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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國大陸國防部長常萬全在華府

與美國國防部長海格會面時，提議美國如

果停止對台軍售，中方可以考慮調整對台軍事佈署，並建

議雙方成立工作小組討論對台軍售議題。此一消息曝露後，

引起台灣方面的驚訝與關切，擔心美國會因此調整對台軍

售政策。 

        中共國防部長應邀至美國訪問原本有助於美中軍事互

信的提升，也符合歐巴馬政府近年來的對中軍事政策。 意

料之外的是，常萬全在與海格會面時竟然提出以調整軍事

佈署換取美國停止對台軍售的建議，在原本是要增進美中

軍事互信的活動中牽扯到台灣。此一發展也不能說是完全

令人意外，對於中共而言，台灣問題是其核心利益，在與

美國互動時北京總是會將台灣議題提上檯面。對北京而言，

台灣問題一直懸而未決，美國的介入是最主要的阻礙之一，

尤其是美國的對台軍售，一直被其視為對於中國內政的干

涉，也增加了中共對台以武促統的困難度。 

        為了讓美國停止對台軍售，中共曾運用各種手段。在

外交上的交涉是常用的手段，例如在兩國領袖高峰會議或

是國防與軍事高層官員會談時，北京總是將美國的對台軍

售列為主要關切議題，意圖對美交涉以停止對台軍售。其

次，近年來隨著中共軍力的日漸強大，以及美國對於中共

在處理國際及區域安全議題上的依賴增加的情形下，華府

對於中共的軍事政策有所調整，增加與解放軍的接觸與交

流。北京遂利用美國此一思維，往往以降低或停止美中軍

事交流對華府的軍售台灣施以報復，以嚇阻美國的對台軍

售。此一作法在小布希及歐巴馬任內已多次實施，對於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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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亦構成一定的壓力。此次，北京則是祭出交換條件的手

法，以調整對台的軍事佈署交換美國的停止對台軍售。 

        其實，這也不是北京第一次採取這樣的手法。早在

2002年 10月時，當時的中國大陸國家主席江澤民在與美國

前總統小布希於克勞福農場會面時，即首度提出以撤除針

對台灣的飛彈佈署，換取美國的停止對台軍售，但是小布

希總統並未有正面的回應。直到隔年始由美國駐北京大使

館回應表示，撤除飛彈是正面訊息，但應由北京與台北會

談，與美國是否對台軍售無關。2010年 6月美國參議院情報

委員會主席范士丹透露，中共領導人向其表示願意向後調

整對台軍事佈署，以換取美國重新考量對台軍售，但是歐

巴馬政府亦無明確回應。這次則是由中共國防部長常萬全

向海格重提建議。根據中共國防部外事辦主任關友飛的說

法，事實上早在今年 6月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與歐巴馬於

加州莊園會面時，即再次提出以調整對台軍事佈署換取美

國的對台軍售。從這一連串的發展來看，中共一直將美國

對台軍售視為絕對不可接受之事，必欲停之而後安心。           

        究其動機是因為北京認為在 1979 年美國與中華民國斷

交，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後，也認知到台灣是中國的

一部分，即不應該再與台灣有任何實質的政治與軍事關係。

美國基於「台灣關係法」繼續售予台灣武器，對於北京而

言是侵犯了中國的主權完整。其次，北京認為美國繼續軍

售台灣是不願意完全切斷與台灣的軍事關係，是要繼續拉

攏台灣以遏制中國大陸。第三，北京也認為由於美國的介

入，使得台灣有所依靠，不願意與大陸統一。而北京如欲

以武力強行統一台灣，又因為美國的對台軍售，使得台灣

有足夠的防禦武力，甚至在危急時美國還可能派兵干涉，

阻止中共動武的企圖。近年來中共強調和平發展的對台政

策，督促兩岸可以進行和平協議的協商，但是馬政府遲遲

不願意正面回應，北京的解讀也是因為美國的對台軍售，

使得台灣有恃無恐，美國因為欲藉台灣以遏制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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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反對台灣與大陸協商和平協議及軍事互信機制。在北京

