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5⽉21⽇，台北新冠病毒感染率上升後，男⼠騎單⾞經⼀個關閉中的公園。攝：Ann Wang/Reuters/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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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台 兩岸關係

【編者按】本⽂為作者林夏如於史丹佛⼤學胡佛研究所「 中國領導觀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發表的

林夏如：台灣若想成功生存，威脅不只來自中國

⻑期⽽⾔，⼈⼝衰退、能源議題、政治極端化和本位主義，是台灣繞不開的四⼤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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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為作者林夏如於史丹佛⼤學胡佛研究所「 中國領導觀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發表的

論⽂〈⼈⼜萎縮、能源議題、政治極端化和本位主義，其重要性不亞於中國，都是台灣成功⽣存的⾧期威脅〉

端傳媒獲作者授權，獨家⾸發中⽂版。

前⾔：即使在中國⾧期的威脅下，台灣仍有四種結構性的問題急需解決，它們包括⼈⼜萎縮、能源困境、政治

極端化和本位主義。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妥善的處理，⼀個被邊緣化和內部分裂的台灣，將更難擺脫中國的影響

⼒。

不過，即使受限於⼀中政策，美國也能給予台灣不少⽀持，例如增加學⽣、機構和專業⼈⼠的交流，達成雙邊

貿易協定，以及協助台灣將經濟發展的⽀柱從⽬前的製造業為主改造成新綠能產業和⾼附加價值服務業。美國

也能促成台灣在國際舞台上與理念相近的夥伴合作。就近期⽽⾔，台灣在對抗疫情上，不論是早期的成功或最

近遇到的挑戰，都⾜以彰顯台灣是如此孤⽴，但又與世界相互依賴。對此，美國有能⼒協助台灣取得更多疫

苗，然後與世界分享台灣經驗。

對許多觀察家⽽⾔，台灣儼然成了世界上Y危險的地⽅，中國的軍機幾乎每天跨越台灣海峽進⼊防空識

別區，中國海軍的軍艦則常常繞台航⾏，展示軍⼒和蒐集情報。如同《經濟學⼈》在2021年5⽉1⽇的封

⾯故事所描述，台灣身處兩⼤強權可能爆發衝突的熱點中。除了這些明顯的威脅，中國也運⽤放假消

息、經濟制裁、聯合作戰以及⼀些遊⾛灰⾊區域的⼩動作來對付台灣。儘管對上述這些壓⼒的擔憂⽇益

增加，台灣政府和⼈⺠依舊平靜度⽇。

的確，有⼈會說，如果沒有這些中國威脅，台灣幾乎就是富裕、進步、擁有多元⺠主社會的典範。台灣

的⼈均收⼊即將超過三萬美元，進⼊開發國家之列，同時也是世界第⼀個華⼈⺠主國家。台灣是亞洲第

⼀個將同性婚姻合法化、也是全球少數有跨性別閣員的國家。

在半導體產業中，台灣領先全球，⽣產的晶⽚⽤在汽⾞、⼿機和新進的軍事設備中。全世界超過90％的

先進晶⽚由台積電⼀家公司⽣產，台灣還有其他的晶圓代⼯廠⽣產具有⼤量需求的傳統晶⽚。全球的資

訊與通訊設備很⼤⽐例在台灣⽣產，由於疫情肆虐，很多員⼯被迫在家上班，相關設備的需求更是⼤

增。因此，台灣在2021年第⼀季的成⻑超過8％，創⼗年來新⾼，超⾞⼤部分的鄰近國家和其他先進經

濟體。

更由於台灣記取了在2003年對抗SARS病毒的慘痛教訓，2020年⾯對新冠疫情時，在公衛上的表現⾮

常突出，全台近2400萬⼈⼝中，只有不到10⼈死亡。連續三年，台灣名列「外派⼯作者Y佳居住與⼯

作國家」榜單前茅。於是，所有的⼈都會認為，能夠威脅台灣健康和福祉的因素，就只有來⾃中國的統

⼀要求了。

中國的確是台灣⻑期不可忽視的威脅，但同樣不可輕忽的還有很多嚴峻的內部挑戰，以及克服這些挑戰

所要有的韌性，台灣缺乏⻑期策略應有的共識來建⽴韌性。即便遭受到中國持續的脅迫，⾯對上述的挑

戰，台灣內部更須保持堅定，也要更緊密地和其他國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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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台灣內部更須保持堅定，也要更緊密地和其他國家合作。

