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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隨著中國大陸的全面崛起，中美權力競爭之必然性早於世紀之交顯現，

若非賓拉登的恐怖攻擊打亂了美國的布局，中國大陸的戰略機遇期恐怕提前

告終。美中競爭之激烈化始於川普發動的關稅戰與科技戰，他專注經濟戰，

對於兩國軍事較勁與海外軍事布局較無著墨。拜登上任後，科技戰規模更形

擴大，對中制裁與實體清單大增，基於軍事、經濟、科技與意識形態結盟的

民主同盟、四方安全對話（QUAD）、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AUKUS）、印太

經濟架構（IPEF）、晶片四方聯盟（Chip 4）、到近期的美日荷晶片同盟一一

成型。先不論是否能夠徹底貫徹達成遏制中國目標，中美激烈交鋒的態勢將

長期持續，呈現了美國由選擇性制裁與脫鉤，朝向高科技供應鏈重整全面脫

中之政策導向。中美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也在拜登任內大幅提升，前任與現任

軍方將領不時預言台海衝突時間點，從 2027、2025、提前到 2023，說法不一，

近日副國務卿雪曼（Wendy Sherman）在國會澄清 2030年之前中共不可能對

台動武，是最新預言。軍方與外交部門口徑不一，軍方、外交部門與財政部

門在流浪氣球事件後的步調也不一致。美國政府對中戰略尚無全盤共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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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黨的壓力下，欲落實其宣稱的「對抗、競爭與合作」組合式戰略，在彈

性與靈活度上都顯得綁手綁腳。1 

 

二、戰略格局變化 

首先盤點美中競爭之現況，2022 美中貿易總額再創新高，顯示整體對中

經濟脫鉤困難，關稅戰失敗。目前只有科技戰的「卡脖子戰略」收到立即打

擊中國大陸的功效。華為、中芯國際與長江存儲等高科技龍頭的原料、設備

與零組件供應被阻斷。其次是運用台灣問題作為美中博弈的戰略高點，在美

國數十年的布局下，台灣在政經軍制度與意識形態各方面都親美，美國握有

掌控台灣的優勢，打台灣牌向來順遂，這情勢卻在近期有了微妙的改變，容

後分析。本文重點在於關注美中權力競爭的戰略格局變化，解讀兩國戰略思

維，並對科技戰前景與台海情勢做初步分析。 

2022年 2 月俄烏戰爭的爆發，意外為中國大陸帶來新的戰略機遇，俄國

打烏克蘭卻成為替大陸開展全球格局變化的前鋒。美國對俄國「核彈級金融

制裁」並不成功，俄國在 2014年克里米亞戰爭後早有拋售美元美債、代以黃

金儲備與健全國內財政的金融布局，俄國天然氣出口的「盧布結算令」撐住

了俄羅斯經濟，為了反制美元，俄國與其他國家之大宗商品交易改採人民幣

作為第三方支付，推升了人民幣在外匯儲備與支付交易的國際地位，也削弱

了美元霸權。再者，俄烏戰爭造成的能源通膨倒灌歐美，美國激進升息與對

中供應鏈脫鉤更是火上加油，引發全球通膨、西方世界的內部嫌隙與第三世

界的冷眼旁觀。 

是故，俄烏戰爭不自覺地扮演了世界格局變化推進器的角色，新國際關

係格局並非全球新冷戰，2 而是國際權力結構中核心國家（美中歐俄）的鬥

爭，俄國被迫倒向大陸，同意中吉烏鐵路興建、與中國分享俄國遠東地區開

                                                 
1 曾復生，〈共軍對臺實戰化軍演衝擊美「中」臺動態平衡〉，《戰略安全研析》，第 176 期

（2022），頁 32-44。 
2 李佩珊，〈世界格局重組下的兩岸關係〉，《理論與政策》，第 93期（2022），頁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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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利益及對中亞的主導權。美國沒收俄國美元外匯與制裁俄國富豪資產之舉

引發中東產油國家疑懼，為了分散美元隱含的政治風險，暗中為石油交易的

去美元化鋪路。俄烏戰爭的僵局，使得俄國由強權位置跌落，造就了中國大

陸躍居美國最棘手的對手。如果以俄羅斯的體量都無法被成功制裁與擊敗，

將來若發生對中戰爭，欲聯合世界各國制裁中國時，集體行動更加困難，需

要多少個烏克蘭才夠？  

 

三、中美戰略思維解析 

中國大陸以國際關係民主化策動翻轉既得利益結構；用強權制訂的遊戲

規則擊敗強權；在霸權主導的國際機構中日益活躍，主客易位；懂得退居幕

後運籌，不搶後進國家領導風采。在西方國家主動、威逼、恐嚇與交易的思

維下，中國大陸顯現不同文明內涵下的思維與對策。戰略定力是基礎，基本

上採取以靜制動、隱藏實力、謀定後動與奇謀突襲，與西方高調出擊、拉高

衝突以取得談判籌碼、先進攻再妥協的作法截然不同。拜登的外交布局高度

仰仗抗中聯盟的建構與維繫，關於合縱連橫的策略結盟，在中國戰國時代有

豐富的戰爭史料與戰略資料庫可供出謀劃策，運用槓桿撬大隙縫裂解合縱聯

盟的策略正在進行中。經過魯莽脫歐，美國堅實盟友英國的經濟前景竟然比

俄羅斯黯淡；澳洲正迂迴尋求與中經濟戰解套；南韓在晶片四方聯盟中左右

閃躲，面臨中國高科技競爭追趕自顧不暇；印度奉行左右逢源的印度利益優

先，為極不可靠盟友；菲律賓在一帶一路開發、美軍基地擴張與中菲越油氣

協議違憲的多方利益角力下游移；越南供應鏈聚落仍待完善，蘋果扶植印越

以脫中的方案非一蹴可幾；唯日本為美國在東亞最重要盟友，美日晶片聯手

與高科技合作將真實呈現。 

總之，中美兩國的戰略思維框架與邏輯各有底蘊，將是本世紀最為激越

昂揚的文明博弈。除了中華文明的破局與造局謀略、陰陽合一思維與剛柔並

濟策略之外，共產主義唯物辯證法的矛盾統一也與西方二元對立思考有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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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寧利評論中美戰爭兵推的最大盲點在於：兵推中扮演紅軍者，是否深諳解

