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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与苏联为首各自领导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国家阵营形成全球冷战结构，美国在欧洲和亚洲分别推动建立集体安全体

系，欧洲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维持至今，但亚洲则仅有昙花一现的东南亚

公约组织，很大原因，出于东亚各国对于日本的历史情结。物换星移，在

苏联崩解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为普世价值体系的最大威胁，两岸关系

的安危更牵动着全球自由贸易秩序的运转，日韩的和解，正为当代印度太

平洋战略架构的构筑，围堵中华人民共和国态势的成形，在东北亚创造了

条件。

东亚集体安全体系的起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次年6月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侵略大韩民国，两日后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man）当机立

断，发布《海峡中立化宣言》（Korean War Statement），而以台湾地

位未定论为理据，派遣第七舰队巡航台湾海峡协防中华民国，自此断送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吞并台湾统一中国的野心。1

美国意识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赤化全球的危险，于是在欧洲和亚洲布

建防线进行围堵，在欧洲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与华沙条约组织（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的对

峙，在亚洲，则主要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有与日本、韩国、台湾等国

之间的个别军事同盟的建立，各以1952年《美日安全保障条约》、1953

年《韩美共同防御条约》（Mutual Defense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和《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为基础，另

则有1954年东南亚公约组织（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的集



132

体安全体系，加上印度在南亚的不结盟立场而事实上成为缓冲区，由此乃

形成了稳定的全球冷战结构。1960年代美国看见联共第一书记部长会议

主席斯大林逝世后中苏争取共产主义国家领导地位而引发的冲突与矛盾，

乃有“联中制苏”大战略的调整。2而为了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发挥牵

制苏联的作用，美国与其盟国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

国与各国际组织中的中国席次代表权，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而享有否决权，美国进而废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与在台湾的中华民

国断交，但基于道义，仍依《与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

以维护及促进所有台湾人民的人权发展，维持对台湾最低限度防御性的

安全承诺，避免中华人民共和国侵台，破坏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与优势。3

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镇压了天安门民主运动，在短暂的国际经济

制裁后，仍于1991年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而从此进入全球自由贸易经济体系，更在2001年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从此经济成长超英赶美，一日

千里，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并未

因此走向民主转型理论家的乐观预期，即因为中产阶级兴起而形成公民社

会，进而涌现参政维权的政治气候，终而迫使专制政府开放政权，而继自

由化后展开民主化。相反，中国因为经济上的成就，反而获得政治正当性

的新基础，党国威权统治和民粹政治受到多数人民的容忍甚至支持。中国

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更因党国资本主义经济上的操作，利用权力榨取

并实际掌握了主要的国民财富，从而拥有了庞大的政治经济资源，而得以

进一步对内发展其结合电子监控系统的社会控制与党国统治机制，形成现

代君主制与电子极权主义。4 中共彻底消灭了萌芽中的公民社会，全面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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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进步人士与少数民族平权运动，再利用民族主义驱动对外扩张，不仅在

地缘政治经济上以跨越欧亚旧大陆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擘画，而有意恢复传统中国朝贡体系下的霸权地位，更以其新兴

崛起的全球影响力，摆明挑战联合国全球治理所凭借的普世价值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迅速变异为巨兽，让周边邻近各国感到惴惴不安。东亚各

国的石油能源生命线系从波斯湾出来跨过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经南

海、台湾海峡、东海到日本海。中国直接影响的航道为南海、台湾海峡与

东海，并且主张对以上该海域拥有主权，意欲全面占有。位于东北亚海上

的日本以及东亚大陆末梢的韩国，居于石油能源生命线的最远端，因此对

攸关国家生存发展的南下航道的自由通行权问题十分敏感。1895年台湾

乙未战争期间，日本即曾以外务大臣陆奧宗光名义，向要求归还辽东半岛

于中国的俄、德、法三国和相关国家通告：“帝国政府认为台湾海峡全属

各国公共之航路，故宣言该海峡並非独属日本国所管辖或专有”，以交换

各国不干涉台湾的主权交接，由此可见台湾海峡及与其邻接的海域，在西

太平洋石油能源生命线上，乃居于枢纽的地位，自近代国际法秩序进入

东亚，就不容许任何一国独占特定海域，控制航道，而威胁到其余各国

的生存。

印太战略的形成

日本与韩国基于国家生存的考虑，长期依附于美国的保护，在感觉到美

国关于中国政策的变化时，乃争相抢先于美国之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

好。日本自1979年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大量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在此同时，中国也始终以日本在第二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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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大战的战争责任对日本持续进行指责和民族感情勒索，具体表现在强烈

