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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印太戰略及對近期中美關係觀察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唐欣偉主稿 

 

 拜登大致延續川普印太戰略，惟歐盟與北約份量有所加重。 

 中共於俄烏戰事陷入兩難，既不欲與西方國家對立，又需避免重要

戰略夥伴俄國之力量受到嚴重削弱。 

 中美今年分別適逢「二十大」及期中選舉，均有避險動機，雙方關

係或續維持緊繃但不致惡化。 

 

（一）川普政府的「印太戰略框架」 

2018 年的「印太戰略框架」列出三項美國面臨的安全挑戰：第

一，阻止中國大陸建立勢力範圍並維持美國在印太的戰略首要地位；

第二，處理北韓威脅；第三，促進在全球經濟的領導地位。由於能威

脅到美國經濟領導地位的只有一個國家，所以第一項與第三項挑戰的

來源相同。 

在「框架」的預設中認定美中戰略競爭會持續，並將此歸因於雙

方政治、經濟體制的不同。不過美方更關切的是權力鬥爭而非體制差

異。例如認定中共志在瓦解美國在印太的聯盟與夥伴關係、力量在短

期內會繼續增長、尋求支配尖端科技、強求與臺灣統一；認定強大的

印度有助於反制中國大陸。這些都反映出美國嘗試維繫其第一強國地

位的考量。 

美國想消除北韓威脅、在外交經濟軍事領域保持領先、與中共以

外的主要行為者合作。在朝鮮半島，要讓北韓放棄核武。為此要使用

各種工具極限施壓，並促使日本與南韓合作。儘管「框架」中的相關

段落有數行文字仍未解密，但 2022年 3月 9日的韓國大選結果，顯

示出美國距離撮合日韓的目標又更近了一步。 

為了維繫美國的領先地位，就要主張「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對

友好政府提供技術援助，透過宣傳與論述反制「一帶一路」。要阻止

中國大陸的產業政策與貿易作為傷害美國的競爭力，讓各國都認為中

共產業政策與貿易作為會傷害全球貿易體系。在這個部分，美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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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相當成功。西方國家多已認定中國大陸採取的措施不自由、不開

放。美國還要阻止中共提升軍事與戰略能力、限制對其投資。在軍事

方面，要嚇阻中共以武力對抗美國以及美國的盟邦和夥伴。為此，「框

架」列出四點：第一，阻止中共在衝突中支配第一島鏈內的海空域；

第二，保衛包括臺灣在內的第一島鏈；第三，支配第一島鏈外的所有

領域。至於第四點則仍未解密，不過在 2019 年美國國防部的「印太

戰略報告」中，有更詳盡的相關敘述。 

 

（二）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 

  前述「印太戰略報告」封面的印太地圖中，臺灣很接近中心位置。

然而在拜登政府於 2022年 2月 11日公布的「美國印太戰略」封面地

圖中，中心點往東移到接近關島的所在。考慮到該文件的發布時間在

周末前夕，又是俄羅斯與烏克蘭緊張情勢備受關注的時期，拜登政府

應該沒有高調宣揚此戰略的打算。大致上，此文件的基調與川普時期

的戰略一致，都是要阻止中國大陸損害美國利益。 

除結論外，這份 19 頁的文件包含對印太的承諾、印太戰略、印

太行動計畫三部分。第一部分旨在強調該區的重要性，聲稱中國大陸

尋求在印太地區擴大勢力範圍，致力於成為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國

家。美國對此視為一種挑戰，並列出中共與澳洲、印度、臺灣的摩擦；

指控中共侵犯人權、違反國際法。美國表示其目標不在改變中國大

陸，而是要形塑一個有利的戰略環境。在氣候變遷與防止核武擴散議

題可以與中國大陸合作。川普則沒有就氣候變遷議題與中共合作的打

算。 

第二部分指出，美國要「促進印太地區的自由與開放」、「培養區

域內外的連結」、「促進區域繁榮」、「改善區域安全」、「在區域內培養

對抗跨國威脅的韌性」： 

1. 讓各政府可以自行作主，支持開放社會；投資民主制度、自由

媒體以及有活力的公民社會；反貪腐並打造開放可靠且安全的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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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澳洲、日本、南韓、菲律賓、泰國這五個盟邦，以及印度、

越南、臺灣等夥伴合作；促進日本與南韓合作，還要彈性地組

成某些像美日澳印四方對話（Quad）這樣的小圈圈，並引入區

域外的歐盟和北約組織。 

3. 提出印太經濟架構，促進供應鏈的韌性與安全。七大工業國（G7）

一起透過美國的「Build Back Better」倡議，讓區域內的開發中

經濟體能擁有高品質的基礎設施。 

4. 以整合嚇阻為基石，將同盟條約現代化、穩健推進與印度關係；

與區域內外的夥伴維持臺海和平穩定，包括讓臺灣擁有自我防

衛能力、確保臺灣的未來會透過和平方式決定，並符合臺灣人

民的希望與最大利益。與此同時，美國的做法仍與其「一中政

策」以及基於臺灣關係法、三項公報和六項保證的長期承諾一

致。另聯合日本與南韓嚇阻北韓，並與包括對手在內的各方合

作以預防並管理危機。 

5. 對抗氣候變遷，敦促中國大陸減排溫室氣體；協助終結

COVID-19疫情，與 G7、G20等組織或機制合作，強化應對類

似威脅的能力。 

該文件的第三部分是印太行動計畫，包括投注新資源到印太地

區；領導印太經濟架構；強化嚇阻；強化東協；支持印度繼續崛起並

成為區域領袖；落實四方對話；拓展美日韓合作關係等。整體而言，

除涉及氣候變遷與疫情的部分外，拜登大致延續川普的印太戰略，只

是歐盟與北約在拜登的戰略中分量有所加重。就對抗疫情的部分，美

國的主要合作對象也不是中國大陸。即使美國聲稱要與包括中、俄在

內的 G20 等組織合作，可是在俄軍入侵烏克蘭之後，G20 在短期內

恐怕不容易齊心合作對抗疫情。還是 G7成員比較可能配合美國調度。 

 

（三）對近期中美關係的觀察 

儘管疫情仍未終結，但在烏克蘭的戰爭顯然是中美共同關切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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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也是楊潔篪與蘇利文 3月 14日羅馬會談的重要議題。在奧運期

間，中共表示與俄國的友好關係沒有上限。可是在俄軍入侵並引發國

際社會強烈反彈後，中共在聯合國中並沒有特別支持俄國，甚至還對

烏克蘭提供人道援助。若北京支持莫斯科入侵，就會與自身堅持的國

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原則相衝突，也會站在美國與多數國家的對立面，

這是中共應該想要避免的情況。但不支持莫斯科，會使這個最重要的

戰略夥伴受到嚴重削弱，甚至引發俄國對中共不滿，這可能是北京要

面對的後果。不論如何，大陸在俄烏戰爭後能得到的外界支持可能會

下降，而拜登政府將其視為最主要競爭對手的立場在短期內應該不會

改變。只是美國政府在面對俄烏戰爭與物價上漲問題的同時，若還要

對中共施加經貿壓力，自身也必須付出巨大成本。假如雙方都有意在

重要日程年避免風險，那麼就會繼續維持緊繃但不惡化的現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