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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拜登已上任，不同於其前任川普的恣意妄為，拜登展現專業理性的

施政風格，積極修正川普許多錯誤的國內外政策。在川普時期中美關係持續惡化，

影響國際及亞太情勢，外界也非常關心拜登上任後美中關係的走向。 

 

從拜登上任後他本人及其國安重要官員的談話與作為，吾人可以初步瞭解拜

登政府對於中國的政策。 

 

首先，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理念朝向多邊主義。拜登政府的中國政策將是其

整體外交政策的一環，而拜登的外交政策理念係以多邊主義為基礎。拜登及其主

要外交官員強烈批評川普政府採取的單邊主義外交，凡事以美國自身的利益為優

先考慮，不參與重要的國際組織及承擔領導角色，退出了《跨太平夥伴協議》、

《巴黎氣候協定》、《伊朗核協議》、《中程導彈協議》及《世界衛生組織》等。美

國也與重要的盟邦關係不睦，包括歐洲盟邦中的德法英等大國，影響所及，美國

在全球的領導地位大幅下滑，而且日益孤立，中國則乘機在國際上益增其影響力。 

 

拜登政府主張多邊主義外交，強調美國應該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及國際組織，

並在其中扮演領導性角色，也應該積極修復與盟邦的關係，尤其是與歐洲盟邦的

跨大西洋夥伴關係。至目前為止，拜登政府已宣布將重返《世界衛生組織》及《巴

黎氣候協定》，並考慮恢復參與《伊朗核協議》等。新任國務卿布林肯即表示，

「美國要實際參與國際事務，在國際組織中現身，因為當美國撤退，中國就會補

進空缺，進而成為制訂規則的一方」。 

 

其次，拜登政府未來將是內政與外交並重。拜登在就職演說時主要的內容都

著墨在內政議題上，包括防治疫情、提振經濟、增加就業率、彌平國內社會的分

裂等。對於外交則僅簡略提到美國將修復與盟邦的關係，並與世界進行來往，成

為全球的典範領導。拜登所繼承的美國內外狀況均不佳，國內問題尤其嚴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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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拜登政府必須以內政為優先，在對外關係上將傾向維持緩和的狀態，避免有重

大的紛爭與衝突。即使欲恢復國際領導的角色，在國際事務上有積極的作為，包

括與中國的競爭在內，也勢必會受到國內政治與資源不足的限制。 

 

第三，拜登政府將中國視為最大的競爭對手。雖然拜登及其國家安全顧問蘇

利文都強調，俄羅斯也構成美國的威脅，但是拜登政府似乎更重視中國所構成的

挑戰。布林肯在就任後的首次記者會表示，「美中關係是我們未來在世界上最重

要的關係」，在媒體訪問時說「中國對美國構成的挑戰比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要

大」。蘇利文在上任後參加華府智庫「美國和平研究所」的會議時也說，「中國問

題是美國與歐洲盟國之間要處理的第一要務」。之所以如此，與中國的綜合國力

不斷上升及積極擴大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有關，在美國眼裡中國比俄羅斯更具備

潛力挑戰其全球領導地位。 

 

美國與中國的衝突除了權力地位與物質利益之外，也包括意識形態與政治制

度的歧異。蘇利文在談及中國威脅時說，中國批評美國民主制度失靈，其領導人

多次強調中國可以提供有別於美國民主及自由市場的發展模式，因此他認為應對

中國挑戰最有力作法就是讓美國的模式繼續發光發亮。美國自二次大戰以後，即

以民主國家領袖的身份領導世界各地的盟國，與蘇聯為首的共產集團對抗，冷戰

結束後對自己的民主意識形態與制度更有信心，欲將之推廣於全世界。中國的崛

起及其發展模式卻向世人展現了另一套發展路線，並且透過「一帶一路」策略協

助許多國家發展基礎建設，美國覺得對自己的全球領導地位及意識形態與制度，

形成了強烈的挑戰。 

 

第四，對於中國的評價與定位，拜登政府與川普政府仍有些許差異。在川普

政府晚期，幾乎是將中國當作美國的全面性對手，自疫情責任、貿易與科技競爭、

印太區域安全、臺灣、香港、新疆等議題均針鋒相對，尤其是前國務卿龐培歐去

年 7 月在尼克森圖書館發表演講，痛批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斯列寧主義政權，中國

不是一個正常國家，呼籲自由世界必須組成「新的民主聯盟」以戰勝中國，將中

美關係帶入新冷戰的狀態。拜登政府雖然也將中國視為最大的競爭對手，但是認

為雙方仍有合作的空間，包括在氣候變遷、疫情防治、防止核擴散等議題都可合

作。布林肯在受訪時說，「美中關係複雜，當中有敵對層面、競爭層面，也有合

作層面」。在此一認知之下，拜登政府雖然仍將中國當作最大競爭對手，但雙方

關係將較川普時期為緩和，因為雙方除了對抗及競爭關係外，還有合作關係，加

計拜登政府也受制於國內的疫情、經濟及族群等問題，應也不樂見美中對抗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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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拜登政府在應對中國的挑戰時，與川普政府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特

