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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才培育向來為國軍訓練之重點，智庫交流亦是其中一環。國防部

執行智庫派訓已行之有年，每年均會遴派具備語文專長之幹部赴美、日、

英及部分歐洲國家智庫受訓，冀人員返國後，能回饋所學新知及專業，

為國防改革做出貢獻。  

美國智庫相當盛行，應與其文化有所關連，美國向來強調專業領導

與群體智慧，階級高並不一定代表所做出的決策都會是最好的決策，智

庫形成之目的，即在運用學術專業人才，或以蒐集民意，或以專業研究，

針對政治、商業或軍事政策提出建議，期能為國家、政府等公部門貢獻

專業意見。美國智庫對政府的影響力極大，原因在於在內的資深研究員，

多為各界敬重的專家，或實際長期任職於政府公部門的政治人物，美國

施政多會聽取各方智庫之想法，故在基本方針上並不會與民意相悖甚遠。

智庫的另一項功能，即是當政府官員囿於政策規範或國家戰略，無法隨

意與他國政府交換意見時，智庫學者就能於非官方場合中（如研討會等），

代表政府發聲或交換意見。  

職參訓智庫為美國哈德遜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哈德遜研

究所位於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D.C.），是美國的首都及聯邦政府

的所在地。作為世界超強大國的政治中心，華盛頓特區雖然沒有如紐約

市的繁華，但城市整潔且富寓人文氣息，區域內坐落各類公園，博物館，

且多為免費參觀，為市民及觀光客提供遊憩及教育的服務。哈德遜研究

所屬保守派智庫，創立於 1961 年，歷史悠久，曾在川普政府時期提供

很多支持，在未來川普仍有機會再執政的政局下，該智庫有著極大影響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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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本次有機會代表國軍赴美國哈德遜研究所做研究，職深感榮幸，會

選擇國際關係作為研究主軸，係因國際關係屬政治學一環，主要探討戰

爭與和平，公共組織，合作與競爭等政治現象。傳統國際關係多著眼於

大國間的對等關係及權力平衡等方面，但國際關係研究，對中，小國家

而言更為重要，因在權力不對等的國際社會中，小國更需要考量整體國

際形勢，做出更適切的戰略判斷。  

在現今仍是一超多強的世界局勢中，美國與中國無疑是當今最有影

響力的國家之一。有趣的是，兩國代表的卻是  截然不同的  民主與威

權政體。儘管中國高唱  「  和平崛起，絕不稱霸  」，美、中關係確實

因多方面的衝突降至冰點，而南海是最能體現兩國可能造成軍事衝突的

熱點。從美  、 中關係的視角切入探究南海問題，主要是有  2 個原因  

首先，美、中關係對於南海問題的解決至關重要。從歷史上看， 美  中

關係的演變對南海問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導致了解決南海問題的複雜

性；反觀當今現實，美國對南海問題的關注，  從保持相對中立到輕度

介入再到深度介入，在南海問題上扮演著越來越重的角色。作為當今世

界唯一的超級強國，美國是解決南海問題的關鍵之一，如何從美、中關

係的  視角  分析並  理性  解決南海爭議是當前需要思考的問題。其次，

南海擁有豐富的資源，尤其是石油及天然氣，對資源進口取向的強權美、

中而言，無疑是維持國家經濟發展的  命脈  ；再者，素有  「  亞洲地

中海  」 之稱的南海，連接太平洋和  印度洋，是歐、亞、非三大洲的

重要海上通道，由於亞太地區的貿易在冷戰後逐漸蓬勃，南海成為國際

貿易中重要的航道，並成為眾多外貿國家的海上生命線，故南海也被稱

作是  「  世界第三黃金水道  」；對“重返亞太”之後的美國及海權崛

起的中國而言，重新調整在亞洲戰略佈局，極具戰略交通要道地位的南

海自然十分重要。  

我國身為南海聲索國之一，且實際領有太平島主權，故職研究試以

美、中兩國視角，檢視南海爭議；並從政治、軍事及經濟戰略等切入；

自中美關係演進，詮釋南海局勢及走向，以為我國後續戰略發展之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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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受訓過程 

一、  研討會及座談  

在訓期間，哈德遜智庫安排多次研討會與座談會（實體或線上），

內容可從政治、經濟、民族意識及國家戰略等多角度切入，探討國

際議題，雖然內容不僅侷限於美、中關係，但豐富的會議資料與專

家間的談話內容，均對職的研究有一定的發想與啟發；如邀請吾爾

開希先生發表自身對中國共產黨的看法；澳洲前總理艾伯特（ Tony 

Abbott）針就東南亞情勢、美、中競爭及臺海危機等表達意見；與

日本眾多專家學者研討臺海局勢的對應方針，著重於美、日、臺經

濟架構、政治作戰與信息作戰等方面，均讓職對美、中關係及區域

安全有更深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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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流活動  

