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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Abstract 

隨著中國年來在印太地區的霸權擴張，對地緣政治與安全造成重大的

衝擊與威脅，基於台灣與日本具有共同的價值觀和利益，於是在「價值共

同體」與美國的引領下深化台日雙邊合作；而這種合作不僅體現在安全領

域，還擴展至政治、經濟、科技和文化等多個層面，有如在安全方面，台

日加強情報共享、安全對話和政策協調，共同維護台海及印太地區的穩定

與和平；在政治上，台日透過議會外交、政策對話和國際倡議，共同捍衛

民主、人權和法治等價值觀；在經濟和科技領域，台日透過供應鏈合作、

數位經濟發展和綠色能源轉型，提升區域經濟競爭力；在文化交流方面，

經由台日文化活動的多元化、教育領域與觀光旅遊高速發展，也深化台日

共同的文化價值觀。因此，當前台日關係在新的「價值共同體」催化下，

台日關係邁向共同維持區域穩定與和平，共同強化全球民主陣營，共同促

進區域經濟整合與繁榮，共同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共同增進民間文



化發展融合等新階段。 

In recent years, China's expansion of hegemony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has posed significant geopolitical and security challenges and threats. Given 

the shared values and interests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bilater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s been deepene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in a "community of values." This cooperation extends 

beyond the realm of security to encompass political, economic, technological,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In terms of security, Taiwan and Japan are enhancing 

intelligence sharing, security dialogues, and policy coordination to jointly 

maintain stability and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e Indo-Pacific region. 

Politically, through parliamentary diplomacy, policy dialogues, and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s, Taiwan and Japan are working together to uphold 

values such as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In the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sectors, the two countries are enhancing regional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supply chain cooperation,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reen energy transitions. In terms of cultural exchang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aiwan-Japan cultural activities, alongside rapid 

developments in education and tourism, further deepens the shared cultural 

values of both nations. Consequently, under the catalyst of the new 

"community of values," current Taiwan-Japan relations are advancing towards 

a new stage. This includes jointly maintaining regional stability and peace, 

strengthening the global democratic camp,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prosperity, advanc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enhancing the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of civil cultural 

exchanges. 

 

關鍵詞：價值共同體、台日關係、印太戰略、安全合作、經濟合作 

Keywords: Community of Values, Taiwan-Japan Relations, Indo-Pacific 

Strategy, Security Cooperation, Economic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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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近年印太地區情勢風起雲湧，由於中國的不當擴張衝擊區域安全情

勢，造成地緣政治情勢呈現緊張態勢。為突破以美國為主的國際格局，中

國利用所謂的「戰略機遇期」，1提升對周邊乃至在全球的政治、經濟、軍

事等方面實質影響力，以利在國際間和美國相抗衡，然而在其崛起的過程

確已造成周邊國家的擔憂，甚至造成國家安全的危害。台灣、日本與中國

隔海相望，同為第一島鏈國家，冷戰時期擔負反共前哨，冷戰之後面對中

國的霸權擴張，台日同受其害。在此安全威脅之下，台日雖無正式外交關

係，但安全關係向來密切，尤其 2018 年以後，美國對中政策路線向對抗

轉變之後，台日關係因為在地緣、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具備同樣的理念價

值，進而形成「價值共同體」，使得雙方的關係發展更進入新階段。 

 

貳、 台日「價值共同體」之體現 

 

「價值共同體」係指具有共同價值觀、文化、信仰或利益的個體或群

體所組成的社群，通常以某些核心價值為基礎，例如民主、人權、法治、

自由等，成員間因為共同價值而形成更為緊密的聯繫與合作。2在國際政治

中，「價值共同體」被用來描述國家之間的合作關係。例如，一些國家可

能會因為共享的價值觀而形成聯盟或合作組織，如歐盟（EU）被視為一個

強調民主、人權及經濟自由等共同價值觀的共同體。3在中美關係及台海問

                                                           
1 中國的「戰略機遇期」是指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中國面對有利的國際和國內環境，可

以利用這段時間加速經濟發展和提升綜合國力。這一時期的特徵包括和平與發展的全球

趨勢、經濟全球化的深化、科技進步帶來的機遇，以及國內市場擴大對經濟的推動力。

在此期間，中國需要抓住機遇，推動科技創新、深化改革，應對國際競爭和地緣政治挑

戰，以實現長期的現代化目標。 
2 T. Liakh, “Society, Trapped Values and Future of Humanity in Europe: The Lessons for 

Ukraine,” Pedagogy and Psychology, Vol.1, No.21 (2021), p. 181. 
3 S. Istvá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Latin America: A Bi-regional Strategic Allianc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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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上，「價值共同體」則代表民主國家在應對中國崛起時，如何加強合作

