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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媒體對於和平倡議之回應 

    2012年 8月，中華民國的馬英九總統正式提出「東海和平倡議」主張，

呼籲中國與日本協助和平解決涉及中日台三方的釣魚台爭議，同時希望各

方能避免激烈或充滿敵意的行動，希望各方藉由擱置爭議（但仍持續討

論），遵守國際法規範，以尋求達成東亞行為準則的目標，並建立共同合

作開發釣魚台附近現有資源的管道。 

前述提議之所以備受國際矚目的理由有三：第一，中國與日本因為各

種不同原因，彼此敵意不斷升高，這使雙方在面對釣魚台領土主權爭議、

國內難題、以及其他棘手的外交政策問題時，情勢更加嚴峻並加深雙方世

仇。第二，涉及釣魚台爭議的中日台三方都需要釣魚台周邊潛藏的石油、

天然氣和其他資源；因為對三方而言，都得從很遠的地方進口大量原油，

供給基礎非常脆弱。第三，東亞經濟正處於成長階段，因此中日台三方都

希望持續成長或經濟更加進步。東亞區域的不穩定對他們來說，都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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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夢。 

    馬英九的提議是否得到正面的回應與支持？抑或者，美國是否視此提

議在某種程度上符合其東亞外交政策目標？這些答案都是肯定的。然而，

就中日交鋒的嚴重性以及東海和平倡議明顯的合理性而言，馬總統獲得的

掌聲和支持似乎出乎預料的多。 

為什麼？ 

    首先，西方媒體並沒有偏好馬英九的傾向（儘管有些人不這麼認為）。

馬英九擁有美國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學位，他的職業生涯標榜著全台灣最不

貪腐，是最誠實的政治人物，連同他俊俏的外貌與紳士般的氣質，都讓他

加分不少。但馬英九終究是國民黨成員，後者長久以來被西方學界與媒體

視為保守派，在媒體上也總是被妖魔化。 

    在馬英九當選總統後，西方媒體預估他應能降低台海緊張局勢，也不

會像他上一任總統那樣，刺激美國與中國之間的戰爭衝突，當然，有些媒

體還突出馬英九較不貪腐的特性。尤其美國政府及其他亞洲國家更讚許馬

英九終止了台海兩岸可能爆發戰爭的情勢，而他也真的做到了。 

    馬英九在哈佛大學的授業恩師孔傑榮表示，馬英九應該成為諾貝爾和

平獎候選人，因為他改變了台海兩岸這世界重要的緊張熱點之一的局勢

（熱點是指涉及強權國且可能爆發戰爭的地方，也有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

器的可能）。為此，馬英九的作為確實值得嘉許，也極有可能因而獲獎。

但結果是什麼也沒發生。事實上，如今很少人認為馬英九能得諾貝爾和平

獎；相反地，更多西方媒體聚焦於前總統陳水扁在獄中「備受折磨」、健

康惡化且待遇刻薄的消息，這讓馬英九備受苛責；即使前總統待遇問題正

由司法部門處理，且馬英九並不希望干預，甚至台灣民調也顯示，很少人

懷疑陳水扁有罪，但相關問題仍引發關注，以致西方媒體對馬英九的和平

提議著墨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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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棄台論在美國的爭辯與發展 

    與此同時，歐巴馬政府及其在學界與媒體界的友人，雖然很感激馬英

九對於解除美中高度緊張關係，與降低台海兩岸爆發戰爭可能性的貢獻，

卻都開始談論美國是否應放棄台灣的問題。歐巴馬總統所以會有類似想

法，主要是在 2009年 11月訪問中國後，從中國官員方面獲致台灣是中國

「核心利益」（意指中國會願意為此發動戰爭）相關訊息的結果。在此氛

圍下，歐巴馬既不願意挑戰中國，甚至同意與中國討論限制對台軍售的問題。 

以下是一些相關文章中透露的趨勢，其中有些來自非常「內部」的出

版品：例如《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認為，台灣之於中國，有

點像冷戰時期芬蘭與蘇聯的關係（作為一種假的附庸國），且美國若放棄

保護台灣，與中國之間將不再有任何嚴重分歧存在，雙邊關係也不再如此

不安；甚至有些文章建議，美國應該把台灣「賣」給中國，以清償美國對

中國的龐大債務。另一些親歐巴馬政府的軍方人士及智庫也表示，美國不

該一方面繼續承諾防衛台灣，另方面卻降低面對中國海空軍能力提升所需

的國防支出，這麼做是很愚蠢的，至於其結論同樣是，美國應該要放棄台灣。 

    無論如何，華府決定協助台灣老舊的 F-16升級，既有利於歐巴馬政府

不會放棄台灣的論點（雖然國會中存在刺耳的反對聲浪），並回應某些人

的立場（自從華府拒絕出售更先進戰機後，就有人認為台灣需要其他武

器，只是華府拒絕出售這些武器），甚至「棄台論」更隨著總統大選而明

顯退燒，例如歐巴馬競選總部便承認，台灣在美國比中國更受歡迎，且不

管如何都有必要責怪中國，特別是中國「被低估價值的貨幣」對美國經濟

不景氣的影響。更何況，羅姆尼與共和黨教唆歐巴馬的人也做了相同的事

情。選民與美國大眾都接受兩黨將中國作為代罪羔羊的現實，且很少人仔

細審查類似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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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重返亞洲政策之根源與辯論 
    於此同時，美國國務卿希拉蕊不僅將「重返亞洲」的想法，作為美國

