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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3月份天安艦事件以來，東亞局勢快速演變。原本因2010年1月東協加一自由貿易區的成立，
金融風暴下美國影響力的式微，及日本民主黨政府去年上台以來更重視和中國之友好關係，令人
感到中國在東亞影響力的快速提昇。然而天安艦事件之後，從美日韓演習、環太平洋軍演、南海
及釣魚台主權爭論、越南軍演到北韓砲擊延坪島等事件，除了強化美、日、韓同盟關係之外，亦
令一些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崛起感到擔憂，去年來紛紛向美國聚攏，強化和美國的安全關係，給
予美國「重返亞洲」的機會與藉口。這對中國東亞週邊局勢的壓力，可說是冷戰結束後多年未見
，甚至高過天安門事件及1996年臺海飛彈演習危機之時，畢竟當時中國尚未被認為已足夠崛起，
但去年中國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海軍實力又快速成長，尤其是即將擁有的航空母艦。如此
日益明顯在安全面向上的美中矛盾對東亞局勢造成如何之衝擊，臺灣在此快速演變的東亞局勢又
應如何自處，玆分述如下：

壹、北韓核武化之難以阻止及東北亞令人擔憂的核擴散骨牌效應
   

      去年3月份天安艦事件之後，除了予美國「重返亞洲」的藉口與機會及美、日、韓同盟關
係的強化外，北韓這半年來的一再的挑釁及其內部的權力繼承問題，均令人深感六方會談已難以
再發揮作用，及阻止北韓之擁有核武。這令人擔憂是否會在東北亞引起骨牌效應，導致東亞核不
擴散機制如南亞般的瓦解。此區域的所有非核國，不論是南、北韓、日本及臺灣均有能力在短期
內發展出核武，更重要的是過去三、四十年來，他們在均曾或多或少被懷疑有意要獲取核武。 

      尤其是日本，一個核武日本強國的出現，勢必大為影響既定的東亞權力架構與戰略均勢，
這亦是中國最不樂見的。日本長期以來的核武政策雖然有所謂的「核三不原則」（不製造、不引
入、不持有），然而應了解的是此三原則僅是日本眾議院通過的決議案，本身並無法律拘束力。
而日本政府不僅長期以來一直拒絕以社會黨為主的反對黨提議將之定為法令的要求，且一直維持
著1957年岸信介首相所宣示的看法：「一支僅為了自衛且不會威脅他國的小型核武的發展」並不
會違反「非戰憲法」。之後在不同的時機，日本官方多次宣示發展一「防禦性核武」的合法性，
包括1993-94年及目前的北韓核武危機，甚至暗示一旦北韓成功發展了核武，日本將發展防禦性
核武來因應。而經常被質疑有發展核武之能力與意圖的南韓，亦多次在其未發展核武的澄清中提
到「只要日本不發展核武」的前提，這明顯暗示其將跟隨日本發展核武的可能性。 

      去年雖角逐首相失利，但仍足以影響百位以上眾議員的小澤一朗，2002年4月曾言，「如
果鄰邦中國過度膨脹，日本要製造核武和超越中國的軍力是很容易的事，日本可以在一夜之間製
造數千枚核武器。」去年6月上任的外相前原誠司亦是始終擁護日本核武裝的政治人物。民主黨
雖主張强化和中國的關係，但亦言：「日本和中國各自都應該發展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以強
大的日本來和中國交往，並在美、中之間扮演重要角色。一個已擁有長程飛彈，如今可能再加上
核武的北韓的出現，是否會影響到日本對美國核子保護傘的信任呢？尤其是此傘的可信度實為目
前東亞核不擴散機制的基石。而日本是否能容忍其近鄰又多了一核子強權，且使其處於東北亞唯
一未擁有核武的國家的窘境呢？此實為對北韓擁有核武之後續發展真正令人擔憂之處。而釣魚台
撞船事件後，日本國內希望修改「非戰憲法」的情緒是否會再起，實深值關注，這在過去2年金
融風暴下曾一度暫緩。

貳、南海爭議及東亞高峯會「10+8」的轉變
   

      去年3月北京宣稱南海與臺灣和西藏一樣，都屬於中國的核心戰略利益，這亦令一些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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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國家對中國的崛起感到擔憂，去年來紛紛向美國聚攏，強化的美國的安全關係，給予美國「重
返亞洲」的機會與藉口，美國亦在7月的東協區域論壇外長會議上宣示：「維持南海的航行自由
是美國國家利益」。一個明顯的突破即去年10月東亞高峯會正式邀請美國、俄國自明年起成為其
正式成員，形成「10+8」的機制，而且是東協十國一致通過。