抗议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拜谒奉祀有侵华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问题上。5韩

国面对朝鲜侵略的威胁，则有北方政策之制定，期待中、苏两国的支持与

施压，促成其与朝鲜的和解。6 和台湾一样，韩国因为中国对其开放市场

而获得经济发展上的巨量利益，中国也因对于韩国在地缘政治与经济上的

影响力，相当程度恢复了清朝时中国作为朝鲜宗主国的强势地位，多少伤

害了韩国的民族自尊心。

安倍晋三于2006年第一次出任日本首相后，即开始部署调整日本与中

国之间的竞争格局，提出了从俄属远东、沿中国周边延伸到欧洲的外

交伙伴关系与后勤联系概念的自由与繁荣之弧（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大战略，主张建立亚洲海洋民主国新联盟，并基于日本、

美国、澳大利亚与印度四方的领导人峰会，形成亚洲版的小型北大西

洋公约组织。2007年8月22日，安倍晋三在印度国会演讲（两洋交汇）

(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首次提出印度洋与太平洋两大洋自由和

繁荣有机融合的愿景，与印度在自由与繁荣之弧中互为犄角。安倍晋三显

然有意终结在美日安全保障同盟下区域事务完全依附于美国的吉田（茂）

主义时代。安倍晋三复出之后，更全力恢复他的政策主张，持续推动日本

的国家正常化以及印太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海洋民主国家联盟大战略。他在

2012年12月，以《安全钻石》一文重新誓师出发，主张以对「民主、法

治、尊重人权」的共同承诺，建构将澳洲、印度、日本与夏威夷结合在

一起的“从印度洋延伸到西太平洋的海洋公共区”。2016年8月，安倍晋

三利用出席在肯尼亚举行的东京国际非洲发展会议（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的机会，正式宣布“自由开放的

印太”（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战略，作为日本对外援助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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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7

海洋民主国家联盟以及印太战略的提出，不言而喻，乃是以中华人民共

和国为假想敌，而习近平2012年2月大国外交战略与11月中国梦的提出，

为印太战略的正式登场做出了铺垫。2017年1月，高唱“美国第一”的

川普就任美国总统，日本外务副大臣铃木浩于秋天向美国国务卿提勒森

（Rex Tillerson）就印太战略构想献策，令其感到耳目一新。提勒森乃

于当年10月在华盛顿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发表了《定义下个世纪的美国与印度关系》演

说，阐述“印太”概念，并强调美国将与日本、澳洲、印度等三个民主

国家发展更进一步的接触与合作关系。11月6日，川普与安倍晋三在东京

宣示，愿与地区内任何共享自由开放的印太理念的国家合作，并保证将在

三个基础上共事：提升基本价值、追求经济繁荣，以及和平与安定。12

月美国总统府白宫发布《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确立了“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为国家安

全战略，自此而形成了从中东霍姆兹海峡、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到东北亚

宫古海峡的两洋战略安全网。2019年6月1日美国国防部发布《印太战略

报告》，宣示将透过战备、伙伴和网络化区域等途径，确保维护印太地

区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承诺，国务院则另于11月4日发表《自由开放印

太：促进共同愿景》报告，强调将基于自由主义，透过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方式，积极宣传推展“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理念，强化

并扩张美国与盟邦的伙伴关系。82021年1月，拜登出任美国总统，延续

了川普的印太政策，在10月举行的线上东亚峰会上首次提出印度太平洋

经济架构（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构想，并

于次年2月11日发布《美国印太战略》，揭示其主要战略目标是“促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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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更具连结、繁荣、安全与韧性的自由开放印太”，其战略途径则在于“