以維護共同價值。例如，美國、日本、歐洲國家等可能會因為共享的民主

價值觀而加強在經濟、軍事及外交上的合作，以應對來自中國的挑戰。 

國際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五眼聯盟（Five Eyes）及歐

盟（EU）等區域組織體現「價值共同體」的概念，該等組織強調成員國之

間的共同價值觀和信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一個軍事安全聯盟，由於成

員國共享民主和集體安全的價值觀，是 NATO 穩定的合作基礎；五眼聯盟

則是一個由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組成的情報共享聯盟，

該聯盟強調共同價值和信任，促進成員國間的緊密合作；歐盟在政治、經

濟及社會文化上也強調共同價值觀，其成員國承諾遵循民主、法治和人權

等基本原則，並成為歐盟基石，使其在多方面達成深度整合與合作。 

冷戰期間，台灣與日本同是位處第一島鏈的國家，是圍堵共產主義對

外擴張的灘頭堡，在西方陣營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夥伴，尤其台灣更是反

共前沿。冷戰結束，雖然美國在一定時期內對中國採取合作與接觸的路

線，但終究無法徹底改變中國體制，反而讓其綜合國力不斷上升，並戕害

民主陣營，對人類發展造成不良影響與後果。面對中國的崛起，首當其衝

者莫過於印太地區國家，其中又以台灣與日本為甚。由於中國不斷對外擴

張，意欲控制第一島鏈與第二島鏈之間的西太平洋區域，並將美國勢力排

除在外，4對於長期依靠美國保護的台日而言，中國的崛起令人擔憂，也影

響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戰略利益。 

在美國的「離岸制衡戰略」下，台日關係發展愈發緊密，美國當然希

望日本在印太區域軍事、外交、安全等領域能夠承擔更大的責任，同時減

輕美國在該區域投入；而日本的岸田政權為了國家安全與利益的需要，以

                                                                                                                                             

Research, Vol.8, No.2 (2020), p. 33. 
4 Jin Canrong, “The US Global Strateg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United States Relations: A Chines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0, No.28 (2001), p.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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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提高在印太區域的話語權，自然樂於也勇於投入力量與資源，緊隨美國

對中國的圍堵與牽制；而台灣跟日本一樣，同處第一島鏈核心位置，肩負

著美日同盟對中國的圍堵重責大任，是以近年美國一直加強對台軍售，提

高台灣武器裝備現代化程度，部分武器甚至具備攻擊到中國內陸的能力，

如此台灣儼然與日本般成為執行美國「離岸制衡戰略」戰略的要角。5 

此外，2019 年 6 月 1 日，美國發布《國防部印太戰略報告：戰備、夥

伴與促進區域鏈結》（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將

中國、俄羅斯及北韓視為潛在威脅的國家，並將台灣與日本列為必須加強

聯繫和交往的國家之一；6另外，2021 年 9 月發佈之《美國印太戰略》指

出，中國不斷整合其經濟、外交、軍事和科技能力，試圖在印太區域擴大

勢力範圍，以成為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強權，並利用軍事力量在台海及東

海不斷壓迫台灣與日本。7此外，在美國印太戰略背景下，自由、開放的印

太地區成為民主陣營的共同價值，基於對修正主義的中國之戰略圍堵與遏

制，台灣與日本的重要性被凸顯，畢竟從地緣上來看，第一島鏈仍然是中

國對外擴張最大障礙。 

在近年國際政治轉向對抗中國的氛圍中，台日除了上述地緣上的戰略

價值之外，同時與政治與經濟上的共同價值形成所謂的「價值共同體」，

而在此共同體之下，台日共享民主、自由和人權等共同價值，並且促進雙

方在政治、經濟、區域安全上的深化合作，也加強在區域和全球問題上的

共同立場。8在「價值共同體」框架下，台日關係進入一個嶄新階段，過去

                                                           
5 陳文甲，〈陳文甲專欄》當前美日同盟戰略需求托舉下的台日關係〉，《中央廣播電台》

(2022年 4月 22日)，https://insidechina.rti.org.tw/news/view/id/ 2130664。 
6 葉長城，〈美國印太戰略的形成、發展及其對臺灣經貿之意涵〉，《中華經濟研究院》

(2019年 8月 15日)，https://web.wtocenter.org.tw/Mobile/page?pid=328192&nid=126。 
7 〈美國印太戰略〉，《美國在台協會網》(2022年 2月 18日)，

https://www.ait.org.tw/zhtw/indo-pacific-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zhtw/。 
8 吳紹瑜，〈蔡英文推特再發英文、日文 籲國際社會支持民主台灣〉，《TVBS 新聞網》

