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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競爭關係下的兩岸困境思考 
 

劉性仁 
中國文化大學國發大陸所副教授 

 

 

蔡政府四年多來改變台灣的戰略角色，從馬政府時期的「親美友日和陸」轉

變成「親美友日抗中」。回顧台灣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台灣戰略角色由被動到主

動。在冷戰階段台灣作為美國圍堵中共的一部份，非常不情願採戰略守勢；一再

思考如何反攻大陸，卻被美國一再阻擋。台灣民主化後，中國大陸也經歷改革開

放，台灣的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對於大陸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此階段採取的

主動性戰略。李登輝前期恪守一中原則，但一中從政治層面轉向文化層面意涵；

李登輝後期力行兩國論(兩個中國)主張，陳水扁時期的一邊一國(一中一台)；馬

英九時期的一國兩區，蔡英文時期從中華民國是台灣到台灣，開始採取主動攻

勢，趁著中美對抗多於合作的情勢研判，期盼台灣能永遠獨立於中國之外，徹底

去中化。 

 

然而關鍵的因素在於美國的態度與實力的變化，美國自川普上台後，為了自

身選舉優勢，加上美國本身反中的意識形態本質，再加上中國大陸力量崛起對於

維穩所採取各種過大的舉動，都讓美國備感威脅與惴惴不安，反中抗中加上新冠

疫情，使美國反中的動作越來越大，範圍越來越廣，使和平主義及溫和派聲音變

得微弱，台灣似乎成為美國最廉價最低成本的投資運用工具，台灣也自甘淪為棋

子，成為挺美抗中的先鋒，蔡政府底氣足，無顧忌地全面配合美國反中各項主張，

但變數是美國大選後，台灣是否還能成為有用的棋子而非棄子？也產生相當大的

變數。 

 

美國川普總統就任後，積極推動「美國優先」政策，在此一大政策方針下，

改變前任總統歐巴馬的「多邊」政策，而以「雙邊」政策為主，試圖透過對單一

國家的談判來改變美國長期貿易赤字的問題，希望藉此提升美國的經濟發展，而

最深層的目的則是藉此維護美國在全球政經事務上的領導地位。川普發揮商人重

利的態度，認為中國大陸是阻礙「美國優先」的關鍵因素，並指控中國搶走美國

人民的就業機會，傾銷廉價商品並侵害美國智慧財產權、竊取美國各項情報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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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等，威脅對中國商品全面徵收高額關稅，美國對於中國大陸各項指控使中美關

係變成緊張狀態。 

 

以中美關係來看，美國仍屬於層級體系內的超級強權國家，而中國大陸則屬

於強權國家，當中國大陸崛起後有能力且有意願成為現狀的挑戰者時，便會威脅

美國在層級體系領導地位。中國大陸日漸崛起，無論在經濟地位或是國力都威脅

美國在體系中領導地位及威脅其自詡之霸權地位，但最重要的關鍵還是在於心態

與認知。兩岸關係處在一個矛盾對立的中美關係下，怎有可能不陷於一面倒的困

境中？ 

 

 

一、 中美全方面對抗，競爭對抗無休止進行下去 

中美關係的根本性變化是因為環境使然，造成由戰略合作夥伴變成戰略競爭

對手關係。其中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感受，這是意識形態及文化差異的問題，根本

是利益及戰略佈局拉幫結派的競爭，看似中美衝突短期難以停止，恐將造成全球

受害。華盛頓與北京的關係，似乎走入了對抗多於競爭的局面，從過去的夥伴關

係變成今日的競爭關係，當中美關係在傳統安全及非傳統安全領域中爭鬥，當美

中產生局部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不再是擦槍走火而是有計畫準備開火時，特別在南

海問題上，局勢是令人擔心的。 

 

現今的中美關係中，修昔底德所反映權力政治是人類行為的法則；其中，守

成國即美國的恐懼常常產生錯誤的認知；崛起國中國大陸的自信則會激起不切實

際的期望。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川普總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習近平總書

記，似乎衝突很難避免。並且中美兩個國家之間若有一方(中國大陸)國力明顯提

升，將為既有強權(美國)帶來結構性壓力，一旦中美兩國雙方對彼此無信任感，

將會帶來強烈的恐懼感和不安全感，此壓力將極有可能帶來衝突。 

 

中美之間既相互掣肘，矛盾與衝突已經檯面化且公開化，中美之戰包括戰略

戰、貿易戰、文化意識形態、民主制度之戰、網路科技戰、軍事戰、外交戰、教

育戰、人才戰、資訊情報戰等；涉及到議題包括台灣問題、香港問題、釣魚台爭

議、半島朝核問題、印巴關係、中亞間伊朗問題、東海問題、南海問題、中南美

洲問題、委內瑞拉問題、歐洲深入及非洲問題等，這些涉及到各個層面、各地區

間的角力，已經成為拉幫結派之團體戰爭，程度之複雜及變化之快速，出人預料

之外，今日的跨國界的疫情又讓中美關係再度陷入衝突的漩渦中，南海更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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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中美關係產生新衝突的引爆點。 

 

 

二、台美關係全面開展，表面上突破實質仍難有進展 

蔡政府執政下的台美關係，開展合作的層面，諸如修正一中政策、邀蔡英文

及官員到美國國會演講參訪、高層互訪、美國聲明防衛台灣（而不只是軍售）等

倡議，以及通過「台灣旅行法」等多個法案及美國衛生部長訪台等。 

 

