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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歐洲相關國家推動印太戰略觀察 
東海大學政治系副教授林子立主稿 

 

 北約與印太夥伴合作，阻止中共擴張；馬克宏訪南太島國，企成為

美中之外的「替代方案」。 

 歐盟進軍印太地區市場，布局多元經貿以尋求對中去風險化。 

 

（一）前言 

  歐洲在美中衝突日益白熱化的情勢下面臨極大的挑戰，如何在安

全、價值與利益三者之間取得平衡，成為歐洲領導人最為困難的選

擇，因為這三者不僅會時有衝突，各個國家對其內涵也有很大的分

歧；舉例而言，儘管自由主義民主價值是歐洲國家最大公約數，但是

也有各別國家如匈牙利並不重視。也由於彼此之間經濟結構不相同，

對貿易的需求性也有很大區別，因此衍生出歐盟、北約這兩大歐洲組

織在合作的需求中，有不同的優先順序。 

 

（二）北約與印太夥伴合作，阻止中共擴張 

  儘管如此，全球貿易結構變動帶來國際秩序重組，疫情改變全球

化的供應鏈，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加上北京對外擴張全球事務影

響力，都使得傳統跨大西洋夥伴關係得到冷戰結束以來最密切的合

作。美國致力推動印太戰略遏止中共之際，也運用北約此一共同防禦

組織的平臺，以雙邊與多邊的方式與印太地區夥伴——澳洲、日本、

韓國和紐西蘭進行對話與合作。如果以 2016 年分界線，當前的安全

環境已經與歐巴馬時代完全不同，印太地區既有戰略、軍事的重要

性，更是全球貿易的新契機，中共在東海、南海、臺海和南太平洋島

國企圖改變現狀，引起各國的擔憂，然而，美歐在對中政策沒有達成

協調合作，各自為政的效果必然會被中共的貿易武器各個擊破。 

  正因如此，美國主導的北約從 2022 年馬德里峰會上首次邀請印

太地區民主盟國日、韓、澳、紐參加，從傳統大西洋聯盟走向民主國

家聯盟，今年 7 月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舉行的北約峰會亦邀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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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參與。雖然法國總統馬克宏一再強調北約應該只專注在北大西

洋，但是北約峰會持續邀請民主同盟國家參與應該已成常態。再者，

本次峰會企圖達成北約在東京設立辦事處，雖因法國反對而取消，也

不會因此改變美歐共同的印太合作。 

  事實上，法國的反對不只是怕激怒中共而已，中共對北約將手插

入印太地區早已憤怒不已。儘管如此，日本駐歐盟大使扮演北約和日

本之間聯繫的橋樑，防範中共擴張是主要重點。因此，最後不設北約

東京辦事處的主要考量，還是在印太地區的各國權力平衡。環顧印太

地區的主要行為者除了前述四國外，還有印度與東南亞國協，如果只

在東京設辦事處而沒有其他參與者，即容易導致日本遭受抨擊，也會

影響北約與東協的關係。事實上，北約外交部長會議自 2020 年以來

多次邀請日本參與，甚至是參加北大西洋理事會定期會議和軍事會

議，可見密切的合作不受設立辦事處的影響。 

  今年 4月馬克宏訪中時才說出許多討好北京的話，可是到了同年

7 月 27 日訪問太平洋地區國家時，在萬那杜公開以「新帝國主義」

譴責大國在此區作為威脅到小國家的主權，主張印太地區、特別是大

洋洲出現新的帝國主義，正在威脅最小、最脆弱國家的主權。由此可

知，巴黎企圖在此區域的美中對抗之際，提供大洋洲島國一個「替代

方案」，以實現法國利益，而非一味追隨華盛頓或是屈從北京。馬克

宏的印太戰略，目的在使法國在美中爭端地區成為一股平衡力量，創

造更大的槓桿力量，而歐盟更是實踐此一戰略目標最重要的工具。 

 

（三）歐盟進軍印太市場，尋求對中經貿去風險化 

  歐盟要成為這股平衡的力量並非容易，受制於如何擺脫經濟困境

與俄羅斯威脅，應對中共事實上並非歐盟的首要事務，更多情況下，

歐盟要克服的是會員國共同應付後疫情時代艱鉅的政治經濟挑戰。歐

盟面臨的挑戰可分為三個層次來看，最上層國際體系結構的轉換所引

起的動盪，使得追求政治經濟整合的歐盟就受到更大分歧壓力，遲遲

無法對中共有一致的看法與作為，形成中層區域體系結構問題，即眾

多會員國之間的紛擾，像是南北歐之間的經濟差距，東西歐之間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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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觀差異，與新舊歐洲對歐盟身分認同的區別，都會造成下層會員內

部的分歧，各國民粹政黨捲土重來的可能性依舊存在，疑歐路線依然

受到部分選民青睞。 

  儘管有這些結構性的分歧問題，在歷經疫情與烏克蘭戰爭的衝

擊，各國政治精英更深刻體認彼此協調合作的重要性，也由於對於中

共擴張感到威脅，運用印太戰略進行對中貿易去風險化就更顯得重

要。據此，歐盟在今年（2023）5 月 13 日於布魯塞爾舉行的第一次

舉辦的歐盟－印太部長級會議，歐盟與 21 個印太地區的外交部長，

包括印度、澳洲、日本、韓國、印尼、越南和紐西蘭等國。會議目的

在於強化歐盟與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經濟體、重要貿易路線聚集的地

區，呈現印太地區的確是歐盟對外貿易戰略的中心，積極的與印太國

家簽署各式協議。 

  這顯示歐盟對中去風險化的布局，努力以多邊與多元全球外交

中，尋求能夠平衡經濟利益、與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國家合作。歐盟

走上類似美國的路線，與中共在競爭、合作、對抗的各種路線中，希

望迫使北京妥協、接受歐盟的規範；然而事實上，在「歐中全面投資

協定」無法得到進展的情況下，證明北京仍未對布魯塞爾低頭。因此，

歐盟開始積極進軍印太市場並成為首要目標，而其中重點國家之一即

是印度。歐盟已經是印度最大的單一貿易和投資夥伴，到今年 8月為

止已經進行六回合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公共採購和市場准入都是談

判項目，不過最困難的應該是農產品的部分。歐盟在自由貿易協定全

球布局中的亮點則是與紐西蘭於 7 月正式簽署的協議，過去歐紐長

期因為農產品爭議而遲遲無法簽訂，在中國大陸市場不確定性的影響

下，彼此農業部門都做出巨大的妥協。對於歐盟而言，這是重大的突

破，下一個目標就是澳洲，標誌著進入印太地區重要里程碑。 

  這些具體作為闡明歐盟應對俄羅斯與中共在全球合作領域的合

縱連橫，並且已經在各個國際組織中能夠掌握更多的話語權。以 2023

年 8月下旬的金磚會議為例，主題是「金磚國家與非洲：促進相互加

速增長、永續發展和包容性多邊主義的夥伴關係」，不難發現俄中結

合非西方國家態勢明顯，利用南方國家不僅不想選邊站，而且希望能

夠左右逢源的立場，增強對抗民主同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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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在如此詭譎多變的局勢之下，國家間合作的變化與變數越來越難

以掌握，想要以志同道合的夥伴關係來解決跨領域的安全問題和全球

挑戰顯然變得不切實際。對歐盟，或是任何國家來說，價值相同很好，

有共同的國家利益更為重要。北約、歐盟不斷提升在印太地區的經

略，中共也不例外，若任一方不能契合該區國家的經濟利益與安全顧

慮，往往就產生合作失敗的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