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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李俊毅、李哲全 

本篇報告回顧印太地區於 2017-2018 年間的安全情勢，以評估台灣的安全環

境。對多數區域內的國家來說，其安全政策的課題，是如何因應一個日趨積極與

強勢的中國。中國在習近平主政下，過去一年持續在南海推動「島礁軍事化」之

措施，也藉由「一帶一路」戰略積極介入東南亞、中亞、印度洋與非洲事務。中

國的作為引起美國、中國周邊國家乃至國際社會疑慮，也導致美、中兩國在外交、

軍事與經濟等方面的競爭與緊張關係。由中國本身的因素來看，習近平將權力集

中於一身而引起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異議、中國近期經濟成長的趨緩、以及諸如收

入分配不均、區域及城鄉發展差異、老齡化與少子化等導致之社會問題，皆使北

京採取強硬的對外政策，以移轉或宣洩國內的壓力。在北京單方面研判與華盛頓

之衝突的代價是可控的情況下，中國對美國將持續採取強硬的立場。 

美國川普總統自 2017 年 1 月 20 日上任以來，逐漸將中國視為「修正主義者

強權」與美國的主要「戰略競爭者」。在戰略層次，川普政府提出「自由與開放

的印太戰略」。在政治外交上，這意味著美國強化對印度、日本、澳洲、以及其

他盟邦與夥伴的連結；在軍事上，美國特別強調國際海域的自由航行與爭端的和

平解決；在經貿上，華盛頓著重雙邊關係的公平與互惠。在實踐上，美國在南海

地區數度進行軍機與軍艦的「航行自由行動」，自 2018 年 3 月以降更發動數波對

中國的關稅貿易戰，並於 2018 年 7 月起，宣布加大對印太區域國家的投資，提

供這些國家在加入中國「一帶一路」戰略之相關計畫以外的選擇。由於「中國威

脅」幾已是美國民主與共和兩黨的共識，美國對中國的反制與施壓，亦可望持續。 

美國與中國的戰略競爭，構成印太區域內多數國家的安全課題。然而，隨著

各國地緣戰略的差異，其對美中競爭的回應亦有不同。對日本來說，北韓、中國

與俄羅斯是其國家安全持續的威脅來源，北韓核武危機似隨著 2018 年 6 月 12 日

「川金會」及之後的發展而緩和，但北韓的飛彈仍是日本的威脅，且北韓綁架日

人之人質問題也未有實際的進展。日中之間除了釣魚台（尖閣群島）之主權問題

懸而未解，中國的軍事擴張，以及其軍艦與軍機在日本周邊海空域的演訓與繞

行，則造成日本的不安。俄羅斯的安全關切及其對外政策的擴張，雖以西向的歐

洲與美國為主，日俄之間的「北方四島」爭議與俄國在日本周邊的活動趨於頻

繁，亦是日本的隱憂。凡此皆使日本在仰賴《日美安保條約》的安全保障之餘，思

考在日美乃至區域關係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2017-2018 年間，日本積極呼應「印

太戰略」，強化和澳洲、印度、與部分東協國家的合作。惟有鑒於日中經貿關係

的密切，日本亦藉著《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簽訂 40 週年之際改善與中國的關係。 

