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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一年十月七日（星期五）辛卯年九月十一

上月尾，美國政府宣布向台灣出售一批總額高達58億美元

的先進武器裝備，隨即引發中國大陸的強烈抗議。許多中國大陸

網友紛表達對美國的憤慨。但美國堅稱有義務保持兩岸軍事平衡。究

竟為何美國無視中國大陸的抗議而堅持向台灣軍售？而中美在對台軍售

方面的立場又反映兩國在台灣問題上有何戰略考慮？下文將作闡釋。

■陳振寧、戴慶成 亞太國際關係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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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何中國大陸反對美國對台軍售？試舉3個原因並加以說明。

2. 分別指出美國有哪些支持和反對美國對台軍售的持份者，並加以解釋。

3. 你認為美國對台軍售的理據充分嗎？為甚麼？

4. 有人說：「若中國大陸與台灣發生衝突，美國難以逃避責任。」你對此說有何看法？

5. 美國認為《八一七公報》的地位不及《對台關係法》。試思考，在國家交往中，國際法應
否凌駕於國內法？

1.《美國為甚麼要對台售武》 http://view.news.qq.com/zt2011/dtsw/index.htm
2.《兩岸和平發展　符合美國利益》，《香港文匯報》，2011-09-05

http://www.wenweipo.com/news_print.phtml?news_id=CH1109050003
3.《《八一七公報》談判拉鋸半年》，《香港文匯報》，2011-01-31

http://paper.wenweipo.com/2011/01/31/CH11013100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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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指，中美一直高度關注台灣問題，
主要因為台灣對她們來說具地緣政治的利
益。

中國大陸
維護主權統一 堅守領土完整
中國一貫堅持世界只有一個中國，大陸與

台灣同屬於一個中國，中國領土主權不容分
割。對台軍售問題不僅是軍事和安全問題，
實質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政治問題，

中國在台灣問題上不
能有任何妥協。美國
對台軍售，是對中國
主權的嚴重侵犯，違
背基本的國際原則。
如果中國容忍和接受
美國對台軍售，就是
容忍和接受美國干涉
中國內政。

突破困局 直搗美國
中國的家門口被一條從日本往南、經琉球

群島、台灣、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和澳
洲的島鏈所「圍困」。中國海軍若要進入太平
洋，必須經過這些島嶼之間的某個「咽喉」。
有軍事專家指，地理位置不利中國向太平洋
擴張勢力。如果兩岸統一，這局面將出現翻
天覆地的改變。屆時中國軍艦將可脫離包
圍，擴張到關島和中太平洋一些小島組成的
「第二島鏈」，進而可直抵美國西海岸，對其
構成威脅。

美國
抑制中國稱霸亞太

有軍事學者指，台灣位於西方在西太平洋
防線的中央，是這一島鏈防線的重要一環；
其次，台灣控制台灣海峽與巴斯海峽，即東
北亞與東南亞之間、東北亞與中東產油區之
間的兩條重要國際航線。
從美國的亞洲利益而言，台灣可在美國的

支援下抑制中國沿海地域的發展。有專家
指，美國因此視台灣為牽制中國稱霸亞太區
的重要戰略要地。

雙邊貿易頻繁 保障在台美商利益
台灣去年名列美國第9大貿易夥伴，今年甚

至有可能躍居第8位，而目前約有500家美國
企業在台灣設立分公司。有學者指，一旦兩
岸統一，會對在台投資的美國企業帶來難以
預料的影響，這令美國白宮一直非常重視台
灣問題。

美對台軍售何時了？
有學者指，美國軍售的底線，是令

台軍在海空方面(尤其戰機方面)對中國
大陸擁有技術優勢。1979年，在美國
承認「一個中國」並與台灣斷交的大
前提下，中美正式建交。不過，在建
交談判中，雙方就美對台的軍事關係
問題一直未能達成協定。美國在同年
3月通過《與台灣關係法》。該法第三
條表明，解除正式的美台外交關係
後，美國將令台灣能獲數量足以使其
維持足夠自衛能力的防衛物資及技術
服務；美國總統和國會將依據他們對
台灣防衛需要的判斷，遵照法定程
式，來決定提供上述防衛物資及服務
的種類及數量。
1982年，中美簽署《八一七公報》

(簡稱《公報》)，但當中沒有明確規定
美國對台售武何時終止。美國前總統

里根在與中國大陸簽署《公報》時，
為降低《公報》對台軍售限量的影
響，向台灣作出「六大保證」，其中
包括不設定對台軍售的終止期限、不
變動《對台關係法》、不在事前與中
共磋商對台軍售等。在上世紀90年代
以來，《公報》幾乎被美國棄置，美
國對台軍售的力度持續攀升。