台灣內政上的挑戰，是⾧期、結構性的問題

過去⼀年多在台灣的觀察讓我體會到，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關注焦點和台灣⼈其實存在著不⼩差異：世界

關注的是中國不斷增加的軍事威脅，以及中、美之間持續升溫的戰略性競爭；⽽台灣⼈的焦慮，卻是來

⾃政府處理內政問題的能⼒。

來⾃北京的威脅當然存在。但對於台灣⼈來說，不論世界是否有關注，這種威脅打從 1949年開始，就

⼀直是個常態。對於經歷過那些年代的台灣⼈⽽⾔，1949-50、1953-55、1958、還有1995-96年的台

海危機，都和今⽇的情勢⼀樣嚴峻。有些台灣和美國學者認為，⼀直強調來⾃中國的威脅，反⽽會打擊

台灣⼈的⼠氣，並轉移台灣⼈對於內政問題的注意⼒，⽽這些問題與北京武⼒犯台同樣急迫，這恰恰就

會讓台灣落⼊北京的圈套。

這些和中國威脅同樣重要的內政問題，包括⼈⼝萎縮、（能源⽅⾯）發電和配電的困境、台灣⺠主正在

⾯臨的政治極化現象，以及⼀定程度的本位主義——對⼀個早已⾼度整合⼊全球經濟的國家來說，這種

本位主義⼗分令⼈意外。

2021年5⽉21⽇台灣台北，2019冠狀病毒病例激增之後，戴著⼝罩的⼈們⾛過⾃由廣場。攝：Ceng Shou Yi/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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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g

