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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下的台美关系新态势

汪曙申 *

摘　要：奥巴马政府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亚太地区局势发生深刻变化，台湾对美国战
略调整的意义更加受到美政策界的重视。迄今，台虽未被美直接纳入其军事战略部署当中，但马英九
当局在政经领域继续向美靠拢，官方互动强化，经贸合作扩大，而一向隐蔽的台美军事合作亦得到大
幅提升。在战略互需加强的情势下，台美“实质关系”经历了一个明显的上升期，其未来走向将更多
地受到美“亚太再平衡”战略执行以及台湾政局演变等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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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亚太再平衡”战略下台美关系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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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美关系提升的动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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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美利用两岸关系改善巩固“实质关系”

期 台 台
台湾
台湾

台 台湾
台 台湾

台湾 台

台湾
•

台湾
1

台 年 台湾
台 台湾

台 台
2011 年 台湾 台

1

台湾 20

三、台美关系走向评估

200 年台湾 台湾
年

台 期



《台湾研究》    2016 年第 1 期

·  77 ·

台 台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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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rends in Taiwan-U.S. Relationships under the U.S.’s “Rebalancing 
to the Asia-Pacific” Strategy

Wang Shushen
 

Abstract: Since Obama administration pushes forward “Rebalancing to the Asia-Pacific” strategy, the situation 
in Asia Pacific region has undergone dramatic change, and the U.S. attaches more importance to Taiwan for 
the island’s significant role in its adjustment of strategy. Though Taiwan is not directly included in the U.S. 
military deployment in Asia so far, Ma Ying-jeou administration continues to increase contact with the U.S.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ields, with the deepening interactions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enhancement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Furthermore, the U.S.-Taiwan military cooperation behind the 
scenes has been enhanced substantially. Based on mutual needs on external strategy, Taiwan-U.S. substantial 
relations are on the rise, and its future development will be largely influenced by the execution of the U.S.’s 
rebalancing strategy in the Asia-Pacific and the possible change of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aiwan in 2016. 
Key Words: the U.S.’s “Rebalancing to the Asia-Pacific” strategy; Taiwan-U.S. Relationships; Cross-Strait 
Rel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