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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前全球局勢，美國已經進入全新大國競爭的新時代。冷戰結束以來，美國享受的“歷史

的終結”甜美時刻即將結束。雖然俄羅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同為美國競爭對手，但中國對

美國領導秩序體系構成了主要威脅，在各領域和美國的兢爭也互有輸贏。在政治體制上完

全相反的邏輯和敘事，也正在互相較量。 

中國實現“統一”的願望以及改變台海現狀的意圖是明確的，它在這個問題上考驗臺灣和美

國及其盟友決心的努力也會越來越大膽，因此台灣會是未來中美衝突最有可能的爆發點，

未能阻止中國對台的侵略可能會迅速升級為世界大戰。因此，拜登政府會如何決定期對美

中台政策，便是國人亟欲所知的真相，也成為了本人研究計劃的主題。 

在本人於 2021 年到智庫報到時，澳英美聯盟剛剛成立，美國剛放棄了其在阿富汗的盟

友，美國的信譽正面臨受損，拜登政府的威信也一落千丈，飽受批評。加上疫情再次出現

變種新冠病毒，再次打擊原本就脆弱的供應鏈，造成通貨膨脹。其中對美國人民生活甚鉅

的二手車價更是高漲不下，因此也越來越多人知道半導體供應鏈的脆弱性和台灣在半導體

代工製造的獨佔優勢，對於半導體供應鏈和地緣政治安全的擔憂，也催生了美國晶片法

案，本人便針對供應鏈最為關鍵的半導體領域研究，並投稿一篇「台灣展示了贏得半導體

競賽不能只砸錢」，藉由分享台灣的成功經驗來暗示美國晶片國內生產即將面臨的挑戰，

並非人人可以隨意複製。 

接下來在美國大西洋理事會日子裡，見證了烏克蘭戰爭、前國防部長的訪台、民主黨眾議

員佩洛西的訪台，真正體會到了何謂站在巨人肩膀看世界，尤其大西洋理事會斯考克羅夫

戰略與安全中心在佩洛西訪台前也致電了佩洛西辦公室提供意見，也見證了智庫在美國參

與決策過程如何發揮影響力，為了致敬史考克羅夫戰略與安全中心，本人在返國的研究報

告裡便採用戰略報告(Strategy Paper)的格式撰寫，在史考克羅夫戰略與安全中心成立的主

要目的，便是以戰略報告方式產出給政府機關的政策建議，最後送至國會送審，期望相關

的模式也能在國內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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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的: 

智庫是一種公共組織，依各智庫成立目的以及其財政主要來源來決定其性質，對於世界各

國的經濟、安全與社會議題的評論與研究報告，有時能在大眾媒體與公民社會形成新的輿

論或觀點，讓社會專注於討論影響大眾的重要事項，或是影響政府的施政決策；議題可能

與國家安全、外交政策、經濟發展等重大議題有關，也可能是會是環保問題、社會福利政

策或是個人價值觀等。 

過程: 

本人在 2017 年美國陸軍指參學院受訓時，當時川普總統當選總統，美國對中國關係政治

定調為對手，整個學院因為國家戰略方向的改變，學院上下都在研究主題轉向中國和台

灣，引起了本人對國際現勢極大的研究興趣，對智庫的第一印象，來自於課程內容的選擇

閱讀資料引用智庫報告。因此對智庫是什麼樣的機構，產生極大好奇心，對於智庫在學術

的權威性和專業度產生了景仰，並期待在將來一天能有機會了解更多有關於智庫的一切。 

智庫過去對國軍軍事人員來說，相較於美國戰爭學院、指參學院學歷，知名度較為不足，

但智庫派遣人員在智庫能為國家爭取能見度、發聲、發揮影響力、甚至影響美國決策的機

會，其實大於上述軍事學院，原因除了智庫資訊流通程度極高外，在華府比較接近權力核

心，有機會遇見或者看見左右國家政策的人事物的機會，相關領域的人才聚落也都在華

府，因此長期在這環境耳濡目染下，會對戰略階層事務、安全研究相關議題的的敏感度和

素養提升。歷來許多重要的政府官員亦多由智庫中借調任用，華府智庫是美國政治權力中

心人才與政策的重要供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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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理事會是一個跨黨派的智庫，與中華民國有長期合作關係，有別於其他的政黨智

