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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台海政策及其走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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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将台海政策 作 为 维 护 亚

太局势稳定、增进战 略 利 益 的 重 要 手 段。历 史 上，美 国 台 海 政

策发挥了稳定中美关 系 又 提 升 美 台 实 质 关 系 的 作 用。特 朗 普 上

任后提出 “印太”战略牵 制 中 国 崛 起，对 华 打 “台 湾 牌”的 动

因强于奥巴马时 期。蔡 英 文 当 局 奉 行 “倚 美 抗 中”路 线，将 对

美关系置于两岸关 系 之 上，主 动 影 响 美 国 台 海 政 策。在 特 朗 普

任内，美国如何执行 “一 中 政 策”以 及 “美 台 关 系”走 向，将

对中美关系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特朗普　台海政策

６３１

＊ 汪曙申，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台美 关 系 室 副 主 任、副 研 究 员、博 士，主 要 研 究 台 湾 政

治、两岸关系、美台关系。



特朗普台海政策及其走向分析

　　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的台海政策基本 以 “一 个 中 国 政 策”“双 重 威

慑”和 “双轨策略”为支柱，服 从 并 服 务 于 美 国 在 亚 太 地 区 的 战 略 利 益。２０１６

年１１月特朗普当选美国新一届总统后，其 对 台 湾 问 题 的 认 知 经 历 了 一 个 显 而 易

见的学习和调适过程，透露出较 为 明 显 的 个 人 特 质 和 “交 易 性”思 维。在 中 美

战略博弈加剧及美国将 中 国 列 为 首 要 “战 略 竞 争 对 手”的 情 况 下，特 朗 普 的 台

海政策走向更趋复杂。

一、特朗普对台海政策的认知

特朗普是商 界 出 身、缺 少 政 治 历 练、看 重 现 实 利 益 且 擅 长 “交 易 艺 术”的

非传统共和党 人，其 对 美 国 台 海 政 策 的 理 解 和 认 知 经 历 了 一 个 调 整 适 应 过 程，

烙上了比较鲜明的 “特朗普印记”。

第一阶 段：质 疑 “一 中 政 策”，操 纵 “挂 钩”策 略。特 朗 普 在 第５８届 美 国

总统竞选期间，鲜少对台湾问题提出政见。出人意料的是，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日 特

朗普利用候任总统身份与台湾地区领导 人 蔡 英 文 直 接 通 电 话，打 破 了１９７９年 以

来美国总统当选人与台湾地区领导人公开接 触 的 “天 花 板”，在 台 湾 问 题 和 中 美

关系上制造了重大意外。据卜 睿 哲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ｕｓｈ）分 析， “这 通 电 话 是 特 朗 普

算计好的策略的一部分”①。特朗普 打 破 美 台 高 层 互 动 的 限 制 后，在 接 受 福 克 斯

新闻 （Ｆｏｘ　Ｎｅｗｓ）采访时公开对 “一中政策”提出尖 锐 质 疑。特 朗 普 声 称：“我

完全理解一个中国政策，但 我 不 知 道 为 什 么 我 们 非 得 受 一 中 政 策 的 约 束，除 非

我们与中国达 成 涉 及 贸 易 等 事 项 的 协 议。”②这 番 言 论 透 露 出 特 朗 普 当 选 之 初，

对台湾问题 的 复 杂 性 和 敏 感 性 缺 乏 应 有 认 识，且 有 在 台 湾 问 题 上 操 纵 “挂 钩”

策略的考虑，一时使外界对其偏离 “一中政策”的猜疑达到最高点。

从卡特到奥巴马，美 国 六 届 政 府 认 为 “一 中 政 策”发 挥 了 两 项 重 要 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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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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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维持台海地区和平 稳 定，有 效 预 防 冲 突 和 战 争，减 少 台 湾 问 题 对 美 国 的 战

略负担；二是长期维持美国与台 湾 在 没 有 “外 交”关 系 下 的 实 质 关 系，并 能 够

获得中美关系与美台 关 系 的 “双 重 提 升”。因 此，美 国 政 界 和 学 界 主 流 都 认 为，

奉行 “一中政策”本质上符合 美 国 国 家 利 益。特 朗 普 企 图 颠 覆 “一 中 政 策”或

予以交易化的处理方式，立即激起美国国内质疑和反对。２０１６年１２月美 国 民 主

党全国委员会发表声明，批评特朗普 与 蔡 英 文 通 话 损 害 美 国 国 家 安 全。①时 任 总

统奥巴马在２０１６年终记 者 会 上 罕 见 主 动 阐 述 “一 中 政 策”，称 “一 个 中 国 的 理

念是中国国家概念的 核 心，如 果 想 推 翻 这 样 的 理 解，必 须 彻 底 想 清 楚 后 果，因

为中国人对待这件事的 方 式，不 会 和 对 待 其 他 议 题 的 方 式 一 样，他 们 的 反 应 可

能极其重大”②。显然，奥巴马警示特朗 普 挑 战 “一 个 中 国”的 重 大 风 险，认 为

在台湾问题上否定、挑衅中 国 核 心 利 益 不 会 换 来 其 他 利 益 的 回 报，反 而 会 动 摇

中美关系基础。这期间，美国主流 媒 体 也 对 特 朗 普 破 坏 “惯 例”与 蔡 英 文 通 话

齐声批判，抨击特朗普缺乏外交历练，采取了错误举动。

美国政界与学界反对 特 朗 普 颠 覆 “一 中 政 策”或 将 其 作 为 与 中 国 谈 判 交 易

的筹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认 为 贸 然 变 更 政 策 将 拆 毁 中 美 关 系 基 础，战 略

上的成本远高于收益，得不偿失。麦 艾 文 （Ｅｖａｎ　Ｍｅｄｅｉｒｏｓ）认 为，１９７２年 以 来

美历任总统选择延续 “一 中 政 策”是 有 充 分 理 由 的，特 朗 普 团 队 不 应 在 不 确 定

能得到什么的情况下贸然反对。③贝 德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Ｂａｄｅｒ）称，“‘一 中 政 策’已 被

