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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及其台海政策走向

王 玮

〔 内 容提要 〕 近年 来 ， 美 国 放 弃 对 华
“

接 触
”

政 策 ， 转 而 实 施 对 华 竞 争 战 略 。 台 湾 因

其地 缘 战 略 价 值 、 信 号 传 递 价 值 和 社 会 心 理 价 值 ， 成 为 美 国
“

以 台 制 华
”

的 重 要 抓 手 。

美 台 在 军 事 安 全领 域 的 互 动 成 为 两 岸 关 系 的
一 个 重 大 风 险 点 。 在 ２ ０ ２ ４ 年 美 国 大 选 中 ， 共

和 党 在 总 统选举和 国 会选 举 中 取 得 全 胜 ， 形 成
“

府 会 一 致
”

的 执 政 格 局 ， 特 朗 普 强 势 回

归 美 国 政 坛 。 在 竞 选 期 间 ， 特 朗 普 团 队 强 烈 要 求 台 湾 大 幅 提 高 军 费 、 逼 迫 台 湾 承 担 更 大

“

安 全
”

责 任 。 如 果 民 进 党 当 局 响 应 美 方 需 求 ， 无 限 度 提 高 军 费 开 支 ， 只 会 掏 空 台 湾 、 加

剧 两 岸 对抗风 险 。

〔关 键 词 〕 美 国 大选 战 略 竞 争 台 海 局 势
“

以 台 制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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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美 国 外交政策全面调 整 ，

“

大 国 竞

争
”

成为美 国对华政策 的 主题 ，

“

以 台 制华
”

成为

美 国牵制 和延缓 中 国 崛起 的便利选择 。 ２ ０ １ ６ 年 以

来本就龃龉不断 的 两岸关 系 ， 因 为外 部 因 素 而愈

发紧张 ， 往昔罕见 的挑 战层 出 不穷 。 ２ ０ ２ ４ 年 台 湾

地 区领导人换届 选举之后 ， 两岸关 系 的 发展前景

已经蒙上 阴影 。

［ １ ］

那么 ， 刚落下帷幕 的 ２ ０ ２ ４ 年美

国 大选 ， 又会对 台 海局 势产生何种 复杂 影 响 ？ 对

这一 问题 ， 本文拟从美 国 对外政策 变迁 角 度加 以

考察 。 下文首先考察 ２ ０ １ ６ 年 以来 中美互动结构 的

根本变化 ， 随后考察大 国 竞争 背 景 下美 国 对
“

台

湾价值
”

的发现与挖掘 ， 之后评述 ２ ０ ２ ４ 年美 国 大

选折射 出 的 两党对 台 政策偏好 ， 在此基础 上分析

特朗普新政府 的对 台政策走 向 。

一

、 中 美互动结构 的根本变化

过去八年 ， 中美互动 的结构 发生 了 根本性改

变 。 美 国放弃传统 的
“

接触政策
”

， 转而开启 同 中

国 的战略竞争 。

［ ２ ３ 美 国对华政策转变是其对外政

策取 向 系 统性调整 的
一个缩 影 。 在这场历史性转

变 中 ， 特 朗普 固 然 出 演 了
一个主 角 ， 但是 ， 这场

转变有更 为 复杂 的体 系 根源 ， 并 非个人 因 素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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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对 华政策 调 整 及其 台 海政策 走 向

解释 。 只有全面 了 解美 国 对外政策转 向 的宏 观进

程 ， 才能理解 为什么 特 朗普会对前几任政府 的外

交政策提 出 批评 ， 也才能理解为什么他 的替代

政策会得 到 全面 响应 ， 并且在其去任之后仍然 被

政治对手继承下来 。

从对外政策 思 想 演变 的 角 度看 ， 美 国 以 自 由

国 际主义理念 为 内 核 的传统政策共识 ， 近年来 在

各领域受 到 保守 主 义者 的 排 斥 。 从
“

茶 党 运 动
”

到特朗普 崛起 ， 美 国 政治 有 一个渐进 的保守化过

程 ， 美 国政治保守主义 日 益具备 民 粹化 的 主要特

征 。 美 国政治 的保守化 ， 是其外交政策 调整 的

深层 原 因 。 中 国 作 为
“

平 级 竞 争 对 手
”

（ ｐ ｅ ｅ ｒ

ｃｏｍｐ ｅ ｔ ｉ ｔ ｏ ｒ ） ， 首 当其 冲受 到 美 国 保守 主 义 反 弹 的

全方位影 响 。 因 此 ， 观察美 国 对华政策转 向 ， 须

将其置于美 国保守主 义 主 导 的话语环境 中 ， 置 于

更广 阔 的冷战后 国 际秩序变迁背景下 。

回顾上世纪 九十 年代初 ， 国 际体系 中 出 现 了

所谓
“

单极时刻
”

。 美 国作为 唯一超级大 国 ， 在地

缘政治上 占 据全 面主 导 地位 。 美 国 能够对付任何

针对它 的联盟 ， 因 而在 国 际政治 中 享有 特殊
“

优

势地位
”

，
３ ３ 此时 ， 美 国 对 自 身地位有迷之 自 信 ，

自 由 国 际主义在美 国 取得话语权 。 美 国 按 照 自 由

国 际主义蓝 图 组织 冷 战 后 的 世界 ， 对俄 罗 斯 、 中

国等传统对手采取
“

接触
”

行动 。 在 自 由 主义者

看来 ， 这不仅彰显美 国 主导 的冷 战后 国 际 秩序 的

“

自 由 、 开放
”

属 性 ， 也能为美 国 的
“

全球领导地

位
”

提供合法性依据 。

在 当 时历史条件下 ， 美 国 国 内逐渐形成共识 ，

认为美 国 应致力 于 巩 固世界领袖 地位 ， 保持 唯一

的超级大 国 地位 ， 防止任何潜在挑 战者 ， 同 时大

力 向外推行 民 主 。

“

美 国 官员试 图说服德 国 和 日 本

满足 于有 限大 国 地位 （ ｐａ ｒ ｔ ｉ ａ ｌｇ ｒ ｅ ａ ｔｐ ｏｗ ｅ ｒ ｓ ） ， 并

希望将俄罗 斯和 中 国 纳人 以 美 国 为 中 心 的 国 际秩

序 ， 以此维护美 国 的主导地位
”

。 当 时美 国上下

洋溢着乐 观主义情 绪 ， 认为 自 由 主义模式 已 经在

冷战对抗 中证 明 了 自 身 活力 ， 曾 经 的对手会 自 觉

自 愿地走上
“

经济 自 由 化
” “

政治 民 主化
”

道路 。

在 自 由 主义滥觞 背景下 ， 美 国 政府 接受 了
“

接触

促改变
”

的政策 主 张 ， 期 待 曾 经 的 对手完成 内 部

转型 。

与此 同 时 ， 全球化浪 潮 方兴未艾 ， 国 际关 系

进人追求合作 的 繁荣 时代 ， 大 范 围 、 深层 次 的分

工合作成 为 可 能 。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 下 ， 美 国 注

重发展知识经 济 ， 推动 资本输 出 ， 传统 制 造业加

速对外转移 。 中 国 庞大 的 消 费者市场 和低廉 的 劳

动力价格 ， 对美 国 资本产生 了无法抗拒 的 吸 引 力 。

于是 ， 劳动 密集 型产业不断 向 中 国 集 聚 ， 最终让

中 国成为
“

世界工厂
”

。 以 自 由 主义 的 观点看 ， 美

国作为买家可 以 从进 口 低价商 品 中 获 利 ， 中 国 作

为卖家可 以 从 出 口 中 获 益 ， 双方互利互 惠 ， 合作

共赢 ， 符合所有人 的 利 益 。 这种 观点 广 为 流传并

得到广泛接受 ， 直 到 美 国 民 粹 主义抬头改变 了 这

一＇切 。

在后金融 危机 时代 ， 美 国 国 内 对华认知 曰 益

趋于负 面化 。 奥 巴 马 第 二任期 ， 美 国 国 内 开 始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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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 ａｍ

烈反思对华政策 。

ｅ  １ ３２ ０ １ ６ 年美 国 大选 中 ， 特朗普

异军突起 ， 唱响 了
“

美 国优先
”

的 民粹主义 口 号 ，

把矛头指 向 自 由 国 际 主义 的 核 心理念 。 在特 朗 普

看来 ， 前几任政府让美 国 迷失 了 自 我 ， 让美 国 变

得
“

不再伟大
”

。 在 国 际事务 中 ， 奥 巴 马政府痴迷

于
“

全球领导地位
”

， 却忽视 民众 的 真实利 益 。 特

朗普试 图 纠 正前任 的错误理念 ， 并让美 国 在正 确

理念 引 导 下
“

再次伟 大
”

 （ Ｍａｋ ｅＡｍ ｅ ｒ ｉ ｃ ａＧ ｒ ｅ ａ ｔ

Ａ ｇａ ｉｎ ，ＭＡＧＡ ） 。 特 朗 普 上 台 后 ， 把
“

美 国 优先

论
”

的主 张付诸实施 ， 推 出 以
“

战 略竞 争
”

为 主

要特征 的对华政策 。

随着 旧 政策 的 质 疑者成 为政策 制 定者 ， 中 国

被贴上
“

大 国竞争者
” “

对手 国 家
”“

修正 主义 国

家
”

等政治标签 。 从此 ， 中 美关 系 出 现 了 断崖 式

下跌趋势 。 所谓
“

华盛顿 圈 子
”

每天都在重复 着

“

对华强硬
”

的 陈词滥调 。

“

问 责 中 国
”