庫，大西洋理事會不具政黨包袱，常常在華府決策圈提出具非主流但具有創意的政策評論

為名， 並數次為本國安排關鍵性的拜會或者參訪行程。 

本人很榮幸通過甄選並指派至大西洋理事會「史考克羅夫戰略與安全中心(Scowcroft Center 

for Strategy and Security)」下設之「亞洲安全倡議(Asia Security Initiative)」擔任訪問研究

員，因緣際會下更有幸成為第一位派至「前瞻國防(Forward Defense)」台灣研究員。得以

近距離觀察美國政治、軍事決策背後運作過程，此外，台美雙方軍文職人員在學術上的交

流互動，除了可以為本國的經濟和國軍的建軍備戰成果推介，更可進一步獲 取美方更為

深入的政策觀點，據以進行適切之戰略研析，提供具體有效的區域安全合作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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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介紹 

大西洋理事會是美國國際事務領域的智庫，於 1961 年成立，傾向大西洋主義，大西洋主

義（Atlanticism）是一個西歐和北美國家（特別是美國和加拿大），在政治、經濟、軍事

防衛等議題上互相合作的國際關係哲學。其宗旨是維護相關國家的安全，及保衛「民主、

個人自由與法治」的價值。其名稱是來自於將西歐與北美相隔開來的大西洋。與大西洋主

義立場相對的是親歐洲主義，即親歐盟。因此大西洋理事會也具有「純西方觀點」的傳統

和風評，在學術研究上比較著重傳統歐洲舊大陸及其殖民地，可以從針對中國的研究中心

Global China Hub 始至 2021 年才籌備成立可見，大西洋理事會的重歐輕亞風格。 

大西洋理事會的成立，其使命是鼓勵北美和歐洲在二戰後繼續開展合作。早年，它的工作

主要包括發表政策文件和調查歐洲和美國人對跨大西洋和國際合作的態度。在最初幾年，

它的主要關注點是經濟問題(主要是鼓勵兩大洲之間的自由貿易，在較小程度上鼓勵世界

其他地區)但它也在政治和環境問題上努力。 

大西洋理事會也標榜著跨黨派，不為特定政黨服務的中立性質，就筆者的觀察，大西洋理

事會在選人派事上會特別著重政治立場的平衡，注重多樣性、公平性及包容性，這在華府

的政黨色彩濃厚的智庫較難做到，因為智庫的財政獨立性向來是智庫最難解決的問題，因

此若想長期維持此平衡並不容易，所以大西洋理事會也曾被紐約時報評較善於傾聽外國政

府聲音，但很難評論這樣的特質優劣，對於政治立場較為

保守的人說，有可能是大西洋理事會的缺陷，但就學術研

究或者對維繫友邦關係角度來說卻反而是優點，因為這樣

的聲音確實是該國政府的訴求。 

大西洋理事會位於華盛頓特區，原是大西洋公約協會的成

員，現有 16 個與國際安全和全球經濟繁榮相關的區域中心

和職能專案辦公室，該組織列表如下： 

一、 Scowcroft Center for Strategy and Security 斯考克羅夫

特戰略與安全中心： 

研究美國與盟友和對手的關係，以努力就有助於建立一

個更穩定、安全和治理良好的世界的政策達成共識，致力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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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定預算可執行的、無黨派的戰略建議，以應對美國及其盟國和合作夥伴面臨的最重要的

安全挑戰，該中心為大西洋理事會最大部門，其下轄組織有： 

1. Scowcroft Strategy Initiative 斯考克羅夫特戰略倡議: 

負責產製大西洋理事會戰略文件、大西洋理事會戰略聯盟年

度會議、大國競爭有關研究； The Longer Telegram：Toward a 

new American China strategy (更長的電報：邁向新的美國對華戰

略)是前幾年最有知名度的文章，該標題取名方是來自於更有名

的「長電報」(The Long Telegram)某種程度主導了美國對蘇聯政

策的報告，相當具有影響力。 

至於最近的文章出版則是針對北約戰略構想評分(Scowcroft strategy scorecard: NATO’s 

Strategic Concept clear on threats, but will require sustained commitment from Alliance) 

