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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COVID-19疫情帶給國際社會許多挑戰，然而國際關係的發展與

情勢並沒有因為疫情的爆發而暫時停歇，反而隨著美中關係的惡化

以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而顯的更加緊張與令人擔憂。東亞地區原本

就面臨著錯綜複雜的區域情勢變化，其中朝鮮半島問題也仍然在疫

情中不斷演變。北韓為了抗議美國與南韓的聯合軍事演習以及對北

韓的敵對行為，1持續透過發射彈道飛彈與長程火箭反制美國與南韓

的行動。也因此，在北韓核武問題上，其中最關鍵行為者：朝鮮、

美國與中國大陸三者關係與互動情況，也牽動著東北亞乃至印太地

區安全局勢的發展。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分析與評論在隨著疫情日漸穩定後的東北亞

安全局勢中，美國、中國大陸以及朝鮮三邊關係的可能發展。特別

                                                      
1 在本文「朝鮮」與「北韓」將視需要交互使用，「中國」與「中國大陸」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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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三邊關係發展也牽涉著外部結構的變化，因此，本文首先會討

論此區域的外部環境與結構演變情況，緊接著在此外部環境結構

下，分析三方各自的戰略思考為何？藉此來推論後疫情時代，美中

朝三邊關係可能走向與博奕。 

 

貳、後疫情時代美中朝三邊關係的外部環境 

二戰結束後，在東亞地區的外部結構環境一直是在美國主導下

發展。從過去美蘇對抗的兩極體系，美國試圖建構圍堵共產主義勢

力的防線，到冷戰結束美國一超多強體系，展開以經貿促進和平與

穩定的亞太安全，再到二十一世紀中國崛起後，可能形成「G2體系」

的對中國激烈競爭。事實上，美國對東亞的國際環境始終扮演著主

導性的力量，但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影響力日增，面對東亞議

題，美國也日漸無法行使過去那樣強大的單獨影響力，必須考慮中

國立場與態度，在許多議題上，美國要尋求中國的合作與協助。 

九一一事件發生後，美國一度將其戰略重心放在追擊賓拉為首

的恐怖組織身上，但隨著賓拉登身亡後，美國才發現在「追擊賓拉

登」的日子中，在亞洲的中國大陸已日益填補美國過去留下來的全

力真空。歐巴馬政府上任後意識到這樣的發展趨勢，並開始進行戰

略的調整，將戰略中心移往亞洲。 

但此一調整並沒有辦法阻擋中國不斷上揚的國力與日益增加的

影響力。再加上，一連串的是件，更加讓美國「醒悟」中國以非「過

去」認知的中國，例如，對內上，中國共產黨強化對民眾的控制與

異議聲音的壓制，香港反送中、新疆維吾爾族教育營等強勢作為都

違反美國所持有的價值觀；在對外上，隨著中國不斷提出各項強國

目標、強調要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中國夢，同時在南海、釣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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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印邊界、臺灣問題以及與澳洲提出新冠疫情源頭調查而對澳

洲進行制裁等問題上的強勢作為與態度，讓美國朝野意識到，過去

對中戰略與政策是失敗的，協助中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進而帶動中

國經濟成長，非但沒有促使中國走向民主化、擁抱人權，反而強化

中國共產黨極權獨裁統治，同時進一步要超越美國，挑戰美國的全

球霸主地位，乃至可能改變美國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起來的自由國

際體系與秩序（雖然中國不斷公開否認這樣的指控，但顯然美國朝

野政界已經這樣為中國的行為定性與定調了）。 

這讓美國警惕並且意識到要嚴肅而認真的對待此事，同時也採

取所有可能的作為應對中國所帶來對美國國際領導者地位的挑戰以

及對美國所堅持自由民主價值與生活方式的侵害。也因此，從歐巴

馬開始，其從制度面與建制手段回應中國，以「重返亞太」做為歐

巴馬的戰略選擇，到了川普時期，川普上任後，美中之間的競爭關

係進一步開始白熱化，這讓東亞地區的權力互動狀況產生巨大改

變。川普雖然不走建制派的路線，但「對抗」的想法與歐巴馬並無

二致，雖然戰術不同，但民主共和兩黨修正過去的「對中戰略」是

相當明顯，就是應對中國對美國的挑戰。也因此，川普採取直接而

猛烈的貿易戰應對中國在經濟上對美國的挑戰，其次在外交、軍事

乃至科技上全面性的與中國對抗。 

到目前，民主黨拜登上台後，非但沒有改懸更張，甚至延續川

普時期的許多作為，同時加大了對中國在科技上的圍堵與遏制。也

因此，東亞地區的外部結構正陷入美中之間激烈的「競爭」。雖然拜

登政府強調與中國該合作的地方合作，該競爭的地方激烈競爭，但

總體而言，東亞地區外部環境與結構，還是競爭大過合作。這樣的

外部環境也讓美中朝三邊關係陷入另一個緊張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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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美中朝三邊關係下各自之戰略考量 

 