的 民 粹 主

义情绪助长 了 媒体 的政治偏见 ， 公众舆论对华 日

益不友好 。 这反过来刺激美 国 政客采取各种 哗众

取宠 的 投机行 动 。 在这一 背 景 下 ， 台 湾 问 题作 为

向 中 国施压 的重要砝码 ， 开 始显 示 出 它本来 就不

该有 的分量 。

二
、 大 国 竞争 凸显

“

台湾价值
”

在美 国决策者 眼 中 ， 台 湾具有 多重价值 ， 首

先是地缘战 略价值 ， 其次是信号传递 （ ｓ ｉｇｎａ ｌ ｉｎｇ ）

价值 ， 再次是社会情感价值 。 在 中 美关 系 总体稳

定并 以互利 合作 为 主要特征 的 接触 时代 ， 美 国 虽

也讲求
“

以 台制华
”

， 但 出 于维护 中美关系 大局考

虑 ， 始终是有所顾 忌 的 ， 寻求在两岸 之 间 维持平

衡 。 然而 ， 随着美 国 对华政策 发生转 变 ， 竞争 思

维开始主导美 国 战略选择 ，

“

大 国竞争
”

成为 中 美

关系 的 主题 。 随之而来 的 是 ， 台 湾 的 工具价值开

始显现 ， 并受 到美方加倍重视 。

关于 台 湾 的 地缘 战 略 价值 ， 美 国 在近代 以 来

就形成 了 系 统连贯 的认识 。 自 从佩里舰 队 以 武力

叩开 日 本 国 门 ， 台 湾 即 因 其地理位置而进人美 国

海军视线 。 之 后 ， 美 国 商人 、 传教士 和 外交人员

等涉外群体不断鼓动政府 占 领 台 湾 。 该建议虽 未

被采纳 ， 却 在 不 少美 国 人 心 中 留 下
“

丧 失 台 湾
”

的遗憾 南北战争后美 国进人太平洋扩张时期 ，

它对拥有海上 中转站有着 热切 的期 盼 。 美西 战

争结束后 ， 美 国 势 力 全面进 人太平洋 。 此 时 ， 台

湾处在 日 本 窃 据下 ， 已 然成为 拱卫 日 本 的 海上堡

垒 。

“

台 湾形势锁钥 ， 既见窃 于 日 本 ， 则成其南大

门 。 美 日 在新得之地 隔 海相 望 ， 两 国 相 忌格 局 遂

成 。

”

之后 ， 台 湾成为 日 本南下 的跳板 ， 对美 国

的地 区利益构成全面威胁 。

二战 后 ， 美 国 战 略 界 形 成 了 不 让 台 湾 再 度

“

落人不友好 国家之手
”

的看法 。 在军方地位尊崇

的麦克 阿瑟声称 ，

“

基于 台 湾 的 地位 、 位置及基地

潜能 ， 若 台 湾掌握于不 友好 国 家手 中 ， 可抵 消 美

国前线 的 战 略重要地位 。 台 湾握 于不 友好 国 家之

手 ， 有如一艘不能击沉 的航空母舰 和潜水艇供应

舰 ， 不仅可 遂 行攻 击 战 略 ， 也可 反制 琉球 、 菲律

宾友军 的 攻击 。 对于那些 主张在亚洲 采取姑息及

失败主 义 的 人而 言 ， 他们 认 为 若美 国 防卫 台 湾 ，

就会使亚 洲 大 陆疏离 。 没有 比 这种 陈 旧 论调更 为

〔 １ 〕 陶 文 钊 ： 《 美 国 对 华 政 策 大 辩 论 》 ， 《 现代 国 际 关 系 》 ２ ０ １ ６ 年 第 １ 期 ， 第 １ ９ ２ ８ 页 。

〔 ２ 〕 Ｔｈｏｍ ａ ｓＲ ．Ｃｏ ｘ
，

“

Ｈ ａ ｒｂ ｉ ｎｇ ｅ ｒ ｓｏ ｆＣ ｈ ａｎｇ ｅ
：Ａｍ ｅ ｒ ｉ ｃ ａｎＭ ｅ ｒ ｃｈ ａｎ ｔ ｓａｎｄ ｔ ｈ ｅＦｏ ｒｍｏ ｓ ａＡｎｎ ｅ ｘａ ｔ ｉ ｏｎＳ ｃｈ ｅｍ ｅ

，

”

Ｐ ａ ｃ ｉ ｆ ｉ ｃＨ ｉ ｓ ｔ ｏ ｒ ｉ ｃ ａ ｌ

Ｒ ｅ ｖ ｉ ｅｗ
，Ｎ ｏ ． ４ ０ ， Ｊ ａｎ１ ， １ ９ ７ ３ ， ｐ ｐ

． １ ６ ３ １ ８ ４ ．

〔 ３ 〕 Ｗ ａ ｌ ｔ ｅ ｒＲｏｂｂ
，

‘ ‘

Ａｍ ｅ ｒ ｉ ｃ ａ
’

ｓＦｏ ｒ ｆ ｅ ｉ ｔ ｕ ｒ ｅｏ ｆ Ｆ ａ ｒ Ｅ ａ ｓ ｔ ｅｒｎ Ｌａｎｄ ｓ
，

’ ’

Ｔｈ ｅ Ｃｈ ｉｎａＷ ｅ ｅｋ ｌ ｙ
Ｒ ｅｖ ｉ ｅｗ ， Ｏ ｃ ｔ１ ６ ， １ ９ ２ ６ ．

〔 ４ 〕 《 美 曰 相 忌 论 》 ， 《 申 报 》 ， １ ８ ９ ９ 年 ２ 月 ２ ０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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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对 华政策 调 整 及其 台 海政策 走 向

谬误 。

”

麦克 阿瑟 的 这一观点 在美 国 军方得 到

全面认可 。

美 国军方主 导 的 台 湾叙事 一经 确 立 ， 就步人

了 自 我强化的轨道 。 正如 大卫 ？ 哈维所说 ，

“
一种

概念装置被牢 固 确立在常识 当 中 ， 以 至 于被视 为

理所 当 然 、 毋庸置疑
”

既然 台 湾 的 战 略价值

高 ， 那就必须加 强其 防御 。 而 台 湾不 断被 强化 的

防御 能 力 ， 反 过来 又 证 明 了 它对抗
“

赤 色威 胁
”

的价值 。 这正是美 国 不 断增 强 台 湾 防御 、 欲将其

打造成对抗 中 国 的前 哨 阵地 的 根本原 因 。 直 至今

日 ， 这种被视 为理所 当 然 的惯性思 维 ， 依 然影 响

甚至主导着美 国对 台决策 。

除 了地缘 战 略价值 ， 台 湾还 是美 国 在 国 际政

治 中
“

传递 信号
”

的 工具 。 通 过
“

支持 台 湾
”

尤

其是支持 台 湾
“

民 主力 量
”

， 美 国希望 向 追 随者传

递至少 四 种 明 确 的 政治信号 。 第一 ， 美 国 对追 随

者 的安全 负 有 责任 ， 即 便在代价高 昂 的 地 方 ， 也

不会对 它 认 定 的
“

正 义 原 则
”

作 出 妥 协 。 第 二 ，

美 国是讲战 略信誉 的 ， 对非 盟友伙伴 的
“

安全承

诺
”

都如此坚定 ， 那 么 ， 正式盟 友 对美 国 的
“

安

全承诺
”

就更不 必有顾 虑 。 第 三 ， 美 国 是从实 力

地位 出 发 与 中 国 打交道 的 ， 既然敢于在攸关 中 方

核心利益 的 台 湾 问 题上不 断发难 ， 就足 以 表 明 美

国 对 自 身 的 相 对 实 力 有 十 足 信 心 。 第 四 ， 美 国

“

坚定支持 民 主
”

， 是
“

让 民 主世界更安全
”

理念

的维护者 ， 会在
“

民 主受 到 冲击
”

的 情况 下挺身

而 出 。 俄乌 冲 突 爆发后 ， 美 国 频繁炒作
“

今 日 乌

克兰 ， 明 日 台 湾
”

等奇谈怪论 。

以 上所述地缘 政治价值 和信号传递价值 ， 总

的来说都是
“

战 略算 计
”

 （ ｓ ｔ ｒａ ｔ ｅｇ ｉ ｃｃ ａ ｌ ｃｕ ｌａ ｔ ｉｏｎ ）

的产物 ， 属 于
“

理智
”

的 范 畴 。 除此之外 ， 台 湾

对美 国来讲还有一种特殊 的
“

情感
”

价值 ， 但 因

其隐秘性 而经 常 被 忽 视 。 美 国 以 当 代 罗 马 自 居 ，

对
“

罗 马 之后 的 暗黑 时代
”

有不断 自 我 暗示 的 隐

忧 ， 有强烈 的 动机克服西方 内 部关于
“

主宰世界

多久
”

的 自 我怀疑 。 台 湾这块 土地见证过欧洲

“

白 人文 明
”

被亚洲
“

黄种人
”

驱逐 。 荷兰 丢掉 台

湾据点后 ， 欧洲 为之震动 。

“

不仅荷兰 ， 也有其他

欧洲 国家盼望着有朝一 日 能光复 台 湾 。

”

此 即历

史研究者所说
“

西 方在荷兰人
‘

失 去
’

台 岛 后依

然长期存在的
‘

福摩萨情结
＾

美 国亦受这种

“

情感
”

的影响 。

Ｇ  ６ ３

在西方 中 心 主义者 眼 中 ， 台 湾这个
“

美丽 岛
”

