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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陷阱？：論美中台關係 
 

張至涵 
英國德倫大學國際關係博士 

 

 

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其著作《注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

昔底德陷阱》引據修昔底德所著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雅典的崛起，

斯巴達揮之不去的恐懼，使戰爭不可避免」，將這種崛起強權威脅推翻既有

主導強權，所造成緊繃的結構性張力現象，讓沒有預期、甚至是尋常的外交

事務擦火線，都可能演變成大規模的衝突，稱之為「修昔底德陷阱」。艾利

森教授並且進一步將修昔底德對崛起強權雅典和既有強權斯巴達之間關係演

變的論點敘述，應用到當代美中兩大強權的關係。 

 

修昔底德是記載古希臘世界雅典和斯巴達兩大強權爆發伯羅奔尼撒戰爭

的歷史學家。其著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傳達國際政治是來自於人性對權

力永無止盡的追求，是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的代表著作。其中著名的「米洛斯

對話」闡述了現實政治的本質：「強者做他想做的，弱者遭受他必須承受

的。」修昔底德將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爆發歸因於雅典的侵略性擴張政策。在

戰爭爆發之前，雅典對想要征服的斯巴達盟友米洛斯貫徹了權力政治的邏輯，

一語道破只有在權力對等之下，才有所謂正義可言。後來崛起強權的雅典和

既有強權的斯巴達最終因為斯巴達的關鍵盟友科林斯發生伯羅奔尼撒戰爭。

修昔底德解釋戰爭不可避免的原因是崛起強權和既有強權之間結構性的壓力，

和三個主要動態因素：利益、恐懼、和榮譽。修昔底德的敘述反映權力政治

是人類行為的法則，對權力的追求和順從自我利益的需求是人性的一部份。

人性、和受到恐懼、榮譽和自我利益的驅動，可以解釋權力政治在國際政治

的運作和影響。修昔底德被視為是古典現實主義的先驅者。現實主義者認為，

政治行為者為了自身的安全，必須採取適當的措施，包括最後的手段使用武

力，發動戰爭，以確保自身的生存。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生存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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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達的國家利益，雅典的崛起造成權力分佈的改變，對斯巴達的存在構成直

接的威脅。另一方面，雅典為了鞏固其所建立的帝國，被迫不得不攫取更多

的權力。 

 

2,500 年前，雅典的快速發展震撼主導海權的斯巴達，斯巴達的反應是

缺乏安全感、恐懼、和決心維持現狀，最終導致戰爭。如同艾利森教授在

《注定一戰？》一再強調地，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

史》：「雅典的崛起，斯巴達揮之不去的恐懼」，使得兩者之間的戰爭不可

避免。因此，一個主要國家的崛起，對既有強權的主導地位構成威脅，就有

可能產生艾利森教授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現象，造成兩大強權不可避免

地走向衝突對峙。也有學者用「權力轉移模式」來解釋這種現象，亦即當崛

起強權的權力相對地增長，會試圖改變主導國際體系的遊戲規則和勢力範圍

的分佈。然而，既有強權會試著維持體系原來的均衡狀態，一旦這個嘗試失

敗，體系的失衡狀態就可能導致戰爭。那麼，當代崛起強權中國與既有強權

美國是否可以避開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台灣會扮演昔日斯巴達關鍵盟

友科林斯的角色，促使美中兩大強權發生戰爭嗎？ 

 

自從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制定了整個世界秩序的規則框架。與此同

時，中國歷經了 1960 年代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1980 年代鄧小平的經濟

改革開放，資本主義戰略轉向的政策讓中國逐漸壯大、富強，如今動搖了美

國所建立和維護的全球秩序。艾利森教授在《注定一戰？》提出幾個問題，

包括：中國未來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首強的意圖，並對此的戰略是什麼？中國

和美國之間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嗎？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要的是什麼？一言以

蔽之，就是讓中國再度偉大。中國要讓世界其它國家承認它的利益，並給它

應有的尊重。另一方面，美國總統川普在競選期間，就高喊「要讓美國再度

偉大」的口號。無可避免地，中美彼此都視對方為達成這個偉大藍圖的絆腳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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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也有學者認為，雅典的崛起之所以令斯巴達備感威脅，是它的帝

