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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今整體世界局勢與地緣政治發展

目前世界整體局勢，正處於百年未有的大變局之中，各種情況急遽變化，全球經濟在十字路口的

交叉中徘徊。尤其是世界第一、二大國美國與中國的對抗與較勁不但沒有停歇，張力更會持續加

劇下去，讓其他國家不得不隨著這波東西對抗格局浪潮載浮載沉。從這幾年來全球地緣政治的變

化與發展，深受下列幾個事項影響。

(一)無預期的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世界經濟衰退與供應鏈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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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9年底爆發的世紀之疫，經過三年的時間，全世界已有超過六億人，死亡人數亦超過六百多

萬人，但這場疫情雖已到尾聲，卻仍在苟延殘喘，變異後的病病毒不斷隨著人們打入身體的疫苗

產生，傳播能力及速度也越來越快，扛不住壓力的經濟衰退、人員移動的受阻、商品生產供應鏈

的重整與轉移，皆是新冠肺炎疫情所帶來的慘烈後果。雖然歷經三年多的疫情已現曙光，各國國

門紛紛開啟，人員入出境開始頻繁、入境後的檢疫也開始放鬆、商品生產國的原佈局與及新產地

亦逐漸成形，這是新冠肺炎所帶來給人們的危機，但或許也是掃除原集中於中國的商品產地，移

轉至其他政經較為穩定國家的轉機。

(二)俄烏戰爭導致全球能源與格局產生重大變化

俄烏戰爭是一場世界各國早有預期，卻不願面對的計畫內戰役。而這場戰爭現在仍舊在進行之中

，許多國家雖對其採取勸和與促談，但地緣戰略的爭奪，導致俄羅斯與烏克蘭背後的支撐國家不

斷給予軍援與資源上的援助，以致這場戰役恐不會在短期內結束。而如此階段性的結果，卻致全

球能源供需產生極劇烈變動，尤其是歐洲國家，長期依賴俄羅斯供應的天然氣、石油、煤炭等能

源，望藉由天然氣作為中繼角色的美夢碎裂，能源轉型的進程可能加速亦可能極度延宕，畢竟現

今已有多個國家，如英國、法國、德國等皆決定增建核電廠或重啟燒煤發電，以因應今年難熬的

寒冬。

(三)美中對抗加速世界各國站隊的成形

西強東弱是歷史事實，東升西將是趨勢。美中強烈對抗自貿易戰以來快速形成對壘局面，特別在

是中共二十大後，兩國的相互針對性更加明確，雙方除了是彼此的對手，也希望從魔鬼交易中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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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好處；互相指控彼此是民主與共產集團的集結，有些人更將其比喻為天使與魔鬼對抗的兩個陣