⽬前，台灣每⼀名⽼⼈還有4.4名勞⼯來負擔扶養；然⽽到了2040年，這
個數字將會降到只剩下2名勞⼯來扶養⼀位⽼⼈。

⼀、⼈⼜萎縮

在這些挑戰之中，Y容易衡量、但處理起來也Y困難的，就是⼈⼝問題：台灣⼈愈來愈⻑壽，但⼈⼝卻

在不斷減少，導致⼈⼝結構正在快速⽼化。美國中央情報局（CIA）2021年的⽣育率報告指出，台灣的

⽣育率在227國家和地區中排名Y低，每名⼥性平均只⽣下1.07個孩⼦，遠低於正常的⼈⼝替代率。

⼈⼝萎縮所造成的效應，有些已經相當明顯，例如台灣已經有許多學校因為招不到學⽣⽽關閉，⼤學也

在⾯臨國內學⽣註冊⼈數的下滑。但⼈⼝萎縮帶來的⻑期影響，其實⽐上述這些更具威脅性。

台灣的勞動⼒，預計將會在2065年減少⼀半，只剩860萬⼈，連⼈⼝總數的⼀半都不到。這不只會削弱

台灣的經濟成⻑，也會讓本就難以維續的退休⾦體系⾯臨更多壓⼒。⽬前，台灣每⼀名⽼⼈還有4.4名

勞⼯來負擔扶養；然⽽到了2040年，這個數字將會降到只剩下2名勞⼯來扶養⼀位⽼⼈。

此外，採⽤單⼀保險⼈制度的台灣全⺠健保體系，在公平、合理的費⽤基礎上提供病患優質的醫療照顧

服務，過去曾被廣為讚揚，但這樣的健保體系也同樣⾯臨危險。

多年來，這個健保體系⼀直處於資⾦短絀的狀態，⼀旦有能⼒⽀付健保費的年輕⼈變少，這套系統便會

需要更多的資⾦投⼊，才能保障⻑者⻑期照護的品質與規模。從我⾃⼰切身的經驗，我知道，在⻑者⻑

期照護這⽅⾯，由於醫院只能提供醫療、飲⻝及病情監測的服務，因此病患家屬必須⾃⾏協助病患⾛

動、維持病患整潔，負擔很⼤。

隨著⼈⼝變得⾼度⽼化，能負擔⽼年⼈退休⾦和健保體系的年輕⼈也將會變得越來越少，更何況，他們

⾃⼰也都有年邁的雙親和親戚要照顧。⽇本已經為台灣提供了前⾞之鑒：⼈⼝銳減，導致⽇本農村地區

的⼈⼝不斷流失，⽽城市也因為缺乏年輕⼈移⼊⽽快速⾼齡化。

想透過政府政策來增加出⽣率、扭轉⼈⼝萎縮，是⼀件⾮常困難的事情，鮮有成功的案例。對於像台灣

這樣的發達社會來說，Y簡單的解決⽅法就是接受更多的移⺠。但這也會衍⽣另⼀個問題：這個社會是

希望⼈⼝變得更加多元，還是希望族群和⽂化擁有更⾼的同質性？

⽬前，台灣只選擇以暫時性移⺠的⽅式來填補對特定勞動⼒的需求。不論是家務幫傭、或是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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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都很歡迎外籍⼈⼠，然⽽，⼀旦雇⽤合約到期，他們就必須離開。增加移⺠，和台灣的本位主義是

相衝突的；關於這點，我將在後⽂談得更加仔細。

除⾮有更多產業能改變原有的經濟模型，往更⾼附加價值、更可持續的⽅
向轉型，台灣經濟最終將難以擺脫逐漸衰退的命運。

⼆、能源⽣產的困境

雖然台灣希望標榜⾃⼰是個「綠⾊家園」，在過去的數⼗年裡也相對成功地減少了空氣和⽔質污染，然

⽽在⼈⼝超過⼀千萬的國家裡，台灣的⼈均碳排放量卻位居世界第⼋⾼，⼈均能源使⽤量也⾼於德國、

法國、⽇本和英國。

台灣今⽇有超過80%的能源供應，依然來⾃煤炭、⽯油或天然氣，可再⽣能源的⽐例只略⾼於5%。即

使有越來越多發達經濟體，都承諾會在2050年之前達到碳中和，但台灣政府之前卻只承諾會在2050年

減少⼀半的碳排放量。許多國家都在維持增⻑的同時也成功減少了碳排放，⽽台灣的碳排放卻增加得⽐

任何發達國家更為快速。

這個現象與台灣所採⽤的經濟成⻑模型有關：現有的發展模式依然將環境的可持續性視為成本，必須和

經濟成⻑做取捨，⽽不是將其視為重要的發展⽬標和機遇。事實上，氣候變遷對台灣所造成的嚴重後果

已經相當明顯：過去⼀年，台灣就是因為缺乏颱⾵帶來的⾬量⽽深受乾旱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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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13⽇，台北⼤停電期間，顧客在⻝肆內繼續進餐。攝：唐佐欣/端傳媒

台灣的經濟，依然⼗分依賴⽯化產業和半導體、資通訊科技等電⼦產品；正是這些產業讓台灣得以致

富。然⽽這些產業不只消耗了⼤量的⽔資源，同時也是能源消耗、造成碳排放的主要來源。因此，台灣

擁有的其實是「棕⾊經濟」⽽⾮「綠⾊經濟」；維繫這個產業的，其實是⼈為操控下的廉價電⼒和⽔

⼒。我們讓環境成了成⻑的代價，也導致下個世代無法擁有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此外，台灣在電網管理上也有問題，導致在2021年5⽉間，全台因為發電量跟不上炎炎夏⽇裡⾼升的⽤