(2022年 8月 5日)，https://news.tvbs.com.tw/politics/1869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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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太戰略之前，日本對中國的政策主要側重於經濟合作與政治對話，強

調雙邊和多邊框架下的合作與接觸。同時，日本也謹慎處理與中國的安全

與領土問題，以維持地區穩定和自身的安全利益。但是近年日本開始逐漸

調整其對中政策，強化安全和戰略上的考量，於是進一步深化台日在政

治、安全、經濟等領域的交流合作。 

經濟方面，台日經濟關係進一步深化，主要體現在高科技產業、供應

鏈重組、貿易投資以及綠色經濟等領域。台日在半導體領域形成互補關

係，台積電（TSMC）在日本設立研發中心，促進雙方技術合作，並在人

工智慧（AI）、物聯網（IoT）和新能源領域的聯合研發推動科技創新。

雙方致力於供應鏈多元化，減少對單一市場的依賴。日本企業在台灣建立

生產基地，台灣企業也加強在日本的市場布局，有助於建立更穩定和安全

的供應鏈。9此外，台日在環保技術和新能源方面的合作不斷擴大，共同推

動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和循環經濟的發展。總體而言，印太戰略下的台日經

濟合作促進了雙邊繁榮，增強區域經濟穩定性，並有助於應對全球化和地

緣政治的挑戰。 

 

參、台日關係的新階段 

 

一、區域安全 

日本與台灣在 1972 年斷交之後，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日本對中政

策受到中日經濟合作和戰略關係之影響，對於台海敏感問題選擇低調，避

免過度激怒中國，因此台日在安全議題合作受到很大的限制。10再者，日

                                                           
9 孫蓉萍，〈台積電再造日本矽島 5》台日關係再升級 從企業交流進階到供應鏈合作〉，

《財訊》(2022年 12月 7日)，

https://www.wealth.com.tw/articles/070f0d23-bf57-42cd-8c3f-e443ef239280。 
10 Adam P. Liff, “Japan, Taiwan and the ‘One China’ Framework after 50 Year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52, No. 4 (2022), pp. 1071-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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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依賴美日安全同盟來維護其國家安全，過去對於台灣安全的支持更多地

通過美日同盟的框架來實現，而非直接的雙邊合作。11 另外，台灣在國際

上並未獲得普遍承認，為避免引發中國的強烈反應，與他國安全合作必須

低調和在非正式的範圍內進行，而日本在二戰後的和平憲法限制軍事活

動，也影響與外國在安全領域的合作。 

在近年的地緣政治局勢變化中，台日之間的安全合作卻有所增強，主

要原因包括中國在東海和南海的軍事擴張及對台灣的軍事施壓，促使日本

體認台灣海峽的穩定對日本自身安全的重要性。此外，隨著美國推動的印

太戰略，日本將台灣視為印太地區安全的重要夥伴，強化雙方的安全對

話。台日在維護航行自由和應對共同安全威脅（如北韓的核武計畫）方面

利益重疊，增強雙方合作的意願。同時，在應對自然災害和網絡攻擊等非

傳統安全威脅方面，雙方的合作也顯得更加必要。民間交流的增進，尤其

是台灣在 2011 年日本東北大地震中的積極援助，增強雙方的互信。此外，

智庫和學術交流提供對話平台，促進政策協調，進一步鞏固台日之間的安

全合作。 

隨著美國加大對印太地區的關注程度，堅定隨美路線的日本聚焦該地

區的安全議題，並加大軍事投注力度，並將台海情勢安全穩定列為攸關其

國家安全重要事態。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 2021 年 12 月的演講中明確提

出「台灣有事，等同日本有事，等同日美同盟有事」，12代表日本對台灣

問題的關注升級，也反映台日安全合作的新動向。除安倍的發言之外，台

日在區域安全議題上的合作也不斷的提升，如 2023 年 7 月日本戰略研究

論壇（JFSS）舉辦台海危機兵棋推演，首次邀請台灣參與，這也是首度在

日本舉行的美日台三方兵推。13此外，還有「台日執政黨 2+2 實體對話」，

                                                           
11 Adam P. Liff,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aiwan,” Asia Policy, Vol.29 (2022), 

pp.131-132. 
12〈台灣有事 等同日本有事 等同日美同盟有事〉，《中央廣播電台》(2021年 12 月 1 日)，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118277。 
13 〈日本非官方台海危機兵推 台美日缺對話機制受關注〉，《中央廣播電台》(2023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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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華議員懇談會」，15以及 2025 年台美共同作戰圖像完成之後，日本