營。無論如何，美中兩大強國長期對戰態勢相當明確，加上兩方各自拉攏自己的人馬，而被拉攏

的國家除依照自己的意識形態考量選擇外，另外的考量便是「國家利益」，如同印度，就是以自

身利益最大化的考慮遊走在美國兩強及歐洲國家之間，但可不是所有的國家都能印度有特權，投

靠那個陣營都將在美中娘大力道的拉扯下儘速站在圈圈內。

(四)各國期盼建構可持續性的治理體系卻難達成

現今全球體系與規則大多在20世紀時所建立，運作一百多年的時間。但隨著國際機構、國際秩序

、國際規則、國際體系等變化，也導致安全、貿易、貨幣、金融連帶調整與變動，而更重要的是

地緣政治、經濟與外交軍事更是最為變動強烈的幾項領域；此外，加上各國國內政黨政治的輪替

與調整，如，川普上任美國總統、習近平修憲連任第三任領導人、歐洲右派勢力抬頭...等情況，

近期中共所設立的「國際調解院」更被視為變更國際體系、機構及秩序的安排，中國肢解現今由

美國所領導的國際秩序正在發生中。

(五)生態危機、環境變化、極端氣候是促使各國合作的議題

極端氣候危機隨著環境惡化愈趨嚴重，許多國家城市極端氣候頻頻發生，世界瀕臨氣候災難的邊

緣。從2021年能源相關的碳排放量上升6%，達到歷史新高，為讓氣候變化為世界帶來新一輪的

災難，目前許多國家訂定相關碳排放期程與規範，預計在2030年前降低43%、2050年達成淨零碳

排。但觀察美中大國對於此議題之關注度並不若經貿、科技等領域來得高，原本期盼藉由氣候領

域進行合作的規劃也因為雙方對抗日趨劇烈而不斷牛步前進或擱置。據估計若依照目前各國所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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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目標繼續走下去，未來十年內溫室氣體排放量將可能增長近15%。

二、中共二十大後及美國中期選後彼此關係與走向

(一) 影響美中關係的事件與時點：

中共二十大可說是美中關係另一項重要的分水嶺。幾年來，美中關係有幾個重要的時點呈現出雙

方之間的停、看、聽策略。

1.2016年美國總統川普上台，美中關係開始質變

2.2018年川普開打貿易戰，美中對抗正式檯面化

3.中共二十大後，正式對美叫戰，美對中採「鬆緊帶政策」

4.G20美中元首會議為美中關係重新定向

過往幾十年，美中之間在各項領域暗自較勁，但合作比例大於對抗成分，原因在於兩國之間密不

可分的經貿依存關係。自歐巴馬提出「重返亞洲」推進亞太地區機經貿自由化進程後，美國開始

警覺對中國有所警覺，希望將放在中國的經貿比重拉回一些到其他國家或是美國本土，但這個時

期的美國，在此方面的著力點還不算太大。在2016年川普上台後，開始進行一連串不可預期非常

太政治性作為，中國原先預期共和黨雖對中政策一向較為強硬，但川普並非傳統政治人物，且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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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商人底細，推測應可從經貿領域與美磋商；但情況卻未依此發展，反因為川普的商人性格，讓

美中之間陷入「以商控政、以商逼政」的局面。

美中對抗正式浮上檯面，是到2017年習近平修改憲法，廢除主席連任期限，時任總統的川普及美

國當局才徹底覺醒，進而對中政策有巨大的變動及接下來的走向，川普的貿易戰便是開啟美中雙

方對抗競爭白熱化的重要時點。開打一年多的貿易戰直到2019年，中國對美儘量採取忍讓策略，

強調以拖待變，希望能拖過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的川普下台，期待接替上台的民主黨總統拜登能

夠轉回該政黨的基本原則屬性，對中採取斡旋協調的綏靖策略，但不料，拜登上台後不僅大部份

繼承川普的對中戰略，強硬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拜登上台後近二年的時間，美中關係愈趨惡化，在外交、經貿、軍事上競相爭奪自身利益，美

國因科技實力、美元優勢、烏俄戰爭等一連串因素，在這場美中抗衡之戰中掌握主導優勢；同時

，在此期間，美國藉由不斷對中放話、壓迫，以「鬆緊帶政策」手段給予空間，為了就是不將中

國立即逼到絕境。當然，中國也在等待內部政治權力的穩固，也就是二十大習近平勢力的徹底確

立，席政權的穩固是比短期內對抗美國得勝更重要且迫在眉睫的大事。在二十大落幕，習近平正

式穩定中共黨內政局，接著對美及其盟友叫板、叫戰絕對是預期內的事件。雖然如此，但中國經

濟情況在近年呈現不容樂觀的局面，尤其在二十大期間本應如期公布的第三季GDP數據，無理由

地宣佈延期發布，更讓外界質疑中共此舉是為了閃避在二十大中非習陣營對中國經濟成長趨弱的

攻訐，事實上，據估計，若中國經濟成長率在4%以下，想要在2050年超越美國可說是難上加難

。

美中元首在2022年印尼G20的會議，是經過一年多來再度面對面的會談，也是美國在中期選舉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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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二十大後，各自處理完家務是必須進行的會晤。各界對於中共二十大有諸多評論，不論