视为美中关系的基础”，“把 贸 易 和 被 北 京 视 为 牵 涉 主 权 的 问 题 混 为 一 谈，可 能

引发中国 人 愤 怒 反 弹，使 问 题 都 恶 化”。④第 二，认 为 剧 烈 变 更 政 策 将 把 台 湾

“棋子化”，直接损害台湾 利 益 以 及 美 国 对 盟 友 的 战 略 信 誉。芮 效 俭 （Ｓｔａｐｌｅｔｏｎ

Ｒｏｙ）认为，美国不要玩弄 “一中政策”的模糊性，因为处理 不 当 反 而 会 让 台 湾

８３１

①

②

③④

Ａｎｎｅ　Ｇｅａｒａｎ，“Ｔｒｕｍｐ　ｓｐｅａｋｓ　ｗｉｔｈ　Ｔａｉｗａｎｅｓ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ａ　ｍａｊｏｒ　ｂｒｅａｋ　ｗｉｔｈ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ｏｆ　Ｕ．Ｓ．ｐｏｌ－
ｉｃｙ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Ｄｅｃ．３，２０１６，登录时间：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３日。

“Ｐｒｅｓ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Ｄｅｃ．１６，２０１６，ｈｔｔｐｓ：／／ｏｂａｍａ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ｇｏｖ／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２０１６／１２／１６／ｐｒｅｓ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登 录 时 间：２０１８年６月

２３日。

Ｍａｒｋ　Ｌａｎｄｌｅｒ，“Ｔｒｕｍｐ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Ｂｅｄｒｏｃｋ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ｓ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Ｃｈｉｐ”，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Ｄｅｃ．１１，２０１６，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ｙｔｉｍｅｓ．ｃｏｍ／２０１６／１２／１１／ｕ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ｔｒｕｍｐ－ｔａｉｗａｎ－ｏ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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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代价。①卜睿哲在致特朗普的公 开 信 中 特 别 阐 述 台 湾 问 题 的 复 杂 敏 感 性，称

“台湾并非可交易的商品”“拿 美 国 的 ‘一 中 政 策’与 中 国 谈 判，将 制 造 不 确 定

性，置台湾于险境”。②第三，认为将 台 湾 与 朝 核 等 问 题 挂 钩 处 理 的 交 易 策 略 是

“危险游戏”。奥巴马任内避免将台湾问题与中美其 他 领 域 问 题 （如 南 海、中 东、

经贸）进行捆绑处理，这在美国 国 内 是 有 一 定 共 识 的。对 于 特 朗 普 将 “一 中 政

策”与中美贸易和朝核 问 题 挂 钩 的 倾 向，美 国 战 略 界 多 持 反 对 态 度，认 为 那 将

使中美在不同领域的问题复杂化，对中美关系和美台关系都不利。

第二阶段：回归 “一 中 政 策”，延 续 “双 轨 策 略”。美 国 奉 行 “一 中 政 策”

是中美关系稳定的政治前提 与 核 心 要 件。针 对 “特 蔡 通 话”事 件，中 国 政 府 在

特朗普就职前，通 过 各 渠 道 明 确 表 态 “一 个 中 国 原 则 是 中 美 关 系 的 政 治 基 础，

是不可谈判的”， “敦 促 美 方 恪 守 在 中 美 三 个 联 合 公 报 中 所 作 出 的 承 诺，慎 重、

妥善处理涉台问题”，直接否定 和 反 对 特 朗 普 的 “交 易”策 略。因 此，特 朗 普 就

任后，在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０日与习近平主席通电话中改变姿态，表示充分理解美国

政府奉行 “一中政策”的重要性，继续坚持 “奉 行 一 个 中 国 政 策”（“ｈｏｎｏｒ　ｏｕｒ

‘ｏｎｅ　Ｃｈｉｎａ’ｐｏｌｉｃｙ”）③。特朗 普 回 归 “一 中 政 策”立 场，降 低 了 台 湾 问 题 对 中

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在 美 承 认 “一 中 政 策”前 提 下，２０１７年４月 中 美 元 首 实 现

海湖庄园会晤，中美关系 趋 稳。６月３０日，特 朗 普 政 府 首 次 通 知 国 会 向 台 湾 出

售价值１４．２亿美元的军售案，其中包含 台 湾 一 直 争 取 且 带 有 一 定 进 攻 性 的 高 速

反辐射导弹和重型鱼雷。此 次 军 售 项 目 主 要 是 奥 巴 马 时 期 拟 定 的，特 朗 普 在 执

政５个月后推 出。对 此，７月３日 习 近 平 主 席 专 门 与 特 朗 普 通 电 话，指 出：“我

们很重视特朗普总统重申 美 国 政 府 坚 持 奉 行 一 个 中 国 政 策，希 望 美 方 切 实 按 照

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妥善处 理 涉 台 问 题。”④特 朗 普 重 申，“美 国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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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依赖美，台政经代价太大》，台湾 《中国时报》，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３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
ｎａｔｉｍｅｓ．ｃｏｍ／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２０１７０４２３０００６１５－２６０３０１，登录时间：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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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ｅ－ｃｈｉｎａ－ｐｏｌｉｃｙ／，登录时间：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８日。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１日。
《习近 平 应 约 同 美 国 总 统 特 朗 普 通 电 话》，中 国 外 交 部 网 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ｗｅｂ／ｚｙｘｗ／ｔ１４７４８６４．ｓｈｔｍｌ，查询时间：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８日。



美国问题研究 Ｆｕｄ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８／２

府继续坚持一个中国 政 策，这 一 立 场 没 有 变 化”①。７月９日，习 近 平 在 二 十 国

集团 （Ｇ２０）峰会期间会见特朗普，再次强调 “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 和 重 大

关切，妥善处理 分 歧 和 敏 感 问 题”②。７月１０日，中 国 驻 美 大 使 崔 天 凯 表 示：

“美方近期在台湾等问题上采取严重损害 中 方 利 益 做 法，中 方 对 此 坚 决 反 对。如

果任其进一步发展，将 严 重 损 害 双 方 互 信。如 果 形 成 挑 衅 和 反 制 的 循 环，不 符

合任何一方利益。这样 的 结 果 应 当 坚 决 避 免。如 果 试 图 借 在 台 湾、南 海 等 问 题

上挑战中国以迫使 中 方 在 朝 核 问 题 上 让 步，这 种 做 法 同 样 是 破 坏 性 的。”③这 是

中方首次公开驳斥特 朗 普 在 台 湾 问 题 上 采 取 “挂 钩”政 策。１１月８—１０日 特 朗

普上台后首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在同特朗普举行会 谈 中 再 次 提 出：“台 湾 问 题 是