外交政策新的核心理念，在 2011年 11月為《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所寫題為「美國的太平洋世紀」的文章，一方面開啟了美國承認其在中東

作戰是否無暇他顧的辯論，更凸顯的論點是，美國的未來是在亞洲。 

對美國外交史而言，重返亞洲的想法並不新穎。但是，這似乎對歐巴

馬而言很新，而且有其需要。非但外交政策一直是歐巴馬總統的弱項，重

返亞洲也證明美國真的準備要結束在伊拉克與阿富汗的戰爭，這既為美國

大眾所希望，也是歐巴馬支持者所期待的，甚至被稱為「歐巴馬主義」。 

進一步來說，對某些觀察家而言，重返亞洲也讓大家相信美國將做些

什麼來面對中國的挑戰。2008 年的經濟蕭條不但被視為自 1930 年代大蕭

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挑戰，中國驚人的經濟成長也成了歐巴馬的政策無

法有效解決經濟蕭條的證明。更甚者，在將近一個月的時間裡，媒體不斷

報導著中國正在痛擊美國的新聞：中國在 2009 年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

大的生產者；同年，中國再次超越美國，成為汽車生產龍頭，緊接著又成

為全世界最大出口國。它建造了速度最快的火車、最快的電腦、登記專利

數量比美國多，也更頻繁地與亞洲大部分國家進行商業互動。簡言之，歐

巴馬正目擊著美國退步到世界第二名；美國人不喜歡第二名（即使身在頂

端的失敗者，依然是失敗者）。有些人還表示，這將是歐巴馬總統的遺產。 

    身為軍事強權，美國雖自認不會失去優越地位，然而，根據斯德哥爾

摩國際和平研究中心的資料顯示，中國的國防支出將在 2025年超越美國，

比預期的還要快。且美國既將持續削減軍事支出，亦面臨赤字與令人窒息

的債台高築，這些都昭告著其軍事支出無法再回到過去的程度。與此同

時，中國的海空軍支出快速增加（試圖將美國排除在亞洲之外），且以倍

數成長。面對中國快速躍升的軍事力量（這對亞洲國家的外交政策已造成

深遠影響），美國有必要予以平衡，這也正是重返亞洲的宗旨所在。 

    季辛吉在幾年前曾說過，權力平衡體系將包含亞洲，過去支撐著歷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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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與日本、東協和印度的防衛關係。面對中國軍事力量的崛起，這

無疑提供了「零成本」的答案，並符合美國現實主義看待世界的方式。但

這有效嗎？以下有幾個明顯的問題。首先，亞洲人的思考模式並不以軍事

平衡為主，其外交戰略較多是以經濟思考，而非零和軍事思維為中心。其

次，幾個美國的平衡觸角（日本、東協與印度）亦各自呈現出不同問題。

日本將繼續面對經濟長期低迷的挑戰，東協則是一個國家的集合體，若缺

乏計畫，要達成統一的共識將非常困難，也很難達成，至於印度更甚至不

相信美國，且在許多領域中常反對美國。 

    進言之，在討論重返亞洲時，歐巴馬陣營裡也有不少爭議。例如希拉

蕊自稱是現實主義者，這意味著她傾向採取軍事平衡的作法；但副國務卿

斯坦伯格則提出「戰略再保證」來定義美中關係，這回應了歐巴馬所謂國

際體系「不再是零和賽局」的說法，也明顯拒絕了現實主義的觀點。很顯

然地，能否成功地與中國交往，以及從西方觀點而言世界將何去何從，存

在許多分歧的意見。美國能接受透過美中合作來主宰世界政治的做法嗎？

儘管中美國（Chinamerica）、G2、超融合（Super-fusion）等新觀點不斷被

提出，但仍有許多人認為美國與中國對於未來並無共識，且中國正尋求一

個不同於美國模式的世界。 

 

四、台灣在重返亞洲中的角色與美國的抉擇 

    無論如何，美國重返亞洲最令人困惑的部分，就是台灣的角色扮演；

它究竟是很重要的角色，抑或根本不重要。 

如果美國重返亞洲的目標是試圖平衡中國崛起，例如其軍事力量，那

麼台灣很明顯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不僅可說是「萬里長城上最高的

塔」，也可以說是連結東亞陸權（中國）與東亞海權（美國）之間的關係

紐帶。如果北京政府取得控制台灣的權力，那麼中國將會是非常重要的賽

局改變者；它將會擁有最佳的海軍基地，就位在台灣東岸，中國潛艦可由



 
 
 
6  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 No.42, April 2013  
 
 

此進入太平洋深海地帶，且不易被發現。事實上，中國的潛艇能力很可能

在接近美國西岸之前都不會被發現，至於到了美國西岸後，這些潛艦的飛

彈將威脅美國各大城市。這對中國而言，將是重要的優勢，也能挑戰國際

體系的權力平衡。 

    假使美國不想在亞洲創造一個軍事平衡體系，而是希望與中國合作以

維持亞洲的和平與穩定，那麼回到犧牲或放棄台灣的討論，就變得相對合

理。那麼，到底美國決定要犧牲還是放棄台灣？歐巴馬政府對此尚未有明

確訊息。在未來幾個月裡，美國對台政策的任何改變可能這個問題提供關

鍵證據。換言之，台灣一方面似乎是美國亞洲政策方向的風向球，至於媒

體及美國華府如何看待馬英九總統的東亞和平倡議，也許就是第一個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