情資將會納入該系統，台日情報合作將更為深化，而 2023 年 5 月中旬首

度在台北舉辦，全程高度保密，以「兩岸爆發戰爭前」各種狀況，亦即當

前台海情勢現況為依據，進行堪稱台日近年來最大規模的政軍兵推，極可

能是第一次官方性質的政軍兵推。 

台日在安全議題上的合作已超脫過往的範圍進入新階段，體現雙方作

為「價值共同體」在共享價值觀和共同利益下的緊密合作。自 2018 年以

來，雙方在情報共享、安全對話和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顯著加強。2023

年 7 月，日本戰略研究論壇首次舉辦台海危機兵棋推演邀請台灣參與，顯

示台日安全合作進入實質性的新階段。此外，雙方建立「2+2」對話機制，

涉及外交與國防領域的高層交流，促進雙方在安全政策上的協調，並增強

戰略互信。16在非傳統安全領域，台日雙方在網絡安全和災害應對方面的

合作日益增強，台灣的援助進一步鞏固雙方的信任基礎。針對中國的軍事

擴張，台日加強海洋安全、航行自由等方面的合作，顯示出雙方共同應對

地緣政治挑戰的決心。台日合作不僅提升雙方的安全協同能力，也為印太

地區的穩定與和平做出重要貢獻，展示台日在「價值共同體」框架下的密

切合作。 

 

二、民主法治 

過去台日之間在民主與法治領域的合作相對有限，主要受到中日關係

                                                                                                                                             

月 17日)，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173751。 
14 台日「2+2」實體對話是指台灣和日本的執政黨代表在外交和國防領域進行的高層對話

機制。這一對話形式旨在加強雙方在安全和戰略問題上的溝通與合作，反映出台日關係

在地緣政治背景下的不斷深化。 
15 日華議員懇談會是日本國會中一個重要的議員團體，旨在促進日本與台灣之間的交流與

合作。儘管日本與台灣之間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但日華議員懇談會在增進雙方的政

治、經濟和文化聯繫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16 尹智剛、陳藝緯，〈台首度受邀日本非官方台海危機兵推 模擬協同防衛〉，《中央社》

(2023年 7月 1日)，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230701008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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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中國政治干預的影響。由於台日缺乏正式的外交關係，雙方在政治方

面的交流較少，雖然有議會層面的直接交流，但是交流頻率和深度都相對

較低。日本的議員和政府官員在與台灣交流時，通常需要考量與中國的外

交關係，因此在議會外交和政策對話上保持低調。其次，中國堅持「一中

政策」，強烈反對台灣在國際組織中的參與，使得日本在支持台灣國際參

與上行動謹慎，以免影響中日經濟合作和政治關係。雙方的法治與司法合

作也主要限於學術研究和非政府組織層面，缺乏政府間的正式合作，法治

交流也受到中國壓力的限制。此外，台日在人權與社會正義領域的合作面

臨挑戰。雖然台日都重視人權，但在中國的政治壓力下，合作多限於非政

府組織和民間層次，並且缺乏聯合倡議。此外，台日之間的文化和教育交

流在中國的壓力下深度和影響力有限，無法充分促進雙方在民主與法治價

值上的共識。 

「價值共同體」作為驅動台日雙方強化合作的基礎，除展現在安全議

題方面，政治領域也是另一重點。自 2019 年以來，台日關係進入新階段，

這些限制逐漸被突破，雙方在民主與法治方面的合作顯著加強。日華議員

懇談會活動增強，頻繁進行議員訪問和政策對話，促進台日之間的民主治

理經驗交流，並加強了台日在立法和公共政策上的合作。議員跨黨派合作

也有所增加，雙方議員共同探討民主制度面臨的挑戰和解決方案，促進政

治體制上的互相理解與支持。日本在國際場合持續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

組織等國際機構，強調台灣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 

台灣在國際社會中的角色與影響力一直是許多討論和倡議的焦點。日

本對台灣的支持，特別是在世界衛生組織（WHO）等國際機構的參與上，

凸顯台灣在全球公共衛生和人權議題上的貢獻，不僅在 2024 年的 G7 峰會

上得到公開表達，17也在印太地區推動民主、人權和法治的價值觀上得到

體現。台日在國際會議和論壇中的聯合倡議，展示台日對民主價值觀的堅

                                                           
17 〈日本政府：G7國家都挺台灣參加世衛大會〉，《民進黨新聞中心》(2024 年 5月 24

日)，https://www.rfi.fr/tw/國際/20240524-日本政府-g7國家都挺台參加世衛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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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承諾，並強調民主治理對於區域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同時擴大支持台