是在人事布局、軍事及安全重點、台海關係、對美關係等面項多所著墨，主要的重點便是要掌握

一向不透明的中國未來的戰略路徑；美國在中期選後，民主黨雖失去眾議院多數席次，但並未如

原先外界預期地被紅潮淹沒，反倒力阻紅潮、力挽狂瀾，守住不能敗的底線，這也相當程度地阻

擋了2024共和黨在總統大選的氣勢，打破想要塑造王者回歸川普的如意算盤，更添加了拜登再戰

2024的底氣。所以，美中兩國將G20作為是再度會談的時間及場合，確實是經過精算且再好不過

的時機點。

美中關係地停擺，從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後陷入低谷，中國為了表達美國如此行動的強烈

不滿，祭出反制措施，不僅暫停美珠氣候變化商談等合作，中方更取消安排美中兩軍戰區領導通

話、美中國防部工作會晤和美中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會議等3個兩軍間的工作機制。對了美國

而言，與中國間的外交、經濟暫時性的停擺都能還有接受的空間，但對於軍事上合作與溝通機制

的停滯，確實有無法掌握情勢發展的風險及危機感存在，尤其中共二十大所呈現出的軍事部署，

確實讓外界對於其在軍事是否可能誤踩油門有強烈的擔憂。所以，G20的拜習會，由美國所發動

，也是為近期美中關係可能影響到未來台海、世界局勢發展預做定向的重要會談，在美國的設定

上，只要和中國維持一定關係的往來，精準掌握它的軍事路徑與行動，其他的方面倒不是那麼重

要；而對中國來說，這場會談是給了美國面子，內部和軍事如何布局沒有美國置喙的餘地，但在

經濟上要阻止美國再有類脫鉤意圖，以及儘快解除對中國的懲罰性關稅，而在台灣問題上，中共

絕對堅持同樣的底線與紅線，無可退讓。

(二) 美國中期選舉後對外關係情勢與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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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關注共產國家中國同時，民主國家美國內部的自變因素恐令外界更加擔憂。民主國家政權的更

迭，一般而言是正常的情況，但對於需扛起抗中大旗領航者的美國卻是更加關鍵。美國選舉的歷

史定律，現任執政黨中期選舉遭遇一定程度的挫敗，可說是慣例，好則失去參眾兩院其中一院、

差則兩院皆失，由共和黨拿下眾議院多數席次，但民主黨丟掉的席次比預期少，且驚險保住參議

院。這次的選舉民主黨最差的情況並沒有發生，只是結束了過去兩年民主黨的「聯邦三連勝」(亦

即白宮、參議院、眾議院皆是同一政黨)。分裂政府的情況在美國並不新鮮，它並不會因為分裂而

大幅度影響對外政策，但在台灣這點可就完全不同，台灣會因為執政政黨的不同，而嚴重影響對

外及兩岸關係，這點也可說是民主制度與運作還是受到某種東方傳統帝制思維的影響。

拜雖登成了「跛腳總統」，但底氣卻大增，接下來的兩年，美國政府即便執政效率可能大降、國

會爭奪激烈，但共和黨已沒有選前大家所預期的絕對優勢。身為有二百多年歷史民主自由人權發

源地的美國，雖然總統與眾議院不同黨，但並不會嚴重妨礙對外政策走向，在華府，現今對中的

趨勢一致，皆傾向對中施壓對抗，即便美國在處理內政問題都是秉持「信念」，但幸運的是，這

並不太干擾到外交層面。

未來美中關係仍不容樂觀，跛腳的拜登內政上須受到共和黨牽制，為了繼續在2024取得勝利，只

能在能夠主導的外交及軍事上付出心力，必定續打抗中牌，以強力抗中的「提款密碼」博得美國

民眾認同；加上共和黨也絕不會放過打擊中國的機會，所以美中博弈不會停止，反而將愈演愈烈

。可以料想的是，台灣、晶片、供應鏈、產業鏈及新冠肺炎溯源等議題，會在2024美國大選前繼

續是焦點話題。中國須擔憂的是，面對同一政黨主政的美國，已如此難纏，如今再攤上一個分裂

政府、分裂國會的美國，意識形態將更加對立，中國要應對有最強實力卻內部分裂與政治極化的

美國，以目前中國的人事布局，幾乎沒有一個知美派來說，風險及誤判勢必更多，美中關係將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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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更多變數、更加具不確定性。