對於印度與澳洲來說，中國的崛起與強勢的對外政策尚難謂構成其軍事安全

的威脅。印度本身為核武俱樂部之一員，因此印中雖於 2017 年 8 月在不丹洞朗

地區爆發對峙事件，但雙方終究同意化解危機。儘管如此，中國透過「一帶一路」



vi 
 

戰略增進與巴基斯坦、孟加拉及斯里蘭卡的關係，仍構成印度的安全關切。印度

乃在其「東進」政策之下開展和東南亞國家、韓國、與日本的關係。就印美關係

來說，兩國雖在安全合作有實質進展，且對「印太地區」的認知漸有共識，但印

度現階段仍未接受美國「印太戰略」之概念。 

澳洲雖因地緣上的保障而未將中國視為嚴重的軍事安全威脅，但相當關切中

國對南太地區甚至澳洲內政的介入。在自我定位為「中型國家」的前提下，澳洲

著重美國的領導角色並支持美國強調之「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2018 年 7

月美澳「二加二」會議同意將輪駐達爾文之美國海軍陸戰隊人數，儘速由 1,500

人規模擴增到 2,500 人。在區域安全合作方面，澳洲著重南太與東協國家的海事

安全、反恐、和網路安全。2017-2018 年間，澳洲與越南共同強調南海地區的「自

由航行」，並藉由「太平洋島國論壇」深化在南太島國的領導地位。澳洲亦試圖

增進與日本及印度的安全合作。惟對澳洲而言，與中國的經貿關係仍相當重要。 

俄羅斯近年來轉向東方，在 2017-2018 年間則面臨與美國「印太戰略」與中

國「一帶一路」戰略競合的問題。俄羅斯現階段無意隨美國「印太戰略」起舞，然

而其與印度、日本及中國的關係，則牽動區域局勢的發展。在聯中制美的戰略考

量下，俄羅斯強化與中國的軍事關係，2018 年 9 月的「東方－2018」軍演即邀請

中國參加。對俄中關係的重視，亦使俄國在「俄－日－中」與「俄－印－中」這

兩組三角關係中，相對忽略與日本及印度的關係，導致美國藉軍售強化與印度關

係；就俄日關係而言，日本雖為防止俄中聯合而對俄國釋出善意，兩國關係仍因

北方四島主權問題而難有進展。另一方面，俄國聯中制美的戰略，在面對中國「一

帶一路」戰略時，卻有讓中國以「絲綢之路經濟帶」主導俄國南方傳統勢力範圍

之虞。為此，俄國於 2016 年提出「大歐亞夥伴關係」，以降低「絲綢之路經濟帶」

的衝擊，並以其「歐亞經濟聯盟」為軸心，擴大整合範圍，轉向亞太地區。惟俄

中兩國因戰略考量未能真正合作，其整合進度呈現落後態勢。 

面對在南海議題上逐步擴張與強勢的中國，東協國家則呈現立場不一的態

勢。印尼與泰國和中國的關係大致良好，中國甚且利用泰國軍政府受西方制裁之

機，拉近和泰國的關係。菲律賓雖是南海主權的聲索國之一，但杜特蒂總統在確

認美國的安全承諾之下，刻意淡化南海議題之重要性，甚至時有抑美親中之舉。馬

來西亞自馬哈迪再次擔任首相後，以財政負擔為主因，重新檢討乃至中止中國在

該國的部分「一帶一路」計畫，但整體而言馬國仍重視與中國的經貿關係。相形

之下，越南因南海議題而與中國衝突之可能性仍在，因此與美國的關係大幅改

善。東協成員立場的分歧導致無法對美國「印太戰略」或中國「一帶一路」戰略

形成一致的回應，卻是美中爭相支持的對象。東協區域安全合作乃聚焦於切身相

關之威脅，如海事安全、恐怖與極端主義、跨國犯罪、環境安全、與網路安全等。 

最後，在印太地區的區域軍事衝突熱點上，兩韓領導人自 2018 年初起，積

極營造和解對話的氛圍，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先釋放改善兩韓關係的訊息，文在寅

政府則利用平昌冬奧推動穿梭外交，使緊張局勢漸趨降溫，並體現於「川金會」

與兩韓雙邊關係的改善。這導致美國與中國藉朝鮮半島發揮影響力的空間受到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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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呈現北韓核武問題似與美中戰略競爭脫鉤的趨勢。惟北韓仍有不確定性的因

素，中國角色仍相當重要。就東海地區而言，中國海警船持續進入釣魚台周邊海

域似已形成新的常態。日本一方面加強西南諸島的防衛，另一方面嘗試與中國改

善關係，如雙方於 2018 年 6 月 8 日啟用「海空聯絡機制」，並擬於 2018 年底前

推動實質進展。相對地，南海毋寧是 2017-2018 年印太地區安全情勢的重心。2017

年以來，中國逐步在西沙與南沙島礁構築基礎設施與軍事設施，並進行軍機起降；

川普政府也開始加強南海地區「航行自由行動」的頻率與強度，對中方作為提出

譴責與反制。雖然中國與東協國家的《南海行為準則》單一協商文本取得一定進

展，但近期美方透過政治、經貿、軍事策略，聯合盟國與南海周邊國家採取諸多

行動，已使南海情勢升高。2018 年 9 月 30 日美國驅逐艦「狄卡特號」於南沙群

島海域遭中國驅逐艦「蘭州號」逼近至 41 公尺，迫使前者採取閃避，凸顯美中

雙方的緊張態勢。 

就兩岸關係而言，自民進黨政府上台以來，秉持「善意不變、承諾不變，不

會走回對抗的老路，但也不會在壓力下屈服」之立場，但仍面對中國龐大且持續

之政軍威脅。在軍事上，中國推動軍改與軍事現代化，對台海及周邊的軍力平衡

造成壓力。此外，中國亦積極發展電戰、網路與太空作戰等未來衝突關鍵之作戰

能力。在政治外交上，中國對台亦有較過往更積極之施壓。中國一方面持續推動

兩岸之經濟與社會的融合，另一方面則區別朝野與官民，試圖以「分而治之」的

方式分化台灣內部。在台灣的對外關係上，中國亦強化對台的打壓與「去主權」

作為。惟美國亦採取若干支持台灣的政軍作為反制中國，並鼓勵台灣對「印太戰

略」做出貢獻。傾斜的台海兩岸情勢或將因美國的支持，而有新的平衡點。 

本篇報告的研究發現可綜整如下。中美兩國因各自內部的壓力或條件，雙方

競爭的態勢似不易於短期內緩解，而有長期化的趨向。面對在對外政策上日趨積

極與強硬的中國，美國提出之「印太戰略」雖強調不針對特定國家，但該戰略實

際上係以中國為對手。美國的「印太戰略」透過政治外交、軍事與經濟等方式連

結盟友與夥伴。惟由於區域內的國家對中國的軍事安全威脅認知不盡相同，中國

更是許多國家的重要經濟夥伴，「印太戰略」欲連結的重點國家如日本、印度與

澳洲等，並不易構成堅實的反中聯盟；對政經實力更次之的南海周邊國家來說，其

更難以個別或集體之力對中國造成顯著壓力。在此情勢下，「印太戰略」的經貿

層面如數位經濟、能源和基礎設施等，反而因為是區域國家發展的需求，且提供

這些國家在中國「一帶一路」戰略之外的選擇，而較可能有實質的進展。 

就印太地區的軍事衝突熱點來說，朝鮮半島的安全情勢自2018年6月以來有

相當程度的緩和，迄今該地區的和平進程似由南北韓主導，而有獨立於美中戰略

競爭之外的趨勢。東海問題雖在短期內無法根本性地解決，但局勢大致而言在日

本與中國可控制的範圍。南海問題則演變為中美雙方的戰略競爭，並有擦槍走火

之風險。最後，台灣持續在政治外交上受到中國的打壓、在軍事上面臨中國的武

力威嚇、在經濟社會上則持續受到中國之統戰與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