      在過去幾年，一般認為亞太地區由美國領導的APEC和中國某種程度主導的「10+6」東亞
高峯會，競逐於亞太。現今美國亦被納入東亞高峯會機制，自然令人感到中國在東協國家中的影
響力受到挑戰，而美、俄提出加入東亞峰會的要求以及東協一致做出的正面回應，可說是東亞地
區國際關係隨著該地區國家之間的力量對比的變化出現的新格局。未來美國成為東亞高峰會成員
得，是否能以自己的唯一超級大國的實力，在政治及安全議題上施加影響力，從而把這一區域合
作機制變為制衡中國的平臺之一，實深值關注。 

      東協國家雖然在去年初和中國之自由貿易區成立後，強化和中國的經濟關係，但從這幾個
月的發展，更明顯令人感到在安全面向上，一些東協國家對中國仍有戒心，而期朌和美國強化合
作，以抗衡中國快速增強的軍事實力。其中尤以和中國仍有領土爭議，過去亦曾和中國打仗過的
越南(1979年)，更值關注。去年8月美國和越南的首次聯合軍演，可說令中國深感擔憂，尤其美、
越安全關係的提昇，是否會令美國重獲機會使用亞洲最大的海軍基地: 金蘭灣，這對中國三亞灣
海軍基地將造形成不小牽制，將在地緣政治上大大强化美國在第一島鍊對中國海權發展的圍堵能
力。

參、中國將繼續「韜光養晦」？
   

      面對目前此一冷戰後多年未見壓力重重的國際形勢，這對中國的對外政策而言，可能又到
一個變化的關鍵時刻。然而如何轉變，大陸內部可能仍有爭議。是否應繼續堅持鄧小平提出的「
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呢？對於外交及對外經貿體系，可能認為大陸實力尚未到「當頭」及「說
不」的階段，只要不發生大規模的軍事入侵，只要不出現重大國家分裂，這一對外方針不應改變
。畢竟大陸現今GDP及軍事預算均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一。 

      然而，值此2012年之前權力繼承的關鍵時期，最近經常聽到一些較強硬的人士放話，尤其
是一些軍方人士，主張大陸實力已經強大，現在已足以凸顯大國能力，在世界「有所作為」的階
段，包括對唯一超級大國美國「說不」。北京去年9月出版的2010年版《中國外交》白皮書首次
提出「安全外交」一詞，欲大力加強之，此一新詞的精確意涵雖尚待深究，然而明顯意指希望努
力捍衛和國家主權與安全相關的「核心利益」。從北京面對去年3月份以來快速轉變的局勢，時
而態度強硬，時而忍氣吞聲，可看出其內部可能仍有爭議，頂多各派間維持「養晦而不韜光、有
所為有所不為」的彈性但又有所矛盾的共識，視所遭遇的議題而定。但在目前權力繼承的關鍵時
期，各政治勢力顯然均尋求獲得軍方的支持，而謹慎對待軍方對國際局勢的看法。

肆、臺灣應如何自處？
   

      面對去年3月份以來快速轉變的東亞局勢，及大陸和美日同盟在此區安全問題更明顯的競
爭，是否會影響到目前馬英九政府「親美、友日、和中」政策之推動，實深值關注。此一政策尋
求在美、中、日等強權間尋求一平衡點，以維護中華民國的利益。分寸拿捏的好，可在美、中、
日之間獲取漁翁之利。然而值此美、中在東亞安全問題上更明顯競爭的時候，是否會出現要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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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選邊站」的可能呢？ 

      畢竟目前美、中在第一島鏈的競逐上，台灣顯然是北京唯一有機會突破美國圍堵的地方。
在目前ECFA巳簽訂後，北京是否會因現今東亞局勢之快速演變，而增強要求我方政治談判的壓力
？例如年中南海自由航行權之爭論時，大陸便有一些學者提出兩岸應在南海問題上先做軍事互信
機制合作的談判，這令人感到要求我方「選邊站」的意涵。倘若分寸拿捏的不當，是否會導致週
邊各強權對我方的信任均因而下降，變成「均不討好、均被質疑」的處境，以致有損臺灣利益呢
？這亦是我們應小心之處。

作者陳世民為台大政治學系副教授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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