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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應美國要求遭加拿大逮捕，此事與「川習會」

發生在同一天，使中國大陸對美方的疑慮大增。 

 美國對中共的政治疑慮，正是華府防堵華為的原因之一；惟美國

若一味強硬，也未必能實現其政治與經濟目標。 

 

（一）孟晚舟事件的發生 

    2018年 12月 1日，加拿大應美國要求，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在

溫哥華國際機場轉機時將其逮捕。美國政府指控華為透過子公司與伊

朗交易，違反了美國制裁伊朗的禁令。逮捕孟晚舟的同一時間，習近

平和川普正好在阿根廷 G20 高峰會見面，並針對中美貿易戰進行談

判。此外，華裔物理學家張首晟喪生、中國大陸企業下單購買光刻機

的荷蘭廠商失火都發生在同一日，使許多華人將這一連串事件解讀為

美國對中國科技發展的蓄意遏制，並以華為和孟晚舟作人質，換取經

貿談判的讓步。中國大陸的網路評論指出，各跨國公司和金融機構違

反美國制裁禁令的情況很多，但很少有公司高層被逮捕。「南華早報」

援引美國前聯邦檢察官坎寧安（Nelson Cunningham）的說法，指出孟晚舟案

的「定奪權在白宮」。面對這樣的指控，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波頓（John 

Bolton），透過 2018年 12月 6日全國公共廣播電臺（NPR）的訪問回應，

其與川普在阿根廷同行時，雖事先經司法部掌握相關消息，但並未將

這樣的消息告知川普總統，進而撇清孟晚舟事件與美國政治力的關聯。

不過，川普在此後接受路透社訪問時說，若有助於贏得對中貿易談判，

他會介入孟晚舟案。這又凸顯出該案的政治意涵。 

 

（二）華為的資安疑慮與美中科技戰 

    早在川普上臺前，美國就已防阻華為進入美國電信市場。2019年

1 月 17 日，更有美國兩大黨的國會議員提案禁售晶片給華為等中國

大陸企業。若然，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出口金額會大減，可見削減貿易

赤字的考量比不上政治與安全的疑慮。 



    華為公司創辦人任正非（同時也是孟晚舟的父親）年輕時曾在解放軍任

職，早期業務多來自軍方控制的中資在港企業，也有多家國有銀行提

供優惠融資。因此，國際上很早便對其存有疑慮。「全國人大」在 2017

年 6 月通過的「國家情報法」第七條：「任何組織和公民都應當依法

支援、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保守所知悉的國家情報工作秘密。

國家將對支援、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的個人和組織給予保護。」

更使他國懷疑涉及敏感產業的中國大陸科技公司是否會危害其國家

安全。 

    美國的防堵措施，由經濟層面來說，是要避免中國大陸在科技研

發技術領域快速成長；從政治層面來說，則是要避免中共透過通信技

術，架構足以與美國比肩的情報網路。所以美國要帶領加拿大、英國、

澳洲、紐西蘭等盎格魯薩克遜國家，以及歐陸和日本等美國盟友共同

抵制華為這樣在 5G設備上領先的中國企業。 

 

（三）相關司法議題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與孟晚舟案相關的司法行為。在孟晚舟被捕

後的 12月 10日，國際危機組織東北亞高級顧問暨加拿大前外交官康

明凱（Michael Kovrig）、專營北韓旅遊與商務仲介的加拿大商人斯帕弗

（Michael Spavor），被以「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為由遭逮捕。 

加拿大「環球郵報」指出，自從孟晚舟被捕以來，中國大陸政府

就不斷譴責美加兩國「非法抓人」，並高調揚言「必將報復」。因此，

加拿大公民在中國陸續被捕，自然讓人聯想為北京的報復行動。對此，

加拿大政府起初在處理的態度上顯得相當小心謹慎。其一方面雖極力

呼籲中國政府「應立即釋放無罪的加拿大公民」；並敦促美國盡快決

定孟晚舟的引渡申請，換取釋放以「危害中國國家安全」遭到逮捕的

康明凱、斯帕弗等人。同時，亦盡可能避免將這些事件與孟晚舟事件

進行公開連結。 

    2019年 1月 14日一名涉嫌在中國大陸走私毒品的加拿大籍男子

謝倫伯格（Robert Schellenberg），遭中國大連法院改判死刑。加拿大總理特

魯道（Justin Trudeau）在記者會上警告加拿大公民前往中國大陸時應「保

持高度謹慎」，直指中共對特定國家公民「任意執法」。對此，北京以



「勿將司法問題政治化」回應與撇清。然而，以各項案件的時間點來

看，外界仍懷疑中國大陸在國內司法行動背後的政治動機。不過目前

受到這些行動影響的僅限於加拿大人，而未波及要求加拿大逮捕孟晚

舟的美國。 

孟晚舟已在 2018年 12月 11日以 1000萬加幣（折合新臺幣約 2億 3000

萬元）交保，並接受 24小時安全監控，留在加拿大卑詩省自家宅邸等

待引渡聆訊。若以同一時期我國司法單位對被捕的某些企業負責人之

要求之保釋金相較，這樣的金額並沒有特別高。再考慮到華為的規模

之大，可見加國司法機關似乎並未對孟晚舟做出過度偏離衡平原則的

裁決。 

    法律專家指出，根據美加引渡條約，美國需在孟晚舟被捕的 60

天內向加拿大司法部提出正式引渡要求，之後加拿大有 30 天時間決

定是否引渡。以加拿大過去十年的引渡申請同意比率來看，若美國正

式提出申請，孟晚舟很有可能內正式被引渡至美國，面臨多項「串謀、

詐騙金融機構」的指控。然而若加國承認美方該案的政治考量，則孟

晚舟也可能不會被引渡到美國。 

 

（四）未來觀察重點 

    孟晚舟事件凸顯出美國在科技與經濟領域對中國大陸加強施壓，

而後者近年來自由化的可能性愈來愈小，使得外界疑懼更增，對中國

大陸的戒心也更重。感受到外部壓力的中國大陸，會因此重拾改革開

放的漸進自由化步伐，還是會藉由外部壓力激起的愛國情緒來鞏固領

導中心？這點值得密切觀察。反之，在面對崛起的中國大陸時，標榜

自由法治與尊重人權的民主國家，會不會也以國家安全之名而採取違

背民主法治原則的手段？這對全世界自由民主體制的前景與吸引力

都有重大影響。自 2018年 12月起，蘋果與華為手機在中國大陸市場

佔有率的消長，可以作為觀察大陸人民在以美國為代表的價值，與民

族情感價值之間取捨的一項參考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