强化美国角色，并建构其与盟邦伙伴和区域机构的集体能力”，当中特别

点明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挑战，其中尤以在印太区域最为严重。95月

23日，美国等13个印太国家在日本东京宣布成立印太经济架构，作为印

太战略的经济基础。印太经济架构聚焦于四大主轴，包含：“贸易”、“

供应链”、“干净能源和减碳以及基础建设”、“税收和反贪腐”，当中

影响中国与美国经济关系最为深远的，是规划全球产业供应链与中国的脱

钩，企图使中国无法再将作为全球产业供应链中世界工厂地位所汲取的暴

利，大量投入到发展全球霸权、危害区域安全与文明价值体系。1010月12

日，拜登再公布《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直接

而明白地将中国定性为唯一企图修正现有国际秩序，且具备经济、军事、

科技实力的竞争对手。11

印太战略为自由与繁荣之弧建立国际政治与军事合作的架构，再有印太经

济架构作为支撑，将中国与其一带一路大战略整个围堵在欧亚大陆之中。

日韩和解与东北亚安全

东北亚的日、韩两国，宿怨累积上千年，盖因日本出入东亚大陆，必定

要以朝鲜半岛为跳板，朝鲜乃深受来自日本的安全威胁。甲午战争后日

本强行吞并朝鲜，对朝鲜民族自尊伤害极大。日本提出印太战略获得美

国响应后，2017年10月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重启，日本在印太战略中成为领袖国家。与韩国在历史问题

上有所龃龉，既不利于日本的领袖角色定位，亦势必会在东北亚防御合

作机制上出现破口，因此日韩在历史问题上达成和解，乃有其迫切需要。



137

台湾视角

2022年3月，尹锡悦当选韩国总统，他一改前任总统文在寅的低调亲中

风格，旗帜鲜明地投向印太战略。6月西班牙马德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

会时，美国邀请韩日两国举行三国场边峰会；9月21日纽约联合国大会期

间，尹锡悦首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双方就日本战前强制征用朝鲜

劳工等问题，共同认识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恢复日韩关系健康发展的必

要性。1211月15日至16日，拜登、尹锡悦与岸田文雄利用出席在印度尼

西亚努沙杜瓦（Nusa Dua）举行的G20峰会之便，在柬埔寨举行首次三

方会谈并发表《金边声明》（Phnom Penh Statement），同意建立三国

经济安全对话机制。1312月28日，韩国外交部发布《自由、和平、繁荣之

印度太平洋战略》，重申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单方面以武力

改变区域现状，强调台海和平稳定与韩半岛和平稳定及印太区域安全繁荣

密切相关。

2023年2月27日，美日韩三方在美国檀香山首次进行三国经济安全对话，

重点在落实印太经济架构下全球产业供应链与中国的脱钩。3月1日，在

韩国“三一独立运动”104周年纪念仪式上，尹锡悦发表历史性的重要讲

话，对日本重新定位，肯定日本已从过去的军国主义侵略者转变为与韩

国共享普世价值、在安全保障和经济合作方面携手合作的伙伴。尹锡悦宣

示，“必须与共享普世价值观的国家合作，为扩大自由做出贡献”。这一

段话正式宣告韩国与中国的割席。3月6日，尹锡悦就日治时期强制劳动

受害者的赔偿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宣布将于行政安全部下设日帝强制征

工受害者支援基金会，直接向受害者支付赔偿费用，资金则由韩国和日本

的企业捐赠。该方案给了日本面子，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乃呼吁日本企业

向该基金会捐赠，间接达到赔偿目的。3月15日，尹锡悦访问日本，与首

相岸田文雄共同宣布日韩关系正常化，重启中断11年的穿梭外交领袖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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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也预告将重启外交和国防安保对话，日本也顺势解除了半导体重要制