灣在國際舞台上的參與力度，不僅深化台日之間的關係，也為強化台灣在

國際社會中的地位的重要性。 

日華議員懇談會活動增強，頻繁進行議員訪問和政策對話，促進台日

之間的民主治理經驗交流，議員跨黨派合作也有所增加，雙方議員共同探

討民主制度面臨的挑戰和解決方案，促進政治體制上的互相理解與支持。

18在司法領域的合作交流也持續的深化，2023 年台日在日本台灣交流協會

東京本部簽署「關於法務及司法領域之交流與合作備忘錄」，為雙方司法

交流與合作奠定新的里程碑。19此外，日本在國際場合持續支持台灣參與

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機構，強調台灣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而台日在印

太地區共同倡導民主、人權和法治價值，強調民主治理在區域和平與穩定

中的作用。 

台日關係的加強不僅增進雙方政治互信，議會外交和高層互訪建立更

緊密的政治聯繫，在平衡地緣政治影響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制衡

中國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除增強區域安全合作網絡，也推動了多國在海

上安全、自然災害和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安全威脅上的共同應對；在國際秩

序的促進方面，台日合作加強民主、人權和法治的國際倡導，提高台日在

國際舞台上的話語權，特別是在全球治理改革和氣候變化應對方面，以及

在國際外交政策上的協調能力，尤其是在應對全球公共衛生危機和經濟不

平等等問題時，凸顯台日合作在區域和全球層面的重要性和影響力。 

 

三、經貿科技 

台日的經濟互補性是貿易關係緊密的重要基礎，台灣先進電子產品和

                                                           
18 〈日本參議員拜會 民進黨：持續深化台日友誼，促進年輕世代對話〉，《民進黨新聞

中心》(2024年 2月 19日)，https://www.dpp.org.tw/media/contents/10714。 
19〈臺日簽署「關於法務及司法領域之交流與合作備忘錄」〉，《台灣日本關係協會》(2023

年 3月 16日)，https://subsite.mofa.gov.tw/aear/News_Content.aspx?n=5827&s=107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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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為日本機械設備、化學品和汽車產業所需的關鍵元件。20這種需求

與供應之間的完美匹配，不僅促進技術的交流和創新，也確保雙方在全球

市場中的競爭力。事實上，這種經濟結構上的互補是雙邊貿易量的穩定增

長的動力，如 2019 年台日之間的貿易總額達到 670 餘億美元的歷史新高，

21反映台日經濟往來的密切程度，也象徵深厚的經濟合作關係。 

另外，台灣與日本的雙向投資也充分展現經濟互補性，台灣企業對日

本的投資主要聚焦於製造業和服務業，尤其是在先進的電子零件和半導體

領域，該等產業是台灣科技發展的重要支柱。同時，日本企業也積極在台

灣投資，特別是在汽車零部件、製造業和金融服務等關鍵領域，除了促進

技術交流，同時加強台日的經濟連結。22此外，許多知名的日本企業如日

立、豐田等，在台灣設立了分公司或合資企業，為台灣帶來先進的管理經

驗和技術知識。 

台日在科技研發領域的合作關係源遠流長，尤其在電子科技和半導體

製造技術上的合作更是密不可分，如台積電與日本材料與設備供應商的合

作，也展現在台日政府和學術機構定期舉辦的科技交流會議和研討會上，

不僅促進技術知識的共享，也加速產業的升級和創新，從而推動雙方在全

球科技舞台上的競爭力。 

印太戰略的實施後，台灣與日本成為「價值共同體」，在經貿與科技

領域的合作顯著增強。在經貿方面，台灣作為全球半導體產業的重要基

地，其在供應鏈安全與技術創新方面的角色日益凸顯。台灣的半導體企業

如台積電（TSMC）在全球市場中佔據領導地位，為全球科技公司提供最

先進的製造技術和解決方案。與此同時，日本在材料、製造設備及研發方

                                                           
20 楊秉霖，〈台日產業合作的現況與展望〉，《亞太研究論壇》，第 52期（2015年），

頁 125-156。 
21 〈台日經濟貿易概況〉，《台日關係協會》(2024年 2月 19日)，

https://subsite.mofa.gov.tw/aear/News.aspx?n=5879&sms=1607。 
22 陳玉鳳，〈台日合作協力  加速供應鏈重組及市場開發〉，《貿易雜誌》，第 375期(2022

年 8月)，https://www.ieatpe.org.tw/magazine/ebook375/coverstory-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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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擁有顯著優勢，日本的企業如信越化學工業和東京威力科創（TEL）提

