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11月 1 5

日 ， 美 國

新任總統歐巴馬首次踏上中國大

陸領土，進行為期3天的實際訪

問。歐巴馬在離開美國華府前，

將美、中關係定調為合作夥伴及

競爭者，這個主題伴隨了他訪問

中國大陸的3天行程，特別是在

雙邊經貿議題上。

不過這次歷史性的會晤，意

義顯然不僅如此，這次訪問備受

國際間關注，到底美國與中國大

2009年11月15日，美國總統歐巴馬首次踏上中國大陸領土，這次歷史性的會晤，顯示中美已從

「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轉向「應對共同挑戰的夥伴關係」。歐巴馬認為，地緣經濟時代來臨，

美國不能單打獨鬥，且亞太地區將領先21世紀，美國不能與亞太共同體脫鉤，「重返亞洲」已成

美國外交最緊迫之關切。
◎ 撰文／鄭玉　圖片／達志影像

重返亞洲

歐巴馬訪中
開啟中美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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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就此建立了何種新關係？而這

層關係對於亞太地區乃至台灣的

影響是好是壞？都是人們亟欲瞭

解的議題。

對等地位  

緊密合作共創新景

對於歐巴馬首次訪中，北

京國際關係學者多認為，經過1

年的評估觀察，歐巴馬的亞洲政

策逐漸清晰，維持並加強和中國

大陸的合作，是其亞洲政策的重

心。美國對亞洲事務的介入，會

比布希時期更積極、靈活。

長期觀察國際政經關係的美

國博爾大學經濟學教授鄭竹園指

出，中國大陸與美國建交30年

中，中國大陸一直處於被施壓的

角色，在國際舞台上扮演無發言

權的配角，「儘管最近5年隨著

經濟的突飛猛進，中國大陸開始

建立大國格局，可是仍無法與美

國並駕齊驅，直到2008年的金融

海嘯，才徹底改變此一形勢。」

因為美國經濟在金融海嘯裡

遭受空前重創，中國大陸經濟卻

依舊維持8%的經濟成長率，不但

一舉晉升全球最大出口國，持有

全球最大外匯資產，甚至還成為

美國最大債權國。

中國大陸的國際形象與地位

亦同步水漲船高。2009年4月倫

敦G20高峰會議中，中國大陸的

影響力已不下於美國。鄭竹園認

為，在世人的心目中，中美兩國

已處於對等地位，無論在經濟、

能源、氣候變化各方面，中美兩

國只有緊密合作才能共創新景。

中美聯合聲明  

共同分擔全球責任

事實上，中美兩國建立的新

關係，已經充分反應在歐巴馬臨

行前，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發

表長達6,400字的「中美聯合聲

明」裡。對於國際間來說，這份

聯合聲明意義重大，不只因為它

特別長，或因它是中美建交以來

的第2份聯合公報，主要在於它

對兩國未來關係重新定位，說明

中國大陸與美國將在21世紀攜

手共同迎接全球新挑戰，發揮作

用，領導全世界。

「中美聯合聲明」更超越傳

統的中美雙邊關係範疇，開始論

及全球問題，從亞太地區共同利

益，到朝鮮半島、伊朗的核擴散

問題，乃至阿富汗與巴基斯坦問

題，雙方皆提出意見，可看出美

國逐漸願與中國分擔全球責任。

過去的競爭對手  

今日的合作夥伴

鄭竹園分析，美國對中國大

陸的立場之所以由過去的「競爭

對手」轉變為合作夥伴，主要有

2大基本因素。

首先，從經濟關係來看。經

過近30年的發展，中美兩國經

濟往來由競爭進入依存關係。雙

方貿易額由建交初期的24.5億美

元發展到2008年的3,337.4億美

元。30年間增加達136倍，雙方

並已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

同時，美國對中國大陸投資

也逐年增加。到2008年美商在中

國大陸投資項目達5.6萬。總投資

■�對於歐巴馬首次訪中，北京國際關係學者多認為，歐巴馬的亞洲政策逐漸清晰，維持
並加強和中國大陸的合作，是其亞洲政策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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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超過600億美元。2008年底，