軍售力度持續攀升
今次美國對台軍售，雖然未如台灣

所願出售更先進的F－16C/D，但對F
－16A/B的升級力度相當大，整體性
能與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甚至美國空
軍現役的F-16C/D相比，都不遜色。
另外，在美國總統奧巴馬的3年任

期內，對台軍售總額達到前任布什8
年任期的80%。

美台關係演變
時間 事件

1979年1月 中美正式建交，美國終
止與台簽署的《美台共
同防禦條約》，並撤走駐
台美軍及軍事機構。

1979年4月 美國的《對台關係法》
正式生效。該法第三條
訂明解除正式的美台外
交關係後，美國將令台灣能獲得數量足以使其維持足夠自衛能
力的防衛物資及技術服務；美國總統和國會將依據他們對台灣
防衛需要的判斷，遵照法定程式，來決定提供上述防衛物資及
服務的種類及數量。

1982年7月 美國向台灣提出6項保證：一是美國無意就對台軍售設截止日
期；二是美國不會就對台軍售議題事先與中國大陸諮商；三是
美國不會在中國大陸壓力下停止對台軍售；四是美國不會修改
《對台關係法》；五是美國無意扮演台海兩岸的仲裁者，美國不
能施壓迫使台灣與中國大陸展開談判；六是美國不支持中國大
陸對台灣主權的主張。

1982年8月 中美政府簽署《八一七公報》。美國在《八一七公報》作出以下
承諾：一是向台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
交後近幾年供應的水平；二是準備逐步減少對台灣的武器出
售。但該公報並無明確規定對台軍售何時結束。

2009年3月 美國眾議院通過紀念《對台關係法》30年的決議。該決議的主
要內容是1979年美國國會制訂並通過的《對台關係法》，對美國
與台灣的關係至為重要，美國政府應重申《對台關係法》堅定
不移的承諾，也應重申支持穩固與強化美台雙邊關係。

2011年9月 美國眾議院擬議《2011年對台灣政策行動議案》。該議案的內容
包括美國對台售武、將台灣加入美國免簽證範圍等。同時，它
呼籲政府內閣官員訪問台灣，深化對台灣多樣化的經貿、技術
等交流。

台西化改革 美推波助瀾
美國角度而言，如何對待台灣已成為影響國際社會

評判其大國形象的因素之一。1979年，時任美國總統卡特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但在
這前後，卡特此舉遭受質疑甚至攻擊。1978年，美國保守派聯盟向國會眾議員進行一
次調查，結果在435名議員中，近半反對因中美關係正常化而「犧牲」台灣利益，只
有6名議員認為美國可犧牲台灣。

此外，美國在對外關係中一向注重意識形態，其在冷戰後的安全戰略目標之一是推
進海外民主。上世紀70至80年代起，美國對台施加壓力，按照美國式的政治運作模式
進行「民主化」改革，令美國政界認為台灣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推進民主化的榜樣。美
國認為台灣目前的政黨政治制度貼近美國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維持台灣的政治制
度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甚至試圖把台灣作為其「西化」中國的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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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尾，美國政府宣布向台灣出售
一批總額高達58億美元的先進武器裝
備，隨即引發中國大陸的強烈抗議。

違反《八一七公報》

《對台關係法》第三
條優先於美國政府的
政策聲明(包括公報)

中國大陸

美國

．維護主權統一
堅守領土完整

．突破困局
直搗美國

．抑制中國稱霸亞太
．雙邊貿易頻繁

保障在台美商利益

中美各有理據 誰是誰非？
在對台軍售的問題上，中美各有自己的講法，究竟她們的觀點和理據為何？

中：美對台軍售違《八一七公報》
美國在《八一七公報》中承諾：1.向台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

建交後近幾年供應的水平；2.準備逐步減少對台灣的武器出售；3.經過一段時間導致
最後的解決。美國對台軍售明顯違反這3項承諾。例如，中美建交後首10年，美國對
台軍售的總額只有約20億美元，至今一次出售高達60億美元。

美：《對台關係法》具「合法性基礎」
中美在1979年1月建交後，美國通過《對台關係法》，規定解除正式外交關係後的美

台關係；其中第三條提到：「美國將使台灣能夠獲得數量足以使其維持足夠的自衛能
力的防衛物資及技術服務」。該法成為美國對台軍售的「合法性基礎」。

1994年，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
簽署《1994-1995財政年度國務
院授權法案》，其中第531條明確
規定：《對台關係法》第三條優
先於美國政府的政策聲明，包括
公報，等於從國內法上單方面否
定《八一七公報》。這正是美國
一直不理會中國大陸抗議而堅持
對台軍售的原因。

■兩岸和平發展論壇籌備會代表手持
「反軍購，救健保」標語，抗議美國對
台軍售，不利兩岸正面發展。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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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定期舉行軍事演習。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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