電需求，⼀連發⽣了好幾次⼤停電。這起停電事故，反映出了台灣在能源供應上缺乏彈性，並重啟了台

灣能源政策的討論。

近期，台灣政府⼀改過去較為緩慢、落後其他先進經濟體⽐擬的減碳路徑和⽬標，終於承諾將在2050

年達成碳中和，因此過去排斥使⽤再⽣能源的私⼈企業，現在都必須開始⾯對痛苦的調整。政府發展再

⽣能源的計畫⼀直備受爭議：除了有私⼈企業因為擔⼼成本上升⽽提出反對之外，環保⼈⼠也有顧慮：

有些⼈希望能加速脫離⽯化產業、反核運動者則要求關閉現有的核能電廠，還有些⽐較傳統的環境保育

者，則是反對任何會傷害環境的能源⽣產⽅式。

即將來到、⽽且備受爭議的藻礁公投，便讓上述分歧清楚地浮上了檯⾯。總體⽽⾔，台灣在2021年第⼀

季度的8%成⻑率確實令⼈羨慕，然⽽除⾮有更多產業能改變原有的經濟模型，往更⾼附加價值、更可

持續的⽅向轉型，台灣經濟Y終將難以擺脫逐漸衰退的命運。

台灣內部政治的極端化，已經超越了台灣⼈與⼤陸⼈、甚⾄是民進黨與國
民黨之間的分歧，並在各⾃陣營中，都分裂出了許多有稜有⾓的派別。

三、政治極端化

由於台灣政治極端化的程度很⾼，因此其⺠主「⽣活⽅式」，每天都在接受不⼩的考驗。這種政治極端

化不只來⾃於⺠進黨和國⺠黨⽀持者之間的分歧，也來⾃雙⽅陣營內部愈來愈常⾒的派系⾾爭。台灣即

將在2021年8⽉舉辦的四項公投，便是在考驗著台灣的制度，能否能在意⾒分歧的環境中就關鍵議題取

得共識。

重要的是，這次的公投和以往不同，沒有⼀個議題直接與中國或台灣的對中政策有關。正如我在《台灣

的中國兩難》（Taiwan s̓ China Dilemma）⼀書中所提到的，隨著「台灣⼈」的身份認同漸趨穩固，內

政議題也將會變得愈來愈重要，其重要性將會超越以往關於國族認同、國家未來定位，或兩岸關係等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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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分歧。

2021年2⽉28⽇台灣中壢，志⼯擺攤呼籲市⺠⽀持藻礁公投案的連署。攝：唐佐欣/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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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這樣的改變，也導致兩⼤黨就公投議題進⾏與⽀持者溝通時，都會拋棄過往對相關議題的主