在中國大陸2萬2,000億美元的外

匯存底中，有1萬7,000億為美元

資產，其中有8,000億美元是購

買美國政府公債，中國大陸儼然

成為美國公債的最大持有者。中

國大陸此舉不僅有助消弭美國龐

大的財政赤字，中國大陸資金的

源源流入，亦維持美國債券市場

的穩定。

其次，在國際關係上，美國

兩大敵對國北韓與伊朗，都和北

京有密切交往。美國為對付北韓

的6方會談與制裁伊朗的計劃，

都必須中國大陸的參與，並從中

進行斡旋。2009年7月在「中美

首輪戰略與經濟對話中，歐巴馬

曾提出「讓中美兩國共同締造21

世紀」的心願，顯示美國總統對

兩國合作的高度期待。

重返亞洲  

美國外交最緊迫之關切

英國廣播公司（BBC）說：

「中美兩國並不需要成為對手關

係。」評論歐巴馬與胡錦濤的會

面則說：「兩國之間的關係呈現

一種已建立的超級力量，和正在

逐步展現的巨大影響力。」

紐約大學終身教授熊玠也指

出，自從華爾街崩潰與金融海嘯

發生以來，美國深感其國際地位

發生動搖，為了應付21世紀地緣

經濟所需，美國必須照顧到自身

經濟安全以及其在國際金融與經

濟領域是否能繼續扮演以前「龍

頭」作用。

再者，則須善於應付國際

主要經濟集團間的權力均衡，方

能維持其原有的領導地位。在今

日亞太地區（東亞與東南亞）被

公認為世界經濟發動的火車頭之

際，美國近年來一再被該地區蓄

意排斥在外。因此，「重返亞

洲」已成美國外交最緊迫之關

切。

熊玠表示，亞太地區是今日

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而且最具持

續力的區域。全世界的前3個最

大經濟體：美國、日本、中國大

陸，有兩個在亞太地區；5個能

源消費大國，也有3個在此區，

即中國大陸、日本、南韓。而擁

有全球最多外匯儲備的兩個國

家—中國大陸、日本，亦全在這

裡。尤其，自2008年爆發國際金

融海嘯以來，美國經濟呈現負成

長，世界其他地區也身受其害，

例如G7國家一般均顯示有3.5%的

衰退，可是唯有亞洲地區受害最

輕，復甦也最快。

看重亞太地區經濟實力  

改以亞洲為發展核心

根據《經濟學人》2009年8

月15日的報導，這1年來中國大

陸、印尼、南韓仍有近10%的成

長率，日本經濟雖然近年來一直

受困，但也比西方工業化國家康

復的快；其他亞太地區的經濟體

一般也有5%成長率。加上，美國

在世界上最大的債主—－中國大

陸也在本區，等於是說亞太地區

在經濟與金融上所驚人實力，都

是美國絕對不能忽略的。

熊玠認為，「美國對亞洲

的期望，乃在克服亞洲之疏離，

俾能成為正在演變中東亞共同體

的一份子，或至少成為它的夥

伴。」因此，歐巴馬此行一再強

調美國也是一個亞太國家，主要

就是想借重中國大陸在今日全球

經濟的特殊地位以及其在東亞之

影響力，來助美國一臂之力。

在此種情形下，歐胡峰會後

之中美兩國間，亦將由雙邊關係

轉變為在世界重大事務上有共同

在世人的心目中，中美兩國已處於對等地位，

在各項重大議題上，中美兩國只有緊密合作才能共創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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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之戰略夥伴。

正因如此，歐巴馬在參加亞

太經合會（APEC）年會以後，又

特地參加了東協國組織的峰會。

還自詡為第一位參加該組織峰會

的美國總統，其目的乃在消除以

前（自1967以來）美國忽視該組

織的不良印象。而他在繼G20峰

會以及在亞太經合會場合已經會

見了中國胡錦濤主席後，還要堅

持去訪華三日再與胡主席密談的

用意，也是由於這個緣故。

美國自開國以來，其外交一

直是重歐輕亞。而今以後，恐怕

要改為以亞洲為其核心。種種跡

象均顯示21世紀將為亞太世紀。

此次歐巴馬之東行與成果，毫

無疑問地顯示了美國在本世紀的

外交核心是在亞洲，這點無庸否

認。

及早建立自由貿易區  

不與亞太共同體脫鉤

或許太著重於中美新關係

的建立，這次歐巴馬訪中並未提

到台灣議題，令台灣方面頗為失

望。不過，熊玠指出，根據歐

巴馬與胡錦濤會後發表的《聲

明》，在雙方重申中美之間要

「穩步建立應對共同挑戰的夥伴

關係」之後，緊接著來的是要

「強調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的重

要性」，美方遂即表示奉行「一

個中國」政策。

雖然這份《聲明》兩次重複

表達美國在中美關係上遵守「中

美三個聯合公報」，但在胡歐記

者招待會各自表述意見時，歐

巴馬卻加了台灣所關注的美國的

《台灣關係法》。「這樣一來，

面子裡子全照顧到了，台灣也應

該放心了，」熊玠說。

中美關係穩定發展

台商成最大受惠者

隨著中美關係進入新時代，

中國大陸未來在國際事務及經濟

事務上，有著重大影響力，這樣

的變化有助於中國大陸經濟成長

持續成長，並讓台商受惠，因為

台灣生存發展的命脈在經濟；面

對近年中國大陸經濟崛起，以及

全球化與區域經濟加速整合的趨

勢，兩岸經貿已成為台灣經濟發

展最不可忽視的關鍵部分。

目前中國大陸已是台灣最

大貿易夥伴、最大出口地區、最

大貿易順差來源，也是台商對外

投資的最主要地區。面對如此密

切的兩岸經貿關係，中國大陸的

壯大，為台商們所樂見， 金仁

寶集團董事長許勝雄指出，中國

大陸是帶動全球經濟成長的主要

引擎，台灣企業長於製造、改

良，並有國際行銷經驗；中國大

陸擁有廣大生產資源，如土地、

勞工、極高效行政和基礎建設，

以及消費市場、研發能力等，因

此，台商投資中國大陸進行兩岸

分工、行銷全球之成績，令人刮

目相看。隨著中國大陸崛起，兩

岸密切合作無形中也有助台商成

長。

此外，美國原本就是台灣最

主要的貿易伙伴，若中國大陸與

美國關係持續穩定發展，台灣無

疑是其中最大受惠者。■ 

■�美國近年來一再被亞太地區排斥在外，因此，「重返亞洲」已成美國外交最緊迫之關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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