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 敏 感 的 核 心 问 题，也 事 关 中 美 关 系 的 政 治 基 础。希 望 美

方继续恪守一个中 国 原 则，防 止 中 美 关 系 大 局 受 到 干 扰。”④对 于 特 朗 普 在 台 湾

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不确定 性，中 国 政 府 在 中 美 元 首 外 交 中 反 复 强 调 台 湾 问 题 的

重要性和敏感性，敦促特朗普政府保持 “一中政策”稳定。

美国长期主张其 “一中政策”不 同 于 中 国 的 一 中 原 则。特 朗 普 政 府 继 续 奉

行 “双轨策略”，利用美国对 “一中 政 策”的 定 义 权 和 解 释 权，提 升 美 台 实 质 关

系。蔡英文当局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 “九二共 识”，等 同 于 单 方 面 破 坏 两

岸关系的政治基础，导致两岸对抗性 升 高 以 及 台 湾 国 际 活 动 空 间 限 缩。⑤美 国 政

界与学界却认为中国大 陆 对 台 湾 采 取 “胁 迫 性”政 策，主 张 美 国 给 予 台 湾 相 应

的 “补偿”，这已表现在特朗普 执 政 后 的 美 台 关 系 上。如２０１７年５月 台 湾 在 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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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习近 平 应 约 同 美 国 总 统 特 朗 普 通 电 话》，中 国 外 交 部 网 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ｗｅｂ／ｚｙｘｗ／ｔ１４７４８６４．ｓｈｔｍｌ，查询时间：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８日。
《习近平会见美 国 总 统 特 朗 普》，中 国 外 交 部 网 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ｚｙｘｗ／

ｔ１４７６４５５．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８日。
《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出席第七次中美民间战略对话并致辞》，中国外交部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ｄｓｚｌｓｊｔ＿６７３０３６／ｔ１４７６９３０．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８日。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网，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９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２０１７－１１／０９／ｃ＿１１２１９３０６３７．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８日。

如２０１６年台湾申请参 与 国 际 民 航 组 织 大 会 被 拒，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圣 多 美 和 普 林 西 比 与 台 湾

“断交”，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台湾被排除参与世界卫生大会，２０１７年６月巴拿马、２０１８年５月 多 米 尼

加、布基纳法索分别无预警地与台湾 “断交”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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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８年参加 世 界 卫 生 大 会 后 首 次 被 拒，美 国 安 排 时 任 卫 生 和 公 众 服 务 部 长 汤

姆·普赖斯 （Ｔｏｍ　Ｐｒｉｃｅ）与台湾 “卫生福利 部 部 长”陈 时 中 在 日 内 瓦 举 行 “双

边会谈”，以显示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同情和支持。２０１７年美国派员赴台 参 加

“汉光演习”后，又首次允许台海军陆战队的一个排 赴 夏 威 夷，与 美 国 太 平 洋 司

令部海军陆战队协同训练，显 示 美 台 军 事 关 系 继 续 强 化。２０１８年４月 美 国 务 院

签发对台转移出售潜艇制造技 术 的 “营 销 核 准 证”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ｌｉｃｅｎｓｅ），在 支 持

台 “潜艇自造”计划上 迈 出 重 要 步 骤。２０１８年５月，在 台 被 继 续 排 除 参 加 世 卫

大会后，美国进一步加大对 台 支 持 力 度，卫 生 和 公 众 服 务 部 长 亚 历 克 斯·阿 扎

（Ａｌｅｘ　Ａｚａｒ）与台代表 陈 时 中 “双 边 会 谈”，力 挺 蔡 当 局 以 “台 湾”名 义、观 察

员身份参与世卫大会。这 些 都 显 示，特 朗 普 政 府 在 台 海 事 务 上 采 取 鲜 明 的 “双

轨策略”，且重心放在提升美台关系方面。

二、特朗普台海政策的特点

美国台海政策框架有一定延续性，不管 谁 执 政 都 很 难 从 根 本 上 颠 覆 和 推 翻。

但也应看到，特朗普对美国 国 家 利 益 的 认 知 和 排 序 不 同 于 民 主 党 及 传 统 共 和 党

人，在对外政策上崇奉 “以实力求和 平”原 则，优 先 服 务 国 内 经 济 和 安 全 问 题，

更偏向核心支 持 者 诉 求，也 更 敢 于 打 破 现 状，以 谈 判 交 易 方 式 谋 取 最 大 利 益。

这投射在台海政策上，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将台湾问题作为对华政策筹码的意图明显

奥巴马执政时美国未将台 湾 直 接 纳 入 “亚 太 再 平 衡”战 略，主 要 利 用 两 岸

关系和平发展的氛围，逐步 且 显 著 提 升 了 美 台 实 质 关 系。共 和 党 强 烈 批 判 奥 巴

马政府弱化了台湾在美国 对 外 战 略 中 的 地 位，主 张 美 国 不 能 为 了 对 华 关 系 而 向

一中原则靠拢，应更强调 美 “一 中 政 策”的 独 立 性 和 自 定 义 能 力。为 此，２０１６

年７月１９日，共和党 通 过 新 党 纲，第 一 次 将 里 根 时 期 的 对 台 “六 项 保 证”纳

入。２０１７年８月，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又通过涉台决议案，强调 《与台湾 关 系 法》

和 “六项保证”是美台 关 系 的 基 石，声 称 将 继 续 与 蔡 英 文 当 局 一 起 支 持 将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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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保证”作为美台发展关系的必 要 指 导。①该 决 议 文 甚 至 将 “六 项 保 证”逐 条 列

出，鼓励美台之间含现役将 级 军 官 的 高 层 军 事 交 流，要 求 美 国 对 台 持 续 出 售 包

括常规潜艇在内的精密 防 御 武 器。在 亲 台 势 力 压 力 下，国 务 卿 提 名 人 蒂 勒 森 在

当时参议院任命听证会上也 将 “六 项 保 证”和 “与 台 湾 关 系 法”并 列 重 申。为

强化美 台 关 系，国 会 在 《２０１８年 国 防 授 权 法》中 列 入 “六 项 保 证”的 文 字，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２日 特 朗 普 签 字 批 准 后 “六 项 保 证”首 次 被 写 进 美 国 法 律 文 件。