眼中，美國的對台軍售阻礙了中國的統一。 

        中共採取條件式的手法以換取美國的停止對台軍事，

代表手段的靈活性，並顯示其合理性。在以一般外交交涉

及報復的施壓方式無法阻止美國對台軍售後，遂嘗試採取

交換的方式以達到目的。美國對台軍售係依據「台灣關係

法」，目的在於確保台灣不受到大陸的軍事威脅，以及避

免在大陸武力威脅或攻擊下被統一。如果北京承諾調整對

台的軍事部署，降低對於台灣的軍事威脅，並且承諾不以

武力解決兩岸問題，則美國確實無強烈理由繼續售與台灣

武器。同時，因為美中採取和諧的方式解決此一爭議，雙

方的關係不產生負面影響。一旦兩邊就對台軍售爭議達成

解決共識，可以避免一再為此一議題產生衝突，有助於關

係的穩定。 

        但是，中共的如意算盤並未能打動美國。從過去歷次

的案例來看，美方對於中共以撤除飛彈或調整軍事部署換

取停止軍售的建議均未予同意，2002 年江澤民的提議，小

布希政府甚至建議中方應與台灣直接商議此事。此次再度

提議，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莎琪於記者會中特別澄清，美國

根據「台灣關係法」的承諾，將繼續提供台灣足夠的防衛

物資與技術服務，確保台灣保有足夠的自我防衛能力，並

且相信這一貫的政策有助於維持台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從美國兩任行政部門的回應顯示，美方對於中共以調

整對台軍事部署換取停止對台軍售的建議並不買單。對於

美方而言，對台軍售係根據「台灣關係法」的規定，只要

此一法律仍然存在，任何行政部門不可能單方面地停止對

台軍售，即使行政部門有此意願，也不可能躲過國會對於

此事的監督，要求行政部門繼續對台軍售。其次，美國提

供台灣防禦性的武器，係其自身的法律規範以及既有的政

策，該如何進行係根據自身戰略與利益的考量，中共的作

為只是影響因素之一，不可能完全受到中共意志所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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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如果決定調整對台軍事部署，也是其自身的作為，

也可與台灣進行協商，進一步影響兩岸的關係，美國屆時

可再決定是否調整對台軍售的政策。畢竟美國軍售台灣的

主要目的是為了協助維護台灣的安全，當中共對台的軍事

威脅減少或解除，兩岸的政治與軍事關係緩和，是可以減

少對台軍售，但是如何作仍是操之在美國自身，不可能事

先與中共達成協議。第三，台灣的安全威脅雖然主要來自

於中共，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台灣為了防禦自身的安全，

仍有必要繼續提升武力，即使中共調整對台的軍事部署，

也不意謂著台灣的安全威脅已完全消除，美方不可能承諾

因此而停止對台軍售。更何況，中共的軍事現代化步伐不

會停止，武力將繼續提升，進一步擴大到第一島鍊之外。 

不論是撤除對台飛彈或是調整軍事部署均屬戰術作為

而已，隨時可以重新部署而威脅到台灣的安全。甚至在武

力持續提升下，可以運用中長程武器以實質威脅到台灣的

安全。況且兩岸的關係並未達到永久的穩定，中共仍然一

再宣示，一旦台灣宣佈獨立將以武力加以阻止。民進黨仍

有可能重新執政，也未完全放棄台獨的主張，兩岸仍然有

可能發生軍事衝突，台灣仍需要足夠的防禦武力。第四，

美國軍售台灣也可能有其戰略的考量，亦即藉由軍售以維

持良好的台美關係，協助台灣維持足夠的防禦能力，以防

止中共以武力併吞台灣，擴大在亞太的勢力範圍。尤其是

歐巴馬政府正在採取亞太再平衡的新戰略，勢必也會重視

台灣的安全與美台關係。根據國務院發言人的說法，提供

台灣防禦武器有助於維持台海的和平與穩定，顯見美方認

為中共對台的軍事威脅仍然存在，協助台灣擁有足夠的軍

力才是確保台灣安全最可靠的方法。在亞太再平衡的戰略

下，美國如欲維持在此一地區的領導地位，以及盟邦對其

信任，便不能輕易放棄自己的承諾。如果美方接受中共的

條件而停止對台軍售，將使其盟邦擔心未來美國同樣會在

中共的條件下而犧牲對於盟邦的承諾。以美國今日的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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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未衰退至必需接受中共的交換條件以犧牲自己的政策與