2. Transatlantic Security Initiative 跨大西洋安全倡議： 

形塑並影響了關於北大西洋聯盟及其主要合作夥伴面臨的最大安

全挑戰的討論，特別著重在北約及歐洲安全，及泛大西洋地區，

如北極、北約在美洲盟友、地中海、黑海，中國對此地區的影響

力像是一帶一路等。 

 

3. Indo-Pacific Security Initiative (Asia Security Initiative)印太安全倡議(原亞洲安全倡議)： 

透過基於關鍵的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問題的雙重分析方法來促

進跨大西洋太平洋共同體，以便為美國製定新的戰略和政

策、它的盟友和它的合作夥伴。即為筆者所在的單位，近期

最有名的活動便是主導前國防部長艾斯培訪台行程，訪台成

果傾參考文章 Dispatches from Taiwan: Follow an Atlantic 

Council delegation as it visits the island。此團隊於 2022 年配

合印太戰略更名。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content-series/atlantic-council-strategy-paper-series/the-longer-telegram/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content-series/atlantic-council-strategy-paper-series/the-longer-telegram/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content-series/atlantic-council-strategy-paper-series/the-longer-telegra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X_Article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content-series/scorecard/scowcroft-strategy-scorecard-natos-strategic-concept/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programs/scowcroft-center-for-strategy-and-security/transatlantic-security-initiative/
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2207180014.aspx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dispatches-from-taiwan-follow-an-atlantic-council-delegation-as-it-visits-the-island/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dispatches-from-taiwan-follow-an-atlantic-council-delegation-as-it-visits-the-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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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團隊主要負責亞洲國家官方或非官方組織定期交流，近幾年最常見的議題都圍繞在亞洲