張。此外，由於今年沒有其他重要選舉，因此這場公投也成了⼀場對⺠進黨執政評分的考驗。不難想

像，這場公投將會促進台灣⺠眾對重要議題進⾏討論，有助於全⺠建⽴共識，甚⾄還能改善政策的成

效。

但也有部分評論者質疑，由於⺠進黨降低了公投和罷免的通過⾨檻，這些投票已經變成了黨派彼此攻訐

的⼯具，⽤來拉下對⽅、或是貶損和對⽅有關的政策主張，⽽無法為重要的內政議題提供理性辯論和決

策的機會。

此外，不論是綠營或藍營，雙⽅陣營的內部也都變得越來越分裂。隨著國⺠黨漸趨邊緣化，其年輕黨員

也會主張，國⺠黨應該試著吸引台灣的年輕世代，並和較年⻑的黨員爭奪領導權，因⽽變得更加分歧。

⾄於泛綠陣營內部，也同樣愈來愈常看⾒類似的派系⾾爭。

其中，關於桃園⼤潭三接的藻礁公投案，就反映出了⺠進黨⽀持者內部的分歧，也顯示出在⾯對能源、

環保、氣候議題相關的政策時已變得⾮常有爭議性。

分佈在台灣⻄北部海岸、⻑達27公⾥的脆弱藻礁，在過去的數⼗年來⼀直都備受爭議。⺠進黨為了建⽴

「綠⾊」政黨的形象，曾於1990年代反對國⺠黨在藻礁旁興建液化天然氣碼頭的計畫。

然⽽時⾄今⽇，⺠進黨政府為了廢核（⽽這也是另⼀個公投議題），開始將天然氣視為⽐核能更安全、

⽐燃煤和⽯油更乾淨、⽐太陽能和⽔電更可靠的選項，也認為這是台灣能源轉型的重要⼀步。不過，政

府也受到了來⾃氣候運動⼈⼠的反對——他們多是⺠進黨的傳統⽀持者，但他們認為，在減⽤核能、以

及包含天然氣在內的化⽯燃料的進程上，台灣政府的動作太過緩慢。

有些環保⼈⼠則是進退兩難，⼀⽅⾯希望能保護藻礁，另⼀⽅⾯卻⼜擔⼼燃煤、燃油發電廠，會帶來更

多的空氣污染，因⽽認為三接帶來的破壞可能會相對較⼩。藻礁公投凸顯了環境、能源到底孰輕孰重的

問題，⽽這項議題⻑期以來所缺乏的討論，如今卻變得⾼度黨派化，也⾼度分化。

⾯對能源議題時政府常⽤專家會議來進⾏討論，但現在已經難凝聚共識了。和其他地⽅⼀樣，「科學

的」觀點並不能說服那些不信任政府的運動⼈⼠，⽽被政府指派來評估爭議的這些專家，也得不到運動

者們的信任。由於這些爭論內蘊政治、⼜無法只由專家來決定，因此專家會議就更難解決爭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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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22⽇台北，數⼗個團體舉⾏「秋⾾」⼤遊⾏，示威者聚集在總統府外遊⾏⾄⺠進黨總部，抗議蔡英⽂政府放寬從美國

進⼝含瘦⾁精豬⾁。攝：Daniel Tsang SY/SOPA Image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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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個極具爭議性的公投案，則是萊豬議題。該議案擔⼼，⺠進黨為了增進台美關係，會在美國的施壓

之下對美國做出過多的妥協和讓步。萊豬公投想挑戰台灣政府開放進⼝含有萊克多巴胺的美國豬⾁的決

定；作為瘦⾁精來使⽤的萊克多巴胺，⽬前已被160個國家禁⽤，⽽台灣過去基於公共健康的因素，也

曾予以禁⽌。⻑期以來，美⽅在和台灣進⾏貿易協商的時候，開放萊豬也都是Y重要的訴求。

這個議題，也再次突顯了台灣的兩⼤黨是如何投機地改變⾃身⽴場。時間回到2012年，國⺠黨其實也曾

在⺠進黨的抗議之下，開放美國⽜⾁進⼝；然⽽到了現在，儘管台灣消費者因為⻝安顧慮⽽群起反對，

⺠進黨政府卻依然同意開放美豬進⼝，希望能藉此讓台美雙⽅簽署⾃由貿易協定（FTA）。然⽽由於台

美 FTA 並沒有太多進展，在野的國⺠黨也有⾜夠底氣能和消費者權益團體合作、舉辦公⺠投票，重新禁

⽌含有萊克多巴胺的美國豬⾁。這為⺠進黨政府以及強烈主張簽署 FTA 的⼈⼠帶來了很⼤的麻煩。

由於北京的阻撓，台灣未能簽訂任何重要的雙邊優惠性貿易協定，⽽且除了世界貿易組織之外，台灣也

無法加⼊其他的多邊貿易協定。蔡英⽂總統曾動⽤⼤量的政治資本，於2020年決定解除管制，期盼美

國能與台灣簽訂FTA，並希望藉此⿎勵其他貿易夥伴，也和台灣協商FTA。Y近，拜登政府重啓了久違

的台美貿易官員對話，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復談重燃希望，不過，台灣要與美國簽署這類FTA，需

要得到美國中產階級的認同，這些中產階級，多被視為⺠主黨主要⽀持者。

簡⾔之，台灣內部政治的極端化，已經超越了台灣⼈與⼤陸⼈、甚⾄是⺠進黨與國⺠黨之間的分歧，並

在各⾃陣營中，都分裂出了許多有稜有⻆的派別。不論是哪個政黨或派系，都在算計著各⾃的政策選

項，可能會為選舉帶來哪些好處或損害。於是乎，極端化現象也造成了碎⽚化的局⾯，導致不論是⻝

安、能源政策還是環保議題，都難以透過理性或超然的分析來建⽴共識。

台灣必須變得更國際化，才能從地⽅⾛向世界，更加和世界接軌。其實，
國際化反⽽能幫助台灣保持、發展、承傳⾃⾝的獨特⽂化，使她免於完全
被中國主導的華語圈同化和吸納。

