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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美国是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最大外部影响因素。美国为维护亚太战略

利益和塑造台海局势，采取多种方式和手段介入台湾２０２０年选举，影响台湾选民对政党

及其候选人的态度和投票倾向。在２０２０年选举中，美国介入的程度和影响至关重要，成

为蔡英文连任的重要支撑。在中美战略博弈趋于加剧背景下，美国加大干预台海事务将

对中美关系产生复杂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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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１９９６年台湾地区采取领导人直接选举以来，美国因素一直是影响台湾 “大选”的最重要外部变

量。中美建交后，美从未在战略上 “弃台”，始终维持、发展与台当局实质关系，将台湾作为防范和牵

制中国崛起特别是向西太平洋拓展地缘政治空间的重要棋子。美历届政府受到作为中美关系政治基础

的 “一个中国政策”的限制，在插手台湾问题上形成了独特的方式和特点。在海峡两岸政治上处于敌

对状态的情况下，美国充当了台海两岸事务的 “离岸平衡手”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ｒ）。 “离岸平衡手”是

“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提出的地缘政治概念。它在台湾问题上的运用，一种表现是美

国采取所谓 “战略模糊”对大陆和台湾进行 “双重威慑”，使大陆不轻易使用武力统一，台湾不敢实施

“法理台独”，以维持台 “事实独立”状态，避免中美陷入军事冲突和战争。随着两岸整体实力对比大

幅变迁，大陆对台形成显著的军事力量优势，美操作 “离岸平衡”（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的策略也在变

化。其反映为台湾地区领导人采取直接选举方式后，美每逢台湾 “大选”势必介入，藉此规制岛内政

党的两岸政策、影响两岸关系，以维护美 “离岸平衡”策略的效力。２０２０年台湾选举在中美战略博弈

加剧、美重启对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举行，美国因素贯穿选举整个过程，美介入的程度、力度空前，

对选举结果及未来两岸关系、中美关系有着重要影响。

一、美国在台湾 “大选”中的角色

自１９９６年台举行 “大选”以来，２０２０年选举中的美国因素尤其显著。它不仅表现在美支持特定政

党与候选人的策略使用上，更反映为美通过介入和影响岛内政治推动国家安全战略的考虑和布局。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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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２０１６年５月执政起，美一直维护蔡执政地位，提升美台实质合作。本文分析２０２０年台湾选举过

程中的美国因素，相关材料和论述除考虑蔡上台后美介入台湾政治的发展情况，重点在探析本次选举

期间美国的角色与作用。其鲜明地表现在以下六方面。

（一）公开将台纳入 “印太战略”，推进美台印太合作

构筑 “印太战略”是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列为 “首要战略竞争者”后，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区域联合

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重点国家，广泛吸纳沿印太海洋地带国家和地区，对中国进行战略防范和牵

制的布局。自１９７９年中美建交以来，美政府首次公开将台湾纳入国家安全战略的盟友和伙伴体系。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特朗普签署的 “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全面阐述美 “印太战略”框架，该法在对

华政策之外，专辟 “对台承诺”条款，指明美国的政策是支持美台之间紧密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关系，

美国总统应常态性对台湾提供符合需求的防御物资，应该根据 “与台湾交往法”鼓励美国高层官员访

台 〔１〕。该法将台纳入 “印太战略”，是１９７９年以来美首度在国内法律中将台作为对外战略的组成部分，为美

行政部门在 “印太战略”中安排台湾角色提供了法律基础。２０１９年６月，美国防部公布首份 《印太战略报

告》，其中将台湾与新加坡、新西兰、蒙古并列作为印太地区强化伙伴关系的对象，称将追求与台湾强劲的伙

伴关系和忠实履行 “与台湾关系法”，作为美对印太安全稳定更广泛承诺的一部分，该官方报告还罕见地将台

湾标注为 “国家”（Ｃｏｕｎｔｒｙ）〔２〕。１１月美国务院公布 《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报告，在 “双边伙伴关系”章

