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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新冷戰系列五： 

美中關係的虛與實 

 

蘇起 

中國時報 2020年 06月 09日 A12版 

 

 

筆者早年在美求學時，一位曾在華府擔任資深官員的老師教導政

策說帖的撰寫。首先當然要釐清問題，接著做利弊分析，最後提出政

策建議。當時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說決策者面對利弊分析最重視「對

他個人權位的影響」。如不利，即使政策對國家利大於弊，仍可能不

做。如有利，即使對國家有害，仍可能去做。換言之，「個人權位」

最重要，其他都次要。筆者後來進出台灣政壇，發現這個道理真是顛

撲不破，只有程度差異。 

 

同理也適用於國家層次。「國家權位」的考量最真實、最優先。

民意、道德（如民主、自由、人權）或利益（如經濟、文化）常只用

來包裝既定的決策，是虛的、次要的。 

 

我們看美中關係也應區分虛實輕重。川普的對中「競爭」策略能

獲得兩黨及行政立法部門的支持，正因為他們都憂慮中國大陸對美國

權位的挑戰。美國有人把「競爭」歸因於制度的不同，有人說是價值

觀或意識形態的差異，有人說文明的衝突，有人責怪習近平的強勢作

為，有人認為是美國對中共民主轉型的期待落空等等，不一而足。 

 

這些都是虛的。真正關鍵仍是美國「權位」被中國大陸挑戰。那

是椎心之痛，只是這椎心之痛不能講得太白，以免傷及面子並折損自

己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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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以後美國曾經兩次成功封殺挑戰者。先是日本經濟在 80 年

代躍居全球第二，占美國的 2/3。美國就用《廣場協定》終止日本連

續 40年的高速成長。後來蘇聯實力趕上來，也接近美國的 2/3，華府

就用昂貴的「星戰計畫」誘使蘇聯跟進投資，導致它經濟大量失血，

最終連國家都崩潰。現在中國大陸經濟也達到美國的 2/3，而且勢頭

強勁，所以美國朝野當然起了戒心。 

 

但「權位」因素裡面還要再分虛實輕重。貿易戰、科技戰、金融

戰、香港、台灣等，固然重要，但用更大眼光看仍是虛的、輕的。對

大國來說，最真、最實、最重、最核心的還是軍事，其他都是次要。

只有維持軍事優勢，其他優勢才耍得開。如有軍事優勢卻無其他優勢，

像冷戰時的蘇聯，一樣可以讓對手心生畏懼，不敢逾越。 

 

現在美國最大的憂慮就是，美國軍事的絕對優勢已如昨日黃花。

雖然美國仍是全球第一，但在中國大陸的周邊地區，北京已經享有局

部優勢。近年五角大廈做了 18 次針對台海的兵棋推演，次次都是美

軍敗北。這表示，只要北京決心攻台，就能在美軍抵達前讓台灣出現

新的「既成事實」，剩下就看美國願不願意出兵翻轉這「既成事實」。 

 

綜合美國公開研究，翻轉方法有三。一是「直攻本土」，用匿蹤、

超高速、遠距武器打擊中國大陸的機場、飛彈基地、指管通情等目標。

二是「圍魏救趙」，即針對中共海上運油的咽喉（如荷姆茲海峽、馬

六甲海峽）下手。三是「海上阻絕」，攻擊中共的海上艦隻。 

 

問題至少有三：一，上述方法均屬亡羊補牢，能否逼中共吐出到

嘴的台灣是個大疑問。二，美國太平洋基地也可能被報復摧毀。三，

最嚴重的，直攻本土極可能把衝突升高到核武層次。從這背景看，就

能理解為什麼川普的抗中永遠都是雷聲大雨點小，甚至口惠而實不至，

無一例外。政治表面的熱鬧怎可能抵得過深層的門道？ 

 

再進一步說，如果軍事是「國家權位」的重中之重，那麼 5G就

是軍事的重中之重，因為它將開啟新一輪的工業革命，讓先行者的軍

事實力立即跳上新台階。這就是為什麼雖然美國高科技界並不支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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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華為或美中科技脫鉤，但華府依然堅持，甚至逼使台積電到美國設

廠的根本原因。 

 

美國當前困境是，成就 5G需要好幾年；要完成軍事轉型，從現

在的「反恐作戰」轉到未來打贏「高手對決」，需要更長的時間。所

以未來幾年美國必將全力強化軍事及 5G，而在磨劍之餘，也一定會

使出各式各樣輔助性、試探性、干擾性的招式，以減緩中共實力的提

升。中共當然也可能出招還擊。 

 

喜歡熱鬧的人，將不愁沒戲看。只是身處美中刀劍拳腳暴風圈的

台灣，必須分清其中的虛實輕重，才能在間隙中存活。 

 

（作者為台北論壇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