造材料禁止出口韩国的措施。14

 4月26日尹锡悦访美，和拜登签订了被喻为《美韩共同防御条约》升级版

的《华盛顿宣言》（Washington Declaration），将韩国纳入美国的核子

武器保护伞之下，而更加强化美韩的军事同盟关系。15

东亚形势的转变，先有安倍晋三的倡议和川普的跟进，最终则因尹锡悦的

卓见和勇气，而使印太战略得以于该处合龙。诚如安倍晋三所言：“台湾

有事，就是日本有事。”16日本海以南，就是东海和台湾海峡，而守卫

这片海域的，正是台湾。一旦台湾沦陷，日韩就会如瓮中之鳖，任人宰

割，而美国在东北亚的军事部署，只能做困兽之斗。因此印太战略中，

台湾地位一如关中，得台湾者得天下。日韩美绝对不容台湾受制于中

国，所以印太各国实有必要将台湾纳入为对话伙伴甚至进入协作机制。

尹锡悦因主张台湾防卫属于国际责任，近日招惹了中国，两国互召大使

表达抗议，17这也暴露出两国基本价值立场的差异，反衬出台湾的战略

重要性。

东北亚的防卫，另有一事件值得重视，即6月2日在韩国首尔国会图书馆

礼堂举行的满洲复国研讨会，与会者并于会后由韩国历史领土财团主席

张桂黄与满洲流亡政府总理梅凤杰领衔签署了《首尔宣言》。抗战时期由

日本扶植建立的满洲国，并不是一个满洲民族国家，其建国理念“五族协

和”，是指汉、满、蒙古、日本、朝鲜等五个民族的共存共荣。18韩战的

经验告诉我们，朝鲜半岛和台湾有唇齿相依的关系，相互可收围魏救赵的

效果，一旦中国发动侵台战争，朝鲜极有可能趁势南侵，所以牵制背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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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助于阻止朝鲜的蠢动，而满洲国复国运动的论述和倡议，则有可

能在日后对东北三省军民产生号召作用，成为裂解中国和分层渐进实现中

国民主化的起点。

美日韩大卫营峰会：拜登的历史成就

2023年5月21日，拜登在出席于日本广岛举办的七大工业国集团（G7）

峰会场边，与岸田文雄及尹锡悦进行三方会谈，当面邀请两人到华盛顿

进行正式的三方峰会。8月18日，美、日、韩三国领袖举行了历史性的正

式峰会。戴维营会议将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关系串联起来，建构出日美

韩伙伴关系此一三方共同合作机制。战后因日韩间的历史问题而难以在两

国之间直接建构的同盟关系，终于因为尹锡悦对于日韩和解的豁达大度、

日韩两国对中国强权扩张的共同威胁感，以及美国的鼓励，终于能以智慧

排除历史障碍，在美国的中介下实现了。美日韩三国首脑于会后发表了三

个文件：《戴维营原则》（Camp David Principles）、《戴维营精神：

日本、大韩民国与合众国联合声明》（The Spirit of Camp David: Joint 

Statement of Japan,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与

《三方协商承诺》（Commitment to Consult），为三国未来中长期合作

订下了明确准则。19

《戴维营原则》系关于三国合作的中长期指南，宣示将在尊重国际法、共

同规范与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承诺支持东协

与太平洋岛国论坛、致力于朝鲜的无核化、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同意

提高三方安全、经济和技术等领域的合作程度，坚持和平解决有关主权、

领土完整的争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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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营精神》则宣示就韩、美、日共同愿景和朝鲜问题建立具体的磋商

机制，政府首长和外交、国防、国家安全等主管官员至少每年举行一次会

谈；与东协和太平洋岛国保持合作；反对中国在南海及东海的海上争端中

所表现出来的危险和挑衅行为；重申支持2016年海牙常设仲裁法院认定

中国对南海历史性权利的主张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南海仲裁

案》（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协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

重申支持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要求两岸问题和平解决；宣示军事合

作、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以及推进经济合作与经济安全对话等。

《三方协商承诺》则约定，就美日韩共同利益和安全带来影响的地区挑

战、挑衅、威胁，如通商纠纷、朝鲜飞弹威胁、严重海上挑衅行为、经济

或资讯安全威胁等，三国进行情报交换，迅速协商制定应对方案。

美日韩三国伙伴关系在大卫营峰会后更获得巩固，围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印太架构东北亚防线终于合龙。其战略合作的地域范围不限于东北亚，而

是整个印太地区，由此可见“小北约”在美国的串联与领导下已经隐然成

形。台湾无疑是欢迎这一局面的。新冷战的格局下，台湾虽然又成为民主

世界前线，但这也表示，台湾今后将获得更多的支持，而不会一国孤独地

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攻武吓。台湾也必须警觉并认知到，中国有事，

就是印太有事，台湾的国际责任就是守护好台湾海峡，对于中国的变局要

有所准备与因应，作为印太架构的非正式伙伴，对国际共同管理中国风

险，要争取自己的角色，也要有所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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