节指出台 “新南向政策”符合美 “印太战略”方向，双方将推动密切合作 〔３〕。

在 “印太战略”指导下，２０１９年４月、７月和８月，美国先后三次宣布对台军售案，包括为台Ｆ－

１６战斗机在美培训、维护与后勤提供支撑；１０８辆价值２０亿美元的 Ｍ１Ａ２Ｔ坦克；６６架价值逾８０亿

美元的Ｆ－１６Ｖ战斗机。截至２０１９年底，特朗普上任后总计５次对台军售，频率和性能超过奥巴马第一

任期，其中Ｆ－１６Ｖ是２０多年来美对台金额最大的一次军售案。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美国防部派遣副助理部长柯林克 （Ｈｅｉｎｏ　Ｋｌｉｎｃｋ）以不公开方式访台，围绕军事安全

战略与台官方对话。此次美国防部高层访台是美台 “断交”以来较为罕见的变化，被视为美实施 “与

台湾交往法”的一个重要步骤，为未来双方防务高层互访逐步公开化埋下伏笔。美支持蔡当局关于台

湾是 “印太战略”相关者的定位，联合构建新的 “印太”合作机制。

２０１９年３月，美台联合举办 “印太区域保卫宗教自由公民社会对话”。这是美国务院于２０１８年７

月召开第一届 “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之后，台湾成为首个举办区域性宗教自由对话的地区。同

月，“美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郦英杰在美国务院授权下进入台 “外交部”召开记者会，宣布美台成

立双方轮流举办 “印太民主治理咨商机制”，推动在印太区域人权、民主和治理合作。２０１９年９月，首

届 “印太民主治理咨商机制”在台北举行。

在台 “大选”年，美台围绕 “印太战略”的互动与合作明显增强，构成美台实质关系提升的重要基础。

（二）全面支持蔡英文两岸政策和 “渐进台独”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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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政策是参加台 “大选”政治人物的必答题，美国接受与否常被岛内关注和检视。２００８年小布

什政府不支持陈水扁 “入联公投”，２０１２年奥巴马政府质疑蔡英文 “台湾共识”主张，２０１６年美国转

为肯定蔡的 “维持现状”政策，均是美介入台候选人两岸政策、影响岛内选举的例证。这一状况在台

２０２０年选举中尤为突出。

其一，美台联手反 “一国两制”。２０１９年１月２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４０周年

纪念会上作出重要讲话，重申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 “九二共识”，正

式提出探索 “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 〔１〕。对此，蔡当局和民进党完全混淆基本概念，蓄

意将 “九二共识”解读成等同 “一国两制”。美国方面接受民进党的立场，为蔡英文反 “九二共识”、

反 “一国两制”政策背书，压缩了国民党坚持 “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论述空间。国民党内一些中

生代、本土派认为大陆压缩 “九二共识”的模糊地带，主张国民党重新审视 “九二共识”的表述，对

韩国瑜坚持马英九时期的 “九二共识”立场造成较大困扰。

其二，美支持民进党建立 “反中拒统”的 “防护网”。为反制大陆 “两岸融合发展”政策，蔡英文

当局以构建所谓 “民主防护网”为由制定 “国安五法”，包括修订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国家机密保

护法”、“刑法”等，对两岸交流设置 “红线”，并以高门槛的审查和 “公投”阻断 “两岸政治议题协

商”，如 “两岸和平协议、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结束敌对状态、安排阶段性或终局性政治解决”〔２〕。民

进党为进一步抵制大陆影响力，在 “大选”前快速制定 “反渗透法”，为此专门赴美考察 《外国代理人

登记法》立法经验，获得美方直接支持与协助。

其三，美力挺蔡 “抗中保台”选举操作。特朗普政府极力渲染 “中国威胁论”，蔡当局在两岸政策

上予以配合。在整个选举过程中，炒作大陆对台政治渗透和介入选举是蔡当局强化 “抗中保台”选举

主轴的借口，得到美公开支持。美负责印太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薛瑞福 （Ｒａｎｄａｌｌ　Ｓｃｈｒｉｖｅｒ）不断放言

中国通过网络入侵、社交媒体干预台湾 “大选”，称美会对台提供反 “介选”需要的物资与技术。美国

会及相关机构如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也炒作大陆利用岛内亲中媒体和台商群体支持特定候选人 〔３〕。