同样，在亲台势力推动 《与台湾 交 往 法》的 立 法 过 程 中，特 朗 普 不 仅 未 表 示 反

对，还于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７日主动签署该法案。这显示，面对国会亲台派高涨，特

朗普为巩固执政，有照顾国 会 对 台 立 场 的 需 要，同 时 顺 势 积 累 在 台 湾 问 题 上 的

筹码。在２０１８年朝核问题峰回路转、中美 贸 易 摩 擦 扩 大 的 形 势 下，特 朗 普 政 府

持续营造升级美台关系的 氛 围，操 作 台 湾 议 题 在 朝 核 和 经 贸 问 题 上 保 持 对 中 国

的压力。特朗普主观上有将台湾 “筹 码 化”的 考 虑，将 台 湾 问 题 作 为 对 华 议 价

的工具，这一点与奥巴马时期有着显著的区别。

　　（二）提升美台军事安全关系的动能增大

特朗普重视加强美国 在 大 国 竞 争 中 的 军 事 领 先 优 势，继 续 增 加 国 防 经 费 预

算，将军事力量向亚太 地 区 移 防，强 化 与 亚 太 盟 国 军 事 安 全 关 系。美 台 军 事 关

系在奥巴马 执 政 时 即 以 “切 香 肠”方 式 升 级，特 朗 普 执 政 后 声 势 进 一 步 上 涨。

从国会立法看，第１１４届国会通过、奥巴马签署的 《２０１７年国防授权法》，其 中

第１２８４条明列提升美台军事人员交往层级，首 次 提 出 美 国 国 防 部 应 实 施 美 台 资

深军事将领和防务官员 对 话 交 流。该 法 案 提 到，互 动 交 流 计 划 地 点 包 括 美 国 与

台湾两地，“资 深 军 事 将 领”指 现 役 将 级 军 官，“资 深 官 员”指 任 职 于 国 防 部 的

助理部长及更高级官员。② 《２０１８年国防授权 法》中 的 涉 台 条 款 进 一 步 升 级，第

１２５９条以 “国会 意 愿”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的 形 式 提 出 美 国 对 台 军 售 正 常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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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ａｆｆｉｒｍｉｎｇ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ａｉｗａｎ）”，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ｈｔｔｐｓ：／／ｐｒｏｄ－ｃｄｎ－ｓｔａｔｉｃ．ｇｏｐ．ｃｏｍ／ｍｅｄｉａ／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Ｔａｉｗａｎ＿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ｄｆ，登 录

时间：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２日。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ａｉｗａｎ （ｓｅｃ．１２８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Ｆｏｒ　Ｆｉｓｃａｌ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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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台湾军事力量参加 美 国 “红 旗”等 军 演、考 虑 重 建 美 台 军 舰 互 访 的 可 行 性

与适当性、在西太平洋实施美台双边 海 军 演 练 等 内 容。①该 条 款 对 美 国 行 政 部 门

不构成必须要执行的法 律 约 束 力，但 违 背 中 美 三 个 联 合 公 报 规 定，为 扩 大 美 台

军事合作开了 “绿灯”。从 国 防 部 门 看，２０１７年 和２０１８年，美 国 国 防 部 长 詹 姆

斯·马蒂斯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ｔｔｉｓ）在新加坡香 格 里 拉 对 话 会 议 上 连 续 强 调 美 国 对 台 军

售，称美国基于 《与台湾关系法》致 力 于 提 供 台 湾 必 要 的 防 御 装 备。②奥 巴 马 执

政时期的副 助 理 国 防 部 长 邓 志 强 （Ａｂｒａｈａｍ　Ｄｅｎｍａｒｋ）称，马 蒂 斯 传 递 的 信 号

是 “台湾是美国亚洲战略的一部分”③。２０１７年８月，美 台 在 夏 威 夷 举 行 高 层 军

事安全对话——— “蒙特利会谈”，台湾直接 向 美 方 提 出 采 购Ｆ－３５Ｂ战 机 和 潜 艇 关

键技术。２０１８年５月由台湾国防产业发 展 协 会 和 美 台 商 会 主 导 的 首 届 “台 美 国

防 产 业 论 坛”在 高 雄 召 开，洛 克 希 德·马 丁、雷 神 等 美 军 工 企 业 代 表 参 加，

美 台 加 强 防 务 产 业 合 作。在 特 朗 普 任 内，美 台 关 系 中 的 军 事 因 素 会 进 一 步

凸 显。

　　（三）强调以 “美国优先”原则处理美台经济关系

在经济政策上，特朗普政府对内大 幅 减 税，恢 复 实 体 经 济，增 加 就 业 机 会；

对外提出 “公平贸易”概念，扩大 出 口 和 减 少 贸 易 赤 字，减 少 全 球 化 对 美 国 的

冲击。特朗普曾 点 名 中 国 大 陆 和 台 湾、韩 国、墨 西 哥 抢 走 美 国 人 的 就 业 机 会，

也一度将台湾纳入操纵 汇 率 的 观 察 名 单。从 本 质 上 讲，特 朗 普 奉 行 的 贸 易 保 护

主义与台湾坚持多元、开放 的 对 外 经 贸 政 策 存 在 冲 突。台 湾 对 美 国 存 在 逾 百 亿

美元的贸易顺差，特朗普政 府 关 切 美 台 贸 易 失 衡 问 题，批 评 台 湾 对 美 国 牛 肉 和

猪肉产品设立贸易障碍，要 求 台 湾 开 放 美 国 猪 肉 并 扩 大 美 国 牛 肉 进 口。对 于 特

朗普推行 “美国优先”政策，蔡英 文 当 局 迎 合 特 朗 普 执 政 偏 好，通 过 加 大 对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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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Ｓｅｃ．１２５９．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ａｉｗ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ｆｏｒ　Ｆｉｓｃａｌ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８．
“Ｍａｔｔｉｓ　ｖｏｗｓ　ｔｏ　ｋｅｅｐ　ｓｅｌｌｉｎｇ　Ｔａｉｗａｎ　ｗｅａｐｏｎｓ”，Ｔａｉｐｅｉ　Ｔｉｍｅｓ，Ｊｕｎ．４，２０１７，Ｐａｇｅ　３．
“Ｃｒｏｓｓ－Ｓｔｒａｉｔ　Ｓｅｒｉｅｓ：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ＵＳ－Ｔａｉｗａｎ　Ａｒｍｓ　Ｓａｌｅｓ”，Ｊｕｎ．９，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ｒｇ／ｅｖｅｎｔｓ／ｐａｓｔ－ｅｖｅｎｔｓ／ｃｒｏｓｓ－ｓｔｒａｉｔ－ｓｅｒｉｅｓ－ｔｈｅ－ｎｅｘｔ－ｕｓ－ｔａｉｗａｎ－ａｒｍｓ－ｓａｌｅｓ，登 录 时 间：２０１８年６月