供應鏈上。 

4. Forward Defense 前瞻國防： 

針對圍繞美國及其盟國面臨的最大軍事挑戰分析並討論，並針對

未來戰爭的定義、趨勢、科技和作戰概念進行前瞻性的評估。該

團隊同時也負責美軍軍事研究員的管理和協同研究發表文章舉辦

活動並產製戰略報告，筆者有幸今年與這團隊有不少的互動，認

為前瞻國防團隊在成立以來持續的成長，其所參與的議題和活動

都容易在華府軍工企業、軍事單位、聯邦機關等獲得回響，今年

便舉辦了「核心 22：國防、國家安全和自主系統交叉口論壇」

NEXUS 22: A symposium at the intersection of defense, national 

security, and autonomy；其在今年針對俄烏戰爭的研究也相當出眾，歸功於該組織較能善

用美國國防部派任之軍職研究員，有效運用其軍事專業及人脈，來協助文人學者在軍事領

域上的議題有更多貢獻，也同時使軍職人員學習更多學術素養，訓練思維邏輯、研究能力

或者文筆，甚至學習主導學術研討活動，可謂軍文合作良好的模範，可為其他智庫部門所

參考。例如：部內便常常運用擔任過建案等計畫軍官的軍職研究員來教導其員工美軍的建

案武獲程序，或者情報專業軍官來產製專業戰事分析，文人出身的員工邀稿或者鼓勵軍職

人員撰寫觀點或者出版文章，相輔相成完成任務，彼此互相學習成長。 

因為智庫學術風氣自由，軍職研究員在智庫裡的討論較能「說實話」，並誕生不少具參考

價值且對國防上具建設性但具批評性的意見或者報告，例如這篇「為何美國國防武獲正在

落後?怪罪談判真相法問題」Why is US defense acquisition falling behind? Blame the TINA 

paradox.探討現有法規對國防建軍如何產生負面影響，或者這篇質疑「尖端軍事科技是否

真的比人力便宜?」Is cutting-edge military tech really cheaper than manpower?的文章，探討全

自動化作戰系統是否真的比傳統人力便宜等，最後則是學者與軍職人員合著的「美國全球

國防軍力部署全新戰略建議」A new strategy for US global defense posture，依筆者淺見，上

述都是非常不錯的範例，讓現役軍人針對議題和現有政策進行批判性思考。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programs/scowcroft-center-for-strategy-and-security/asia-security-initiative/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event/nexus22/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why-is-us-defense-acquisition-falling-behind-blame-the-tina-paradox/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why-is-us-defense-acquisition-falling-behind-blame-the-tina-paradox/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content-series/automating-the-fight/is-cutting-edge-military-tech-really-cheaper-than-manpower/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content-series/strategic-insights-memos/a-new-strategy-for-us-global-defense-pos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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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國防探討議題的著眼其實也相當符合建軍武獲邏輯，提前探討區域性的安全議題，前

瞻討論技術或者科技實用性及其應

用性，同時與各軍工企業保持聯繫

和合作關係，配合國防部的預算編

列，檢討美國的國防軍力全球佈

署，故在斯考克羅夫特戰略與安全

中心屬於相當核心的部門，處於華

盛頓軍事工業聚落地理位置實在恰

到好處。筆者認為可長期派遣一員

長期國防研究員在此部門中配合研

究，協助其發展出更適合亞太軍事

戰略，或者長期培養軍方與其合作

關係，有別於印太安全倡議部門(原

亞洲安全倡議)的政治、安全著眼，此部門更傾向軍事、科技、軍購性質，可讓我國防部

在華府具備更多影響力，也可幫助美國的「綜合嚇阻」戰略規劃更加精準。 

5. Scowcroft Middle East Security Initiative 斯考克羅夫特中東安全倡議： 

著眼在中東地區建立新的安全架構，涉及全方位的安全威脅和挑戰，包

括國家間戰爭的危險、恐怖組織和其他非國家行為者的作用，以及該地

區國家面臨的潛在安全威脅。 

探討議題主要著眼中東地區的邦交及大國競爭，具體的說也主要針對伊

朗、伊拉克、波斯灣地區安全議題，或者恐怖主義、叛亂分子、穆斯林

極端主義及其他不穩定的因子分析，或者歐洲各國於中東的勢力的變

化，並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議，最近出版的文章如下圖。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programs/middle-east-programs/scowcroft-middle-east-security-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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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Rafik Hariri Center & Middle East programs 拉菲克哈里里中心和其他中東研究 

拉菲克哈里里是黎巴嫩前總理，也是一位億萬富翁，為該中心主要捐助者之一。 它旨在

分析改變該地區的力量，並為美國和歐洲就如何促進與該地區更緊密、更富有成效的關係

提出政策建議。該工作團隊也包括斯考克羅夫特中東安全倡議團隊。 

三、Adrienne Arsht Latin America Center 拉丁美洲中心 

在共同價值觀和共同戰略利益的基礎上促進拉丁美洲、美國和歐洲之間更牢固的伙伴關

係，並與其政治、商業和非政府組織企業家網絡合作，為尋求政策和商業領袖的政策和商

業領袖制定想法區域和全球挑戰的解決方案。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programs/middle-east-programs/scowcroft-middle-east-security-initiative/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programs/adrienne-arsht-latin-america-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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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Adrienne Arsht – Rockefeller Foundation Resilience Center 洛克菲勒基金會復原中心 