其四，美国配合蔡当局 “台湾正名”。美为彰显对民进党 “事实台独”政策的支持，同意台 “北美

事务协调委员会” （ＣＣＮＡＡ）于２０１９年６月更名为 “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 （Ｔａｉｗ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Ｕ．Ｓ．Ａｆｆａｉｒｓ）。ＣＣＮＡＡ是 “美在台协会”的对口机构，此举形同在国际上为台湾 “正名”。蔡英文对

此发表声明，称这是首次把 “台湾”和 “美国”对等放入事务机构名称，台湾处理美国事务的代表机

构获得 “正名”。〔４〕在２０２０年选举中，美从各方面力挺蔡英文两岸政策，美国务卿、国安会高层直接

谈论台湾议题远超过以往，成为美 “介选”的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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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力维系台现存 “邦交国”，协助蔡英文抵御 “断交潮”

２０１６年５月蔡英文上任时，台与２２个国家维持 “外交”关系。在中国大陆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

国际 “一中原则”巩固的形势下，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巴拿马、多米尼加、萨尔瓦

多、布基纳法索与台 “断交”。台当局 “外交”困境日趋加深，蔡英文 “对外关系优先于两岸关系”的

政策受到岛内质疑，成为蔡民意支持度不断下探的重要原因，“外交”败绩成为蔡竞选连任的包袱。

随着台在非洲、拉美的 “邦交”版图持续萎缩，美将维护台 “邦交国”作为 “印太战略”组成部

分和抵制中国大陆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手段。２０１９年是台 “大选”年，蔡英文当局和美国联

手加大维护 “外交后院”。特朗普政府全面渲染所谓 “债务陷阱”、“影响力渗透”、“掠夺式经济”等新

型 “中国威胁论”，走向一线阻止台 “邦交国”调整对台关系。２０１９年２月，美国务卿蓬佩奥出席在帕

劳举办的第１９届密克罗尼西亚领导人会议上，特意提及台湾 “可信赖的伙伴”地位 〔１〕，对南太平洋

国家表明美维护台 “邦交”的政策信号。３月，台 “外交部次长”徐斯俭与美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

主任波廷杰 （Ｍａｔｔ　Ｐｏｔｔｉｎｇｅｒ）在所罗门群岛会晤，交换台湾参与美 “印太战略”、维护台 “邦交国”等

问题。时任美总统国安顾问博尔顿还放言减少对与台 “断交”国家的经济援助、限制赴美签证。８月，

台 “外交部长”吴钊燮出席 “太平洋岛国论坛”期间与美内政部长进行双边会谈。９月所罗门群岛、基

里巴斯相继与台 “断交”，台南太 “邦交”板块出现缺口，台 “邦交国”数量降至１５个历史新低，美

紧急回防瑙鲁、帕劳、马绍尔群岛，加大施压中南美洲台 “邦交国”，全面协助蔡当局防止 “大选”前

出现 “断交”骨牌效应。

（四）扩大蔡英文外访政治效应，直接为蔡竞选加分

台当局领导人一般每年安排两次外访，过境美国的地点、美方接待规格、在美活动情况被视为美

台关系的风向标，也彰显美对台领导人的政治态度。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１日蔡英文出访南太平洋地区的帕劳、瑙鲁、马绍尔群岛，美允许蔡回程过境夏威

夷，蔡出访当天趁势领表登记参加民进党 “大选”党内初选。２０１９年７月蔡英文出访海地、圣基茨和

尼维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卢西亚四国，美同意蔡过境纽约，首次允许蔡过境期间与随团记

者茶叙，出席台驻外代表处公开活动，会见台 “邦交国”驻联合国代表。在７月蔡出访前三天，美国

务院特意宣布对台价值２２亿美元的军售案。在台湾选举年，美方对蔡的过境安排更为政治化，挺蔡连

任的意涵更强。美参议员克鲁兹等还致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敦促其邀请蔡英文访美并至国会发表演讲。台

“外交部”在２０１９年度对美工作总结报告中称，蔡 “过境美国朝向 ‘准访问’规格迈进”〔２〕。与拉抬蔡英文

出访政治效应相配合的是，美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层级以上官员越来越多与台 “外交部”次长级官员、

