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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布林肯訪中後雙邊互動觀察 
政治大學東亞所教授黃瓊萩主稿 

 

 美高層接連訪中意在緩和日益惡化的雙邊關係，但高層互訪做為增

進互信的外交手段，在近期的對峙態勢中似不再具有效益。 

 美中均採取「邊緣政策」以迫使對方讓步，恐玉石俱焚，並延燒至

周邊國家與區域。 

 我國應更審慎判斷邊緣政策的發展趨勢，在任何一方升級前採取更

為彈性的姿態與做法，並更加支持非官方管道的交流與溝通。 

 

（一）前言 

  2023 年的美中關係可謂風波不斷，而國際社會依舊瀰漫大國競

爭即將進一步升級的緊張氣氛。過往國家間因利益衝突而雙邊關係出

現裂痕之際，熱線與高層互訪被認為是有效的衝突控管機制。然而當

前美中關係的發展似乎很可能推翻這項認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於今

年度 6 月 18 日抵達北京並進行為期兩天的訪問，此前美國媒體與智

庫專家皆對布林肯此行能達成的美中降溫效果感到悲觀；而中國大陸

官媒與學界評論布林肯來訪是美方「亟欲求見」的表現，亦對於布林

肯造訪所能帶來的實際成效不抱期望。布林肯之後，美國財政部長葉

倫、氣候特使凱瑞及商務部長雷蒙多陸續訪中；但與此同時進行的卻

是拜登日前簽署的行政命令（即外界風聞已久的「限中令」），旨在禁止

美國在「量子計算」、「先進晶片」以及「AI」等三大領域對中國大

陸進行投資，使得華府幾位高層人士的訪中看起來只是表面功夫，實

際上美中之間的緊張氣氛已再次進入升溫的循環。 

 

（二）近期美國高層頻訪北京之效果評估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在國務卿布林肯訪中之前即已表示，美

國並不期待美中關係能藉該次訪問取得任何突破，但是對美國而言，

還是需要進行形式性的訪問，因為華府期望國際社會在看待美中雙邊

關係的惡化之時，會咎責於中方而非美方，而持續逼近中方底線、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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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北京退讓，同時進一步深化固有盟友參與美國圍堵政策，才是華府

實施高層互訪之外真正的戰略目標；而站在北京的角度來看，布林肯

訪美之前的各層級美中雙邊會談（包括王毅與蘇利文在維也納的 8 小時晤

談），事實上都是虛的，兩強持續對抗才是實。 

    接續布林肯的腳步，美國財政部長葉倫於 7月 6至 9日對中國進

行為期 4天的訪問，原先設定的主要目的是為改善美中之間的不良溝

通，並且呼籲北京與華府合作以處理日益嚴重的氣候變遷問題。葉倫

會見多位中共高級官員，而官媒對葉倫的評價也相對正面，稱雙邊會

談確實達到深入、坦誠、務實以及有建設性；但可惜的是，葉倫訪中

為美中對峙緊張態勢帶來的降溫效果非常有限，美國媒體批評她對中

共高層的姿態過於軟弱，而葉倫與多位中方女性經濟學家和創業家共

進晚餐，也遭中國大陸網民強烈批評，這顯示美中自 2018 年以來的

激烈競爭與日益白熱化的對立，事實上已經將敵意擴散並深入至雙邊

的民間社會，揭示了未來即使雙方政府希望可以緩和敵對的氛圍與局

勢，勢必也得面對各自內部的反中／反美集體情緒，甚至對外政策的

制訂也很可能因此受到來自民間的制約與影響。 

    美國總統的氣候問題特使凱瑞在葉倫之後訪問北京，為重啟兩個

全球溫室氣體最大排放國間已陷入僵局的談判。凱瑞被認為是和中方

關係較友好的政治人物。而氣候問題也是拜登政府所設定，預計可以

和中方有更多合作空間，美中皆意識到全球在氣候議題上的合作有其

必要與急迫性。不過凱瑞的訪問即使促成美中在氣候變遷議題上進一

步合作，也難以緩和雙方間的對立局面。而甫結束訪中行程的美國商

務部長雷蒙多，相較於前幾位同僚，據稱有較多收穫，例如美中同意

在雙方商務部之間建立新的溝通渠道與啟動出口管制訊息的交流機

制。雷蒙多帶至北京的訊息基本上和 7月初的葉倫大同小異；不一樣

的是在雷蒙多訪問前，拜登已簽署「限中令」（從明年開始生效，並特別

主張中國大陸在半導體、微電子、量子資訊技術和人工智慧領域已經有長足的進

步，唯有限制美國在前述三項領域對中投資，才可能阻止共軍透過外資獲取美國

的技術和資本的支持而繼續發展）。 

    即使不看美國近幾個月在印太地區舉行的各種聯合軍演，光是從

「限中令」的簽署即可看出，華府陸續派遣高級官員訪中，北京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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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也只能是「徒具形式」。且北京陸續接待四位美國高級官員，卻未

