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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在歷史上會是關鍵的一年，新冠病毒吞噬人類生命，社會因之撕裂。

疫後，各國不僅須研發病毒的疫苗與治療藥，在政治上亦須謀求因應內、外變局

的解方。後新冠時代的全球，人種、世代及新舊秩序的矛盾激化對立，此等問題

不會因人類終將克服的疫情而解決，今後的世界將迥異於過去，但不是歷史回溯，

冷戰再臨，選邊、站隊無法有效解決各國面臨的內、外難題，須在美國之外另闢

蹊徑。 

 

《春秋大夢》的夢醒時分 

4 月，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的《新冠將永遠改變世界

秩序》文中，對戰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崩解表達憂心。其實，美國冷戰結束後

的外交政策存在盲點，米爾斯海默其所著的《春秋大夢》（Great Delusion）中指

出，美國實行的「開明外交政策」（liberal foreign policy），在實踐開放的國際經

濟及強大的國際體制時，盡可能將世上的更多國家改造成「開明民主國家」（liberal 

democracies）。 

 

質言之，美國藉自身形象改造世界，而此戰略，將使國家陷於民族主義及現

實主義的矛盾中，其對國際政治造成的影響更甚於自由主義，終將導致「開明霸

權」（Liberal Hegemony）的失敗。米爾斯海默認為，要瞭解自由主義在國際政治

中的運作方式，須掌握其與民族主義及現實主義的關連性，因為後兩者深深影響

國家間的互動。因此，米爾斯海默呼籲，美國應該拋棄「開明霸權」的心態，改

採取奠基於現實主義的克制外交政策，並瞭解民族主義如何制約大國的操作空間。 

 

在川普的「美國第一」下，缺乏克制美德的單邊主義不僅無法挽回「自由秩

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的頹勢，更令冷戰以來的自由世界「盟邦」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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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保持距離。然而，自由秩序的勢微不因中國大陸的崛起造成，而是獨木難撐大

廈，美國的能力與意願使「單極體係」（Unipolar system）左支右絀，不足以建構

及維護全球化的秩序。東亞與歐盟不隨川普起舞，非因北京的外交離間，而是以

「避險」之策，爭取對應歷史變局的迴旋空間，更非國人以台灣想像世界的「親

中」、「舔共」之舉。 

 

 

日本等東亞國家不願選邊 

東亞國家承認美國為在亞太地區擁有重大利益的常駐大國，但中國大陸乃鄰

近的區域大國，域內國家不希望在兩者間作出不情願的選擇。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認為，亞洲的現狀必須改變，但新的格局將帶來更多的成功，亦或是危險的不穩

定局面？此取決於美國及中國大陸的抉擇。中、美須制定一種共處模式，在某些

領域保持競爭關係的同時，不使彼此的矛盾危害在所有領域的合作。 

 

在美國總統川普試圖要求日、韓及東協共同對抗中國大陸時，渠等仍持續與

北京共同推進北京參與其中的印太區域的多邊合作架構，以維持區域的開放及包

容，迴避川普的「選邊」。10 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事務層

級對話在線上召開，商討以「承認緊急提高關稅」的妥協方案，促使印度重回談

判，達成年內簽署的目標。 

 

在 1970 年代主導美、中和解、建交的季辛吉曾言，若中、美雙方不能達成

和平共進概念，將難以控管衝突風險。中、美從對立走向衝突，東亞將首當其衝，

不僅區域的繁榮無以為繼，與美國擁有同盟關係的日、韓勢將捲入，付出無法估

算的代價。《日本經濟新聞》評論指出，「封殺新冠病毒，全球政治需要對錶」，

歐、美及中、日等亞洲主要國家須共商清晰的路線圖並構築全球政治的頂層設計

構架，其間，美、中需要互信，尋求共存。因此，日、韓須與中、美同時建立穩

定且具互信的關係，小心翼翼的在中、日間維持動態平衡，以期必要時在兩者的

對立中扮演橋樑角色。 

 

 

為日、中友好，習須實現訪日 

前日本駐北京大使宮本雄二認為，日、中雖回不去 70、80 年代的友好，但

日本須摸索如何與新時代之中國大陸交往，共建「法律規範」及「多邊主義」的

區域「公共財」，避免中日關係的失敗。為此，雙方領導人的決心至為關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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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腦外交」即為展現決心的重要場域，此可為兩國社會營造支持雙邊關係改善

的氛圍。因此，「首腦外交」最後一哩路，習近平赴日國事訪問必須實現，此應

為當前中、日的共同認識。 

 