先丧于郑 氏 集 团 ， 之后 归 人清朝 版 图 ， 再后 成 为

日 本殖 民 地 。
二 战 结束 后 ， 台 湾光复 ， 在法理上

重 回 中 国版 图 。 至此 ，

“

白 人文 明
”

再也没有 实现

前述企 图 的 机 会 。 冷 战 期 间 ， 美 国 曾 提 出
“

两 个

中 国
” “

一

中
一

台
”

等各种 割 裂两 岸 的
“

方案
”

，

但遭到两岸 中 国人共 同抵制 。

［ ７ ３ 然而 ， 白 人至上

主义思想在美 国 仍 然有很大市场 ， 社会潜意识并

不接受西方永久失 去 台 湾 。 在 白 人至上 主义者看

来 ， 美 国作 为 西方文 明 的 代表 ， 放任 两岸 统一 就

〔 １ 〕 林 正 义 ： 《 韩 战 对 中 美 关 系 的 影 响 》 ， 台 北 《 美 国 研 究 》 １ ９ ８ ９ 年 第 ４ 期 ， 第 ８ ５ 页 ；
Ｃｈ ｉ ｆ ａｎｇＬｏ ， Ｗ ｅｎ ｃ ｈ ｉ ｎｇＬ ｉ ｎ ，

‘ ‘

Ａｓ ｔ ｕｄｙｏ ｆ

Ｕｎ ｉ ｔ ｅｄＳｔａ ｔ ｅ ｓ

’

Ｃｈ ｉ ｎａＰｏ ｌ ｉ ｃ ｙ （ １ ９ ４ ９ ２ ０ ０ ４ ） ，

”

台 中 《 东 海 大 学 图 书 馆 馆讯 》 ２ ０ １ １ 年 第 １ ２ ０ 期 ， 第 ５ ４ ５ ５ 页 。

〔 ２ 〕 大 卫 ？ 哈 维 著 ， 王 钦译 ： 《 新 自 由 主 义 筒 史 》 ， 上 海译 文 出 版 社 ２ ０ １ ６ 年版 ， 第 ５ 页 。

〔 ３ 〕 Ｉ ａ ｎＭｏ ｒ ｒ ｉ ｓ ，Ｗｈｙ
ｔ ｈ ｅＷ ｅ ｓ ｔＲ ｕ ｌ ｅ ｓ Ｆｏ ｒＮ ｏｗ

：Ｔｈ ｅＰ ａ ｔ ｔ ｅ ｒｎ ｓｏ ｆＨ ｉ ｓ ｔ ｏ ｒｙ ，ａ ｎｄＷｈ ａ ｔＴｈ ｅｙＲ ｅ ｖ ｅ ａ ｌａｂ ｏ ｕ ｔ ｔｈ ｅＦ ｕ ｔ ｕ ｒ ｅ ，ＮＹ ：Ｆａ ｒ ｒ ａ ｒ
，

Ｓｔ ｒ ａ ｕ ｓａｎｄＧ ｉ ｒｏ ｕ ｘ ，２ ０ １ ０ ．

〔 ４ 〕 蔡佩臻 ： 《 谈 西 方 人 眼 中 的 郑 成 功 形 象 》 ， 台 北 《 世 新 大 学 人 文 社科 学 报 》 ２ ０ １ ５ 年 第 １ ６ 期 ， 第 １ ２ ６ １ ２ ６ 页 。

〔 ５ 〕 吴 义 雄 ： 《

“

福 摩 萨 情 结
”

与 台 湾 形 象建 构 》 ， 《 近代 史 研 究 》 ２ ０ １ ４ 年 第 ４ 期 ， 第 ５ ２ ６ ６ 页 。

〔 ６ 〕 Ｗ ａ ｌ ｔ ｅ ｒＲｏｂｂ
，

‘ ‘

Ａｍ ｅ ｒ ｉ ｃ ａ
’

ｓＦｏ ｒ ｆ ｅ ｉ ｔ ｕ ｒ ｅ ｏ ｆＦ ａ ｒＥ ａ ｓ ｔ ｅｒｎ Ｌａｎｄ ｓ ，

’ ’

Ｔｈ ｅＣｈ ｉｎ ａＷ ｅ ｅｋ ｌｙ
Ｒ ｅｖ ｉ ｅｗ ，Ｏ ｃ ｔ１ ６  ，１ ９ ２ ６ ．

〔 ７ 〕 林 正 义 ： 《 台 海 两 岸 关 系 的 美 国 因 素 》 ， 台 北 《 美 国 研 究 》 １ ９ ８ ８ 年 第 ２ 期 ， 第 １ ３ 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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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 ａｍ

意味着坐视西方 的 没落 。 从此之后 ， 大航海 时代

以 来 确 立 的
“

种 族 等 级 结 构
”

 （ ｒ ａ ｃ ｉ ａ ｌ

ｈ ｉ ｅ ｒａ ｒ ｃｈｙ
＾ １ ３

） 将不复存在 ， 西方影 响会不可逆转

地淡 出亚洲 。 这是他们不愿 明 言的 隐疾 。

概言之 ， 由 于 台 湾在 战 略 、 战术 和 心 理等层

面具有 的 多重价值 ， 美 国 总是在不断榨取 台 湾价

值 ， 即使在
“

对华接 触
”

的 时代 也 不例外 。 正 如

岛 内 学者王高成所说 ，

“

台 湾位于西太平洋第一 岛

链 中央位置 ， 具有 重 要 的 战 略价值 ， 也 与 美 国 具

有相 同 的 民 主 自 由 意识形态及政治 制 度 。 尤其是

台 湾与大陆有特殊 的政治分歧关 系 ， 强化 与 台 湾

的关系 ， 可 以 制 衡 中 国 的 政 治 与 军 事 力 量 。

”

当然 ， 在
“

对华接触
”

的 时代 ， 美 国 因 顾及 中 美

关系大局 而 在 台 湾 问 题上保持 克制 ， 有 时还会对

岛 内 出格 的政治动作做 出 约束式反应 。

然而 ，
２ ０ １ ６ 年 以来 ，

“

大 国竞争
”

逐渐主导 了

美 国对华政策路线 。 美 国 两党 均 推 动 以
“

大 国 竞

争
”

为主轴 的对华政策 ，

“

遏制 中 国
”

已 成为跨党

派共识 。 在这一 背 景 下 ， 台 湾 成 为美 国 牵 制 中 国

的便利手段 。 此后 ， 美 国 国 内 不 断有 人 主 张提升

美 台关系层次 ， 极端反华势力 妄 图 通过立法行动 ，

把 台 湾重新纳 人美 国 联盟体 系 当 中 。 特 朗 普第 一

任期 ， 美 国 政府 和 国 会 同 频共振 ， 不 断在 台 湾 问

题上试探 和 挑衅 中 国 。 继 任 的拜登政府 虽 在言辞

上有所缓 和 ， 但在行动上从未 收敛 ， 保持对 台 军

售 ， 支持 岛 内
“

台 独
”

势 力 ， 推 动美 台 关 系 官方

化 ， 维护 台湾
“

外交空 间
”

。 期 间 ， 还发生 了 美 国

众议长
“

窜 台
”

的 恶 性事件 ， 两 岸关系 被推 到 兵

凶 战危 的 困 难境地 。 更 为 不 幸 的是 ， 由 于 台 湾长

期 以来被美 国赋予 了 特殊 的
“

战 略重要性
”

， 其战

略价值在 ２ ０ ２ ４ 年美 国 大选 中成为一个热 门话题 。

三 、 美 国大选折射的两党对 台政策偏好

美 国 大选历来是联邦政府据 以 调整 内 外政策

的机会 。 即便选举 的结果是在任 者连 任 ， 其也会

根据 国 内 外 形 势 、 执 政者 联 盟 和 社会 民 意 变化 ，

检讨先前政策并作相应 的 调整 。 ２ ０ ２ ４ 年美 国 大选

的特别之处在 于 ， 在任 总 统拜登 因 健康原 因 宣 布

退 出 竞选 ， 转 而 由 副 总统 哈 里斯 与 特 朗 普进行对

决 。 拜登失 去 连任 机会后 ， 其 内 外政策 自 然 面 临

调整 。 毕竟 ， 人事 变化会带 来政策 理念 、 焦 点 和

模式的变化 ， 带来政策环境 、 目 标和手段 的 变化 。

所有这些都会对政策 调 整 的 空 间 、 范 围 和 幅度产

生影响 ， 连带对 台海局势和两岸关系产生影响 。

从历史经验看 ， 对华政策 一直是美 国 大选 中

两党 争 执 的 重 要 议 题 ， 更 是 在 野 党 攻 击 执 政 党

“

软弱
”