國野心，而現在的北京當局並不若當年的雅典追求建立帝國的野心，因此美

國今日所面對的戰略挑戰，與昔日的斯巴達不同。促使中國與美國發生不可

避免戰爭的原因，不是中國的帝國主義擴張，或是中國意圖挑戰美國的全球

霸權地位，而是結構性的改變加劇中美兩國長久以來的差異。中國領導人習

近平 2015 年 9 月在美國西雅圖時就曾說道，沒有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

只有因主要強權國家的戰略性錯誤評估，才會造成這樣的陷阱。有學者指出，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可能錯誤評估美國的「相對衰退」，美國也可能錯誤評

估「中國威脅」，對其主導全球秩序所構成的挑戰。為了避開所謂的「修昔

底德陷阱」，北京方面提倡「一帶一路」，朝向中亞連結於歐洲的陸路，和

東亞連結於東非的海路發展，不與美國重返亞洲和再平衡的亞太戰略直接交

鋒。習近平也提出「新型大國關係」，以互利和尊重為和平雙贏的遊戲規則，

取代傳統的大國競備和戰爭的零合遊戲規則。中美可以在伊朗核武化、氣候

變遷和網路安全等議題共同合作。另外，也有分析家指出，深受孔子學說影

響的中國，強調不對外擴張，這點就表現在中國缺乏軍事盟友和海外軍事基

地上。 

 

儘管如此，中國在東海和南海的軍事行動，讓既有強權美國不敢掉以輕

心，其在東亞地區的盟友如日本和菲律賓也擔心中國的勢力範圍會深植於該

區域。如同是雅典和斯巴達的盟友讓這兩個強權掉入「修昔底德陷阱」，最

終不可避免地發生伯羅奔尼撒戰爭，有學者表示，北京方面雖不追求挑戰美

國的全球霸權地位，但仍尋求某種形式的區域霸權，如此一來，就會面臨在

該區域與美國利益相衝突的局勢。而且中國的崛起，使它更能以對自己有利

的方式來解決爭議，也就是在談判或對峙中握有更多的籌碼。這點就反映在

兩岸關係的槓桿中，中國大陸的權力愈加增長，威脅和恫嚇台灣的力道就愈

可以讓槓桿向中國大陸傾斜。然而，美國不會坐看兩岸關係的槓桿往崛起的

中國傾斜。有學者認為，當兩岸關係的槓桿越往崛起的中國傾斜，反而越加

激起美國對台灣的安全承諾，甚至走向承認台灣的獨立。這樣，兩大強權在

東亞地區就會因美國的準盟友台灣發生不可避免的戰爭。2018 年的《台灣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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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法》已有端倪顯示出美國認為台灣是一個國家，開始偏離美國的「一個中

國」政策。美國在 1979 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政府，雖不承認台

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但也不承認中國大陸對台灣的主權。對華府而言，台

灣的地位未定。長久以來，美國這樣戰略模糊的立場維持了海峽兩岸關係的

穩定。但隨著中國的崛起，利用外交和經濟手段試圖在國際上孤立台灣，讓

台灣友邦轉與之建交，並限縮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空間，讓美國更加確保台

灣安全和維持現狀的決心。 

 

崛起的中國和既有強權的美國會因美國的準盟友台灣掉入「修昔底德陷

阱」嗎？如同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所述，生存是美國的國家利

益，中國的崛起造成在海峽兩岸關係權力分佈的改變，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

安全利益構成直接的威脅。維持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和有決心信守確保

盟友的安全，不僅是誠信、也是一種榮譽的展現。另一方面，再度崛起的中

國為了鞏固其好不容易恢復的強國地位，被迫不得不攫取更多的權力。同時

也深受復興中國文明，讓中國再度偉大的榮譽感所驅使。只是，掉入「修昔

底德陷阱」看似讓戰爭不可避免，但戰爭的代價越高，也有可能讓戰爭不可

能發生。中國經濟的衰退、英德法軍艦遶行南海宣示捍衛西方文明興榮的決

心，美國也可能啟動第一島鏈軍事同盟的機制，俄羅斯依據古典現實主義國

際關係權力政治運作的準則，也可能與中國為敵，中國反而四面楚歌，因此

網攻成了一種出路。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