台 “驻美代表”以及台湾驻 “邦交国”代表公开会面，推动美台关系 “更加公开、多元与制度化”〔３〕。

（五）国会频繁炮制涉台议案，支持蔡执政地位

美国每一届国会有关涉台议案的提案数与通过情况，被视为美台关系的温度计，也是分析美跨党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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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外交部”宣布 “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将更名为 “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台湾 “公众外交协调会”第１３１号新闻稿，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５日。
《“外交部”２０１９年年终工作回顾》，台湾 “外交部”第３０３号新闻稿，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６日。
《“外交部”２０１９年年终工作回顾》，台湾 “外交部”第３０３号新闻稿，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６日。



派对台实质支持度的重要指标。在２０１８年制定 “与台湾交往法”、 “亚洲再保证倡议法”等涉台法律

后，２０１９年美国会亲台议员继续推动议案提升美台关系，一些法案内容呈现将台湾 “国家化”、将美台

关系 “外交化”趋势。

２０１９年５月，美众议院通过 “２０１９年台湾保证法”，该草案建议美国对台军售应常态化，重新检

视美国务院对台交往准则，美贸易代表办公室 （ＵＳＴＲ）应重启美台 “贸易暨投资框架协议”（ＴＩＦＡ）

会谈，以及美国支持台湾 “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世界卫生大会 （ＷＨＡ）、国际民航组织 （ＩＣＡＯ）、

国际刑警组织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及其他国际机构。

同月，参议员加德纳 （Ｃｏｒｙ　Ｇａｒｄｎｅｒ）、卢比奥 （Ｍａｒｃｏ　Ｒｕｂｉｏ）等在参议院提出 “２０１９年台湾邦

交国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案”（简称 “台北法案”），该案于１０月２９日在参议院无异议通过。其内容

主要包括：美国应该支持台湾加强与印太地区及世界各国的关系，对严重损害与台湾关系的国家，美

国应该降低与其经济、安全及外交交往；加强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指示美国政府在国际组织中的

代表，以发言、投票和运用影响力等方式，支持台湾获得会员或观察员身份；要求美总统或代表，在

中美领导人会议和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等场合，表达支持台湾成为国际组织会员或观察员的立场 〔１〕。

“台北法案”在文本中还称 “台湾是拥有２３００万人的自由、民主、繁荣的国家”（Ｎａｔｉｏｎ），并且以 “总

统”（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头衔称呼蔡英文，这在美国涉台相关法案和条款中是十分罕见的。若 “台北法案”最

终按照参议院版本通过并被特朗普签署，将是美国内法律首次以 “国家”提及台湾、以 “总统”称呼

台湾当局领导人。

作为美国年度立法的 “２０２０年国防授权法”（ＮＤＡＡ）继续纳入涉台条款，强调进一步加强美台防

卫关系，持续派遣海军军舰常态性穿越台湾海峡，还首度纳入支持美台网路安全合作，要求美国家情

报总监针对中国大陆 “影响台湾２０２０年大选”进行报告等。ＮＤＡＡ要求美评估大陆 “介选”事态，与

蔡当局炒作大陆对台选举渗透密切相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参议员克鲁兹 （Ｔｅｄ　Ｃｒｕｚ）炮制 “台湾主权象

征法案”（Ｔａｉｗａｎ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ｏｆ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ｃｔ），内容包括取消一些针对台当局 “国旗”、徽章和制服等

“主权象征”的限制。同月，众议院 “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夏伯特 （Ｓｔｅｖｅ　Ｃｈａｂｏｔ）等亲台议员炮制

“台湾使节法”（Ｔａｉｗａｎ　Ｅｎｖｏｙ　Ａｃｔ），要求 “美国在台协会”（ＡＩＴ）台北处长任命案需经参议院确认，

身份等同于 “无任所大使”，以此彰显ＡＩＴ的官方性质。这些法案大多不会在美１１６届国会完成立法，

但其在台 “大选”前接二连三抛出，被岛内社会解读成美对蔡英文执政及竞选连任的背书。美国会法

案意图修正和虚化 “一中政策”，扩大美台之间的官方关系，甚至以美国内法的方式逐步赋予台湾所谓

“准国家”地位，一旦正式通过影响较为深远。

（六）约束和压制国民党、韩国瑜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台 “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大胜，赢得１５席县市长，民进党仅剩下６席。美国对选