的热 门话题 。 以 往 ， 美 国 出 于通 盘 的利益

考虑 ， 不会越 出 中 美关系 的 基准线 。 因 此 ， 大选

过程 中 攻击 中 国 的 言辞 虽 然激烈 ， 但 是 ， 大选过

后还是会 回 归 现实 。 正 如 岛 内 学 者李 本 京 指 出 ，

“

每 四年一次的美 国 大选 ， 绝对是 中 美关系 的一大

考验 ， 不过 经常是 事 过后 ， 就风平浪静 ， 不是绝

症 。 这是 因 为 每 遇 大选 ， 不拘谁是在野党 之 总统

候选人均会扮成上帝 的使者 ， 大力 抨击北 京 。 每

一个美 国 人应 有 严厉对付北京 才是 王 道 的 想 法 。

然而一旦这位在野人士 当 了 总统 ， 其政策 势必要

满足现实上 的条件 ， 在 国 务 院 的 导 引 下 ， 再一度

〔 １ 〕 Ｉ ｔｈ ａｄｂ ｅ ｅｎ  ｌｏ ｎｇ 
ｈ ｅ ｌｄ  ｉ ｎ

ｐｏ ｌ ｉ ｃｙ 
ｃ ｉ ｒ ｃ ｌ ｅ  ｔ ｈ ａ ｔＡ ｓ ｉ ａ ｎ ｓ ａ ｒ ｅ ｎｏ ｔ ｏｎ ｌ ｙ 

ｆｏ ｒ ｅ ｉｇｎ ＾ｂ ｕ ｔ ａ ｌ ｓｏ  ｉ ｎ ｆ ｅ ｒ ｉ ｏ ｒ

ｗ

．Ｓ ｅ ｅ ， Ｃｈ ｒ ｉ ｓ ｔ ｏ ｐ ｈ ｅ ｒ Ｈ ｅｍｍ ｅ ｒ ａｎｄ Ｐ ｅ ｔ ｅ ｒ
 Ｊ

．

Ｋａ ｔ ｚ ｅｎ ｓ ｔ ｅ ｉ ｎ ，
“

Ｗｈｙ Ｉ ｓＴｈ ｅ ｒ ｅＮ ｏＮＡＴＯ ｉｎＡ ｓ ｉ ａ ？Ｃｏ ｌ ｌ ｅ ｃ ｔ ｉ ｖ ｅＩｄ ｅｎ ｔ ｉ ｔｙ ，Ｒ ｅｇ ｉ ｏ ｎ ａ ｌ ｉ ｓｍ
，ａ ｎｄｔｈ ｅＯ ｒ ｉｇ ｉ ｎ ｓｏ ｆＭｕ ｌ ｔ ｉ ｌ ａ ｔ ｅ ｒ ａ ｌ ｉ ｓｍ

，

’ ’

Ｉ ｎ ｔ ｅ ｒｎａ ｔ ｉ ｏ ｎ ａ ｌ

Ｏ ｒｇ ａｎ ｉ ｚ ａ ｔ ｉ ｏ ｎ ，Ｖｏ ｌ ． ５ ６
，Ｎｏ ． ３

，２ ０ ０ ２
，ｐ ． ５ ９ ６ ．

〔 ２ 〕 王 高 成 ： 《 冷 战 后 美 国 全球 战 略 与 防 卫 理 念 》 ， 李本 京 主 编 ： 《 美 国 政 治 与 两 岸 政策 》 ， 台 北 博 扬 文 化 ２ ０ １ ５ 年版 ， 第 １ ６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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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前朝之北京政策拿来 己 用 ， 顶 多做一 点 修改 而

已 。

” ⑴

然而 ， 随着美 国终止
“

对华接触
”

， 上述情况

已经一去不 复返 。 ２ ０ ２ ０ 年美 国 大选后 ， 拜登政府

延续前任对华政策 ， 持续推动全 面竞 争 ， 联合盟

伴孤立 中 国 。
２ ０ ２ ４ 年美 国 大选 中 ， 两党 的 对华 主

张 已不再是政治 广告 ， 而有 了 明 确 的 政策 宣示 含

义 。 从各 自 的竞选 纲领来看 ， 美 国 两 党对维护美

国地位有共 同诉求 ， 对打击 中 国 有 普遍共识 。 两

党对
“

竞赢 中 国
”

的长期 目 标 已 经毫无二致 。

２ ０ ２ ４ 年 ８ 月 ， 哈里斯代表 民 主党参选后 ， 两

党选情一 度胶着 。 哈里斯在全 国 民 调方 面保持领

先 ， 但是 ， 她在
“

战 场 州
”

并不 占 优 。 由 于美 国

特殊 的选举制 度 ， 大选进程扑朔 迷离 ， 孕育着 各

种不确 定性 。 在人工智 能 加持下 ， 两 党都在精 准

动员 ， 并根据实 时选情动态调 整竞选 策 略 。 直 到

１ ０ 月 中下 旬 ， 国 内 外观察家还普遍认为 ， 两党在

战场州 的差距非 常小 ， 选举结果可 能 出 现
“

平局
”

的特殊情况 。
１ １ 月 初 ， 美 国 大选尘埃落定 。 特 朗

普最终胜 出 ， 而共和党也拿下参众两 院 多数席位 ，

形成少有 的
“

三连胜
”

格局 （ ｔ ｒ ｉ ｆ ｅ ｃ ｔ ａ ） 。

在本次大选 中 ， 特 朗普不仅赢得 了 选举人票

（ ｅ ｌ ｅ ｃ ｔ ｏ ｒ ａ ｌｖｏ ｔ ｅ） ， 也 赢 得 了普 选 票 （ ｐ ｏ ｐ ｕ
ｌａ ｒ

ｖｏ ｔ ｅ ） ， 并且领先竞争对手多达 ２ ６ ０ 余万票 。 近乎

“
一边倒

”

的选举结果 ， 进一步 印证 了美 国 民众对

拜登政府执政现状 的不满 和对 哈里斯执政 的超低

预期 。 从选举结果看 ， 特朗普领导 的
“

ＭＡＧＡ 运

动
”

大获成功 ， 这反过来赋予胜利者 采取行动 的

合法性 。 至少在下 次 国 会选举前 ， 共 和党将在参

众两院 占 据优势 ， 这 为 特 朗普大刀 阔 斧施政提供

了极大便利 。 简 言之 ， 新一任 政府会在
“

府会一

致
”

条件下执政 ， 这是 当前美 国政治 的基本状况 。

可 以预期 ， 在气势 如 虹 的 胜选 背 景 下 ， 在政治盟

友催促下 ， 特 朗普新政府会从快 、 从重 落实竞选

承诺 ， 推行加强版的
“

美 国优先
”

政策 。

就对华政策 而言 ， 特 朗 普作 为对华 战 略竞 争

的始作俑 者 ， 其领衔 的新一任政府不 出 意外会延

续乃 至强化过去八年来 的 强 硬路线 。 具 体到 台 湾

问题上 ， 美 国 两党 的政策立场在大方 向 是一致 的 ，

但 同 时 各 有 侧 重 。

一 方 面 ， 美 国 两 党 都 在 操 弄

“

以 台制华
”

政治伎俩 ； 另
一方面 ， 民 主党方面强

调
“

撑 民 主
”

， 共和党方 面 则 突 出
“

保安全
”

。 随

着 自 由 国 际主义在美 国 国 内 日 益不受欢迎 ，

“

撑 民

主
”

的 口 号越来越难 以 调 动 民众情绪 。 美 国 国 内

对援助乌 克 兰 充满 异议 ， 国 会保守议员 对增 加 援

助持严重保 留 态度 就是 明 证 。 不 过 ， 面对 中 国 这

个
“

步步紧逼 的竞争对手
”

， 情况就不一样 了 。 在

“

大国竞争
”“

海权竞赛
”“

权力转移
”“

修昔底德陷

阱
”

等语境下 ，

“

保安全
”

口号更具政治动员效果 。

当前 ， 美 国右翼保守派视 台 湾 为
“

对抗 中 国
”

的前沿阵地 和 不 可 倒 下 的 多 米诺骨牌 ， 对利 用 台

湾遏制 中 国海洋崛起寄予厚望 。 尤其是 ２ ０ ２ １ 年从

阿富汗撤军后 ， 美 国 在亚洲 大 陆上对 中 国 构成 的

地缘政治 压 力 锐 减 。 随着 中 俄 关 系 进一 步 密 切 、

中 印边界争端缓 和 ， 美 国很难奢望传统 的
“

离 岸

平衡战略
”

（ ｏ ｆ ｆ ｓｈｏ ｒ ｅｂ ａ ｌ ａｎ ｃ ｉｎｇ ） 会对 中 国 产生重

大效果 。 在这种情 况下 ， 美 国 若无法在海洋方 向

加大施压力 度 ， 就不 足 以 维持对 中 国 的 地缘政治

〔 １ 〕 李本 京 ： 《 华府 、 北 京 ： 永 远 纠 缠 的 交 往 与 对 立 》 ， 李 本 京 主 编 ： 《 美 国 政 治 与 两 岸 政 策 》 ， 台 北 博 扬 文 化 ２ ０ １ ５ 年 版 ， 第 １ ７ ６

１ ７ ７页 。

〔 ２ 〕 关 于２ ０ ２ ４年 美 国 两 党 竞 选 纲 领 ， 参 阅 ：
ｈ ｔ ｔ ｐ ｓ

： ／ ／ｗｗｗ ． ｐ ｒ ｅ ｓ ｉｄ ｅｎ ｃｙ ． ｉ ｉ ｃ ｓｂ ． ｅｄ ｉ ｉ ／ ｃｌｏ ｃ ｕｍ ｅｎ ｔ ｓ ／ ａｐｐ ｃ ａ ｔ ｅｇｏ ｒ ｉ ｅ ｓ ／ ｅ ｌ ｅ ｃ ｔ ｉｏ ｎ ｓ ａ ｎ ｃｌ

ｔ ｒ ａｎ ｓ ｉ ｔ ｉｏｎ ｓ ／ ｐ ａ ｒ ｔ ｙ ｐ ｌ ａ ｔ ｆｏ ｒｍ ｓ
， 最 后 检 索 曰 期 ：

２ ０ ２ ４ 年１ ０月８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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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 ａｍ

压力 ， 也就谈不上
“

塑造 中 国 的 国 际环境
”

。 为 了

维持权力平衡和地区均势 ， 美国必须
“

有所作为
”

。

故而 ，

一段 时 间 以 来 美 国 持续 推动
“

以 海 制

华
”