是理事會成立於 2017 年 4 月的中心。該中心致力於社會和系統中建立復原力(準備、吸收

和從潛在挑戰中恢復的能力，並提出付諸實踐的務實建議)，幫助政府、城市、企業和其

他領導者在挑戰變成危機之前辨識和應對挑戰。 

五、Africa Center 非洲中心 

成立於 2009 年 9 月，其使命是通過強調與非洲國家建立牢固的地緣政治夥伴關係以及加

強非洲大陸的經濟增長和繁榮，幫助轉變美國和歐洲對非洲的政策方法。 

六、Eurasia Center 歐亞中心 

促進東歐和土耳其到東方的高加索、俄羅斯和中亞區域領導人以及主要鄰國的同行和全球

領導人之間的對話。該中心將歐亞大陸的歷史與政治、經濟和能源知識相結合，為政府和

企業提供研究和建議。旨在促進基於共同價值觀和共同利益的區域合作和一體化議程，以

實現自由、繁榮與和平的未來。 

七、Europe Center 歐洲中心 

提供專業知識和建立共同體，以在動盪時期促進跨大西洋國家的團結和強大的歐洲。更多

是以美國立場來詮釋與歐洲關係。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programs/adrienne-arsht-rockefeller-foundation-resilience-center/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programs/africa-center/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programs/eurasia-center/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programs/europe-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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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GeoEconomics Center 地緣經濟中心 

該中心號稱是外交政策、金融和經濟交叉領域的翻譯中心，旨在幫助塑造更美好的全球經

濟未來。在該中心內，經濟治國倡議部門主要研究經濟、金融和監管在美國及其合作夥伴

的國家安全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政府如何與私營部門合作。 

由於該部門研究主題性質也常常橫跨亞洲供應鏈，因此也常常與亞洲安全倡議部門交流或

者從事亞洲經濟相關領域研究，由於台積電在半導體產業地位的關係，該部門也較重視台

灣經濟議題和安全議題，此部門也值得由企業機構或者政府其他經濟相關部門派遣訪問學

者前往，可望新增一個管道和平台來增加我企業等私營部門在華府的聲量。 

該中心研究主要探討資本主義未來、貨幣的未來趨勢、國家經濟政策，近期重量級活動為

專訪美國財政部長。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programs/geoeconomics-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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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Digital Forensic Research Lab 數字取證研究實驗室 

數字取證研究實驗室成立於 2016 年，有點類似我國的事實查核中心，研究公開資訊環境

中的虛假信息並報告民主進程，通過揭露虛假信息和假新聞、記錄侵犯人權行為以及在全

球範圍內建立數位復原力。據聞該項目的主要捐助者為臉書 Facebook 以及英國政府。 

十、Global Energy Center 全球能源中心 

全球能源中心通過與政府、行業、民間社會和公共利益相關者合作，為不斷變化的全球能

源格局帶來的地緣政治、可持續性和經濟挑戰制定務實的解決方案，從而促進能源安全。 

研究報告主要也是以美洲及歐洲能源安全為主，活動則以論壇方式進行，最有名的是一年

一度的全球能源論壇。 

十一、Millennium Leadership Program 千禧年領導者計畫 

千禧年領導力計劃於 2015 年啟動，旨在將塑造二十一世紀的下一代世界革新者聯繫起來

並增強他們權力。該計劃由三個部分組成：千禧年獎學金、千禧年線上領導強化課程和全

球青年專業人士計劃，全球青年專業人士計劃即是指大西洋理事會的實習計畫。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programs/digital-forensic-research-lab/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facebook-cyber/u-s-think-tanks-tiny-lab-helps-facebook-battle-fake-social-media-idUSKBN1KS22N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programs/global-energy-center/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programs/millennium-leadership-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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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Atlantic Council in Turkey 土耳其大西洋理事會 

位於土耳其的大西洋理事會分部，旨在通過研究、規劃和高階層討論論壇來促進對話並加

強與該地區的跨大西洋接觸，以解決圍繞能源、經濟、移民和安全的關鍵問題。 

十三、South Asia Center 南亞中心 

南亞中心是大西洋理事會在該地區的工作以及這些國家、鄰近地區、歐洲和美國之間關係

的聯絡點。以南亞及其地緣政治的交叉點為 SAC 願景的中心，我們致力於為南亞最重要

的挑戰尋找多邊解決方案。 

十四、GeoTech Center 地緣科技中心 

以考慮新科技和新興技術的更廣泛的社會、經濟和地緣政治影響，利用科技解決全球挑

戰，並製定可行的技術政策、合作夥伴關係和計畫。地緣科技中心的觀點立足於對技術目

前和未來可能如何運作的現實評估、特別是公共和私營部門之間的協作方法的需求、務實

的政策解決方案以及對複雜權衡的承認。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programs/atlantic-council-in-turkey/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programs/south-asia-center/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programs/geotech-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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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中心主要負責議題主要有：數據、人工智慧、太空、生化科技與生化相關安全議題，如