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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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采购天然气、农产品等缩 小 美 国 对 台 贸 易 逆 差，加 强 台 湾 作 为 美 国 经 济 伙 伴

的地位。蔡当局也希望利用 “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议”（ＴＩＦＡ）的机制，进一

步推动洽签双边投 资 协 议 （ＢＩＡ）或 自 由 贸 易 协 定 （ＦＴＡ），加 强 台 美 产 业 联 结

与合作。

三、影响特朗普台海政策的因素

在中美战略竞争 加 剧 背 景 下，除 特 朗 普 个 人 特 质 外，美 国 亲 台 势 力 与 蔡 英

文当局合流并相互配合，成为影响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的重要变量。

　　（一）美国亲台势力强化台湾战略地位

亲台力量在美国政治 光 谱 中 是 跨 党 派 的，即 使 建 制 派 与 反 建 制 派 在 诸 多 内

外政策上存在分歧，但 对 提 升 美 台 实 质 关 系 的 立 场 一 致。奥 巴 马 执 政 时 期，一

部分激进的亲台派宣扬美 国 应 将 台 湾 政 策 从 对 华 政 策 中 剥 离 出 来，不 能 将 美 台

关系束缚在中 美 关 系 框 架 之 下，应 更 主 动 地 推 进 美 国 与 台 湾 的 战 略 合 作 关 系。

特朗普上任后，这股势力对美国涉台决策的影响力上升。

一方面，特朗普近 臣 特 别 是 国 安 会、国 防 部 和 中 情 局 等 部 门 负 责 人 多 为 亲

台的保守鹰派。这些人将中国视为 美 国 最 大 的、最 棘 手 的 “战 略 敌 手”，鼓 噪 中

国将挑战美国霸权，认为 “美 台 关 系”因 缺 乏 条 约 保 证，导 致 台 湾 成 为 “第 一

岛链”的最薄弱环节，亟 须 强 化 台 湾 在 美 国 安 全 战 略 中 的 地 位。美 国 家 贸 易 委

员会主席彼得·纳瓦罗 （Ｐｅｔｅｒ　Ｎａｖａｒｒｏ）曾在 《国家利益》上发文，称美国绝不

应当承认 “一国两制”，也 不 要 再 提 “一 个 中 国 政 策”，批 评 奥 巴 马 政 府 拒 绝 出

售台湾所需、能 吓 阻 中 国 的 完 整 军 备，并 且 提 出 美 国 协 助 台 湾 制 造 潜 艇。①美

国总统国家安 全 事 务 助 理 约 翰·博 尔 顿 （Ｊｏｈｎ　Ｂｏｌｔｏｎ）曾 要 求 “重 新 检 视 一 个

中国政策”，提 升 台 美 双 边 关 系 位 阶。②负 责 亚 太 事 务 的 助 理 国 防 部 长 薛 瑞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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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Ｐｅｔｅｒ　Ｎａｖａｒｒｏ，“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ａｎ’ｔ　Ｄｕｍｐ　Ｔａｉｗａｎ”，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Ｊｕｌ．１９，２０１６，ｈｔ－
ｔｐ：／／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ｏｒｇ／ｆｅａｔｕｒ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ｃａｎｔ－ｄｕｍｐ－ｔａｉｗａｎ－１７０４０，登录时间：２０１８年６月６日。

Ｊｏｈｎ　Ｂｏｌｔｏｎ，“Ｒｅｖｉｓｉｔ　ｔｈｅ‘Ｏｎｅ－Ｃｈｉｎａ　Ｐｏｌｉｃｙ’”，Ｊａｎ．１６，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ｓｊ．ｃｏｍ／ａｒｔｉ－
ｃｌｅｓ／ｒｅｖｉｓｉｔ－ｔｈｅ－ｏｎｅ－ｃｈｉｎａ－ｐｏｌｉｃｙ－１４８４６１１６２７，登录时间：２０１８年６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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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ｎｄａｌｌ　Ｓｃｈｒｉｖｅｒ）甚至称，“美台军舰互泊符合美国所 定 义 的 ‘一 中 政 策’”①。

这些把持美 国 涉 华 决 策 要 职 的 保 守 派 人 士，将 是 影 响 特 朗 普 台 海 政 策 的 重 要

因素。

另一方面，国会成 为 规 制 和 影 响 特 朗 普 台 海 政 策 的 重 要 力 量。美 国 国 会 亲

台力量 很 强，根 基 很 深。据 “台 驻 美 代 表 处”统 计，第１１５届 国 会 中 “台 湾 连

线”成员保持稳定，参议院为３０人，众议院为２１５人。②蔡英文当局将 “充 实 健

全美国国会友台力量”作 为 台 湾 对 美 工 作 的 五 大 策 略 之 一，特 别 是 游 说 国 会 以

立法、决议文、声明或向美国总 统 致 函 等 方 式，大 力 影 响 特 朗 普 对 台 政 策，防

止 “不确定性”。奥巴马执政时国会即通过推 动 涉 台 立 法 和 决 议 案 强 化 美 台 实 质

关系，③特朗普上台后进一步升级。如２０１７年国会重新提出 《与台湾交往法》草

案，２０１８年１月和２月分别在众议 院 和 参 议 院 “无 异 议”通 过，３月１７日 被 特

朗普签署成为法律。《与 台 湾 交 往 法》是１９７９年 《与 台 湾 关 系 法》制 定 以 来 美

国第二部重要涉台法律，它以国会意愿的 形 式，鼓 励 美 台 所 有 层 级 官 员 的 互 访，

严重挑衅中美三个联合 公 报。国 会 还 连 续 在 美 国 《国 防 授 权 法》中 夹 带 涉 台 敏

感内容，扩大美 台 军 事 安 全 交 流 合 作。美 国 亲 台 势 力 加 紧 推 进 美 台 合 作 议 程，

除了阻止特朗普将台湾作 为 与 中 国 交 易 的 牺 牲 筹 码，更 是 为 了 提 升 台 湾 在 美 国

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全面强化美台 实 质 关 系，加 大 以 “台 湾 牌”牵 制 中 国 崛 起。