地缘政治 战 略 。 在东 海地 区 ， 美 日 同 盟 的 军

事动作 日 益 频 繁 ， 且有 强 化态 势 。 在 南 海 地 区 ，

美 国 怂 恿 菲 律 宾 与 中 国 对 峙 ， 借 机 造 势 并 推 进

“

堤丰
”

（Ｔｙｐ ｈｏｎ ） 导弹系统在 吕 宋 岛 以 北 的部署 。

台 湾作 为
“

第 一 岛 链
”

中 央 突 出 部 ， 自 然 也被卷

人这一场地缘政治风暴 当 中 。 在 台 湾海 峡 ， 美 国

拉拢北约盟 友航行通 过 ， 表达维 护 台 海地 区 和 平

的
“

愿望
”

。 美 国 以 台 湾 问题为抓手 ， 从海洋方 向

对华施压 的 图谋昭然若揭 。

在竞选期 间 ， 哈 里斯并未 就 台 湾 问 题做过偏

离拜登政府 的表态 。 有人说 ， 这是 因 为 哈 里斯 的

国安 团 队熟谙欧亚事务 ， 而在处 理亚太事 务 方面

相对缺乏经验 ，
１ ３ 各界预期 ， 哈 里斯在亚太政策

方面倾 向 于遵循拜登制 定 的路线 ， 既 强化对华 竞

争但 同 时 管理 竞 争 ， 使之不 致 演 变 成 冲 突 对抗 。

就对 台政策 而 言 ， 民 主党方 面 与 美 国 长期 立场保

持一致 ， 对 台 湾方面有
“

支持
”

， 但也有 约束 。 拜

登任 内在不 同场合反复重 申
“

四 不 一无意
”

原则 ，

与
“

台 独
”

保持 了 必要 的距离 。 哈 里斯作 为 副 总

统 ， 有遵循拜登政府对 台 政策原 则 的 政治义务 和

伦理责任 。

与之相 反 ， 特 朗普竞选 团 队及其政治盟 友 持

更强硬 的对华主张 。
２ ０ ２ ２ 年

“

气球事件
”

发生后 ，

右翼保守派纷纷指责拜登政府
“

软弱
”

。 福克斯 电

视 台 的评论 ， 充满耸人 听 闻 的 战 争 言论 ， 右翼保

守派 的涉华 态度 由 此可见一斑 。 随着 福 克斯新 闻

主持人即将 成 为美 国 国 防部长 ， 美 国 对华 安全认

知有可 能更趋 负 面甚 至极端化 。 经验表 明 ， 美 国

右翼保守 派 只 要有机会 ， 就会不遗余力 推进对华

“

新冷 战
”

。 随着特 朗普再度人主 白 宫 ， 美 国 右翼

保守派也再次赢得 了
“

施 展抱 负
”

的 机会 。 特 朗

普新政府拉抬对华竞争烈度 的 风 险 陡増 ， 对 台 湾

的
“

使命召 唤
”

也越来越清晰 。

四 、 特 朗普新政府 的涉 台优先事项

２ ０ ２ ４ 年注定会成为 一个多 事之秋 。 随着 特 朗

普再度人主 白 宫 ， 拜登任 内 中 美关系 止跌企稳 的

进程可能 中 断 。 台 湾 问 题等 突 出 矛 盾也 面 临 进一

步激化 的风 险 。 众所周 知 ， 民 进党方 面在年 初赢

得地 区领导人选举后 ， 已 经显示 出 推行
“

务实 台

独
”

路线 的势头 。 民进党 当 局在铺陈
“

新两 国论
”

的 同 时 ， 妄 图 推进
“

台湾 问题 国 际化
”

，
２ ３ 这还是

在美 国 大选 期 间 ， 台 湾 方 面不 敢采取 出 格 动 作 。

历史上 台 湾 曾 在美 国 大选 中 站错 队 ， 有 过事 后 备

受冷落 的 经历 ， 从此不敢轻易 在美 国 两 党 之 间 押

宝 。 今年美 国 大选 期 间 ， 台 湾 当 局
一直在踌躇 中

等待结果 。

１ １ 月 初 ， 特朗普带领共 和党历史性地复制 了

“

克利夫兰奇迹
”

。
２ ０ ２ ５ 年 １ 月 ２ ０ 日 ， 他将正式就

任第 ６ ０ 届美 国 总统 。 日 前 ， 白 宫 已 经举行在任 总

统与候任 总 统 的见 面会 ， 双方 围 绕权力 交接 事 宜

进行 了 对话 。 与此 同 时 ， 特 朗普 团 队正 紧锣 密鼓

地组建新一 任 政府 。 从 目 前初 步 确 定 的 人选看 ，

特朗普的 用人偏好是有迹 可 循 的 ， 主要表现在 以

下几个方面 。

一是重用
“

ＭＡＧＡ 党
”

， 把
“

美 国优

先
”

作为首要 治 国 方针 。
二是重 视行动 派 ， 启 用

共和党 政 治 新 星 。 三 是 突 出
“

反 建 制
”

 （ ａ ｎ ｔ ｉ

〔 １ 〕

“

Ｔ ｅ ａｍＫ ａｍ ａ ｌ ａ
：ｔｈ ｅｐ ｅｏ

ｐ ｌ ｅｂ ｅｈ ｉ ｎｄＨ ａ ｒ ｒ ｉ ｓ
？

ｓＷ ｈ ｉ ｔ ｅＨ ｏ ｕ ｓ ｅｒｕｎ
，

”

ｈｔ ｔ ｐ ｓ
：／ ／ｗｗｗ ．  ｆ ｔ ．ｃｏｍ ／ ｃｏｎｔ ｅｎ ｔ ／ １ ２ ６ ５ １ ６ ０ ａ ｄ ｅ ｅ ０ ４ ９ ７ ４ ｂ ａ ５ ｃ

ｃ ４ ４ ｅ ８ ａ ｅ ａ ２ ６ ｄ ４ ， 最 后 检 索 日 期 ：
２ ０ ２ ４ 年 １ １ 月 ２ ７ 曰

。

〔 ２ 〕 高 进 ： 《 台 湾 各界痛 批赖 清德
“

５
？

２ ０
”

谈 话 》 ， 《 两 岸 关 系 》 ２ ０ ２ ４ 年 第 ６ 期 ， 第 ９ １ 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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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ｓ ｔ ａｂ ｌ ｉ ｓｈｍ ｅｎ ｔ ） 特点 ， 在官僚体系之外寻找可信之

人 ， 并委 以 重任 。 四 是信任极端保守 派 ， 尤其是

在财经领域重用
“

市场原教 旨 主义者
”

和
“

重商

主义者
”

。 五是蔑视传媒叙事 ， 对拟定人选 的 负 面

传 闻置之不理 。

鉴于共 和 党 占 据 国 会多数席位 ， 且 它 自 身 已

经有 了
“

特朗普化
”

（ Ｔ ｒｕｍ ｐ ｉ ｆ ｉ ｃａ ｔ ｉ ｏｎ ） 属性 ， 各界

普遍预计特 朗 普 的重要人事任命不会受 到过 多 阻

拦 。 事实 上 ， 共 和 党 重要 人物最 近 都 纷纷表态 ，

支持特 朗 普 圈 定 的人选 ， 这也 为 极端反华 派进 人

政府开启 了方便之 门 。 另 外 ， 在对华政策议题上 ，

美 国两党议员 业 已 形成
“

政治正确
”

的默契共识 。

预计 ， 特朗普新政府在对华政策 问 题上 ， 不仅不

会 受 制 于 当 前 美 国 盛 行 的
“

否 决 政 治
”

（ Ｖ ｅ ｔ ｏ ｃ ｒａ ｃｙ ） ， 甚至还需面对 国会强硬派 的
“

赋能
”

与
“

催促
”

。

［ １ ３ 可 以 说 ， 白 宫 和 国 会 同 频共振 的

态势会进一步加剧 。

至此 ， 特 朗 普本 人 的 态 度 就 变 得 极 为 关键 。

特朗普在竞选过程 中就显示 了 对 中 国 强硬 的姿态 。

他公开宣 布 如果 当选会整体性提高关税 ， 使之达

到 １ ０ ％ ２ ０ ％ 的平均水平 。 对 中 国 产 品 ， 则 要在现

有基础上继续加征 ， 适用最高 ６ ０ ％ 的税率 ，
２ ３ 这

一税率将直追 １ ９ 世纪美 国 贸易 保护 主义 时期 的关

税水平 ， 可谓
“

倒拨 时钟一百年
”

。 即便部分实施

这一计划 ， 也足 以对双边 贸 易产生严重 负 面影 响 。

更为致命 的 是 ， 美 国 右翼保守 派 不 只 想让 中 国 经

济受到伤 害 ， 他们还 企 图 在地缘 政治上全面压 制

中 国 。 美 国 右翼保守 派 希 望 台 湾成 为
“

新 冷 战
”

的桥头堡 ， 也希望 台 湾在牵 制 大陆方面承担更大

“

责任
”

。 在 当 前美 国 的 民粹氛 围下 ， 特 朗 普极有

可能接受右翼保守派 的政策主张 。

因此 ， 两 岸 关 系 面 临 的 最 紧 迫 挑 战 就 在 于 ，

主张对 华
“

新 冷 战
”

的 美 国 右 翼 保 守 派 和 追 求

“

务实 台独
”

的 岛 内 冒 险派 ， 出 于各取所需 的政治

默契 ， 形 成 现 实 主 义 者 所 说 的
“

出 于 便 利 的 婚

姻
”