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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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Global China Hub 全球中國中心 

全球中國中心針對中國崛起帶來的全球挑戰研究並製定相關解決方案，利用、擴大大西洋

理事會在其他 15 個專案和中心的中國研究。此部門為 2021 年新成立部門，是大西洋理

事會第一個針對中國研究的部門，此部門也非常適合本國派遣人員訪問研究。 

另外該中心因為議題性質也避免不了討論台海安全或者兩岸關係，因此也多了一個平台讓

本國相關議題曝光。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programs/global-china-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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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Freedom and Prosperity Center 自由繁榮中心 

自由與繁榮中心旨在促進發展中國家貧困和邊緣化人群的繁榮，並探討自由與繁榮之間關

係的本質。該中心最有名的即是自由繁榮指標報告。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台灣在亞洲排名第一，所以在自由指數排名第 18 位，繁榮指數排名第

27 位，此數據在蔡總統接於 2022 年 7 月 19 日接見前國防部長艾斯培致詞時引用此中心

的報告，該中心也特別提了一下。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programs/freedom-and-prosperity-center/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report/do-countries-need-freedom-to-achieve-prosperity/
https://english.president.gov.tw/NEWS/6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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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理事會門口及國際現勢新聞跑馬燈 

大西洋理事會媒體製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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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22：國防、國家安全和自主系統交叉口論壇 

專訪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執行長：訪問中提及為何標槍飛彈等武器未擴產原因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event/nexus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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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主題：了解美國與盟友國防升級的挑戰 

智庫針對新進員工講解如何使用媒體製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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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在國家安全與國防的未來線上論壇 

線上專訪美國陸軍部長，研討美國陸軍在國防戰略裡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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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研究主題及投稿著作 

筆者在這次智庫中投稿著作有 Taiwan shows how winning the semiconductor race takes 

more than money(台灣展示贏得半導體不只需要錢)，針對美國半導體國內生產政策提供建

議全文翻譯如下： 

台灣展示贏得半導體競賽不只需要錢 

 