供世界一流的製造設備和材料，23使得台日在科技領域的合作尤為重要；

科技合作的加強也促進台日在創新研發上的聯合努力，雙方在人工智慧、

物聯網、綠色科技等領域推動技術的進步，促進雙方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

力。這些合作不僅提升台日雙方在經濟和科技領域的協同效應，還促進台

日在面對全球挑戰時的聯合應對能力。 

隨著印太地區面臨的挑戰日益嚴峻，特別是來自中國的壓力，台日在

經貿合作上展現出更為緊密的聯繫。雙方在供應鏈多元化、數位經濟、綠

色能源和氣候變遷等領域的合作成為印太戰略的重要支柱。通過減少對單

一來源的依賴，台日強化供應鏈的安全與穩定；在數位經濟方面，台日攜

手推動 5G 網絡、人工智慧和物聯網等技術的發展，促進數位經濟的成長；

在綠色能源和氣候變遷領域，雙方合作研發新能源技術，推廣可再生能

源，積極應對全球氣候挑戰；而這些合作不僅促進了台日經濟的互補與增

長，也為構建一個更加自由、開放的印太經濟環境奠定了基礎，增強台日

在區域內的經濟影響力。隨著合作的不斷深化，台日將繼續在應對共同挑

戰和促進區域繁榮方面發揮領導作用。 

台日在經貿與科技合作的深化將帶來更多創新與發展的機會，不僅能

促進台日的經濟成長，還將對區域的經濟整合與科技進步產生積極影響。

隨著台日加強在半導體、人工智慧、物聯網及綠色科技等領域的合作將共

同引領技術創新潮流，推動科技產業的升級與發展。這種合作也為台日企

業創造更多的機會，能夠在國際市場上獲得更大的競爭優勢，除了有助於

建立更強韌的經濟聯繫，還能增強區域內各國的相互依存，減少地緣政治

緊張帶來的風險。 

                                                           
23 〈信越化學建新廠，半導體材料日本集聚〉，《台積電》(2024年 2月 24日)，

https://pr.tsmc.com/system/files/newspdf/attachment/4962b8e34065b13f1b74410c6fa3911a19

406f36/JASM%20Opening%20Ceremony%20Press%20Releas_%28C%29_FINAL_update_

wm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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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交流 

台日關係在進入新的階段後，文化交流成為台日關係中的一個重要組

成部分。這種交流不僅加深了雙邊人民之間的相互理解，也促進了台日在

經濟、科技等其他領域的合作，而文化交流的多樣性和深度，正是當前台

日關係不斷深化的重要體現。 

文化活動的多元化推動了台日之間的文化交流。日本的動漫、音樂、

電影等文化產品在台灣廣受歡迎，不僅成為年輕一代的重要文化消遣，也

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有如：台灣的各類動漫展、日本電影節等活動吸

引了大批粉絲參與，成為台日人民交流的重要平台；而台灣的影視作品、

音樂創作也逐漸受到日本觀眾的青睞，台日藝術家之間的合作也愈發頻

繁。 

教育領域的交流成為台日文化互動的重要環節。台灣學生赴日留學人

數不斷增加，日本大學在台設立的日語學習課程和文化交流計畫吸引了大

批台灣學生參與，而這種學術交流不僅促進了知識的雙向流動，也培養了

一批具有國際視野的人才，為未來的台日合作奠定了基礎；此外，台日大

學間的合作研究項目不斷增加，特別是在科技、社會科學等領域的合作，

對台日的學術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觀光旅遊也是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面向。隨著旅遊業的發展，越來越

多的台灣民眾選擇日本作為旅遊目的地，日本旅客也對台灣的文化景點充

滿興趣。這種雙向的旅遊交流，不僅促進了台日的經濟合作，也加深了民

眾對彼此文化的理解和認同；再者，旅遊業者和文化機構通過合作舉辦的

各類活動，如台灣文化節、日本文化展等，進一步加強了兩地人民之間的

文化聯繫。 

所以文化交流在台日關係的新階段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而這種交流不

僅促進了台日人民的相互理解，還為雙方在其他領域的合作創造了有利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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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未來，隨著交流的深化和擴大，台日文化交流將在雙邊關係中發揮更

大的影響力，推動台日關係持續向前發展。 

 

肆、「價值共同體」的影響 

 

隨著國際政治局勢的變遷，台日關係在「價值共同體」的框架下進入

全新階段，這種合作關係以民主、人權、法治等共同價值觀為基礎，強調

共享的文化、信仰和利益，並在此基礎上促進雙邊及多邊的緊密合作。在

全球政治與經濟格局變動之際，台日因「價值共同體」深化政治、安全、

經濟及文化聯繫，展現出強大的凝聚力和適應性。在此背景下，台日關係

的升級不僅回應區域內日益嚴峻的挑戰，也反映台日在推動和平與繁榮方

面的共同願景。 

 