為保持良好互動，智庫與在美研究學官亦有安排尾牙，抽獎活動及

餐敘等活動，以增進美、臺情誼，促進文化交流。餐敘中除對彼此

有更深認識外，亦對當前國際局勢、國家政策、全球議題及科技發

展等交換意見，在愉快的氛圍中，理解並學習相關知識，讓職收益

良多。此外，職亦參加在美僑胞舉辦之元旦升旗典禮，拜會蕭美琴

大使，亦讓職在美生活體驗更加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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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我研習  

為隨時保持新知，職在訓期間大量閱讀美國報章雜誌相關社論及時

事報導。平日於哈德遜智庫個人研究室，針對主題查詢智庫館藏之

研究報告，假日於社區圖書館翻閱文獻書籍，不僅有助於研究撰寫，

對職語文能力亦有提升。  

 

 

 

 

 

 

 

四、  文化洗禮  

在美期間，職亦運用閒暇之餘參訪紐約，波士頓、芝加哥及佛羅里

達等著名景點，參觀自由女神、自由鐘等歷史博物館，瞭解美國獨

立建國歷程，遊覽芝加哥運河，融入當地美國生活文化；熟悉美國

文化，是有效提升語文理解能力的一環，亦促進美、臺間文化交流

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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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受訓學習心得 

一、 就美中關係而言 

（一）自 2008 後，美中關係就一直處於高張度的競合關係，兩國都

認為自己最好，都居於領導地位，彼此競爭卻又互相影響，

去年在阿拉斯加的美中會談只是將實際上的情況放在檯面上

而已；重點在於美中能否在此中高度競合關係中共存，部分

美方學者抱持樂觀態度。  

（二）拜登與川普對中政策最大的不同在於，拜登置重點於競爭而

非對抗，所謂競爭在於讓自己在更方面都能勝過對手，進而

保全自己，但美中兩國領導人都很清楚，在某些方面，美中

仍是需要合作的。  

（三）在中共的觀點下，美中間的緊張關係歸咎於美國，一方面美

國企圖以中共為主要目標來整合國內的分裂情況，另一方面，

中共也認為美國的影響力也大不如前。美國學者普遍都認為

所謂的 "東昇西降 "，其實不是事實，中共似乎低估美國人的

韌性，而中共，尤其是習近平上台後的中央集權，很可能會

使領導階層誤以為做了正確的判斷，而將國家置於險境；但

相較與美國之件的關係，國內的發展現在才是中共重中之重。

面對彼此的危脅，中美只好努力地拉幫結盟，以確保自己的

國際利益。  

（四）美中關係是彼此競爭卻又互相依存的關係，不同的政治體系，

不同的目標及重點導致兩國競爭，但每年美中高達 7 億美金

的交易量及 4 億美金的投資，在經濟上的緊密關係，還有共

同議題，如伊朗，北韓及氣候變遷，都使得 2 國必須要合作。  

（五）美中關係中的競爭與對抗，其中的分界線是模糊的，需要長

時間的觀察，但部分學者認為對抗中國，對美國而言，並不

是好事，除了會讓中共更針對美國外，也迫使美國的盟友必

須選邊站，最後都會對美國造成負面影響。  

（六）美國也許在某些方面無法改變中共，但美國信念與國際影響

力，卻可以在某些地方影響中共決策，如新疆，維吾爾族等

議題，美國必須要運用不同機制，檯面上或檯面下呼籲，要

求中共改進，並運用各種手段提升中共執行錯誤決策的代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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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臺灣只是中共眾多目標的其中一項，雖然是重點，但目前的