白宮週五決定對向中國出售半導體和晶片製造設備施加更多限制——此舉旨在減緩北京經

濟和軍事技術的升級能力——這一舉措說明了問題。它再次顯示美國正面臨越來越大的壓

力，要在中國擴大半導體產業之前保持領先同時減少美國軍事和商業需求對台灣的單一依

賴。拜登政府的新出口管制緊隨國會批准數十億美元支持尖端晶片製造之後。然而，單靠

金錢上的挹助並不能保證美國本土半導體產業的成功。美國公司還應該從韓國和台灣等這

種盟國和夥伴國家的成功老牌企業那裡汲取重要經驗教訓。 

中國最近在使用 7 奈米 (nm) 工藝技術生產半導體方面取得突破——美國最大的晶片製造

商英特爾公司卻無法實現這一水平的生產能力——突顯了美國政府支持國內晶片製造商確

保最精密半導體生產能力的必要性。晶片和科學法案撥出 520 億美元的補貼和稅收減免以

支持晶片製造，另外 2000 億美元用於研究和其他投資。該法律旨在為英特爾和其他美國

半導體製造商增加對製造設施的資本投資提供補貼和其他幫助。這筆資金也將幫助台積電

（TSMC）和韓國三星電子公司分別在亞利桑那州和德克薩斯州建立晶圓廠。 

這些最近的發展凸顯了美國複製身為全球半導體供應鏈核心的東亞晶片製造商嚴格的生產

標準所面臨的挑戰。美國正在尋求趕上台灣和韓國同業領導者的能力，同時也企圖保持領

先中國發展半導體自主發展。北京正在為此投入數千億美元，最近取得了成果，其領先的

晶片製造商中芯國際 (SMIC) 成功生產了只有台積電和三星能夠製造的 7 奈米晶片——儘

管美國嚴格管控中國公司關鍵晶片製造技術的輸出。 

這場競爭有一個重要的戰略層面考量，聲量超越了製造技術上的競爭。一些分析師對中國

是否會入侵台灣以奪取其珍貴的半導體產業（包括台積電最先進的晶圓廠）表示擔憂。然

而，由於多種原因，這並不是一個實際的前景，因為這樣的攻擊最終可能會摧毀台灣的晶

圓廠，並將該產業最大的資源——其經驗豐富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分散到全球各地。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taiwan-shows-how-winning-the-semiconductor-race-takes-more-than-money/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taiwan-shows-how-winning-the-semiconductor-race-takes-more-than-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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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用說這一結果將對全球經濟造成災難性影響，尤其是對於一個需要與它的供應鏈承包

商緊密合作的產業，半導體自身原料供應鏈包括日本、美國、荷蘭、韓國、中國和台灣供

應商。 

此外，解放軍入侵場景完全沒有顧慮到過去 40 年中台灣和中國經濟之間建立的相互依

賴，這主要是因為半導體貿易所建立起來的羈絆。這種相互依賴創造了台灣民眾常說的

“矽盾”。 

但對台灣產業的威脅——以及半導體供應鏈的脆弱性——也讓美國政界人士和行業高管停

下腳步，促使政策更加關注提高美國晶片製造能力。美國目前佔全球半導體製造業的 

12%，低於 1990 年的 37%。與此同時，台積電生產 90% 以上的最先進晶片，並將很快開

始在 3 奈米“製程”或生產線上進行商業生產，如果成功商業量產，這個製程生產的晶片

將是世界上最小的。 

複製台灣和韓國成功故事的技術障礙令人生畏。最先進的晶片代工廠成本超過 100 億美

元。即使它們一旦建成，實現完美設備的大規模生產也絕非易事。看看英特爾近年來在試

圖將其製程推進到製造 7 奈米時所面臨的困難。目前，英特爾領先的晶片是外包其亞洲競

爭對手的工廠中生產的。此外，生產過程需要在世界各地採購數百個複雜的輸入和設備，

其中最重要的是僅由荷蘭公司 ASML 艾斯摩爾生產的價值 3.4 億美元的機器，該機器使用

極紫外光刻技術蝕刻電路。 

但生產最先進的晶片不僅僅是掌握技術。真正的挑戰在於在生產數百萬個半導體的工廠中

實現無瑕疵晶片的高產量。想像一下，在僅相距幾十億分之一米的電子電路上發現一個由

實際上太小而無法檢測到的隨機光粒子引起的缺陷。晶片內的電路越密集，就越難達到能

為晶片製造商提供利潤所需的完美水準。 

台積電以其工廠高達 95% 的良率而聞名——這意味著 20 個晶片中有 19 個是完美的。經

過 4 年開發和完善突破性晶片技術，這家台灣公司擁有比任何其他公司都更經驗豐富的工

程師和技術人員，以及對高度自動化產業面臨的實際需求有更深入了解。這反映了一種企

業文化，這種文化塑造了成千上萬的技術人員，他們願意執行確保高良率所需的苛刻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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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成功還需要像台灣這樣的教育體系，它可以提供電機工程的基本培訓，以不斷培養出