。

一 方 面 ， 美 国 右 翼保守 派 携 胜选 之 势 ， 把

“

问责 中 国
”

的各项 主张设定为谈判条件 ， 企 图 以

此迫使 中 国 做 出 让步与 妥协 ， 从而 满 足其 国 内 政

治需要 。 另
一方面 ， 岛 内

“

台 独
”

势 力 受 到 极 大

“

鼓舞
”

， 更肆无 忌 惮地 冲击
“
一

中
”

框 架 ， 挑 战

大陆对 台 政策底线 。 共 和党政府 与 军工利 益集 团

关系本来就密 切 ， 在 台 湾 留 下 更加
“

友 台
”

的 政

治 印象 。 随着特 朗普二 次人 主 白 宫 ， 美 国 右翼保

守派将更加得势 ， 极端反华派会 占 据政府 重 要职

位 。 在此情形下 ， 美 国 可 能加 速实施
“

对华新冷

战
”

， 全面提升
“

以 台制华
”

操作空 间 。

目 前来看 ， 提升 台 湾 防御 能 力 ， 要 求 台 湾 增

加 防务支 出 就是一个 紧 迫议题 。 大选期 间 ， 特 朗

普的 国 安 团 队多 次公开 喊话 ， 要求 台 湾将 防务 预

算 比例提高 到 ＧＤＰ 的 ５ ％ 。 特 朗普本人在 电视专

访 中则放话 ， 如果 他人 主 白 宫 ， 会让 台 湾把 防务

预算 比例提高 到 ＧＤＰ 的 １ ０ ％ 。

〔 ３ 〕

２ ０ ２ ４ 年 １ ０ 月 ，

台湾公布 了２ ０ ２ ５ 年度预算 。 其 中 ， 防务 总 预算列

编 ６ ４ ７ ０ 亿新 台 币 ， 占 岁 出 比例为 ２ ０ ．６ ％ ， 占 ＧＤＰ

〔 １ 〕 美 国 历 史 上 就 曾 有 过 国 会催促 总 统 抓 住机会 以 赢 得 大 国 竞 争 的 先 例 。 克 利 夫 兰 政 府 时 期 ， 美 国 国 会 战 争 情 绪 高 涨 。 克 利 夫 兰

表 示 即 使 国 会 向 西 班 牙 宣 战 ， 他 也 不 会进 行 军 事 调 度 。 国 会 只 好 等 到 麦 金莱 继 任 后 ， 才 有 了 行使 宣 战 权 的 机会 ， 遂 有 了 后 来 美 西 战 争 的

爆 发 。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ＲＭｏｓ ｓ ，Ｕｎｄｅ ｃ ｌａｒｅｄ Ｗａｒ ａｎｄ  ｔ ｈｅ Ｆｕ ｔｕ ｒｅ ｏ ｆ Ｕ ．ＳＦｏｒｅ ｉｇｎ Ｐｏ ｌ ｉ ｃｙ ，Ｗａｓｈ ｉｎｇｔｏｎ
：Ｗｏｏｄｒｏｗ Ｗ ｉ ｌ ｓ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Ｐｒｅ ｓｓ

，２ ０ ０ ８ ，ｐ ． ６ ５ ．

〔 ２ 〕 Ｋ ａ ｔ ｉ ｅＬｏ ｂｏ ｓ ｃｏａｎｄＡｎｎ ｅ ｔ ｔ ｅＣ ｈｏ ｉ ，

“

３ｃ ｈａ ｒ ｔ ｓ ｔ ｈａ ｔ ｈ ｅ ｌ ｐｅｘｐ ｌ ａ ｉ ｎｈｏｗＴ ｒ ｕｍｐ

ｓ

ｓ ｔ ａ ｒ ｉ ｆ ｆ ｓｗｏ ｕ ｌｄｗｏ ｒｋ
”

， ＣＮＮ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ｓ ， Ｄ ｅ ｃ ｅｍｂ ｅ ｒ９ ，

２ ０ ２ ４
，ｈ ｔｔ

ｐ
ｓ

：／ ／ ｅｄ ｉ ｔ ｉｏ ｎ ， ｃｎｎ ． ｅｏｍ／ ２ ０ ２ ４ ／ １ ０ ／ １ ３ ／ ｐ
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ｓ ／ ｄｏ ｎ ａ ｌｄ ｔ ｒ ｕｍ

ｐ
ｔ ａ ｒ ｉ ｆ ｆ ｓ ／ ｉ ｎｄ ｅｘ ． ｈ ｔ ：ｍ ｌ

， 最 后 检 索 日 期 ：

２ ０ ２ ４年１ １月２ ７曰 。

〔 ３ 〕Ｂ ｒ ｉ ａ ｎＨ ｉ ｏ ｅ ，
“

Ｔ ｒｕｍ ｐＣｏｍｍ ｅｎｔ ｓｏ ｎＴ ａ ｉｗａ ｎ
，

ｓＭ ｉ ｌ ｉ ｔａ ｒｙＢｕｄｇ ｅ ｔＡｄｄ ｔ ｏＵ ｎ ｃ ｅ ｒ ｔ ａ ｉｎｔｙｏ ｆＰｏ ｓ ｓ ｉ ｂ ｌ ｅＳ ｅ ｃｏ ｎｄＴ ｒｕｍｐＰ ｒ ｅ ｓ ｉｄ ｅ ｎ ｃｙ ，

’ ，

ｈｔ ｔ ｐ ｓ
：／ ／ ｎ ｅｗｂ ｌ ｏｏｍｍａｇ ．ｎ ｅ ｔ／ ２ ０ ２ ４ ／ １ ０ ／ ０ ５ ／ ｔ ｒｕｍｐ ｂ ｕｄｇ ｅ ｔ ｃｏｍｍ ｅｎｔ ｓ ／ ， 最 后 检 索 日 期 ： ２ ０ ２ ４年１ １月２ ７曰 。

５ ７



台海 ａｍ

比例 约 为 ２ ． ４ ５ ％ 。

〔 １ 〕 虽然这 已 经是 ２ ０ 年来 的新

高 ， 但显然 不能满足美 国 右翼保守 派 的 期 待 。 台

湾要让防务 预算 达到 ＧＤＰ 占 比 的 ５ ％ ， 需要让 防

务预算翻上一番 ； 而要达到 １ ０ ％ 的 要求 ， 则 需要

再翻一 番 。 可 想 而 知 ， 増 加 防务 支 出 会对 台 湾 民

生福祉产生多大 的挤 出效应 。

追溯 过往 ， 台 湾 上 一 次 大 幅 提 高 防 务 开 支 ，

还是在美 国 撤 出 越南之后 。 当 时 ， 西 贡 陷 落让 台

湾 当 局 深感不 安 ， 也 对美 国 背 弃盟 友 倍感 沮丧 。

随后 ， 台 湾军事开 支逐年增加 ， 并在 １ ９ ７ ９ 年飙升

至 ＧＤＰ 的 ７ ． ５ ８ ％ 。 上世纪 ８ ０ 年代末 ， 随着两岸

关系逐步融冰 ， 台 湾军事 支 出 逐年 下 降 。
１ ９ ９ １ 年

后低于 ＧＤＰ 的 ５ ％ ， 而 １ ９ ９ ９ 年后 开始进人 ２ ％ 时

代 ， 并且一度低至 １ ． ７ ％ 。 两岸 经过多少磨难 ，

才有 了 和平稳定 的局 面 ， 才形成融合发展 的 愿景 。

而今 ， 民进党 当 局 出 于政 治 私 利 ， 不断播 撒
“

反

共仇 中
”

的对抗思想 ， 严重破坏两岸关系稳定 。

广大 台 湾 民众应该看到 ，

“

台 独
”

势力 在美 国

别有用 心 的
“

友 台
”

力 量 支持下 ， 操弄危 如 累 卵

的政治游戏 ， 从根本上说是 与 台 湾社会 的 民 生 福

祉相悖 的 。 如果 台 湾 当 局 迫 于美 国 压 力 ， 大 幅提

高军事开 支 ， 恐怕 只 会招来 大陆更大力 度 的 军事

反制 ， 让 台 湾变得更不安全 ， 让 台 海 地 区 形势更

加不稳定 。 如果 民进党 当 局期 盼在 中 美竞 争格 局

中博取机会 ， 推动
“

务实 台 独
”

取 得 哪 怕 一 丁 点

进展 ， 恐怕 也 只会掏空 台 湾经济 ， 只 会加 剧 两岸

同 室操戈 的风险 。

台 湾 民 众 应 该 认 识 到 ， 台 湾 只 是 美 国 用 来

“

对抗 中 国
”

的筹码 ， 美 国不允许 台 湾方面反客为

主 ， 更不会让
“

美 国 优先
”

的 利 益原则 因 台 湾 而

受到损 害 。 诚然 ， 美 国看重 台 湾 的 地缘政治价值 ，

企 图将 台 湾打造成其推进 印太 战 略 目 标 的前沿 阵

地 。 但是 ， 在俄乌 冲 突延 宕 和 中 东 地 区 形势 紧 张

的复杂地缘政治 背景下 ， 美 国 不愿看 到 也无力 应

对 台 湾局势升 温带来 的 冲击 。 况 且 ， 亚太地 区 军

事平衡 已经发生质 的变化 。 美 国所谓
“

第一 岛链
”

日 益从
“

战略资产
”

变成
“

战 略负 担
”