举结果颇感意外，特别是对非典型国民党人韩国瑜突然窜起、当选高雄市长缺乏了解，对韩采取 “接

触＋影响”政策。在韩国瑜获得国民党２０２０年候选人资格后，承接马英九执政时期的 “亲美和中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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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路线，在两岸政策白皮书提出 “恢复两岸互信与对话机制”〔１〕。美对韩的两岸政策和对美政策始

终存在疑虑，担心韩若当选将重回 “亲中”立场。问题的本质是，在中美关系进入全方位战略博弈新

局面下，国民党 “亲美和中”战略能否继续被美方接受，这成为美国对韩国瑜政策的重大不确定性。

台各党候选人访美可以实现政治造势、侨界拉票和募款多重目的。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对美方表示 “国

民党不会放弃对美关系”，希望加强国民党与美政府的互信。但在韩国瑜规划访美过程中，美私下提前

抛出五大 “考题”，即若韩国瑜当选 “总统”，台湾经济是否将过度依赖中国大陆；如何证明比蔡英文

更会处理两岸关系；若中国大陆要求两岸签署和平协议，是否接受；对中国大陆介入台湾２０２０年选举

的看法及如何应对；是否继续配合美方对台军购政策。〔２〕韩阵营担心，在与美互信不充分情况下，访

美期间不能完全排除美质疑韩两岸政策的事件，最终取消选前访美安排。赵春山在分析美国介入台湾

选举时指出，“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在２０１８年底台湾 ‘九合一’地方选举前，即影射中共利用假新

闻影响选举”〔３〕。２０１９年１１月，澳大利亚意外爆出 “王立强假间谍案”，捏造大陆介入台湾政治和选举，被

蔡英文和民进党利用攻击大陆控制和影响台湾媒体，“抹红”韩国瑜接受大陆政治捐助。澳大利亚是美国、英

国、加拿大、新西兰组成的情报联盟——— “五眼联盟”成员，其在台 “大选”前抛出精心制造的 “王立强事

件”，“美在台协会”在官方脸书转载王立强的访谈，国民党和岛内舆论均认为其背后有美国因素。前台 “国

安会秘书长”苏起称，美国介入台 “大选”“比以前严重多了”〔４〕。台不少评论将 “王立强事件”与２０１６年

选前 “周子瑜事件”相提并论，二者目的均是制造突发事件以影响选情，协助特定候选人当选。

二、美采取 “介入”政策的原因分析

（一）美国推行对华遏制战略

在特朗普政府 “印太战略”中，台湾位居第一岛链中枢，亦处南海与西太平洋重要链接点，是美

国遏制中国海权向西太平洋拓展的天然屏障，台海地区被美国视为维护 “印太秩序”的重要区域。特

朗普任内，美 “印太战略”涵盖应对台海、南海、东海及朝鲜半岛形势，其中台海与南海、东海的联

动性很强。台湾不仅是南海和钓鱼岛声索方之一，还实际控制东沙群岛和太平岛。马英九执政时曾在

稳定台海地区形势、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同时，主动抛出 “南海和平倡议”、“东海和平倡议”，在

亚太 “三海”事务中发挥台湾作用。当前中美在南海、东海问题上竞争面进一步上升，蔡英文当局南

海、东海政策均从属并配合美国战略需要，包括支持美海洋秩序观、海权主张和自由巡航政策，成为

美对华牵制的杠杆。在台海，美国防部认为中国军事力量快速发展，两岸军力失衡态势加剧，明确要

求台湾根据美国防战略调整和最新部署，以军事创新方式提升对大陆吓阻力，以提升美 “印太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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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瑜公布两岸政策白皮书》，引自香港中国评论网，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０日。
国民党 “立委”许毓仁对台湾媒体表示，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其与韩国瑜 “国政”顾问团成员赴美参加 “美台国防工业会议”期间，

美方对韩提出五道 “考题”。

赵春山：《大选年的两岸关系：台湾的风险与蔡英文的机遇》，引自台湾 “风传媒”，２０１９ 年１０ 月１３ 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ｔｏｒｍ．ｍｇ／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７９０２１／，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０日。
《美国介入台湾选举？苏起：比以前严重》，引自香港中评社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３０日高雄电。