沃尔特·罗 曼 （Ｗａｌｔｅｒ　Ｌｏｈｍａｎ）认 为，对 华 盛 顿 重 要 的 一 点 是 清 楚 向 北 京 表

明，美 国 不 会 把 台 北 当 作 政 治 谈 判 筹 码，特 朗 普 应 公 开 重 申 对 台 “六 项 保

证”，美 国 应 推 出 新 一 轮 对 台 军 售，与 台 湾 签 署 自 由 贸 易 协 议。④在 中 美 战 略 对

抗上升的形势下，国会内部 对 华 保 守 和 强 硬 的 氛 围，将 影 响 特 朗 普 政 府 台 海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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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ＧＯＰ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Ｔｒｕｍｐ　ｏ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ｈｒｅａｔ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ｐｏｌｉｔｉｃｏ．ｃｏｍ／ｓｔｏｒｙ／

２０１８／０２／０２／ｃｈｉｎａ－ｔａｉｗａｎ－ｔｒｕｍｐ－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ｓ－３８６４４９，登录时间：２０１８年６月６日。
《高硕泰：创造台美升级版伙伴关系》，台北 “中央社”，２０１７年５月３０日电。

如美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 斯 （Ｅｄ　Ｒｏｙｃｅ）推 动 多 项 重 要 涉 台 法 案，包 括 美 国 国

会通过重申 “与台湾关系法”和 “六项保证”为 “美台关系基石”的 共 同 决 议 案，众 议 院 通 过 授 权

美国总统向台湾转移 “佩里级”巡防舰的法案，支持台湾以观察 员 身 份 参 与 世 界 卫 生 大 会、国 际 民

航组织和国际刑警组织的法案。

Ｄｅａｎ　Ｃ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ｌｔｅｒ　Ｌｏｈｍａｎ，“Ｐａｎａｍａ，Ｔａｉｗａ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Ｈａｒｄｌｉｎｅ　Ｃｈｉｎａ”，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ｏｒｇ／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ｒｅｐｏｒｔ／ｐａｎａｍａ－ｔａｉｗａ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ｔｈｅ－ｕｓ－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ｈａｒｄｌｉｎｅ－ｃｈｉｎａ，登录时间：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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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走向。

　　（二）蔡英文当局极力构建台美 “战略伙伴”关系

台湾长期迎合美 国 战 略，争 取 美 国 台 海 政 策 朝 台 湾 倾 斜。马 英 九 时 期 在 两

岸关系和对美关系上维持 “平衡策略”，蔡英文当局 则 完 全 将 “台 美 关 系”置 于

两岸关系之上，通过强化台 美 实 质 关 系 对 冲 两 岸 关 系 的 压 力。蔡 英 文 当 局 对 美

政策以 “互信、低 调、零 意 外”为 主 要 原 则，提 出 构 建 新 的 台 美 “战 略 伙 伴”

关系，更主动塑造和影响特朗普台海政策。

其一，大力布建 对 美 沟 通 管 道。在 特 朗 普 当 选 后，蔡 英 文 当 局 通 过 “台 驻

美代表处”和美国游说组织与 特 朗 普 团 队 搭 线，建 立 沟 通 渠 道，减 少 “特 朗 普

变量”对台湾的冲击。如２０１６年蔡英文当 局 利 用 传 统 基 金 会 创 办 人 埃 德 温·福

伊尔纳 （Ｅｄｗｉｎ　Ｆｅｕｌｎｅｒ）与特朗普执政交接团队接触，并通过美国Ａｌｓｔｏｎ　＆Ｂｉｒｄ

律师事务所游说，促成 蔡 英 文 与 特 朗 普 的 通 话 事 件。该 事 务 所 特 别 顾 问、共 和

党前参议员鲍伯·杜尔 （Ｂｏｂ　Ｄｏｌｅ）不仅安排 “台驻美代表处”与特朗普竞选团

队成员会面，还推动在共和 党 政 纲 中 写 入 对 台 湾 有 利 的 表 述。前 白 宫 办 公 厅 主

任雷恩斯·普 利 巴 斯 （Ｒｅｉｎｃｅ　Ｐｒｉｅｂｕｓ）、前 白 宫 首 席 战 略 顾 问 史 蒂 夫·班 农

（Ｓｔｅｖｅ　Ｂａｎｎｏｎ）、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总统国家 安 全 事 务 助 理 博 尔 顿 等

特朗普侧近人士，均是台湾重要公关对象。

其二，重点强化 “美台关系”基础。１９７９年迄今，《与台湾关 系 法》是 美 国

维系和巩固与台湾实质关 系 的 法 律 基 础，也 是 台 湾 通 过 国 会 影 响 美 国 对 台 政 策

的重要依据。随着中美 实 力 缩 小，台 湾 社 会 对 美 国 长 期 向 台 出 售 武 器、提 供 安

全保护的信心 在 削 弱。为 此，蔡 英 文 当 局 重 点 从 法 律 层 面 巩 固 台 美 关 系 基 础。

这一方面表现在蔡英文 当 局 推 动 美 国 对 台 “六 项 保 证”政 策 化、文 件 化 和 法 律

化。美国学者迈克尔·斯旺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ｗａｉｎ）曾指 出，“六 项 保 证”是 美 方 政 策

而非法律，美国从自身国家 利 益 考 虑，必 要 时 不 排 斥 修 改 “六 项 保 证”。①２０１７

年５月３０日，蔡英文会见美国参议院外 交 委 员 会 访 问 团 时 特 别 强 调，盼 美 国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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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ｉｎｋ　Ｔ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ｒｅｓ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２０１７，ｐ．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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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持续信守依据 《与台湾关系 法》和 “六 项 保 证”的 对 台 安 全 承 诺，这 些 安 全