一、區域穩定與和平 

21 世紀之後，中國綜合國力不斷提升，為突破西方國家之戰略圍堵，

透過政治、經濟與軍事力量不斷向外擴張，導致區域內情勢出現動盪，影

響周邊國家的安全，尤其在東海和南海的軍事行動加劇以及對台灣的軍事

施壓不斷增強更是凸顯中國的不當意圖，而影響最劇者莫過於台灣與日

本。24因此，「印太戰略」成形後，台灣與日本共享民主自由與人權等普

世價值，使得雙方在面對區域安全挑戰時能夠緊密合作。台日因「價值共

同體」而成為「命運共同體」，在印太架構下，雙方關係進入新階段，而

台灣的安全同時攸關日本的生存發展，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台灣有事

等同日本有事…」即為最佳寫照。台灣與日本均位於第一島鏈，可有效遏

制中國勢力進入到西太平洋，所以雙方的安全合作的強化，將更有效防止

                                                           
24 De Castro, R. C., “The Challenge of Conflict Resolu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Examining the Prospect of a Stable Peace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Vol.7, No.1 (2016), p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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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片面改變區域現狀，維護區域穩定與和平。 

 

二、全球民主陣營之強化 

台日作為民主國家，其合作象徵著對民主、人權和法治的共同承諾，

也是全球民主陣營的重要組成部分。面對威權主義挑戰的背景下，台日合

作意味加強國際民主聯盟的形成，提升國際人權標準，並推動法治與良政

的國際化。雙方在多邊平台上的協作，不僅促成印太地區的民主堡壘，也

通過技術援助和經濟合作支持新興民主國家的發展。台日合作強化多邊主

義，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也促使國際社會更加重視民主與人權

議題。這種合作不僅增強台日在國際政治中的影響力，還促進全球民主價

值的傳播，激勵更多國家走向民主化，推動國際社會朝著更加民主、公正

與和諧的方向發展。25 

 

三、促進區域經濟穩定性 

台日關係的新階段不僅在安全領域帶來積極影響，也在經濟和科技領

域顯著促進區域的穩定與繁榮。台日在半導體、人工智慧、物聯網及綠色

科技等領域的合作增強，不僅促進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也鞏固雙方在國

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這些經濟和科技合作有助於降低地緣政治風險，提升

區域內的經濟穩定性。台日雙方還在供應鏈多元化和安全性方面加強合

作，致力於減少對單一來源的依賴，確保關鍵技術和材料的穩定供應。這

種合作不僅增強了台日經濟的抗壓能力，還為其他國家提供了可參考的經

濟合作範式，有助於推動印太地區的經濟整合。 

 

四、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 

台日在半導體、電子科技和高科技製造業等領域具有明顯的互補優

                                                           
25 〈「沒有外交關係的 50年-今後臺日美關係的展望」〉，《總統府》（2022 年 10月 29

日），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7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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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台灣擁有全球領先的半導體製造技術和創新能力，而日本在材料科

學、製造設備和研發技術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和資源，結合雙方的技術優

勢，可共同開發新一代技術和產品，滿足全球市場對高科技產品日益增長

的需求。26例如，台積電和日本企業在半導體領域的合作，促進新材料和

製造技術的創新，推動半導體產業的升級，有助雙方在人工智慧、物聯網

和新能源技術等前沿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進一步鞏固在全球高科技市場

的領先地位。另外，台日的技術合作和創新研發不僅帶動本國的產業升

級，同時推動區域和全球的高科技產業發展，因此雙方可以通過建立聯合

研發中心、技術交流平台和創新合作機制，加速技術轉移和成果轉化，為

全球科技創新提供新動力。 

 

五、文化交流與深化合作 

台日文化交流在形塑和深化台日「價值共同體」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因為這種文化交流促進了台日的相互理解與認同，成為台日人民共享價值

