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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斌說，2020年7月美國國務卿龐佩奥的演講《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Communist China 

and the Free World＇s Future），被許多評論家視為是美國對中正式發出新冷戰的宣言，演講中

請各國形成民主國家同盟（alliance of democracies），引導中國做出改變，並三度提及台灣，重申

美軍將維持台灣海峽、南海與東海的自由航行。 

 

林文斌表示，特朗普試圖重新聚焦亞洲進而高舉對抗大旗。日、韓這兩個美國東北亞盟友雖有美軍

進駐，但日韓因為跟中國具有重要經濟利益而顯得左右為難。“日韓外交上不主動明顯與中國為敵，卻

可能因經濟利益而在其他區域和中國政經力量對抗”。這可從日韓在東南亞的經貿投資與援助與中國有

競爭態勢可以看出端倪。但駐日韓的美軍是否因美中關係緊張，而在東海上發生沖突應是日韓不願見到

的。 

 

林文斌說，至於東南亞東協則依然保持“不結盟”姿態，或是交好以求漁翁得利。例菲律賓在 2016

年 7 月針對黄岩島的仲裁有利結果，時而不說、時又強調不會放棄；越南也曾在仲栽案後的東協外長會

議宣言載入仲裁案，並要求尊重國際法，但遭到中國堅強盟友柬埔寨反對而作罷。因為東協強調共識決。

因此，美中要發生衝突，東協一樣不會選邊站，各別相關國家如菲、越或可能趁機要求提出要美中克制

或利益要求。 

 

對於台海現況？林文斌認為，處於美中之間的台灣經濟自 1990 年代以來便處於“熱”關係，但政

治上則因政黨輪替呈現“冷”、“熱”、“冷”交替。“台美關係”因美國政府採取壓制中國的政策使

得美台關係“水乳交融”。就 2000 年後的美中台三角關係來看，當時陳水扁政府與中國政府敵意升高

時，當時的美國便扮演著抑制者的角色，即使小布什政府將中國視為“策略競爭者”，而馬英九政府時

與中國政府爭取交往時，美國則因“重返亞洲”依然扮演著抑制者。 

 

林文斌認為，當蔡政府再採取相對敵視中國的立場時，美國則成為發起全球抗中點火者，成為台海

助燃劑。在這種情況下台灣更應懷著戒慎恐懼的態度，籌劃各種美中衝突的可能劇本及角色。“當美中

衝突升高，台灣是美國的馬前卒、中國門口外的敵人，還是得利的漁翁？美中衝突緩和，台灣是美國的

棄子或送給中國貢品”，值得大家三思。 

 

14 日議程分為“區域衝突與因應”、“經濟整合與參與”、“大國博弈與台灣策略”三場，與會學

者包括文藻外語大學東南亞學系教授顧長永、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宋鎮照、中興大學政治研究所教授

楊三億、高雄大學教授陳文生、文藻外語大學東南亞學系副教授林文斌、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事務學系副

教授賴文儀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