國霸權擴張的動向使得國際社會擔

憂台海和平；國際社會應在美國主導下結合有心維護台海和平、區域穩定與國際秩序的

民主聯盟之力，向中國具體表態，傳達保護台灣、抑制中國霸權擴張的堅定決心。 

  最後，我們希望國際這股「挺台抗中」的正義勢力，能夠持續下去形成有效的國際

壓力，迫使中國放棄以武力併吞台灣的意圖，使台灣海峽的現狀歸於和平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