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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中台三角關係的回顧 

美中台三角關係向來有結構性的不穩定，容易受到單一事件，尤其是

台灣的政黨輪替所影響，而產生階段性的變化。近期的美中台三角關係，

呈現「一正二負」的結構，也就是台美關係為正、兩岸與美中關係為負。

這樣的三邊關係，可以說是從 2016年蔡英文總統與川普總統陸續上任後，

迄今的變化趨勢。 

回顧歷史檢視 1949 年之後美中台三角關係的發展，可以概略分為幾

個階段。首先，在冷戰時期，美中台與美中蘇1是相嵌在一起的兩組三角關

係，美中台被稱為小三角，美中蘇是大三角。在大三角的關係不變的情況

下，小三角很難產生變化，加上台灣當時是威權政體，不存在政黨輪替影

響兩岸關係發展的條件。是以，兩岸關係從 1949 以來，可以說是一種穩

定的高度敵對關係。 

                                                 
1 此時的蘇，指的冷戰時期的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簡稱蘇聯，而非現在的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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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0 年以後，先是蘇聯瓦解，大三角關係不復存在，再來是台灣

出現了民主轉型，民主進步黨成為合法政黨，台灣主體意識隨著民主化逐

漸高漲，兩岸關係隨著國際局勢以及台灣政治條件變遷，在穩定的敵對關

係下轉為鬆動。90年代初期而言，對於美國來說，期待中國在改革開放帶

來經濟與社會現代化後，可以同台灣一樣，步入民主轉型。另一方面對於

台灣來說，中國國民黨維持國統綱領，一個中國的憲法框架下，結束動員

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兩岸從敵對關係開始開放交流。在這樣的情況下，美

中台三角關係，一方面已經不存在美中蘇的限制，二方面美國對台灣、美

國對中國都有維持良好關係的理由，而兩岸也破冰交流，美中台三角關係

不再如冷戰時期的緊繃。 

到了 1996 年台灣舉行總統大選，民主與台灣本土意識隨著總統大選

快速動員起來，兩岸關係轉趨緊張，但美國仍然維持同時與台灣和中國交

好的基調，美中台關係的不穩定因素，等於完全取決於台灣的選舉結果。

是以，2000年陳水扁總統當選之後，台獨成為可能選項，兩岸關係陷入緊

繃，而美國甚至指責台灣是「麻煩製造者」（Trouble Maker），台灣一度陷

入兩岸與外交的困境，在國際上面臨中國的各種打壓，也得不到美國太多

實質的協助。 

2008年國民黨重新贏得總統大選，馬英九總統主政下，兩岸關係雖然

回到重新交流，美中台三角關係也暫時穩定，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想像，台

灣在國際上已經完全失去話語權，在兩岸關係中也成為被動。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是維繫兩岸穩定的「定海神針」，但兩岸都知道，在國際上台

灣已經不太可能再與北京爭奪中國的代表權。美中台的穩定關係，可以說

是建立在台灣被邊緣化的情況下。到了 2016 台灣年再次政黨輪替，蔡英

文當選總統，民進黨也贏得國會多數，進入完全執政的狀態。隨後美國總

統大選，川普當選總統，美中台三角關係進入一個新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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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中衝突的本質 