军事安全体系的韧性 〔１〕。美哈德逊研究所 （Ｈｕｄｓ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美国海洋力量中心主任克罗普西 （Ｓｅｔｈ

Ｃｒｏｐｓｅｙ）认为，在中美竞争关系中，台湾安全是美国在未来西太平洋稳定利益的一大部分，美派遣军舰穿越

台湾海峡是提醒中国 “美国仍承诺地区稳定和台湾安全”，增加对台湾的有形承诺有利于美国 〔２〕。从战略上

看，美需要台湾全面对接其 “三海”政策，防止台海成为 “印太战略”关键节点上的缺口。

台２０２０年选举结果不仅攸关岛内政局，更关系未来台湾战略走向。蔡英文和民进党奉行 “倚美抗

中”的 “一边倒”政策，韩国瑜和国民党则延续马英九时期 “亲美友中”路线，意图在中美大国博弈

之中双向平衡以达到双重渔利的目的。２０１９年４月韩国瑜访美期间提出台湾 “国防靠美国、市场靠大

陆”即是这种平衡思维的体现。在选举期间，国民党批评蔡英文当局全面靠美的政策使台湾承受 “被

筹码化”的风险，主张平衡才是 “避险”之策，反对将台湾推向 “战略抗中”的前沿。然而，在美

“全政府”对华强硬立场下，特朗普政府并不接受国民党和韩国瑜 “和中”路线。美政府、战略界和学

者普遍认为蔡英文可预测，能够紧密对接和配合美对华政策，蔡连任更符合美战略利益。

（二）美跨党派亲台力量的推动

在中美战略博弈总体态势下，美政策圈和战略界对美台关系的看法体现在三个层次：一是传统的

维持现状派。其主张在 “一中政策”框架下以务实、低调方式逐步拓展美台实质关系，避免公开拿台

湾问题刺激中国大陆，从而让台湾成为 “安静的受益者”。二是积极调整派。其认为中国对美是 “修正

主义”的战略竞争对手，大陆加快改变台海两岸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平衡，成为 “单方面改变现

状者”，主张美国根据形势变化积极调整策略，充分运用 “一中政策”与一中原则的差别，大幅度减少

美对台政策的传统约束，以更积极的政策提升美台实质关系，对中国大陆进行 “反制”或 “对冲”。国

务卿蓬佩奥和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迪威 （Ｄａｖｉｄ　Ｓｔｉｌｗｅｌｌ）均为对华强硬的亲台政治

人物，美国务院在美台关系的官方化、公开化、机制化方面采取偏离 “一中政策”的调整策略。如

２０１９年８月负责政治军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库珀 （Ｃｌａｒｋｅ　Ｃｏｏｐｅｒ）在社交媒体推特上主动公开与台当

局 “驻美代表”高硕泰的会面照片，并附文称美国 “致力于与台湾展开 ‘政治军事对话’。”台 “外交

部”在总结２０１９年对美关系的报告中称，“台美关系强化，史上最佳”，“双边关系更加公开、多元与

制度化”〔３〕。美学者沙特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ｕｔｔｅｒ）指出，特朗普政府 “将一中政策做比以往更为灵活的诠释”，

“以切香肠方式提升美台关系”〔４〕。三是挑战现状的激进派。其主张在对华遏制政策下改变对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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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检讨、修正甚至颠覆 “一中政策”的架构，推动美台关系走向 “官方化” “外交化”，最终实现

“国家化”。如前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属于激进派 〔１〕，其任内强化国安会的战略行动力，一

手主导与台 “国安会秘书长”李大维会面事件。目前，维持现状派逐步消音，激进派声量有所上扬，

积极调整派占据美涉台政策的主体。２０１９年９月博尔顿去职后，奥布莱恩 （Ｒｏｂｅｒｔ　Ｏ’Ｂｒｉｅｎ）接任。

作为特朗普任内第四任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是特朗普任命的国务院分管人质事务的总统特使，其

从政的位阶、资历在特朗普政府对外决策体系中不算高，使蓬佩奥主导的国务院对台政策影响力上升。

同样，美国防部长埃斯珀 （Ｍａｒｋ　Ｅｓｐｅｒ）、助理国防部长薛瑞福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离任）将中国作为首要

