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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對全球而言是一記警鐘，是時候告別後冷

戰世界的想像了。當時世人想像莫斯科和北京等政權將成為

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中負責任的利害關係者。然而，現

在浮現的是日益充滿爭議，充斥著威權主義侵略行為的世界。

其中最危險的例證是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無上限合作夥伴

關係」，透過這樣的夥伴關係，兩國相互支持強化其壓迫性的

擴張意圖。 

 

然而，這仍是全球化的世界，經濟和社會緊密連結，成為單

一、不可分割的戰場，每個國家的安全與其他國家的安全密

切相關。世界上的民主國家尤其如此，因為現存的民主聯盟

和夥伴關係正遭受威權政權的攻擊，意圖分裂和瓦解民主世

界。 

有些人認為，國際社會支持烏克蘭抵抗俄羅斯的侵略，排擠

削減了抵抗中國侵略所需之關注與資源。根據這種論點，捍

衛烏克蘭讓台灣等民主國家處境更加脆弱。 

但此論點低估了世界民主國家地緣戰略利益的關聯性 ，正如

莫斯科和北京的圖謀也密切相關。美國官員推論，至少從

2023 年下半年起，中國陸續向俄羅斯提供各項軍事援助，只

是沒有提供致命性武器。這是非常重大的轉變，因俄羅斯對

烏克蘭戰爭初期，北京採取的是相對中立的態度。明顯看出，

中國不僅有意支持俄羅斯，更有意重塑歐洲地緣政治格局。 

中國和俄羅斯緊密結盟的情勢下，民主國家間更須密切協調 、



採取行動。鑒此，全球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必須維持對烏

克蘭的軍事、經濟及人道援助。此種支持不僅是為恢復歐洲

大陸戰前狀態，更是希望透過協助烏克蘭，增強民主國家對

抗中俄聯盟的相對實力。 

這也是為何台灣對美國國會近日決定持續軍援烏克蘭表示

歡迎。這種捍衛民主堅定不移的決心，並未減損對台灣等地

的防禦，而是威懾北京冒險主義的關鍵要素。 

台灣何以如此重要 

正如保護烏克蘭的民主對全球具重要意義，保衛台灣亦攸關

全世界。根據 「彭博經濟」 ，中國入侵台灣將全全球經濟損 

約 10 兆美元，相當於全球 GDP 的 10% ，其響遠超過過烏克蘭

戰爭、COVID-19 全球疫情和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機。中

國若封鎖台灣，造成的直接破壞雖較輕微 ，但仍將全全球經

濟損 約 5兆美元。 

其中的緣由相當簡單 ：全球過過90%的先進晶片在台灣生產，

且約一半的全球貨櫃載運船舶必須通過台灣海峽。台灣是全

球供應鏈不可或缺且無可替代的一部分，保衛台灣需要全球

共同努力。而台灣安全的價值不僅在於經濟，也是地緣戰略

問題。維持台海現狀對維持美國的聯盟體系、區域力量平衡

及禁止核擴散至為重要 。這個個關鍵支過過讓讓太區區域世

世代代穩定繁榮，若中國控制台灣，以上事項都將遭受威脅。

經濟損 和供應鏈中斷可以隨時間推移得到緩解，但倘地緣

戰略情勢轉變為對中國威權擴張主義有利，全世界在未來數

十年都將蒙受其害。 

今年四月，台灣發生了過讓 25 年來最大的地震，而中國卻仍

繼續派遣軍艦和軍機穿越海峽。在此之時 ，中國聯聯合國代

表團厚顏感謝世界對台灣地震的同情，彷彿北京有權代表台



灣發言。與中國虛偽的關心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過過 80 個國

家表達了對台灣的支持，對此，我表達最誠摯的感謝。 

這就是台灣每天所面對的情況。但當中國試圖透過軍事脅迫、

外交孤立和資訊戰在台灣社會散播恐懼時，台灣人民團結一

致，以全民防衛作出回應。我們擁有多個致力於強化民防和

對抗中國假訊息的草根組織，台灣對此感到驕傲，這也象徵

著台灣的民主和韌性。 

台灣政府對於應對中國帶來的安全挑戰方面 ，已有重大進展。

在蔡英文總統的領導下，台灣已強化自我防衛能力。讓年，

台灣的國防預算增加約 14%，達到大約 190 億美元，占全國