判斷，以武力侵台的機率比較小，但絕對有可能，所以美國

除了在軍事上要支持台灣，在其他方面，如科技，也要提供

相當的援助，以維持區域和平，美方學者認為，與其阻止中

共發展，不如比中共更快發展，致力於本身實力的厚植會比

對抗更來的有效。  

二、 就中國經濟而言 

（一）中國經濟近 10 年有衰退現象，尤其是改革開放上面，習上任

後對私人及外資公司造成很大影響，越來越偏左派。  

（二）經濟上國營企業佔很大比例，而私人企業也逐漸被公權力介

入，影響投資者信心。  

（三）調查指出美國公司面臨在中國投資最大的挑戰是美中關係，

而在美國政府如何在政策層面協助他們的地方卻有限，儘管

中國市場有利可圖，但中國政策影響他們的競爭力。  

（四）中國經濟融合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民主跟極權並存，恆

大事件有可能是其中一大因素，畢竟房市約佔中國 GDP 百分

之 20，但中國很快做出相對應處置，阻止進一步房市泡沫化，

儘管如此，是當的開放與改革，仍是中國想要維持經濟成長

的主要關鍵。  

（五）意識形態仍主導中國政策，明年會是中國的關鍵年，中國極

可能不會改變現行作法，儘管經濟在走下坡。研究著應以過

去 10 年為基礎，做出對中國走向的預測。  

（六）中美在經濟上的合作仍是比較有利的，但企業界對這方面是

失望的，中美關係現行仍存在許多問題，如承諾、關稅等。  

（七）習近平明顯不想走自由市場機制的路線，從他致力解決貧富

不均的問題可看出。自習 2013 年上任以來，也做了許多開放

市場的改革，也許效果不如預期，讓中國領導階層重新考慮

其必要性，恆大事件也讓中國改走保守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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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就美、中南海戰略而言 

（一）政治方面，雙方均主張「管控分歧，鬥而不破」，但論點上分

別以「海上貿易自由」和「雙軌外交」為主軸，試圖削弱對

方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最大化他們的國家利益。然而，美

國和中國在南海的共同利益是有限的，且因為美中之間有意

識形態的巨大差異，因此，兩者之間存在「競爭」的可能性

仍大於「合作」。  

（二）在軍事方面，美國和中國在南海的軍事行動中並沒有相互讓

步，雙方訴諸“航行自由”和“軍事演習”來鞏固國家利益。

並藉灰色地帶行動掩護其目的，研判美中之間發生大規模軍

事衝突的可能性較小，但風險也將隨著美國和中國軍隊之間

頻繁接觸而提高。  

（三）在經濟方面，南海是主導全球貿易和能源運輸的戰略水域。

美國認為南海是遏制中國經濟擴張的關鍵，而對中國來說，

南海代表著國家整體發展和安全的核心利益。南海與美中關

係密切相關。儘管美國近年來以「關稅」及「技術脫鉤」等

方式打擊中國，但雙方經濟依賴依舊盤根錯節，難以擺脫。

因此，南海未來的僵局仍會持續，甚或演變為區域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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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建議事項 

一、 在戰略上，親美但不盲從，堅定但不堅持 

美、中競爭局勢，猶如兩隻大象打架，應避免無端介入，進而

引爆衝突；另一方面亦可藉由外交斡旋，靈活應對美、中政策，

以爭取國家最大利益。對守護中華民國的立場堅定，但在政策

外交上應有彈性，避免刺激性言論或行動，爭取建軍備戰時間。  

二、 強化美、臺軍事交流，重視語言人才培育 

運用美、中關係緊張之際，加速與美、日各項軍事合作，尤須

增加赴美、日受訓員額及爭取參加區域演習的機會，強化區域

聯合作戰能力。美軍及國軍應強化雙方軍事交流；另建議由國

安會針對整體國力指導國防施政，並協調各部會配合主導美臺

兩軍合作，上至高階將領互訪，下至基層部隊見習，制定長久

可行計畫，深化兩軍合作關係，以利後續作戰行動整合及驗證

作為；並對派外人員安排長遠任用規劃。  

三、 經驗傳承 

（一）智庫研究在世界局勢、國際關係及國家政策等方面十分專業，

建議參訓人員在訓前能廣泛閱讀相關資料及書籍，吸收新知，

培養國際觀及世界觀，對相關議題須有一定敏感度，並具一

定專業，俾利後續研究交流。  

（二）語言的學習不能中斷，尤其需針對口說及聽力等國人普遍缺

乏的能力多作加強，以應對平日與英語為母語的專家人士交

流溝通之利器。把握平時日常生活中各項機會練習英語簡報

及口語表達能力，因為在研討會或座談會時，會有許多時機

需要發言，能夠藉此機會讓各國人員認識、瞭解國軍，或適

時作出澄復。當然，擁有優異的語言能力，亦是各式情報的

來源。  

（三）本次受訓地點為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早晚溫差大，尤其冬

季，日間氣溫可達 30 度，夜間甚至可至 -9 度，建議參訓人

員備妥相關禦寒衣物，注意身體保健。另外建議攜帶乙套西

裝及皮鞋，以便於參加各項活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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