更重大的思考是，包括許多軍事上的設想計畫，這些若都能實現，台灣著實

成為美國的屬地。例如若美國在台駐軍包括陸戰隊、特種部隊等、不同類型美艦

停泊台灣港口、在台灣部署美國中程飛彈、在台灣部署薩德系統或陸基神盾系

統、默許台灣發展中程巡弋飛彈、台灣用自製或美製無人機巡航台海，偵測共軍

動態並分享情資、台灣戰機繞飛大陸某些島嶼、台灣參與台美雙邊或多國聯合演

習等。這些台美軍事合作從檯面下走上表面化及高調化，所帶來的兩岸風險及中

美風暴，不只是一場法律戰，更是有掀起區域戰爭的可能性，這不只是美國在印

太戰略具體部署的突破，台灣更從模糊戰略走向清晰戰略，政治挑釁與刺激中國

大陸自然不在話下，大陸當然自然也不會坐以待斃，採取回擊是可以預見的。 

 

但從台灣實質得到利益的角度來看，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難道能與美國建交

嗎？能夠與美簽署實質的 FTA 嗎？能夠加入聯合國嗎？能夠享受到美國先進的

技術嗎？如果答案都是否定的，那麼台灣就像一個沒有婚姻身分的情婦，非但得

不到實質的利益與保障，還隨時擔心因年老色衰而遭到拋棄的風險，蔡政府應當

仔細從中華民國自身的角度來思考問題，而不是站在為了反中不惜付出一切代

價，屆時玉石俱焚，得不償失。 

 

 

三、結論：中美尖銳對抗帶來兩岸關係難有突破 

當美國對大陸越強硬，大陸自然對美也越強硬，美國報復動作越多越大，大

陸自然也會同樣因應，中美間的災難似乎已難以避免，但美國如果沒有川普，未

來的中美關係又該如何平復修整？台灣又該如何處理及面對沒有美國高調力挺

的兩岸應付期？ 

 

如果中美兩國陷入長時期的冷戰惡性競爭格局，對兩國來說都將是一場沒有

贏家的災難，對世界來說，非但無助於世界的和平與穩定，更會造成全人類的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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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未來中國大陸實力若繼續增強，甚至超越美國，加上其對現狀感到不滿，那

麼即有可能發生衝突，並且這種衝突將是長期性、持續性，造成權力的移轉並改

變國際體系；無論美國川普對中國大陸展開的各種貿易戰、關稅戰及科技戰等，

種種對大陸的壓制及防備，美中貿易戰的主要爭點除了是中國大陸對美國的貿易

順差、智慧財產權的盜竊及對大陸企業保護外，美國更想達到的是反制大陸當局

製造業升級的夢想，並重振美國戰略優勢，維護自身在全球的政經領導地位，可

以說中美之間正逐步走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結果。 

 

美國試圖回到冷戰思維以對抗代替合作；台灣也符合冷戰時期漢賊不兩立的

對抗思維。台美共同抗中，冷戰對抗思維所換來的是沒有一方是贏家，合作互助

的精神受到破壞。美國和台灣的蔡政府都擔心中國大陸的崛起與發展，威脅到基

本安全與自身存在的地位，先出手掌握主動權，卻導致大陸不惜一戰致命一拳的

反擊；其實換個角度來看，美國不會失去大國主導的地位與角色，中華民國也不

會在不刺激挑釁的情況下失去現狀及主權，從中華文化與中國特色的角度來理解

中國大陸，你敬他一尺，他敬你一丈，實在沒必要弄到三方劍拔弩張，美國的選

舉終有結束的一天，美國都需要與中國打交道，台灣也不可能沒有兩岸關係，當

中美尖銳對抗，台灣蔡政府全面配合美國印太戰略，兩岸關係豈有回春的可能？ 

 

兩岸關係的維護在於戰略模糊，低調而非高調挑釁，民粹主義必須節制，激

進的網民必須收斂；中美衝突乃係大國間的必然，台灣沒有必要加碼演出，台灣

本身忽略自己的安全因素，無法有效避險，一是軍事安全風險，完全配合美國挑

戰大陸，讓自己陷於戰爭風暴的當事人；但由於中美文化與意識形態的不同，許

多政策都錯估對方的舉動。 

 

總之，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面臨到尷尬角色，一個文化民族認同親中和制度偏

好親美的兩難選擇。但只要信仰和平主義者都必須相信中美雙方終究到關鍵時刻

都能充分自制，不會到全然攤牌的那一刻。 

 

中華民國政府必須從自身的角度出發，台灣除了得到象徵性的台美關係突破

外，事實上也付出的龐大的代價，包括巨額的軍購費用，以及因兩岸關係緊張造

成損害的經濟代價和政治風險。但更值得思考的是，完全對抗下的台灣究竟得到

甚麼具體實質性好處？能夠寧可犧牲同為中華民族出賣兄弟之來自大陸鋪天蓋

地的罵名？期盼中美雙方都能往正面的方向競爭，對全世界及全人類應當都是正

面的，共同思考人類的共同利益及發展方向。那麼在一個健康正常能夠充分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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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的中美關係中，兩岸關係才不會走向畸形不正常的報復輪迴中。 

 

對於大陸期盼更要保持理性和耐心，支持台灣並不等於力挺台獨，倘若台灣

獨派太過激情演出，上演制憲建國修憲正名的鬧劇，並懷著不軌動機企圖把美日

等國都替台獨背書陪葬，相信大家都不是笨蛋，眼睛都是雪亮的，當美國出機只

是為了撤僑而非防台保台時，台獨自然看見前途之黯淡而後悔演出這場鬧劇，兩

岸關係呵護需要雙方，中美關係的維繫需要雙方定力與理性，深盼中美早日回歸

正常狀態，兩岸困境才有解決的一天。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