军事对手，国防部对台军事政策和行动尺度更大，提升美台军事安全关系。

美国会亲台力量进一步整合与凝聚，在台选举年不断鼓噪 “中国威胁论”，以炮制涉台立法介入两

岸关系和岛内政局。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里施 （Ｊａｍｅｓ　Ｒｉｓｃｈ）声称，“与中国的竞争是本届国会外交

委员会最重视的议题，中国的威胁是全球性的，在印太地区最为迫切”〔２〕。众议院 “台湾连线”共同

主席夏伯特 （Ｓｔｅｖｅ　Ｃｈａｂｏｔ）称，“台湾符合主权国家的所有要素，就是独立国家，美国应协助台湾维

护主权，正式承认台湾”〔３〕。美国会跨党派的强力介入对美行政部门频繁打 “台湾牌”起到重要刺激

作用。与此同时，美涉台智库和学界频繁向岛内释放 “挺台论”。有美国学者建议向台湾常态化军售、

开启美台联合搜救行动、派遣现役将级军官作为观察员参加台湾年度演习 〔４〕。有学者提出，特朗普政

府应在关于美台安全合作的某些层面上更透明化，“以更清楚发出支持台北的信号”，鼓励台湾 “邦交

国”抗拒中国要求外交转向的压力；协助台湾扩大国际参与；支持台湾多元化经济关系，启动美台贸

易协定讨论 〔５〕。这都为美介入台 “大选”营造了浓厚氛围。

三、美国因素的影响评估

特朗普政府将中国作为首要战略对手，持续提升美台实质关系，美国因素伴随台２０２０年选举的全

过程，对蔡英文竞选连任发挥了加持效应。蔡英文连任，美未来四年根据战略和策略需要打 “台湾

牌”，将对中美关系和涉台问题产生重要影响。

（一）美国因素成为蔡英文连任的最重要外部条件

一方面，美国府院和跨党一致配合蔡竞选策略。竞选主轴对选举结果有重要影响，２０２０年选举国

民两党博弈和竞争的主轴是经济民生与 “主权”安全。韩国瑜具有非传统国民党人特质，吸引一批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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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强、支持度高的 “韩粉”群体，其中除深蓝选民、所谓 “中华民国派”，还包括一部分不属于传统

国民党政党光谱的中下阶层。韩国瑜阵营以 “庶民政治” “庶民经济”为选举主轴，主打经济民生牌，

希望参照 “九合一”选举的战法，再次唤起台湾社会对蔡英文执政无能的反感。蔡英文在２０１８年底

“九合一”选举失败后辞去民进党主席，为争取竞选连任，极力避开经济民生问题，主打 “主权安全

牌”。蔡当局在２０１９年初大陆提出探索 “两制”台湾方案和６月香港掀起 “反修例风波”后，全力炒作

所谓 “亡国感”和 “中国渗透分化台湾”，以 “拒统”和反 “一国两制”为口号煽动岛内 “抗中保台”

整体氛围，将竞选主轴锁定于 “主权”和安全议题。从贯穿台选举整个过程的政党论述竞争看， “主

权”、安全与经济、民生形成鲜明的分野和对峙，二者的较量成为选举的致胜关键。其中，美台政治和

安全关系快速提升，特朗普政府大力渲染大陆对台 “政治渗透”和 “干预选举”，直接呼应蔡当局操弄

“倚美抗中牌”。美国因素对蔡英文的政策论述和选举策略发挥重要加持效应。例如，美将提升与台官

方交往的做法公开化，国会法案更多碰触台政治定位问题、策应蔡当局 “一中一台”主张，美军机军

舰频繁穿越台湾海峡、进入台海周边活动，美对台一年多次、武器性能明显提升的军售，均在岛内社

会强化蔡当局 “安全靠美”论述的 “正当性”。加上此次台 “大选”港台议题高度联动，香港 “反修例

风波”持续发酵升级，美不断攻击 “一国两制”，对蔡英文 “抗中保台”竞选策略产生重要拉抬作用。

另一方面，美国因素削弱了国民党两岸政策优势。长期以来，台湾选民对美国因素感知度高，这在中美

战略博弈与竞争背景下的２０２０年选举中表现得更加明显。２００５年国共两党实现 “历史性和解”以来，在台湾

政治和社会场域中，形成两种战略倾向或选择：“倚美抗中”或 “亲美和中”。冷战后一段时间，美对华奉行

“接触＋牵制”战略，为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接受台当局在中美之间采取平衡政策，成为支撑岛内 “亲美和