放軍戰略戰術、兵力運用與軍事辯證，以及中國的戰爭哲學等。3 從現階段

中美權力競爭觀察，美國的戰略弱點在於沒有真正深入中華文化底蘊瞭解中

國；以應對蘇聯共產黨的思維複製到應對中國大陸顯有不足；在國際利益結

構的金字塔頂端忽略了底層國家的發展需要；民主同盟的道德訴求成效不

彰，以西方民主模式與人權標準強勢指點後進國江山，在後西方時代徒增他

國反感。在軍事同盟方面，若欲拖垮中國大陸，需要不只一個烏克蘭。台灣

的「烏克蘭化」在現實上有重大缺陷，不單戰略縱深不夠，台灣海峽的天險

在高科技戰爭時代不足以屏障，作戰最需要的精神意志闕如，號稱的民主社

會早因種種內部矛盾自我裂解。中國古代的四川盆地有天險屏蔽，若無善治

與奇謀，難以持久割據，早有明證。 

 

四、中美戰略交鋒 

至於中國大陸的戰略特長，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紀錄證明了其擅長從劣勢

突圍，翻轉不利局勢的基因；精於將計就計，順勢而為；加上中國的幅員、

人口與體量禁得起持久戰，比拚消耗戰少有能及者，能以時間換取勝利；敢

於鬥爭，聯合廣大普羅大眾的革命思維複製到國際關係上；以法家的法術勢

運用為表，黃老陰陽家的韜略為裏（中國大陸近期對新冠疫情的解封可謂經

典，將白紙抗議與前總書記江澤民的辭世隱含的政治危機以順水推舟的方式

化解於無形。雖有暗潮，依然可控）；請君入甕，誘使敵方進入不可能贏的戰

場。對於一帶一路沿線的基礎建設、互聯互通與自貿區拓展，美國與歐盟試

圖亡羊補牢，提出各種西方版的一帶一路計畫欲與中國較勁，可說是進入對

方強項領域，屬東施效顰之舉。再如在非洲欲迎頭趕上中國影響力，也是落

入被動追趕。美國當前政治氣氛短期思維掛帥，遇上要以十年之長期耕耘力

挽狂瀾之事，難與中國人擅長的隱忍與耐性匹敵。美國保護主義抬頭，對於

                                                 
3 〈美式兵推 不諳中國戰爭哲學〉，《中國時報》，2023年 1月 10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30111000526-260109?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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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貿易與開放市場不感興趣，只能坐視中國大陸以經貿實力營造互惠與普

惠機制，大陸的地緣經濟戰略明顯化解了 IPEF 的進攻。 

 

五、結論 

但是中國大陸可能陷入的戰略陷阱也不容忽視。第一，中國歷史上向來

文治勝於武功，遇上了以強大軍事實力制霸世界的美國，軍事戰的前景未經

實戰考驗混沌不明，傳統陸權帝國遇上海洋霸權，海軍實力雖有長足進步，

未經戰爭洗禮難以真正鞏固崛起之勢。第二，一帶一路戰略的政治與經濟風

險管控，須針對合縱連橫策略下諸國進行去蕪存菁的投資優化與現實考量的

債務重整。第三，科技戰是硬考驗，晶片四方聯盟中的台灣與南韓若與大陸

脫鉤將有內傷，相較之下日本才是與美國晶片聯手最被倚重的夥伴。美日荷

晶片聯盟則會面臨內部企業營運立即大幅衰退的矛盾考驗。印度、越南與東

南亞國家欲取代中國供應鏈依舊長路漫漫，緩不濟急。中國大陸唯有打造從

研發到製造皆能自立自主的產業升級策略，克服舉國體制相對於資本主義體

制最容易衍生的弊端，方能在長期的基礎上突圍。最後，對於核心利益中的

核心－台灣，中國大陸開始採取底線強硬、但戰術靈活的新作風。關鍵節點

是俄烏戰爭與圍台軍演後台灣民意的微妙轉變，由於俄烏戰爭中美國未真正

出兵，再者，美國迫使台積電赴美設廠並轉移人才與技術，被相當程度地詮

釋為提前為棄台做準備。烏克蘭戰爭的斷垣殘壁情景提供了台灣人們最真實

的戰爭想像，使得台灣民間特別是菁英層開始認真思考如何避免台海戰爭方

為上策。民進黨在去年底九合一選舉慘敗後的系列民調顯示，已有半數民意

認為接受九二共識有利兩岸關係和緩，期待台海和平陡然成為主流。在此氣

氛下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再次出訪大陸，接待規格與對話級別皆迥異於上次

出訪，大陸方面主動拋出重啟交流、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歡迎綠營人士訪問、

恢復金酒與 63 家食品業者出口大陸以及規劃 16 個城市直航等善意。可以看

出大陸迅速掌握台灣民意的微妙轉變，重整對台戰略，將在美中博弈的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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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戰場上創造新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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