承诺也在美国共和党全国党代表大会获 得 确 认 并 纳 入 党 纲。①在 蔡 英 文 当 局 游 说

和推动下，美国国会亲台议 员 在 《２０１８年 国 防 授 权 法》涉 台 部 分 以 政 策 声 明 的

方式，将 “六项保证”与 《与 台 湾 关 系 法》并 列，作 为 美 国 对 台 政 策 基 石。该

法虽未如共和党党纲那样将 “六 项 保 证”逐 条 列 出，但 “六 项 保 证”字 样 首 次

入法，未来还有可能在美国法律中 进 一 步 细 化，修 改 难 度 将 很 大。“六 项 保 证”

内容涉及美国对台军售、美 国 对 台 湾 地 位 及 两 岸 谈 判 的 认 知，入 法 后 对 美 国 台

海政策影响十分深远。另 一 方 面，蔡 英 文 当 局 推 动 美 国 国 会 通 过 《与 台 湾 交 往

法》后，继续游 说 国 会 抛 出 《台 湾 安 全 法 案》 《２０１８年 亚 洲 再 保 证 倡 议 法 案》

《２０１８年台湾国防评估委员会法案》 《２０１８年 台 湾 国 际 参 与 法 案》，企 图 进 一 步

将美国对台安全保证法律化、制度化。

其三，加快提升台 美 军 事 战 略 协 作。鉴 于 特 朗 普 政 府 对 外 战 略 中 的 军 事 因

素上升，蔡英文当局试图将 台 湾 军 事 防 御 策 略 与 美 国 安 全 战 略 对 接，加 速 提 升

台美军事合作水平。２０１７年４月蔡英文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提出：“我们跟 美 方 谈

的不只是军购 的 问 题，还 有 军 事 跟 防 御 策 略 的 问 题，双 方 在 这 个 地 区 的 战 略，

在哪一些层面上我们可以 做 一 定 整 合，我 们 自 我 防 卫 的 需 求 跟 美 国 在 这 个 地 区

战略的看法，要经常地讨论跟沟通”，提出 “Ｆ－３５战斗机在战 略 上 确 实 是 一 个 有

意义的项目”。②２０１７年台湾地区军事主管机关罕 见 通 过 媒 体 披 露 台 美 军 事 合 作

状况，声称 “近年来由于台美逐渐累 积 信 赖，官 方 接 触 限 制 已 有 若 干 放 宽”，美

台 “转向为全方位军事交流，从部队层 级 官 员 交 流、观 摩 演 训 到 防 卫 战 力 评 估，

互动的质与量均有可观的进展”，并列举２０１６年美军访台 “计１４０余案１　０００余

人次”，台军事人员赴美 “计１７０余案９００余人次”，“双方互动绵密热络”。③地

区军事主管机关按照美国 《２０１７年 国 防 授 权 法》涉 台 条 款，一 直 推 动 特 朗 普 政

府派遣现役将级军官和助理国防部长以上官员访台，“强 化 双 边 高 层 面 对 面 的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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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蔡英文接见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 会 亚 太 小 组 主 席 贾 德 纳 访 问 团》，参 见ｈｔｔｐ：／／ｗｗｗ．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ｇｏｖ．ｔｗ／ＮＥＷＳ／２１３７７，登录时间：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７日。

蔡英文 接 受 路 透 社 专 访，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７日。参 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ｇｏｖ．ｔｗ／ＮＥＷＳ／

２１２５８，登录时间：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２日。
《美台军售热议　国防部：对美九大军售案 进 行 中》，台 湾 《联 合 报》，２０１７年４月３０日，

ｈｔｔｐｓ：／／ｕｄｎ．ｃｏｍ／ｎｅｗｓ／ｓｔｏｒｙ／１０９３０／２４３４３８５ （查询时间：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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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沟通，深化双边军事合作”①。此外蔡英文当局推动包括 “防务自主”的 “５＋

２产业创新计划”，将加强台美防务产业整合作为双方军事安全合作的重要方向。

四、未来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台湾在 美 国 在 “印 太 战 略”中 的 角 色。十 八 大 以 来 中 国 外 交 积 极 进

取，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设立亚投行 （ＡＩＩＢ），完成 南 海 岛 礁 陆 域 吹 填，持

续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和亚太自贸区 （ＦＴＡＡＰ）等，运 用

中国发展的实力塑造战略 态 势 和 拓 展 国 家 利 益。奥 巴 马 执 政 时 即 抨 击 中 国 外 交

具 “挑衅性”（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大 力 推 动 “亚 太 再 平 衡”政 策 对 华 牵 制。特 朗 普 执

政后抛出 “印太战略”，巩固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 的 霸 权 地 位。美 国 战 略 界 将

中国看作主要的战略竞 争 对 手，特 朗 普 政 府 在 首 份 《国 家 安 全 战 略 报 告》中 将

中俄一同 视 为 “修 正 主 义 强 权”（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ｉｓｔ　ｐｏｗｅｒｓ），称 “中 俄 想 要 塑 造 与 美 国

价值观和利益对立的世界”，“中国寻 求 在 印 太 地 区 取 代 美 国”。②该 报 告 将 台 湾

问题放在 “印太”章节的 “军 事 安 全”条 款 下 表 述，称 “美 国 依 据 ‘一 个 中 国’

政策维持与台湾的坚强关系，包 括 根 据 《与 台 湾 关 系 法》的 承 诺，提 供 台 湾 正

当防卫需求以威慑胁迫”③。奥巴马在 “亚太再平衡”战略中谨慎处理台湾问 题，

特朗普则欲强化台湾在 “印太战略”中的地位。２０１７年１１月特朗普访问 亚 洲 抛

出 “印太”概 念 后，蔡 英 文 即 表 态 追 随 支 持，称 “台 湾 是 自 由 开 放 的 印 度—太

平洋战略中的相关者”④，主动谋求参与 “印太战略”。台湾在 “印太”区域 特 殊

的地理位置、美国内对 华 政 治 氛 围 保 守 化、台 湾 当 局 对 美 战 略 的 迎 合 参 与，将

激发台湾在美国 “印太战略”中扮演一定角色。

第二，特朗普 政 府 “一 中 政 策”可 能 趋 于 空 洞 化。在 中 美 战 略 博 弈 加 剧 情

８４１

①

②

③
④

《美台军售热议　国防部：对美九大军售案 进 行 中》，台 湾 《联 合 报》，２０１７年４月３０日，

ｈｔｔｐｓ：／／ｕｄｎ．ｃｏｍ／ｎｅｗｓ／ｓｔｏｒｙ／１０９３０／２４３４３８５ （查询时间：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２日）。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Ｄｅｃ．１８，