有對等回應（派員回訪），甚至原先廣受外界期待的習近平與拜登在即

將登場的 G20 峰會會面一事也確定破局。足見中共對現階段的美國

對中政策已有定調。如此，美中雙邊關係要恢復相對正面穩定極有難

度，而美國幾位官員訪中所欲達成的短期目標也很難收效；不論華府

再怎麼派員訪中，恐也難以挽回頹勢。 

 

（三）美官員訪中也阻擋不了邊緣政策 

  「邊緣政策」（brinkmanship）並非一個嶄新或新創的概念。根據牛

津字典，邊緣政策的定義為「一種採取危險策略而不斷將局勢推向安

全瓦解之底線的政治手段或實踐」，可說是利用製造不確定的威脅把

對手帶到災難（安全瓦解）的邊緣，以迫使對方讓步的策略，而發揮作

用的關鍵在於讓對手承認威脅是可信且很可能發生的，最著名的案例

為美國與蘇聯在古巴危機之中的對峙，而後來仰賴兩大強權之間的秘

密外交以及雙方領導人採取溫和手段的意願，才讓該危機沒有進一步

升級成為第三次世界大戰。但邊緣政策一旦開啟，不論是哪一方先下

這一步險棋，其後果都是逐步失去對局勢的全盤掌控與確定性，因為

唯有如此才能有機會讓對手接受威脅的可信度，並且最終決定讓步。

目前美中雙方對彼此的策略，即是一種相較於古巴危機時的美蘇更為

緩慢卻明顯的邊緣政策。 

    美中都會持續採行邊緣政策，而雙邊關係在短時間內都很難見到

緩解；在充滿衝突和對決的氛圍底下，邊緣政策很容易導致玉石俱焚

的結果，且場地依舊可能發生在東亞。美中近期的對立加劇，更是展

現在近期各自在印太地區頻繁進行軍事演習。雙方顯然皆欲藉由加強

軍事操演同時強化與固有盟邦在軍事領域的合作，塑造軍事實力強大

且有盟友支持的形象；與此同時，雙方在印太展開頻繁的海上軍演或

單方軍力展演（例如共軍軍機飛越臺海中線），亦有將軍事演練行動常態

化以嚇阻對手的心態，更是符合邊緣政策邏輯主導下的行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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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美中皆已採行邊緣政策，不斷試圖逼迫對方退讓和屈服。邊緣政

策很可能導致玉石俱焚的結果，更可能率先延燒周邊國家與區域。我

國做為美中競爭與對抗的重要元素之一，更應審慎判斷雙方邊緣政策

的發展趨勢，並且在任何一方升級之前，採取更為彈性的姿態與做

法。香港學者邵善波分析美國對臺政策，認為華府採取的就是模稜兩

可的態度，更明確地說，是一種「臺灣地位未定論」的方針，在此認

定之下，美國在臺海周邊展開情報蒐集活動、鼓動盟友加入圍堵中

共、持續以其對臺政策踩踏中共底線，便有了行動正當性；而中共對

美亦會維持邊緣政策，以逼迫華府調整並回歸中共所期待的「一中原

則」，也會在國際統戰原則的思維指導下，加強拉攏美國的固有盟邦

與周邊國家，甚至視情況予以施壓，以突破美國的圍堵策略。而在美

中競爭之餘，依然對外表示會維持暢通溝通管道，但不論是布林肯或

其他美國官員，頻繁訪問北京都改變不了雙方對彼此施行邊緣政策的

態勢。我方最好的做法還是效法其他亞太區域的國家，定期與兩強皆

維持溝通與往來。考量到目前北京並不願意與我政府有官方層面的交

往，我方應該更加支持非官方管道的交流與溝通，並持續營造內部對

兩岸關係有多元立場與聲音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