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家縱論／美中「競爭」下的台灣 

 

對於國民黨主席吳敦義將美中台關係，形容是桃園三結義，台北市長柯文哲則是酸說「所以台

灣變老大了喔」。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台灣許多人與筆者一樣相信，兩岸好，台灣才會好。但位階在兩岸之上的美中

關係，要怎樣才對台灣好？ 

冷戰時期美中關係「太壞」，台灣安全與經濟當然壞。一九七二年美中簽署上

海公報及七九年美中建交，它們關係突然「太好」，台灣被遺棄，所以也不

好。後來四十年的「不好不壞、時好時壞」反而給台灣經濟奇蹟、民主化、務

實外交、及兩岸和解開了大門。川普上任後美中關係驟然轉「壞」，對台灣是

福還是禍，值得探究。 

首先要有三個認識。第一，當前美中關係本質是「競爭」，還不到「對抗」或

「新冷戰」地步。那是因為「競爭」者往往希望用最小成本獲致最大利益，而

「對抗」者為了求勝多半不計成本。目前川普政府所作所為，處處透露它極重

視「成本」。譬如，美國選擇貿易及科技戰場，因為它在此具優勢。而在其他

優勢不再地方，如台海與南海，美國就不時暴露「雷聲大雨點小」窘境。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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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一再疏離日韓英德法加墨等友邦，更不像是「對抗」或「新冷戰」思維下

會有的行為。 

第二，這個競爭必將是長期的，而不是短期的。美國政策菁英目前不分黨派都

對北京起了防範之心。這意味美國將來不會因為政黨輪替而放棄競爭。 

第三，美國的競爭動機源於害怕大陸可能取代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其次才是

擔心中共治國模式對民主價值的挑戰。八○年代日本經濟總量達到美國三分之

二，美國立即出手壓抑，並不因日本同為民主國家而手軟，就是明證。這次北

京不像日本那樣輕易屈服，更沒有後來蘇聯那麼脆弱，所以當前美國的焦慮猶

勝以往，乃積極尋找「競爭」策略以挽頹勢。 

美中將來誰主風騷？這個大哉問沒有速易的答案。國際關係理論針對大國興衰

歸納出三個成因。一是「資源」的累積或消耗；二是「科技」的創新或轉移；

三是國家「治理」的良或窳。美中雙方迄今作為似都暗扣這三大要素。 

美國以攻為守，頻頻出招，一方面節約「資源」，一方面壓制中共的「科技」

發展。但因中樞無主、招式凌亂，而菁英一邊要外部鬥爭，一邊又加緊自相殘

殺，放任國家「治理」惡化，所以內心掩不住的焦慮與鬱卒。 

中國大陸以守為攻，見招拆招，以政治定力守住三大要素，迎接這場長期競

爭。然而美國畢竟仍是第一超強，所以北京內心也是高度擔憂。美中未來的高

下，必將取決於在這三大要素上的競賽，以及何者先犯下顛覆性錯誤。 

最可能引誘它們犯錯的就是台灣問題。在「正常」情況下，美中都認知台灣是

最核心、最複雜、最困難的問題。所以兩強過去一直極小心處理這個老大難

題。偏偏四個「不正常」的狀況今年竟同時到位。 

一是前文所述的美中焦慮及相互猜忌，大幅升高台灣問題的「管理」難度。二

是作為兩強爭奪的那根骨頭，台灣居然一而再、再而三挑起兩強摩擦，刺激它

們關係中及大陸內部的最敏感神經。三是今年開始先是蔡總統尋求連任，然後

川普也要開打連任選戰，接著習主席可能布置他的第三任。三個領導人都有不

能輸的壓力，「險中求勝」動機自更強烈。不管誰先犯錯，台灣都將陷入非死

即傷險境。 

最危險的是，台灣有人一直把美中「競爭」看成「對抗」，誤以為美國願意不

計成本來保台，因此樂於操弄兩岸關係而不疲。他們還一直誤導國內支持群

眾，不斷拿美中「對抗」來自我壯膽。他們忘了美中實力對比固然在全球層次

仍有差距，但在台海是伯仲之間。而台灣對美中的價值差異及它們對台的決心

差距更不能以道里計。正因美國看待台灣的價值與決心遠低於中共，所以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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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自顧不暇，極可能放棄台灣；而中共內外壓力一旦變大，反而會拿台灣出

氣。 

李總統及「蔡諮詢委員」在一九九九年誤判形勢，以為「兩國論」可以低空掠

過美中關卡，結果卻遭到美中政治與軍事手段制裁。今年蔡政府如再犯錯，台

灣的下場實難樂觀。 

（作者為台北論壇董事長，前國安會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