川普總統當選之後，美國與中國的摩擦全面提升。在戰略佈局上，針

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美國則是提出重返亞洲以及印太戰略。在經貿議

題上，以關稅壁壘的方式，啟動對中國的貿易戰，甚至演變到匯率戰。在

價值、人權、文化等議題上，美國也沒有鬆手，對於中國將其文化價值體

系往外輸出加以防備，例如封殺「孔子學院」。美中兩強的摩擦，本質上

是西方自由主義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對於世界秩序上的衝突。中國在

經濟上的成長，也提升了其軍事、外交、政治上的全球影響力。在中國改

革開放的過程中，美國所期待藉由中國社會的經濟成長刺激威權體制開放

的民主轉型並沒有出現。相反的，在習近平主政之後，對內維穩的力道更

加強硬，對外則是一改過去「韜光養晦」的戰略，變成「有所作為」，也

就是更加積極的參與國際事務，並且不斷提升中國在國際事務上的影響

力。 

由於中國本質上是封閉的威權體制，在國際秩序上動輒挑戰美國的霸

權地位，因此美中兩強的衝突，可以說難以避免，只是時間上的問題。川

普總統以美國至上的思維，在經貿議題上對中國以提高關稅的方式啟動貿

易戰，背後仍舊是有圍堵中國的戰略考量。在這樣的戰略思維下，美中的

衝突當然牽動周邊國家，只要是配合建構印太戰略的國家，對中國的關係

也都轉趨緊張。台灣在此發展趨勢下，在美中兩強之間維持等距，或維持

現狀的彈性變得非常小，基於民進黨在捍衛台灣主權與本土意識上的立

場，很快的就選擇了與美國更緊密的合作，而與中國的關係則是更加疏離。 

美中台三角關係在 2016 年以後，演變成一正二負的結構，可以說是

一個自然演化的結果。隨著中國不斷擴張影響力，影響了美國在全球秩序

上的優勢地位，「中國威脅論」雖然不能說已經是美國的共識，但至少已

經是多數美國人接受的說法。許多美國人相信，現階段出手圍堵中國，雖

然美國利益也會受到傷害，但能夠確保長期的利益與穩定。如果讓中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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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予求，未來將造成更大的威脅。 

 

三、兩岸關係的變化 

在 2016 年之後，兩岸關係可以說日益低迷。在本質上，在習近平重

新定調對台工作方針，以及蔡英文總統主政的環境下，兩岸關係在過去幾

年來也出現較細微的變化。眾所周知，中國大陸對台工作的態度，一直以

來都是以「和平統一」優先，但不放棄「武力手段」。而在和平統一的基

調上，大抵上是以「以經促統」為較常見的手段。這樣的方針在 2008 年

至 2016 年馬英九總統執政時期，對於以經促統的效果始終抱持期待，但

2016年蔡英文當選總統，雖不至於立即證明以經促統的失敗，但至少說明

了以經促統對於和平統一而言，短時間內仍舊成效有限，長時間來看則是

更加難以評估其效果。尤其在蔡英文總統執政之後，對於台獨的疑慮再

起，因此促統之外，「反獨」也成為對台工作的重要策略。 

除了促統搭配反獨以外，隨著中國崛起，兩岸經濟、軍事等實力的差

距逐漸被拉開，習近平對於主導兩岸促統的優勢與自信也逐漸展露出來。

在 2018年 12月，習近平於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

大會」的講話中提出：「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加強兩岸經濟文

化交流合作，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堅決反對和遏制台獨分裂勢力，牢

牢掌握兩岸關係發展主導權和主動權。」在 2019 年元月時更進一步提出

「習五條」，包括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融合發展、心靈契合等，掀起了

兩岸之間對於一國兩制的論戰。在此後半年內，北京提出了民主協商，以

及探索兩制方案的呼籲，而台灣各黨各派則是在第一時間紛紛主張絕不可

能接受一國兩制的主張。尤其是隨著總統大選接近，以及香港事件的影響

下，一國兩制在台灣幾乎完全沒有市場。在這樣的情況下，兩岸關係的「冷

和」結構幾乎無解，有待 2020年總統大選來觀察下一輪的走向。 

兩岸關係在過去幾年的發展，「維持現狀」可以說是台灣方面藍綠陣

營的最大公約數。但在維持現狀的基調下，對中國的態度相較之下藍營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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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是相對友好，而綠營則是更為謹慎。在中國經濟、軍事等實力大幅提昇

以後，對台工作可謂軟硬兼施，手段也日益靈活。兩岸關係基本上雖無根

本性的變化，但事實上在統獨議題而言，不僅更加細緻，而且也越來越針

鋒相對。 

 

四、結論 

美中台三角關係在近年來的發展趨勢，可以說主要是伴隨中國崛起而

有了變化，川普與蔡英文兩位總統的主政，只是將美中、兩岸之間所存在

的矛盾突顯出來，這些矛盾在本質上始終存在，過去幾年可以說是這些矛

盾的檯面化，並不能說是政黨輪替，或川普、蔡英文執政下所帶來的「意

外」。隨著中國政經實力的大幅提昇，對美國來說已經成為潛在的威脅，

對台灣來說更是將兩岸關係更加朝向不對稱發展。只要中國在價值體系上

無法和自由、民主、人權產生對話或交集，即使美台選舉結果出現變化，

美中台三角關係之間一正二負的結構也僅會微調，三角關係本質上在短時

間內恐怕不太容易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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