。 在不断变

化的形势 面前 ， 台 湾 民众不应过高估计本 岛 对美

国 的价值 。 随着 ２ ０ ２ ４ 年两 大选举相继落幕 ， 台 湾

民众应该淡化选举过程 中 人为 加 剧 的 意识形态 氛

围 ， 对 自 身前途命运有更理性 的长远思考 。

结语

早在半 个 多 世 纪 以 前 ， 著 名 汉 学 家 费 正 清

（ Ｊ ｏｈｎＫ ｉｎｇＦａ ｉ ｒ ｂ ａｎｋ ） 就 曾 指 出 ，

“

中 国人 民 中 间

翻天覆地 的变 动 ， 中 国 社会 的质 的 变化 ， 在美 国

是无人知 道 的 。 与 此 同 时 ， 我们 同 人 民共 和 国 的

残敌的 紧密关系 ， 助长 了 我们对它 的敌意
”

Ｚ
３ ３ 今

天 ， 美 国极端反华势力 与 岛 内 台 独 分子 的 密 切联

系 ， 再次助 长 了 美 国 对 中 国 的 敌意 ， 也 给 台 海地

区和平稳定带来不 确 定 的 风 险 。 以 史 为鉴 ， 两 岸

及美 国爱好和 平 的人们应该联合起来 ， 共 同 反对

这种绑架所有人前途 和命运 的危 险行 为 。 在这个

世界上 ， 没有任何人 比 两岸 民 众更期 盼 台 海地 区

和平 、 稳定 与 繁荣 。 对 大 陆 而 言 ， 追 求 和 平 、 稳

定与繁荣始终是争取 台 湾 民 心 的 最佳手段 ， 而硬

实力始终是对任何
“

麻烦制造者
”

的最好 回应 。

（责 任 编 辑 ： 何柳 ）

〔 １ 〕 香 港 中 评 社 ： 《 台 明 年 总 预 算逾３兆 防 务 支 出亿 第Ｏ ， ｈｔ ｔ ｐ ｓ
：／ ／ｗｗｗ ．ｃ ｒｎｔ ｔ ．ｃｏｍ／ ｃ ｒｎ ｗ ｅ ｂ ａｐｐ ／ ｔｏ ｕ ｃ ｈ／ ｄ ｅ ｔ ａ ｉ ｌ ．

 ｊ
ｓｐ ？ｄｏ ｃ ｉ ｄ

＝

 １ ６ ０ ０ ４ １ １ ５ ９
， 最 后 检 索 日 期 ：

２ ０ ２ ４ 年 １ ０ 月 ６ 曰 。

〔 ２ 〕Ｓ ＩＰＲ ＩＭ ｉ ｌ ｉ ｔ ａ ｒｙ 
Ｅｘｐ ｅｎｄ ｉ ｔ ｕ ｒ ｅＤ ａ ｔ ａｂ ａ ｓ ｅ

，ｍ ｉ ｌ ｅｘ ． ｓ ｉ ｐ ｒ ｉ ． ｏ ｒｇ ／ ｓ ｉ ｐ ｒ ｉ ， 最 后 检 索 日 期 ：
２ ０ ２ ４年１ １月２ ７日 。

〔 ３ 〕 费 正 清 著 ， 张理 京 译 ： 《 美 国 与 中 国 》 （ 第 四 版 ） ， 世界 知 识 出 版 社 １ ９ ９ ９ 年版 ， 第 ３ ３ ６ 页 。

５８



美 国 对 华政策 调 整 及其 台 海政策 走 向

Ａｄ
ｊ

ｕｓ ｔｍｅｎ ｔｏｆＵ ．Ｓ ．Ｃ ｈ ｉ ｎａＰｏ ｌ ｉ ｃｙａｎｄ Ｉ ｔｓＴａ ｉｗａｎＳ ｔ ｒａ ｉ ｔＰｏ ｌ ｉ ｃｙＤ ｉ ｒｅｃ ｔ ｉ ｏｎ

ＷａｎｇＷ ｅ ｉ

Ａｂ ｓ ｔ ｒａｃ ｔ ：Ｉｎｒ ｅ ｃｅｎ ｔ
ｙ ｅ ａ ｒ ｓ ？Ｔｈ ｅＵ ．Ｓ ．ｈａ ｓａｂ ａｎｄｏｎｅ ｄｔｈ ｅ

“

ｅｎｇａｇ ｅｍ ｅｎ ｔ

”

ｐ ｏ
ｌ ｉ ｃｙｔ ｏｗ ａ ｒ ｄＣｈ ｉｎａ ， Ｓｈ ｉ ｆ ｔ ｉｎｇｔ ｏ

ａｃｏｍｐ ｅ ｔ ｉ ｔ ｉ ｖｅｓ ｔ ｒ ａ ｔ ｅｇｙｔｏｗ ａ ｒｄＣｈ ｉｎａ ｉｎ ｓ ｔ ｅａ ｄ ．Ｂｅ ｃａ ｕ ｓ ｅｏ ｆ
ｇ ｅｏｐ 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ａ ｌｓ ｔ ｒａ ｔ ｅｇ ｉ ｃｖａ ｌ ｕ ｅ ， ｓ ｉ ｇｎ ａ ｌｔ ｒ ａｎ ｓｍ ｉ ｓ ｓ ｉ ｏｎ

ｖａ ｌ ｕ ｅ
，

ａｎｄｓｏ ｃ ｉ ｏ ｐ ｓ ｙ ｃｈｏ ｌｏ ｇ ｉ ｃ ａ ｌｖ ａ ｌ ｕｅ
， ｔｈｅＴ ａ ｉｗａｎｒ ｅｇ ｉ ｏｎｈａ ｓｂ ｅ ｃｏｍ ｅａｎ ｉｍ ｐ ｏ ｒ ｔ ａｎ ｔｍ ｅａｎ ｓｆｏ ｒｔｈｅＵｎ ｉ ｔ ｅｄ

Ｓ ｔ ａ ｔ ｅ ｓｔ ｏ
“

Ｅｘｐ ｌ ｏ ｉ ｔＴ ａ ｉｗ ａｎｔ ｏＣｏｎ ｔ ａ ｉｎＣｈ ｉｎａ
”

．Ｔ ｈ ｅ ｉｎ ｔ ｅ ｒａ ｃ ｔ ｉ ｏｎｂ ｅ ｔｗ ｅ ｅｎｔｈ ｅＵ ．Ｓ ．ａｎｄｔｈ ｅＴ ａ ｉｗ ａｎｒ ｅｇ ｉ ｏｎ

ｉｎｍ ｉ ｌ ｉ ｔａ ｒｙｓ ｅ ｃｕ ｒ ｉ ｔ ｙｈａ ｓｂ ｅ ｃｏｍ ｅａｍ ａ
ｊ
ｏ ｒｒ ｉ ｓｋｆｏ ｒｃ ｒ ｏ ｓ ｓ Ｓ ｔ ｒａ ｉ ｔ ｓｒ ｅ ｌａ ｔ ｉ ｏｎ ｓ ．Ｉｎｔｈ ｅ２ ０ ２ ４Ｕ．Ｓ ．ｅ ｌ ｅ ｃ ｔ ｉｏｎ ，

Ｔ ｒ ｕｍｐｍ ａ ｄｅａ
ｐ ｏｗ ｅ ｒ ｆｕ ｌｒ ｅ ｔ ｕ ｒｎｔ ｏｔｈ ｅＡｍ ｅ ｒ ｉ ｃａｎ

ｐ 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ａ ｌｓ ｐｈｅ ｒ ｅ  ？ａｎｄｔｈ ｅＲ ｅ ｐｕｂ ｌ ｉ ｃａｎＰａ ｒ ｔ ｙ
ｗｏｎｂ ｏ ｔｈｔｈ ｅ

ｐ ｒ ｅ ｓ ｉ ｄｅｎ ｔ ｉ ａ ｌａｎｄｌ ｅｇ ｉ ｓ ｌ ａ ｔ ｉ ｖ ｅｅ ｌ ｅ ｃ ｔ ｉ ｏｎ ｓｈａｎｄ ｉ ｌ ｙ ，ｃ ｒ ｅ ａ ｔ ｉｎｇａ
“

ｕ ｎ ｉ ｆ ｉ ｅｄｇ ｏｖ ｅ ｒｎｍ ｅｎ ｔ

”

ｇｏｖｅ ｒｎａｎ ｃｅｐ ａ ｔ ｔ ｅ ｒｎ ．

Ｄｕ ｒ ｉｎｇｔｈｅｅ ｌ ｅ ｃ ｔ ｉ ｏｎｃａｍ ｐ ａ ｉｇｎ ，Ｔ ｒ ｕｍｐ

？

ｓｔ ｅ ａｍｓ ｔ ｒ ｏｎｇ ｌ ｙｕ ｒ ｇ ｅ ｄｔｈｅＴ ａ ｉｗ ａｎｒ ｅｇ ｉｏｎｔ ｏｓｕｂ ｓ ｔ ａｎ ｔ ｉ ａ ｌ ｌ ｙ
ｉｎ ｃ ｒ ｅａ ｓ ｅ

ｍ ｉ ｌ ｉ ｔ ａ ｒ ｙｅｘｐ ｅｎｄ ｉ ｔｕ ｒ ｅ ｓａｎｄｆｏ ｒ ｃｅ ｄｉ ｔｔｏｓｈｏ ｕ ｌ ｄｅ ｒｇ ｒ ｅａ ｔ ｅ ｒ
“

ｓ ｅ ｃ ｕ ｒ ｉ ｔ ｙ

”

ｒ ｅ ｓ ｐ ｏｎ ｓ ｉ ｂ ｉ ｌ ｉ ｔ ｉ ｅ ｓ ．Ｉ ｆｔｈ ｅＤＰＰ
’