新的技術人員，這些技術人員將為台積電和該國其他晶片製造商運營的數十家晶片工廠提

供工作人員。最近批准的美國法案承認訓練有素的勞動力對於振興半導體產業的重要性，

因此呼籲增加大學裡以新晶圓廠相關產學結合項目的補助。 

美國在生產層級也可以從台積電和三星等領先公司那裡學到東西，例如巨量生產、材料採

購、品質管理、機器學習反饋、故障排除和成本控制的經驗，並納入其半導體生產線。甚

至，這些公司研發部門以每天 24 小時的輪班不間斷工作來保持領先地位。 

台灣方面有些擔心台積電在美國的投資會削弱國內的公司。但現實情況是，競爭的加劇將

繼續產生創新，加強台灣的半導體產業並惠及所有國家。 

最終，美國半導體行業的最佳技能和經驗來源將來自該行業的亞洲領導者，尤其是在台積

電和三星尋求擴大其在美國的製造基地的情況下。他們在美國土地上的存在——以及將轉

移到新運營基地的供應商和分包商——將培育一個生態系統，推動半導體行業的有效發

展，從而增強美國的國家安全。CHIPS 和科學法案等美國立法可以支持這一進程，並且隨

著技術向英特爾和其他美國公司傳播，跨太平洋半導體供應鏈的整合將增強民主國家保持

競爭優勢的能力中國和加強印太夥伴關係的支柱。 

中華民國陸軍中校林群超為 2021 年至 2022 年擔任大西洋理事會斯考克羅夫特戰略與安全

中心的訪問國防資深研究員。 

本文並不一定代表中華民國陸軍或國防部的立場。 

 

筆者智庫研究主題為拜登政府的政策評析，因此不只半導體研究，在俄烏戰爭爆發後，俄

烏戰爭的軍事研究主題也變成我的研究主要方向，由於這是發生在擁核大國的戰爭，因此

核恫嚇也變成我的研究領域之一，這些研究主軸；包括半導體供應鏈、俄烏戰爭、佩洛西

訪台、核恫嚇，都是和台海息息相關的議題，都是大國競爭的必要考量因素。其中晶片又

是經濟產業升級(或維持)及軍事科技升級(或維持)的重要關鍵資源，針對台灣的或者東亞

的安全研究在未來只會越來越多關於半導體供應鏈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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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與建議 

除了投稿的文章以外，筆者在研究報告即採大西洋理事會戰略報告的格式來撰寫，題目為

「拜登政府政策評析戰略報告-台灣如何擔任印太戰略要角」，戰略報告為斯考科羅夫戰

略中心的主要核心業務之一，即是以戰略報告的方式將複雜的政策建議，會辦政府各部會

意見後，上呈至國會通過，變成國家或軍事戰略指導方針的工具，格式為前大西洋理事會

董事暨副主席史蒂芬哈德利所設計，他是布希總統政府時期國家安全顧問。 

所有在大西洋理事會的美軍國防現役人員，都必須完成一篇戰略報告的撰寫，除了訓練戰

略層級軍官具備將宏觀戰略視野，化為國家政策文件的能力，也是大西洋理事會更有效利

用國防專業人員的軍事專業，來完備原本文人學術領域普遍較缺乏的國防領域經驗和專

業，因此筆者建議在未來國內有國防專業人員涉入的任何智庫專案，可採取同樣戰略報告

模式，使我國家戰略能更多軍事專業色彩，並確保智庫學員能在智庫期間所研究之學術成

果，能回饋到國家戰略決策。 

另外比這在投稿智庫網站文章過程，其實學到很多英文研究思維邏輯，以及英文寫作的鍛

鍊，甚至被迫閱讀大量的英文文章，像這樣的過程是在一般的陸戰院無法獲得，因為國內

外的陸戰院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時間常被課業壓縮到沒有自行閱讀和研究的空間。而美

智庫幾乎沒有須盡義務的行程或者課業，因此筆者建議像這樣的模式可以讓現有的任何軍

事教育參考，多多鼓勵投稿外文媒體網站文章，除了可以在華府政治圈領域替國家發聲，

以及替我方國防政策說明，也可以同時訓練學員個人英文思維、英文寫作和英文研究能

力，其實這是更好的訓練成果，也是更吸引人的訓練目標，同時使國家、國軍、學員、智

庫都是受益者。 

最後也建議，國軍負責對美軍售的業管單位，能長期每年至少有一位薦訓，或者派駐在重

要智庫的台灣軍方研究員，甚至精準派駐到像大西洋理事會「前瞻國防」部門這種直接和

美國國防部與軍工企業有緊密關聯的智庫，除了能更靈活的替我國在華府各項軍售案的政

策說明，也能第一時間掌握最新的華府政治決策核心動態，以確保能更精準地獲得我方需

要的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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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戰略報告格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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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戰略報告格式-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