三、台灣因美中關係發展的變化與走向

美中間的對抗不斷增強，美國對台的戰略演變，抬升了台灣的戰略重要性；另一方面，為了遏制

中國在兩岸上對於台灣的打壓，美國將對台原本的關卡逐漸解鎖，如，高層互訪、軍售、參與區

域經貿組織、納入台灣在國際參與的角色等，積極加大加強在人員、經貿、軍事等層面的嚇阻、

威脅。

中共則持續重申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強烈反對他國介入中國內政問題，尤其是在二十大中

修訂黨章，明確要「堅定不移貫徹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堅決反對和遏制台獨」，亦即是

反獨、反介入、促統、促融合，兩促兩統，來與美國互別苗頭。所以只要中共持續對台強硬，以

美國與中國目前的狀態，美國與台灣關係深化交好就更加有理由。

事實上，中共在二十大後對世界的意圖讓各國感到憂心，不僅是擔憂習近平的權力一把抓在手，

更憂心中共將中國帶進鎖國的時空裡，與民主集團開始經濟鎖國、移動鎖國、外交鎖國，甚至是

軍武鎖國，軍武力量的布局與不透明，增添外界對於台海安全的一觸即發，這也是為何外界不斷

地猜測中共可能犯台的時點。筆者認為，外界不斷將中共可能以軍事侵略台海的時間點提前或許

是讓中共不願遵循外界看法的好策略。中共不願被預測的做法眾所皆知，尤其在現今習近平一人

專政之下，所有決定皆在其一念之間，換言之，周遭已無忠言逆耳，唯有倚賴外界訊息對其進行

決定的騷動；再加上美國官方及媒體近期來有意在提升台灣民眾的危機意識，將更加讓中共在行

動上有更多考量與變化，兵兇是否一定戰危，那倒是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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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預測，中國對台動武的意圖及時辰將更加強烈與提前，倒是不需要如此悲觀，二十大後的

中共雖定於習近平一尊，但短期內仍需進行內部人事清洗工作，估計在2024前對台激烈政策更動

機率不是太高，但須關注的是，在台灣2024的選舉中，中共在手段上必定扮演更加受矚目的角色

。

四、小結

中共二十大與美國中期選舉後，美中雙方的對抗態勢無法減緩，反而因為雙方各自處理完階段性

的家務事，更加可能在未來的一年中放手一搏。以目前民主黨的選舉結果來看，拜登已經過了第

一關，而且結果還是預期之外的好，雖然沒有眾議院的助勢，將會更加專注用外交及軍事來對中

國進行牽制，加上拜登可能繼續競選連任，「抗中保美」策略又屢屢可以得分，勢必將持續加大

抗中牌的出牌力道與頻率；對於共和黨來說，雖拿下眾議院，但因參議院未能如願抓下，雖在眾

院可對民主黨進行干擾，但亦不會在與中國的對抗策略上唱反調，將可能在對中議題更加變化與

強烈，換句話說，中國要承受的是一個美國兩個政黨對其的打擊，接下來的美中關係怎麼打，都

將影響台灣被動上如何承受，以及主動上如何進擊。

而G20上拜登與習近平的實體會面，為美中關係定向，也暫時減緩衝突持續高張，實際上來說，

這場會面各說各話、精神撫慰的成分居大，實質降低未來對抗的效益仍少，但有溝通平台終究對

於美中關係、對於台海平和及全球發展仍然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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