ｓ

ａｕ ｔ ｈｏ ｒ ｉ ｔ ｉ ｅ ｓｒ ｅ ｓ ｐ ｏｎｄｔ ｏｔｈ ｅＵ ．Ｓ ．ａｎｄ ｉｎ ｃ ｒ ｅａ ｓ ｅ ｉ ｔ ｓｍ ｉ ｌ ｉ ｔ ａ ｒ ｙｅｘｐ ｅｎｄ ｉ ｔｕ ｒ ｅｗ ｉ ｔ ｈｏ ｕ ｔ ｌ ｉｍ ｉ ｔ  ？ｔｈｅＴ ａ ｉｗ ａｎｒ ｅｇ ｉ ｏｎ

ｗ ｉ ｌ ｌｏｎ ｌ ｙｂ ｅｈｏ ｌ ｌｏｗ ｅｄｏｕ ｔ ，ａｎｄｔｈ ｅｒ ｉ ｓｋｏ ｆｓ ｔ ｒ ｕｇｇ ｌ ｅ ｓａ ｃ ｒｏ ｓ ｓｔｈｅＳ ｔ ｒ ａ ｉ ｔｗ ｉ ｌ ｌｏｎ ｌｙｂ ｅｈｅ ｉｇｈ ｔ ｅｎ ｅｄ ．

Ｋｅｙｗｏ ｒ ｄ ｓ ：Ｔ ｈ ｅ２ ０ ２ ４Ｕ ．Ｓ ．Ｅ ｌ ｅ ｃ ｔ ｉ ｏｎ ，Ｓ ｔ ｒａ ｔ ｅｇ ｉ ｃＣｏｍｐ ｅ ｔ ｉ ｔ ｉｏｎ ，Ｓ ｉ ｔ ｕ ａ ｔ ｉ ｏ ｎＡ ｃ ｒｏ ｓ ｓｔｈ ｅＳ ｔ ｒａ ｉ ｔ ，
“

Ｅｘｐ ｌ ｏ ｉ ｔ

Ｔ ａ ｉｗ ａｎｔ ｏＣｏｎ ｔａ ｉｎＣｈ ｉｎａ
”

Ａｕ ｔ ｈｏ ｒ ：Ｗ ａｎｇＷ ｅ ｉ ｉ ｓＰ ｒｏ ｆ ｅ ｓ ｓ ｏ ｒａ ｔＳ ｃｈｏ ｏ ｌｏ ｆＩｎ ｔ ｅ ｒｎａ ｔ ｉ ｏｎａ ｌ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ｓａｎｄＥ ｃｏｎｏｍ ｉ ｃ ｓ ，Ｕｎ ｉ ｖｅ ｒ ｓ ｉ ｔ ｙｏ ｆＣｈ ｉｎ ｅ ｓ ｅ

Ａ ｃａ ｄ ｅｍ ｙｏ
ｆＳｏ ｃ ｉａ ｌＳ ｃ ｉ ｅｎ ｃ ｅ ｓ ，ａｎｄＤ ｅｐ ｕ ｔ ｙＤ ｉ ｒ ｅ ｃ ｔｏ ｒ

，Ｒ ｅ ｓ ｅ ａ ｒ ｃｈＦｅ ｌ ｌｏｗｏ ｆｔｈ ｅＦｏ ｒ ｅ ｉ
ｇｎ

Ａ ｆ ｆａ ｉ ｒ ｓＲ ｅ ｓ ｅａ ｒ ｃｈ

Ｏ ｆ ｆ ｉ ｃ ｅａ ｔｔ ｈ ｅＩｎ ｓ ｔ ｉ ｔ ｕ ｔ ｅｏ ｆＡｍ ｅ ｒ ｉ ｃ ａｎＳ ｔ ｕｄ ｉ ｅ ｓ
，Ｃｈ ｉｎｅ ｓ ｅＡ ｃａ ｄ ｅｍ ｙｏ ｆＳｏ ｃ ｉ ａ ｌＳ ｃ ｉ ｅｎ ｃ ｅ ．

（上接第 ３ ９ 页 ）

Ｔ ａ ｉｗ ａｎｒ ｅ ｌ ａ ｔ ｉｏｎ ｓｈ ｉ

ｐｆａ ｃｅ ｓｎｅｗｖａ ｒ ｉ ａ ｂ ｌ ｅ ｓａｎｄｕｎ ｃｅ ｒ ｔａ ｉ ｎ ｔ ｉ ｅ ｓ ，
ｉｎ ｃ ｌ ｕｄ ｉｎｇＴ ｒｕｍｐ

，

ｓｔ ｒ ａｎ ｓ ａ ｃ ｔ ｉ ｏ ｎ ａ ｌａ ｐ ｐ ｒｏ ａ ｃｈ
，

ｔｈｅｃｏｍ ｐ ｏ ｓ ｉ ｔ ｉ ｏ ｎｏ ｆＴ ｒ ｕｍ ｐ
’

ｓｔ ｅａｍ ，ａｎｄｔｈ ｅＬ ａ ｉＣｈ ｉ ｎｇ ｔ ｅａｕ ｔｈｏ ｒ ｉ ｔ ｉ ｅ ｓ

？

 ｉｍｐ ｕ ｌ ｓ ｅｆｏ ｒ
“

Ｔ ａ ｉｗ ａｎ

ｉｎｄｅｐ ｅｎｄｅｎ ｃ ｅ

”

．Ｈ ｏｗ ｅｖｅ ｒ ，ｎｏｍ ａ ｔ ｔ ｅ ｒｈｏｗｔｈｅＵ ．Ｓ ．ａｎｄｔｈ ｅＴ ａ ｉｗ ａｎｒ ｅｇ ｉ ｏｎｃ ｏ ｌ ｌ ｕｄｅ ｉｎｔｈｅｆｕ ｔ ｕ ｒ ｅ ＾ｔｈ ｅ

Ｕ ．Ｓ ．ｍｕ ｓ ｔａｂ ｉ ｄｅｂｙｔｈ ｅ
“

Ｏ ｎｅ Ｃｈ ｉｎａＰ ｒ ｉｎ ｃ ｉ ｐ ｌ ｅ
”

．Ｔｈ ｉ ｓｒ ｅｄ ｌ ｉｎ ｅｏ ｆｔｈ ｅＴ ａ ｉｗ ａｎｑｕ ｅ ｓ ｔ ｉ ｏｎｍｕ ｓ ｔｎｏ ｔｂ ｅ

ｃｈａ ｌ ｌ ｅｎｇｅ ｄ ．Ｕ ｌ ｔ ｉｍ ａ ｔ ｅ ｌ ｙ ？ｔｈ ｅＬａ ｉＣｈ ｉｎｇ ｔ ｅａ ｕ ｔｈｏ ｒ ｉ ｔ ｉ ｅ ｓａ ｒ ｅｍ ｅ ｒ ｅ ｌｙｐ ａｗｎ ｉｎｔｈ ｅｈａ ｎｄ ｓｏ ｆｔｈｅＵ ．Ｓ ．
， ａｎｄ

ｓ ｏ ｌ ｉ ｃ ｉ ｔ ｉｎｇｔｈ ｅＵ ．Ｓ ．
’

ｓｓ ｕ ｐ ｐ ｏ ｒ ｔｔｏｐ ｕ ｓｈｆｏ ｒ

“

Ｔ ａ ｉｗ ａｎ ｉｎｄ ｅｐ ｅｎｄ ｅｎ ｃ ｅ
”

 ｉ ｓｄｏ ｏｍ ｅ ｄｔｏｆａ ｉ ｌ ｕ ｒ ｅ ．

Ｋｅｙｗｏ ｒ ｄ ｓ ：Ｌａ ｉＣｈ ｉｎｇ ｔ ｅ ，
Ｔｈ ｅＵ ．Ｓ ．  Ｔ ａ ｉｗ ａｎＲ ｅ ｌ ａ ｔ ｉ ｏｎ ｓ

，
“

Ｄ ｏｕｂ ｔ ｉｎｇＬａ ｉ

’ ’

，

“

Ｄ ｏｕ ｂ ｔ ｉｎｇｔｈ ｅＵ ．Ｓ ．
”

，

Ｔ ｒｕｍｐ ？Ｔ ａ ｉｗ ａｎＳ ｔ ｒａ ｉ ｔＰ ｏ ｌ ｉ ｃｙ

Ａｕ ｔ ｈｏ ｒ  ：Ｈ ｕＹ ｏｎｇ ｉ ｓＡ ｓ ｓ ｏ ｃ ｉ ａ ｔ ｅＰ ｒ ｏ ｆｅ ｓ ｓ ｏ ｒａ ｔｔｈ ｅＤ ｅｐ ａ ｒ ｔｍ ｅｎ ｔｏ ｆＩｎ ｔ ｅ ｒｎａ ｔ ｉ ｏｎａ ｌＲ ｅ ｌ ａ ｔ ｉ ｏｎ ｓ ，Ｓ ｃｈｏ ｏ ｌｏ ｆ

Ｉｎ ｔ ｅ ｒｎａ ｔ ｉ ｏｎａ ｌＧｏ ｖｅ ｒｎａｎｃ ｅ ？Ｓｈａｎｇｈ ａ ｉＵｎ ｉｖ ｅ ｒ ｓ ｉ ｔｙｏ ｆＩｎ ｔ ｅ ｒｎａ ｔ ｉ ｏｎａ ｌＢｕ ｓ ｉ ｎｅ ｓ ｓａｎｄＥ ｃｏｎｏｍ ｉ ｃ ｓ ．

５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