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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美中軍事互信機制及「建立危機預防溝通框
架」的觀察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沈明室主稿 

 

 美中危機預防溝通框架或在處理較高層次之戰略衝突事件，惟在

南海軍事化、主權聲索等議題，美方將續以軍事武力表達立場，

中方亦難以示弱。 

 航行自由為美中戰略對峙的一環，美軍有意給予印太國家堅實的

戰略保證，並壓抑中國大陸對外擴張，提升美國在全球事務的主

導權。 

 美國或持續在各種議題挑戰中方利益，中國大陸不願意與美方爆

發衝突，更不希望解放軍、內部藉機作亂，比美國更需要建立溝

通與避免衝突的互信機制。 

 

（一） 前言 

    美中貿易戰在美國總統川普與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於阿根廷

G20會談後，暫時取得緩衝時間；另美中第二輪的外交安全對話在美

國華府舉行，並達成建立危機預防溝通架構的共識。由於雙方受到南

海軍艦發生危險靠近事件，以及美國軍艦陸續通過臺灣海峽等事件的

影響，使得美中軍事互信議題成為外交安全對話的關注重點。此次雙

方同意強化軍事互信與建立危機預防溝通架構，然能否發揮危機預防

效果，受到外界關注。 

 

（二） 美中危機預防溝通框架 

美中之間本來就存在一些預防與溝通機制，如熱線電話、演習通

報、緊急事故協調機制等。這些機制屬於軍事層面，亦即雙方軍隊之

間在非預期性衝突發生後的聯繫協調管道。如果發生誤擊或是偶發事

件，這些機制可以發揮一定效果。但如果美中之間的衝突屬於戰略對

峙或競爭，較低層次的預防溝通機制，並不能解決美中政治外交競爭

所衍生的各種衝突。 

    但在這次的外交安全對話中，主要就是針對美中之間因為對立情

勢升高，如雙方戰略轟炸機密集針對性演訓、美國軍艦藉航行自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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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挑戰中共在南海擴建島礁所宣稱的主權、對臺軍售及友臺法案的通

過、臺美軍事合作的強化等，使雙方軍隊在西太平洋的接觸機會增加，

因為誤解或擦撞導致衝突的機率增加，使危機預防溝通需求提升。 

    當美中貿易戰緩和之後，如何根本解決雙方可能發生衝突的問題，

就成為兩國持續互動的關鍵議題。或許因為核心利益不同，雙方無法

根本性解決分歧與衝突的根源，但可透過軍事互信機制與危機預防溝

通架構，避免衝突或戰爭的發生。正如參與會議的中國大陸國防部長

魏鳳和所言，解放軍堅定捍衛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發展利益，希望

雙方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加強溝通交流、增進互信，推動

兩軍關係成為兩國關係的穩定器。因此，中美雙方都同意兩軍保持各

不同層級交往，並加強對話溝通，降低風險。 

    魏鳳和還特別強調，美中雙方應就建立兩軍「危機預防溝通框架」

保持溝通，致力於落實「重大軍事行動相互通報機制」和「海空相遇

安全行為準則」兩個互信機制。魏鳳和這兩段話一方面是在陳述立場

與原則，另一方面則是在提出解決方案，希望美中之間能夠在區域主

權爭端中，持續維持降低衝突、避免誤解的管道。但問題是，美中之

間從來不缺軍事互信或溝通管道，而是在雙方各以軍事武力伸張主權

與立場及捍衛航行自由時，如何避免擦槍走火。如果只是依照行為準

則，象徵性的走過場，無法凸顯捍衛核心利益及主權的決心，但過度

衝撞，卻可能讓衝突升高，讓區域主權爭端成為戰爭與衝突的引爆

點。 

    就美軍而言，定期派遣船艦執行航行自由行動，不僅是在挑戰中

方在南海島礁或是其他領土主權的適法性，更是一種軍事能力的展現，

希望發揮嚇阻的效果。就中國大陸而言，領土主權或領海是不可退讓

的核心利益，如果坐視一個非主權聲索國的美國，甚至如英國、澳洲、

印度、日本等非南海區域內國家，進入其所聲索的主權領海範圍之內，

對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政治情勢下，可能成為挑戰習近平權力合法性

的議題，中方任何一個領導人都不可能退讓。 

    即使美國要求中方撤除在南海的軍事設施，但中共仍然堅持國際

法賦予主權國家的自衛權和自保權，在南海領土部署飛彈屬於正當合

法的行為，與軍事化無關，更不會同意撤除。因此，在南海問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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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雙方各說各話。在無根本解決辦法，又不願爆發衝突下，雙方仍

會持續表達立場，在實際行動和操作中，仍會保持克制和謹慎。 

可以肯定，中國大陸並不希望在區域爭端中與美國衝突，但也不

能對美國擴張性行動示弱。未來美國艦機會持續在南海進行航行自由

行動，中方也會派遣機艦監控或展現武力，如果雙方能夠保持克制，

達成主權宣示的意義，又能克制行動避免升級惡化，整體情勢仍將展

現穩定的態勢。問題是，如果在美國展現軍事能力挑戰中國大陸領海

主權，以及中方反制過程中，出現了突發狀況，或零星的軍事衝突，

那就需要一個雙方通報、溝通與互信的機制，迅速控制情勢的發展。 

 

（三） 美國印太戰略形塑與中對峙格局 

中國大陸認為美中軍隊關係是雙方關係的穩定器，充分體認出維

持雙方軍隊在區域的較勁行為，連帶會影響兩國關係發展。但是中國

大陸這樣的說法低估美國在總體印太戰略的意圖，因為美國執行航行

自由行動的目的，不是在膚淺的挑戰中方在區域的領海主權而已，而

是美國與中國大陸戰略對峙的其中一環。 

    美國希望過軍力展現與確保航行自由的決心，給予印太國家堅實

的戰略保證，並壓抑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藉機擴大中方內部矛盾，

弱化中國大陸國力與軍事能力的發展，提升美國在全球事務的主導權。

因此，相關的戰略作為仍會繼續執行。從美中貿易戰的過程來看，中

國大陸已逐漸認知與美國之間，不論在科技、經濟、軍事與總體國力

上仍存在差距，一旦真要決心與美國爆發衝突，中方恐難承受嚴重後

果。 

    美中間的安全議題非常複雜，任何區域國家的單一議題，只要牽

涉美中利益，都會成為引爆對峙或衝突的導火線，現有各種溝通機制

都是在緩和衝突或避免戰爭，無法解決衝突根源。在美中戰略架構未

變，不論是權力平衡或轉移的格局，單靠預防性或溝通性的機制，或

許可以緩和美中之間的衝突，但無法提供一個維持和平與穩定的戰略

架構。 

    中國大陸在外交安全對話的內容中，其實與美中兩國領導人在阿

根廷會談的基調一樣，主要在為自己的行動與企圖辯護，並闡述中方



大陸委員會                                                                 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 2018.12 

18 

對朝鮮半島、臺海、南海、新疆與西藏的基本立場，但不再凸顯民族

主義的強硬態度。未來美國仍會趁勝追擊，在各種議題挑戰中方利益，

並聯合其他國家壓制中國大陸對外擴張。中國大陸在內憂外患情勢下，

反而最不願意與美國在領海主權衝突上爆發爭執，更不希望軍隊藉機

作亂，如中印洞朗爭議一樣，挑起與周邊國家的衝突。因此，建立溝

通與避免衝突的互信機制，現階段反而是中國大陸比美國更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