對盟友的安全承諾。最後，美國的對台軍售還夾帶著不小

的經濟利益，藉由對台的軍售可以為國內的軍火工業創造

利益，並增加就業率。美國的軍火商及有關的國會議員，

必不會同意美國政府輕易地停止對台軍售，勢將構成行政

部門調整政策的一大阻力。 

        此次事件不僅令我方感到意外，也值得我方警惕。中

共一直未停止令美方終止對台軍售的企圖與努力，即使是

在兩岸關係這幾年已大幅改善的情形下，北京仍然利用各

種機會以說服美方配合其目的。尤有甚者，北京甚至利用

這幾年兩岸關係改善的情形作為向美方遊說的依據，欲使

美方相信因為兩岸關係已然緩和，已無太大必要繼續售予

台灣防禦性武器，也因此間接助長「棄台論」在美國學界

及輿論界發酵。 

         儘管歐巴馬政府已公開說明，美方將繼續根據「台灣

關係法」售予台灣防禦性武器，此一政策並未改變，但是

中共仍將會繼續透過各種方式影響美國的軍售政策，我方

仍應保持警覺，並採取因應的對策。 

 

一、我方應該持續加強台美的政治與經濟關係，讓美方重 

視台灣的安全與利益，不致於輕易犧牲台灣的安全利 

益。要向美方積極溝通，改善兩岸關係與提升台灣防 

禦能力是兩回事。台灣願意與大陸維持良好的關係， 

甚至未來也可商談和平協議與軍事互信機制，以維護 

台海地區的和平穩定，但是台灣需要有足夠的防禦能 

力才能有信心與大陸平等地協商。即使兩岸關係改善， 

台灣還需要有足夠的防禦能力，以維護自身的安全與 

利益，例如台灣在東海與南海也面臨領土完整與海洋 

利益的挑戰。 

二、為了確保美國對台灣的安全承諾與支持，台灣除了要 

與美方行政部門官員溝通說明外，也同時要與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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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及智庫圈保持密切聯繫，使其關切台灣的安全，督 

促行政部門應該繼續遵守「台灣關係法」，依照台灣 

的安全需求售予必要的防禦性武器。 

三、透過兩岸溝通管道向大陸嚴正表達，兩岸的和平關係

應繼續維繫下去，也可持續探討簽訂和平協議及軍事

互信機制，商討兩岸的軍事關係，台灣也積極歡迎大

陸對台採取和平政策，並降低對台的軍事部署。但是，

此一發展應該透過兩岸的協商進行，與美國的對台軍

售無關。大陸不能一方面發展兩岸關係，另一方面又

在背地裡向美國下功夫阻止軍售，降低台灣的軍事外

援。此一作法將傷害台灣人民對於大陸的信任，也懷

疑大陸改善與台灣關係的動機，實為不智的舉動。大

陸如果有意降低兩岸的軍事對峙，應該有耐心地與台

灣推動和平協議與軍事互信，一旦兩岸的軍事關係穩

定，大陸對台灣的軍事威脅降低，台灣確實可以減少

對美軍購。即使在此一和平關係達成的情形下，大陸

也應理解台灣還有其他的防衛需求，需要透過對美軍

購等途徑，維持必要的防禦武力，此與兩岸和平關係

的發展並不牴觸。 

四、儘管美國已拒絕了中共要求停止對台軍售的提議，但

是北京的遊說作為必不會就此停止，未來隨著中共國

力的日漸強大或是中美關係的改善，美國的對台軍售

政策能否持久不變仍未可知。為長遠計，台灣應該要

努力發展自己的國防武力，採取不對稱的軍事戰略，

就關鍵性的防禦性武器應該積極研發及自力生產，以

對於中共的軍事威脅維持足夠的嚇阻能力，確保台灣

的安全。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