別強調與盟國的合作。拜登政府認為，川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政策，削弱了共同制

衡中國崛起的力量。布林肯在上任後的記者會說，「全世界都需要美國領導，我

們將重視與盟國和夥伴的外交合作，以應對當前的重大挑戰，包括美國的敵手對

我們安全與全球穩定構成的威脅」，而中國顯然是美國敵手的首要。蘇利文也在

智庫會議中說，「美國和歐亞盟友一起，占超過一半的世界經濟，不只作為槓桿，

也能產生共鳴，共同應對中國等挑戰」。 

 

拜登政府之所以強調與盟邦合作應對中國的挑戰，除了基於多邊主義的外交

理念外，也與美國自身的國力下滑有關，中美之間的國力差距在縮小之中，結合

更多的盟邦可以增加共同制衡中國的力量。拜登政府同時還有意識形態上的考量，

美國擬捍衛西方的民主價值與制度，遂主張結合與自己意識形態相同的國家，尤

其是歐洲盟邦，以共同遏制走共產主義路線的中國之挑戰。 

 

因此，拜登當選後即呼籲召開全球民主峰會，邀集全球民主國家共同集會，

因應中國等集權國家的挑戰。拜登上任後也已與英、法、德、日、加、韓等國家

領袖通過電話，以強化雙方的關係，在與日本首相菅義偉通話時還特別重申，將

把日本與中國有主權爭議的釣魚台納入《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的保護範圍之內，

針對中國的意圖非常明顯。蘇利文上任後也已與美國重要盟邦負責安全事務的首

長通過電話，白宮國安會指其目的在於「強調拜登政府加強跨大西洋聯盟的意願，

並確認美國願意與歐洲盟國就一系列共同的優先事項密切合作，包括與中國、伊

朗和俄羅斯有關的問題」。新任財政部長葉倫在聽證任命時也說，美國應該與盟

友合作，因應大陸不當的經貿行為。蘇利文也強調，「美國需與歐洲就中國的貿

易和技術濫用等問題，達成應對共識」。 

 

第六，基於上述的對中政策理念，拜登政府目前與中國處於競爭的狀態，合

作的層面較少展現。布林肯強調，「與中國不論那個層面的關係，美國都必須以

有力而非軟弱的立場來因應」。關於美中的經貿關係，拜登政府目前堅持川普政

府時期雙方所簽訂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檢視中國的執行狀況，並擬先與盟邦協

商對於中國的經貿政策，採取一致的立場。在此之前暫不取消目前對於中國所施

加的關稅，也無意與中國協商新的貿易協議。關於科技競爭方面，白宮發言人莎

琪表示，華為等不受信任的供應商生產的電信設備，威脅美國及其盟邦的國家安

全，美國將不採用，並與盟邦合作保障網路安全。在維護印太地區安全方面，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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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派遣航母「羅斯福號」至此一地區巡弋，並否定中國對於南海主權的聲索立場。

對於中國的人權狀況，布林肯認同龐培歐的說法，認為中國政府對於新疆的治理

作為是「種族滅絕」，蘇利文則說中國需要為其對新疆、香港及臺灣的不當作為

付出代價。 

 

拜登政府對於臺灣的安全也甚為關切及支持。在國會任命聽證時，布林肯說

「美國堅決信守對台承諾，確保臺灣有抵抗侵略的自我防衛能力，若中國武力犯

台，製造世界動盪，將是嚴重錯誤」。國防部長奧斯丁則說，「美國對臺灣的支持

一直是堅若磐石，且受兩黨共同支持，美國將履行承諾，支持臺灣自我防衛的能

力」。針對共機威脅臺灣空防，美國國務院於 1 月 23 日特別發表聲明，強調「美

國會維持長久以來的根據美中三公報、《台灣關係法》、對台六項保證的承諾，持

續協助臺灣維持足夠的自我防衛能力，我們對台灣的承諾堅若磐石，也致力維持

臺灣海峽及區域的和平與穩定」。儘管如此，國務院發言人在回應媒體詢問時表

示，美國的「一中政策」並未改變。 

 

基於目前的美國對中政策及美中關係，臺灣應有如下的認知及對策： 

一、美國仍維持「一個中國」的政策，與中國的正式外交關係不變，也不會支持

台獨。 

二、美國與中國將持續競爭，但是雙方仍有合作的可能與必要，美國國內問題也

將限制拜登政府處理外交議題的態度與能力。 

三、拜登政府固然關切及支持臺灣的安全，但是也希望台海地區能維持和平穩定，

期望兩岸能恢復談判，並未如川普政府般將臺灣視為挑釁中國大陸的工具。 

四、臺灣應該力求兩岸關係的穩定，避免以台獨挑釁北京，並創造兩岸恢復接觸

及對話的條件。 

五、臺灣應該堅守民主價值與制度，並在國際公共議題上，例如防疫、氣候變遷

及復甦經濟上與美國加強合作關係，及爭取擴大國際參與。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