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 Eurasia 基金會國際講座  

「亞洲共同體：東亞學的構築與變容」系列講次(7)  

講題：全球政經情勢發展剖析 

中國文化大學 111 學年度 Eurasia 基金會國際講座第 7 回，邀請到本校社

科院特約講座教授，前行政院新聞局局長楊永明教授以「全球政經情勢發展剖析」

為題擔任主講。多年來研究國際關係、亞洲經濟整合的楊教授有《台日關係史》（與

松田康博、川島真、清水麗合著）、《中美貿易戰與科技戰》、《亞洲大崛起：新世

紀地緣政治與經濟整合》等著作，並且是第一位榮獲中曾根康弘獎的台灣學者。

這次楊教授針對「俄烏戰爭、台灣議題、中美對抗、中共二十大後」四點來剖析

最新的全球政經情勢，四個議題都是目前必須密切注意的焦點新聞。 

 

俄烏戰爭：反攻、兼併、核威脅 

俄烏戰爭爆發後，造成烏克蘭難民超過 1100 萬。普丁在 9 月 30 日宣布正式

將俄羅斯佔領烏克蘭東部及南部 4 州納入版圖，由於世界各國表態不承認，聯合

國秘書長不接受，普丁威脅使用核武，來威脅北約不得侵犯「入俄領土」。 

俄烏戰爭的戰情在烏克蘭反攻後越演越烈，10 月 8 日克里米亞大橋發生自殺

恐怖攻擊爆炸，10 月 10 日俄羅斯百枚飛彈攻擊烏克蘭首都基輔等各大城，到 10

月 24 日為止最新情勢是烏克蘭反攻收復哈爾克夫到伊久姆近 8 千平方公里失土，

短期間內戰爭應該無法平息。 

 

台灣議題：新常態與代理戰 

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在 8 月 2 日訪台後，中國在 8 月 4~7 日舉行了三天軍

事演練。這次軍事演練所謂的圍台軍演，也就是整個台灣與周邊海域都是演練區

域，是制裁台獨、警告美國的圍台類軍事封鎖。 

這次軍演帶來的直接影響是：改變台海軍事平衡、加劇中美在台灣議題的對

抗、影響各國對台海情勢的態度。 

美國則是用連續議員與州長來訪、軍艦與軍機穿越台灣海峽、啟動台美貿易

談判路線圖、加大吸引台灣半導體赴美，並在國會審議制定台灣政策法案(Taiwan 

Policy Act)等方式加強與台灣之間的關係。然而雖然提及台灣的次數越來越多，美

國的態度依舊保持在「反對任何一方片面改變現狀，也不支持台灣獨立」。而且台

美之間並非軍事同盟，沒有明文提到軍事協防，拜登總統 9月 21 日在聯合國大會

發表演說中，針對台海議題強調美國「會以外交作為指引，致力和平解決衝突。

我們尋求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如果實際發生戰爭，台灣恐怕得不到國外的軍援。 

 



中美對抗：新冷戰與科技戰 

10月 12日公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中，從前言到

結論，直指未來十年中國是「美國地緣政治最大挑戰」，而通篇戰略報告主要在陳

述如何全面戰勝中國，這可謂是美國正式對中國發出的「新冷戰宣言」。 

從台灣角度而言，這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有四個重要層面值得關注：1.

美國正式宣示全面競爭對抗中國。2.延續並鞏固以民主和盟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

3.科技戰是中美競爭對抗的核心領域。4.一中政策下台灣問題國際化的政策方向。 

其中第三點中美科技戰的焦點在於美國強力確保半導體產業主導性、要求到

美國設廠製造晶圓、吸引台灣半導體人才赴美工作。由此可知，台灣的地位相當

重要。 

 

中共二十大後：對台政策與對外經貿 

中共二十大後，對台灣政策的四大重點：1.促統。2.反獨。3.反外力干涉。4.

不承諾放棄武力使用。而對外經貿政策的四大領域：1.主導亞洲經濟整合、平衡美

國印太戰略。2.深化歐亞大陸連結、確保戰略與能源安全。3.擴大全球南南合作、

確保全球貿易穩定。4.務實一帶一路政策、擴大國際公共財援助。 

由於中共武力犯台的可能性越來越高，楊教授指出目前有三個犯台時間的預

測：立刻宣示武力的 2023年、台灣總統大選的 2024年、解放軍成立一百年的 2027

年。如果開戰，有可能會陷入巷戰，對台灣造成重大的打擊。沒有人希望戰爭，

楊教授一再強調如果開戰，對年輕的學生們會損失人生的「黃金十年」。整個演講

切中國際情勢，留下許多發人深省的議題。 

 

 

（網頁連結：https://eurasia.pccu.edu.tw/index.php） 

（撰稿：鍾季儒  日文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