一、美國 

    對美國而言，對中關係在拜登政府已經定調維持與中國的「激

烈競爭」關係下，該競爭的時候競爭，該合作的時候合作。這顯然

是考量到彼此互賴程度與美國在許多面向上仍須要中國的合作與協

助方能達到所設定的目標，例如朝鮮半島無核化議題。因此，對中

國戰略就不能（無法）採取如冷戰時期的全面對抗，而只能控管在

「激烈競爭」的範圍內。所以美國的戰略考量就是將雙邊關係維持

在競爭中有合作的局面。然而，在對朝關係上，面對朝鮮頻頻試射

彈道飛彈與長程火箭，美國無法忽視這樣的挑釁。 

    對美國來說，維持朝鮮半島無核化與穩定是其最大利益，試圖

破壞這樣的穩定，美國必須堅定回應，一方面給挑釁的一方進行嚇

阻，另一方面，也讓在此區域的盟邦感受到美國堅定的立場與領導

力，讓盟邦感受到在美國的領導下，與美國進行合作，安全可以獲

得確保。因此，美國必須透過軍事行動回應朝鮮這些挑釁行動，以

產生嚇阻力以及領導力，以免北韓誤判情勢與鞏固同盟國家的信

心。也因此，美、朝關係勢必將會維持口頭上相互較勁、行動上一

方挑釁、一方軍事回應的緊張狀態。 

 

二、中國 

對中國而言，在美中目前激烈競爭外部環境框架下，持續支持

北韓，讓北韓作為中國的緩衝區符合其最大利益。對中國而言，朝

鮮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就一直扮演著中國面對美國戰略壓力的

戰略緩衝區，其自二戰結束以來透過不斷經濟援助維持與朝鮮的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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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關係，讓兩國共同抵禦來自美國壓力。隨著川普上任開始，雙邊

衝突日漸白熱化，中國大陸就更需要朝鮮分攤來自美國的戰略壓

力。也因此，持續支持朝鮮，維護金正恩政權的存續，讓朝鮮成為

美國無法忽視的「麻煩」，是中國戰略利益之所在。 

此外，擁有對朝鮮重大影響力，也讓美國在對中國進行戰略施

壓時，必須考量到中國大陸在北韓核武問題上所能扮演的角色，進

而讓美國有所顧忌。也因此，中國大陸對朝鮮勢必更加關注其穩定

性，以及提供必要支援以維護兩國關係，讓朝鮮金氏政權不至於崩

潰，以作為中國大陸維護自身利益與減輕戰略壓力的重要屏障。在

對美關係上，維持鬥而不破，持續利用北韓核武問題，讓美國產生

對中國的依賴，藉此減緩美國對中國施壓是戰略上的重要思考。 

目前兩國在美國「主動」挑起激烈競爭下呈現緊張關係，對中

國來說既要「保持國格」不能示弱，同時也要控管不能失控，才能

符合中國大陸最大利益。所以對中國大陸來說，利用朝鮮讓中美維

持「鬥而不破」，維護中國利益是在應對美方壓力的重要思考。 

 

三、朝鮮 

對朝鮮而言，面對來自美國的威脅，首先強化自身軍備是一條

必須走的道路，只有透過自身軍事力量的強化才能很大程度確保自

身的安全。同時也可以爭取更多談判籌碼。也因此，持續試射導彈

展現朝鮮軍事力量，讓朝鮮維持不可侵犯地位是重要，甚至起碼讓

其「敵人」不敢輕舉妄動，這是朝鮮必須做的戰略選擇。 

其次，利用目前外部美中衝突的環境，爭取中國大陸對朝鮮支

持的力道，與中國站在一起對抗美國這個共同的敵人，是朝鮮要採

取的另一項戰略選擇。雖說長期以來，中國一直就是朝鮮最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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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但在中美關係和緩時，美國對中國施壓，要求中國施壓朝鮮在

核武問題上進行讓步，也帶給朝鮮一定戰略上的壓力。也因此，此

時美中關係惡化的「戰略機遇期」，取得中國進一步支持與支援，亦

是第二項朝鮮需要採取的戰略作為。 

第三，則是對美國採取對抗的作為。一方面藉由對抗美國獲得

談判籌碼，另一方面也藉由升高緊張態勢，維持「恐怖平衡」，讓美

國不敢輕舉妄動，進而確保朝鮮的安全。 

 

肆、結語 

由以上可以得知，在後疫情時代下，由於中國日益在各方面採

取強勢作為，同時展現出挑戰美國領導地位的態勢，讓美國朝野政

黨共同意識到中國是美國接下來幾十年內最大的挑戰者，必須嚴肅

認真的看待這一個「紅色中國」對美國所建構的國際秩序與體制可

能的接管與改變。因此，從結構的觀點來看，東亞地區的外部環境

呈現出美中全面性的競爭緊張格局與結構。 

在此外部格局與結構中，美中朝三邊關係在各自戰略考量下，

將會呈現一種中朝合作共同應對美國壓力的一種三邊關係。一方面

朝鮮需要中國支持以維繫自身的安全與存在，另一方面中國也需要

在美中激烈對抗下，朝鮮作為分散美國戰略壓力與緩衝區的作用。

所以在相互需要彼此情況下，中朝雙方仍將持續合作共同應對美國

帶來的挑戰。 

對美國來說，美國此時需要同時應對來自中國與朝鮮所帶來的

挑戰。從戰略的角度來看，為了維護美國的領導地位，一方面美國

要跟中國激烈競爭，避免其的領導地位與所建構的自由國際秩序受

到侵蝕乃至被中國大陸取代；另一方面美國也需要透過軍事演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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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回應北韓試射飛彈的挑釁以鞏固東亞地區安全以及盟邦之間的領

導信譽。這樣的戰略考量，使得三邊關係仍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的

博奕與緊張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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