中”论述的外部条件。特朗普执政后，美对华战略转向 “遏制”与 “竞争”为主，中美制度博弈、意识形态

较量、经贸科技竞争、海洋事务争端竞相凸显，台湾成为美国对华遏制与竞争战略的前沿堡垒。美国开始收

缩台政治势力在中美之间两面平衡、双重获利的空间，主张 “亲美”但反对 “抗中”的国民党与美国关系进

入低潮期。吴敦义任国民党主席期间 （２０１７年８月至２０２０年１月）一直未访美，国民党在美亦未设置办事

处。在中美战略竞争、两岸对立对抗的形势下，美国配合蔡英文操纵 “主权牌”和 “安全牌”，纵容民进党将

“九二共识”污名化，是导致２０２０年选举国民党 “两岸牌”效力不彰的重要原因。

（二）对台海局势产生重要复杂影响

其一，特朗普政府在中美战略抗衡背景下加大介入台海事务，在坚持美国定义的 “一个中国政策”、

避免中美关系完全破裂的同时，更重视台湾这一 “战略资产”，更加主动、公开推进美台实质关系。蔡英

文连任后会见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郦英杰时表示，美台在安全、经济领域不断深化合作，已

从双边伙伴关系升级成 “全球合作伙伴”〔１〕。未来蔡当局推动台湾进一步融入美 “印太战略”的框架、机

制与对话，继续提升美台官方接触与互动的层级，可能会触碰美 “一中政策”的天花板。２０１９年９月美日

印澳外长首次举行部长级 “四边对话”（Ｑｕａｄ），有台湾学者提出美 “印太战略”逐步成型，台可争取加入

９４

２０２０年台湾选举中的美国因素分析

〔１〕 《蔡英文：台美从双边伙伴升级成全球合作伙伴》，台湾 《中国时报》２０２０ 年１ 月１２ 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ｃｎ／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ｎｅｗｓ／２０２００１１２００１２８２－２６０４０７？ｃｈｄｔｖ，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０日。



Ｑｕａｄ或其平台下相关机制的对话。在美跨党派支持和 “与台湾交往法”的刺激之下，蔡英文在对美 “过

境外交”上寄予更大的突破。特朗普政府会要求台湾进一步配合美对华竞争战略，包括政治上炒作中国所

谓的 “锐实力”和 “渗透论”，科技创新领域与大陆新经济部分脱钩，军事上牵制大陆军力突破岛链封锁，

在南海政策上支持美西方主张的 “自由航行”概念与措施等。在美台实质关系的突破过程中，台美将会采

取 “切香肠”（ｓａｌａｍｉ　ｓｌｉｃｉｎｇ）策略，不断测试大陆一个中国原则的容忍限度 〔１〕。

其二，美支持蔡当局 “渐进台独”施政，将增大两岸关系的风险。“联美、抗中、保台、谋独”将

是蔡英文第二任期的施政路线。在美 “全政府”、跨党派对台支持的背景下，蔡当局利用民进党在 “立

法院”单独过半的执政优势，将继续通过修法或制定新法限缩两岸关系，在岛内培育扩大 “台独”社

会基础。未来美国的介入、美台实质关系升级均会被蔡当局视为美对 “台独”的护持，从而刺激民进

党在两岸关系上采取更挑衅的举动，两岸对立对抗的局势还会进一步升高。

其三，中美管控分歧将更加困难。从目前美国介入台湾问题的方向、路径及力道，以及美国内政

治的复杂性看，美台海政策仍在朝倾斜台湾的方向调整。美国会炮制涉台法案越来越将台湾标注为

“独立政治实体”甚至 “国家”，美行政部门开始从打擦边球走向破坏中美在台湾问题上达成的政策边

界。美国本身成为加快改变台海现状的一方，将增加中美在台海地区管控战略分歧与冲突的压力。

（责任编辑：倪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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