6 月 6 日，日相安倍婉拒川普加入美、英、澳、加共同就香港國安法嚴厲批

判中國大陸的聯合聲明，日本採「七國集團」（G7）外長共同聲明方式表達立場，

此符合日本堅持與國際協調的多邊架構，避免中國大陸將之視為選邊美國的表態，

過度刺激北京，以維繫日、中友好氣氛。 

 

 

釣島風波再現，日、中冷處理 

在日中關係回溫之際，石垣市以市民常與石垣島市街區地名登野城相混淆，

造成行政手續事務性差錯為由，擬變更釣魚台地址，再度引發台灣輿論熱議，挑

動兩岸與日本的政治敏感神經。6 月 9 日，石垣市市長中山義隆在市議會例會上，

提交將該市行政區劃所含的釣魚台列嶼（日本稱為「尖閣諸島」）地址由「登野

城」改為「登野城尖閣」的議案。此事石垣市雖對外澄清「無關外交問題」，但

更名恐醉翁之意不在酒，其背後的外交謀算令人玩味。 

 

其實，此近似變更道路名稱之舉無關日本對釣魚台列嶼地理名稱的改變，但

石垣市的地址更名凸顯沖繩當局對釣島的行政管轄，亦有宣誓主權的意涵。因此，

我國外交部循例以聲明宣誓釣魚台列嶼主權，而行政管轄釣魚台列嶼的宜蘭縣議

會更超越藍綠，決議釣島地址正名為「頭城釣魚台」，以「以彼之道，還施彼身」，

再次以實際行動捍衛釣魚台主權。 

 

誠然，釣島風波再現，但日、中外交部門皆在反應上相較過去克制，顯示中

央與地方有別，「冷處理」石垣市的更名應為維繫日、中友好勢頭，全力促成因

新冠疫情而延宕的習近平任內首度赴日國事訪問能於今秋或明年開春實現。 

 

 

日、美有別，安倍仍維持與中「交往」 

美、中在新冠肺炎中走向對抗，此雖為川普的總統選舉操作，但亦為冷戰結

束後，中美關係的結構性改變。在美國白宮發佈的《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

略方針》的報告中指出，在過去幾十年裡，美國支持將中國帶入國際舞台，冀望

中國能因之融入國際秩序，但事與願違，中國未往自由民主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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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開放後，美國對華未採取對蘇聯般的「圍堵」，而以「交往」的方

式應對，期待「市場經濟」下的中國接軌後冷戰時期美國主導之「單極體系」下

的「自由秩序」，最終「和平演變」中國的共黨體制。 

 

然而，白宮坦承，低估中國共產黨限制中國經濟與政治改革規模的意志，指

中國利用自由開放規則秩序試圖重建有利於己的國際體系。川普政府矢言將改變

歷屆美國政府採取的溫和及被動的方式，「靜默外交」（quiet diplomacy）徒勞無

功，美國須施壓中國，與之對抗。 

 

無獨有偶，力求與北京改善關係的日本安倍內閣亦對中國在國際政治中影響

力日隆抱持懸念。5 月 21 日，日本公佈 2020 年版《防衛白皮書》草案，指中國

「可能將更凸顯力爭形成對自身有利的國際秩序以及擴大影響力的國家間戰略

競爭」，但有別於美國的「對抗」，與中國「交往」仍為安倍當前對中政策基調。

22 日，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在記者會上重申，將重新展開協調習近平以國

賓身份訪日，菅表示，「將其作為向國內外展示日、中兩國為區域及國際社會面

臨的課題共同擔負起責任的機會，此想法不變。」 

 

冷戰結束後，日本外交的基軸為深化美國同盟關係的同時，與中國展開合作，

此為基於現實的選擇。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理事長佐佐木伸彥認為，中、

美不會完全「脫鈎」（decoupling），且日本無法在中、美之間二擇一，日本企業視

中國為巨大市場，必須「交往」。日本樂見一個經濟繁榮的中國平等參與全球化

帶來的好處及責任，中國須與印太周邊國家共建 RCEP，以此作為自由貿易的象

徵，避免美國自我「退群」國際體系後，「自由秩序」的崩解。 

 

在東亞國際政治中，日本與新加坡極具代表性，其在「後新冠時代」的美、

中對立激化下的自處之道應為域內國家普遍的戰略思維。台灣應在「大夢」初醒

的世界格局中，揚棄冷戰思維下的「選邊」、「扈從」，尋求在中、美兩者間更具

主動性的戰略位置，共謀區域和平、穩定的合作關係，如此的台灣始能在新秩序

形成中贏得機會與相挺。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