２０１７，ｐ．２５．
Ｉｂｉｄ．，ｐ．４７．
蔡英文会见 “美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莫健时的谈话，台湾 “中 央 社”，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１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ａ．ｃｏｍ．ｔｗ／ｎｅｗｓ／ｆｉｒｓｔｎｅｗｓ／２０１７１２１１０２９６－１．ａｓｐｘ，登录时间：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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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下，深化美台关系在美国国内政治中成为一种 “政 治 正 确”。共 和 党 保 守 派 主

张，美国不能把自己的 “一中 政 策”等 同 于 中 国 的 一 中 原 则，更 不 能 继 续 “窄

化”对 “一中政策”的理解和诠释，不应该再 “自我限制”（ｓｅｌｆ－ｉｍｐｏｓｅｄ　ｒｅｓｔｒｉｃ－

ｔｉｏｎｓ）美国与台湾 的 关 系。当 前 美 国 仍 然 控 制 现 役 军 事 人 员 访 台 层 级，未 全 面

放开现役将级军官入岛，也 不 允 许 台 湾 地 区 领 导 人、台 湾 地 区 行 政 管 理 机 构 负

责人、台湾地区军事机构负 责 人 和 台 湾 地 区 外 事 部 门 负 责 人 进 入 华 盛 顿 特 区 活

动。在 《与台湾交往法》生效后，特 朗 普 政 府 为 抬 高 与 中 国 在 朝 核、经 贸 等 问

题上的谈判筹码，或迫于国 内 政 治 压 力 和 选 举 利 益 的 需 要，不 排 除 在 特 定 情 势

下对美台交往的层级 “解禁”。蔡英文当局力推重启 美 台 年 度 军 售 会 议，谋 求 美

国对台军售常态化和制度化，已得到特朗 普 政 府 响 应。未 来 美 国 对 台 军 售 方 式、

规模和质量，国会涉台立法，都 可 能 会 出 现 打 破 现 状 的 做 法。美 台 从 政 治、军

事上强化实 质 关 系，蚕 食 中 美 三 个 联 合 公 报，将 使 美 国 “一 中 政 策”更 趋 空

洞化。

第三，在两岸关系 上 美 国 加 大 声 援 台 湾 的 力 度。长 期 以 来，对 两 岸 关 系 根

本性质的认知影响中国 大 陆、台 湾 和 美 国 的 政 策。蔡 英 文 当 局 拒 绝 接 受 和 承 认

“九二共识”，首先片面改 变 两 岸 关 系 现 状，两 年 多 来 在 两 岸 关 系 上 承 受 的 压 力

日增。因体现 一 个 中 国 原 则 的 “九 二 共 识”直 接 界 定 台 湾 问 题 的 内 政 化 性 质，

明确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 地 位，美 国 始 终 不 愿 接 纳 “九 二 共 识”核 心 意

涵。如容安澜认为，“尽管美国承认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ｓ）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 代 表 中 国 的

唯一合法政府并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但并非 接 受 （ａｃｃｅｐｔ）北 京 关 于 ‘只 有

一个中国且台湾是 中 国 一 部 分’的 立 场，华 盛 顿 只 是 认 知 到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北

京的立场并表示不会挑战它”①。目前看，特朗普政府虽不直接否定 “九二共识”

对稳定两岸关系的功能性价值，但也不会公开支持 “‘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的政治基础”这一 立 场。台 湾 陆 委 会 副 主 委 林 正 义 揭 示 蔡 英 文 当 局 两 岸

策略，称 “蔡英文持续维持现状，情 况 与 陈 水 扁 时 代 不 同，让 台 湾 不 是 受 中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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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Ａｌａｎ　Ｄ．Ｒｏｍｂｅｒｇ，“Ｗｈｙ　Ｔｒｕｍｐ　Ｃａｎ’ｔ‘Ｈａｇｇｌｅ’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Ｏｎｅ－Ｃｈｉｎａ　Ｐｏｌｉｃｙ”，１７　Ｄｅｃ．
２０１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ｍｐ．ｃｏｍ／ｗｅｅｋ－ａｓｉａ／ｏｐｉｎｉｏ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０５５３０６／ｗｈｙ－ｔｒｕｍｐ－ｃａｎｔ－ｈａｇｇｌｅ－ｏｖｅｒ－ｏｎｅ－ｃｈｉｎａ－

ｐｏｌｉｃｙ，登录时间：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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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施压的对象”①。目前美国政界与学界普遍接受蔡英文当局所谓 “维持现状”

政策，敦促大陆保持耐心和弹性，放 任 民 进 党 “渐 进 台 独”活 动。特 朗 普 任 内，

美国在两岸关系上的立场 将 倾 向 台 湾 方 面，对 蔡 英 文 当 局 两 岸 政 策 及 国 际 参 与

活动的支持更加实质化。

在中美竞争加大、特朗普执政风格的 影 响 下，美 国 台 海 政 策 的 复 杂 性 增 强。

对此中国应在台湾问题上 划 出 清 晰 红 线，预 防 台 海 方 向 出 现 意 外 风 险 破 坏 中 美

关系和两岸关系。同时，特 朗 普 受 到 美 国 政 治 体 制、官 僚 结 构 及 社 会 舆 论 的 牵

制，中国在构建中美关系的 过 程 中 可 更 加 主 动 塑 造 特 朗 普 台 海 政 策，阻 止 美 台

实质关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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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莫健：美关切两岸缺官方对话》，台湾 《中国时报》，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５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
ｎａｔｉｍｅｓ．ｃｏｍ／ｃｎ／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２０１７０７１５０００４０７－２６０１０８，登录时间：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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