觀的基礎。因此文化交流帶動了台日在民主、自由、法治等價值觀上的共

鳴，有如：日本的動漫、電影、音樂等文化產品在台灣受到廣泛歡迎，這

些作品往往反映出日本社會的價值觀，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台灣年輕一代的

思想；而台灣的自由、多元文化環境也吸引了日本的關注，台日在多樣性

與包容性方面的共同追求，增強了彼此的價值聯結。此外，教育與旅遊交

流進一步加深了台日「價值共同體」的鏈結，使得台日人民能夠在實際生

活中，體驗和理解對方的社會文化與價值觀念，而這種直接的接觸和互

動，促進了雙方在文化認同和價值觀上的深層次交流。所以台日文化交流

為「價值共同體」的形成提供了堅實的基礎。這種共同體不僅增強了雙邊

關係的韌性，也為印太地區的穩定與合作提供了新模式；未來隨著文化交

                                                           
26 鄭鴻達，〈工業局：台日半導體產業鏈聯手 成全球智慧製造夥伴〉，《中央社》（2022

年 8月 23日），https://tw.news.yahoo.com/工業局-台日半導體產業鏈聯手-成全球智慧製

造夥伴-1238381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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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持續深化，台日「價值共同體」將進一步發展，亦將成為台日合作的

堅強後盾。 

 

六、對中國的影響 

隨著中國在印太地區的軍事擴張，尤其是在東海、南海及台灣海峽的

軍事活動日益頻繁，台日通過強化安全合作，為該地區的穩定提供了強有

力的支持。台日作為第一島鏈的重要成員，其地理位置成為抵制中國海上

影響力擴大的關鍵屏障。雙方通過加強情報共享、海洋監控和安全對話，

能夠有效應對中國的地緣政治威脅，並維護區域內的航行自由和安全，在

地緣政治和軍事安全方面對中國形成有效的戰略制衡。27另外，隨著全球

供應鏈重組，台日在高科技產業、特別是半導體領域的合作，共同提升雙

方的國際競爭力。台積電在日本設立研發中心，與日本企業共同開發新技

術，加強雙方的經濟互補性，也為全球市場提供穩定可靠的供應來源。28此

外，台日的供應鏈多元化努力，包括在區域內及全球範圍內尋找新的貿易

夥伴和投資機會，減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提高供應鏈的抗風險能力，也

使得區域經濟更加穩定和獨立。隨著台日貿易關係的深化和其他經濟合作

協議的推進，雙方的經貿聯繫將進一步加強，將削弱中國在印太地區的經

濟主導地位，這種經濟競爭使得中國在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和區域經濟

戰略時面臨更多挑戰。因此，台日的經濟合作不僅促進自身的經濟繁榮，

同時有著印太地區的經濟平衡和穩定。 

 

伍、結語 

                                                           
27 邱國強，〈台日政黨安全對話將登場 專家指戰略協作衝擊北京底線〉，《中央社》（2021

年 8月 26日），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08260312.aspx。 
28 向凌，〈台積電日本設廠推動“台日同志國” 強化經濟安全保障〉，《美國之音》（2024

年 3月 2日），

https://www.voacantonese.com/a/taiwan-chip-companies-decouple-from-china-and-flock-to-j

apan-to-set-up-factories-20240229/75110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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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關係在「價值共同體」的基礎上，確實呈現出與過去截然不同的

新階段。這種建立在共同的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觀之上的夥伴關係，

不僅深化了雙方在政治、安全、經濟和文化等多個層面的合作，更為印太

地區乃至全球帶來了積極影響。尤其在區域安全上，台日雙方透過情報共

享、安全對話和政策協調，共同維護區域和平穩定，有效應對中國在台海

及東海的軍事威脅；在全球民主陣營方面，雙方合作鞏固了民主價值，共

同對抗威權主義擴張；在經濟科技上，台日透過供應鏈合作、數位經濟發

展和綠色能源轉型，提升區域經濟競爭力，並為永續發展做出貢獻；在文

化交流上，雙方透過教育、旅遊、文化活動等，增進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誼，

為雙邊關係奠定堅實基礎。 

台日關係的深化與發展，對雙方及區域穩定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建

議台日雙方應持續強化「價值共同體」意識，深化各領域的合作，共同應

對區域挑戰。同時，台灣應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爭取更多國際支持，提升

國際地位；日本則應持續發揮其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為台灣參與國際組

織發聲，並共同維護印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此外，雙方應加強民間交流，

促進文化和社會的相互理解，為長遠的友好關係奠定基礎。 

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探討台日「價值共同體」在印太地區安全合作中的

角色和影響，以及如何應對中國可能採取的反制措施；此外，還可以深入

分析台日在科技創新、產業升級和綠色經濟等領域的合作模式和成功經

驗，為其他國家提供借鏡；同時，研究台日文化交流和民間友好對雙邊關

係的影響，以及如何進一步加強台日民間的互動和理解，也是值得關注的

方向；最後，針對台日合作對中國產生的影響，未來研究可以探討如何透

過對話和合作，促進區域和平與穩定，並尋求兩岸關係的和平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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