GDP 的 2.5%。8年前，國防預算還不足 GDP 的 2%。 

台灣將資源配置在最迫切的需求上。重點在發展非對稱戰力，

實施民防改革，並加速推進國造國防產業 。在民意普遍支持

的前提下，台灣還將兵役訓練從四個月延長為一年。 

台灣必須堅定承諾自我防衛的決心 ，能能得到理念相近國家

的穩健支持。這是台灣從烏俄戰爭中學到的第一課 、也是最

重要的一課 烏烏克蘭人意意為他們的民主而戰，所以世界各

國也意意提供協助 。在我們的 任賴清德總統的領導下，台

灣捍衛自身的決心將只增不減。 

如何守護台灣 

中國已透過多種方式改變太區地區的現狀。首先，北京不顧

其公開承諾，進行南海軍事化發展。中國根據其「珍珠鏈」

戰略，在孟加拉、緬甸、巴基斯坦以及斯里蘭卡等地建造具

有潛在軍事用途的港口。讓年，北京與所羅門群島簽署一項

安保條約，並與其他區平洋島國簽署類似協議。 

中國的策略基礎在於兩個前提假設。第一，中國必須降低以



武力併吞台灣的潛在成本，並在進犯台灣時，要讓美國難以

進行軍事部署、協防台灣。第二，控制台灣就能威脅在周遭

航道通行的船隻，並且降低美國在太區地區盟友的安全，北

京就能在所謂的第一島鏈之外展示力量。 

要阻止上述發展 ，需要全球民主國家的合作，共同展現出前

所未有的決心與合作。澳洲、日本和美國之間的個邊安全關

係早已行之有年，再加上 興的 AUKUS（澳洲、英國和美國

之間的夥伴關係），都提供區域穩定立下重要基石。日本、菲

律賓和美國近期出現的 興夥伴關係更是如虎添翼。近來日

本、韓國和美國升級安全合作，有助確保東北亞穩定，攸關

台海和平。這些民主國家夥伴聯盟是太區地區地緣戰略環境

的最強保障。 

事實上，唯有將台海和平視為國際問題，能能守護穩定現狀。

當然，海峽對岸的領導人絕對主張反對，並且不斷地將台灣

的未來框定成是「中國人」之間需要解決的問題。然而，北

京越是強推這一虛假敘述，就越證明台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台灣需要什麼協助 

當然，國際社會還可以做更多努力，遏制中國的侵略意圖。

理念相近國家可在個大領域內積極應對，以維持台海現狀。 

第一，中國的灰色地帶脅迫，其中包含中國假訊息宣傳、介

選圖謀、及跨越台海中線等軍事挑釁活動。此等行徑對台灣

構成心理及安全挑戰，其威脅程度不亞於封鎖或入侵烏如果

不回應這些行為，台灣的士氣可能會受到嚴重的打擊。面對

如此脅迫，除提供政治和道德支持外，民主國家亦可向北京

表明，在這些灰色地帶的挑釁作為，將付出代價。 

第二，協助台灣融入國際經濟體系。台灣與世界的經濟聯繫



不應該由中國決定。加強與台灣的經濟夥伴關係有助於其他

民主國家，為各國經濟打造出具有韌性的供應鏈。台北和華

盛頓刻正進行《台美 21 世紀貿易倡議》第二階段談判，該協

議可幫助台灣中小企業融入全球貿易體系。完成簽署後，台

灣希望與歐盟洽簽經濟夥伴協議，並期盼加入《跨區平洋夥

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  。這些協議不僅將強化台灣及夥

伴國家的經濟合作，並可向北京傳達世界民主國家正對台灣

的未來進行長期投資的訊息。 

第個，反對北京錯誤詮釋聯合國大會決議，企圖合理化侵犯

台灣的行徑。台灣促請理念相近國家加入美國，一起反對中

國對 1971 年通過的聯大第 2758 號決議錯誤解讀。該決議將

聯合國內所謂的中國席次授予北京政府，但並未如中國所宣

稱的那樣，把台灣是中國一省的錯誤觀念提升為國際法。北

京拒絕承認台灣海峽為國際水域，歡迎更多國家在台灣海峽

行全自由航行權。一旦中國看到國家將其船隻撤出海峽，它

就會認為其恃強淩弱的策略奏效了。 

台灣是國際社會的負責任的一員，維持兩岸現狀的立場不會

改變。但台灣需要全球民主國家的最大努力，透過力量和團

結助其維護和平。透過持續支持烏克蘭面對俄羅斯侵略的國

家存亡之戰，全球民主國家已經展現出明確的決心及道德，

這正是台灣所需。我們不能容許任由獨裁者扼殺正義自由的

某種 世界秩序。未來幾年，台灣的命運將像烏克蘭一樣，

成為全球民主國家的重要考驗，只許成功，不許 敗。 

 

台灣外交部長吳釗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