四、本位主義

  Y後，台灣社會有個很⽭盾的特徵：即使以⼈均收⼊來說台灣很富有、對全球經濟也貢獻良多，在政治

與社會價值上⼜⾮常進步，⺠族⽂化的組成也相當多元，但台灣卻並不怎麼國際化。

其中⼀個體現台灣本位主義特⾊的指標就是交通⼯具。台灣的⽕⾞或⼤眾運輸⼯具在進⾏廣播時，⾄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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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上四種語⾔，但其中只有英⽂是外語（其他三個是國語、閩南語和客家話，在⼀些原住⺠鄉鎮路線

上，還會加上原住⺠族的語⾔）。

類似的場景還有，台灣本地的電影和電視節⽬都會加上字幕，⽤的卻是中⽂字幕，這也反映出了⼀個歷

史事實：許多年⻑的觀眾，很可能聽不懂國語，但卻看得懂中⽂字。雖然有少數例外，但絕⼤部分的企

業，都是只使⽤中⽂溝通的，在學校，也主要使⽤中⽂教學；除了少數⾯對外籍觀眾的媒體之外，⼤眾

傳媒也幾乎全都使⽤中⽂。   台灣近來之所以會出現本位主義⾼漲的現象，有部分可能是因為許多台灣

⼈都希望能鞏固本⼟的身份認同，和中國⼈做出區隔，因⽽對發展和保持本⼟⽂化的活動很感興趣。

我上個⽉就看過⼀些⾮常優秀的作品，⽐⽅說：世界知名的雲⾨舞集新的作品《⼗三聲》，就透過舞蹈

描繪出了台北萬華區的在地⽂化，也是我的出⽣地；根據得獎無數的環保⼈⼠吳明益的⼩説《複眼⼈》

所改編的舞台劇，內容講述⼈與環境的關係，特別是原住⺠對⼤⾃然的尊重；電影《聽⾒歌 再唱》講述

⼀間布農族部落⼩學的學⽣為了贏得全國歌唱⽐賽，⽽必須模仿城市孩⼦合唱的⽅式，但他們Y後決定

不認同這做法，並在這個過程中重新認識了⾃⼰的⽂化。

這些主題都相當在地化，也都在已深⼊台灣市場的⼤陸影⽚相互競爭。⽐起好萊塢電影，台灣⼈更喜歡

本⼟和陸製的作品，因為中⽂⽐英⽂更加親切。

台灣政府已經開始⿎勵學⽣擁有多語的技能，但這裡的多語，指的不只是中⽂和英⽂⽽已，也包括國語

和地⽅⺟語。我是道道地地的五年級（編按：指⺠國五⼗年⼀代出⽣，即⻄元1960年代）台北⼈，家裡

說的是閩南話和客家話，但我在學校裡卻不能說⽅⾔，否則就會挨打，因此我擁抱這個遲來已久的政

策。

不過，我也認同學習英⽂的重要性，因為那可以幫助我們認識中國以外的世界；同時我也明⽩，學習英

⽂無可避免地將會佔⽤掉學習國語和本地⺟語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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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 6⽇，台北的⿈昏時分，台北101⼤樓和其他被照亮的建築物。攝：I-Hwa Cheng/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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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台灣想國際化、轉型成為雙語社會的⽬標，正⾯臨著很⼤的阻礙。政府已經公布了⼀些政策，試

圖讓⾼中⽣、⼤學⽣能流利地使⽤英⽂，並說服曾在國外留學的教職員使⽤英語來教學，甚⾄還⿎勵公

務員精進⾃⼰的英語能⼒。

然⽽，要讓這些政策得以成功，台灣極度缺乏國際化的⽇常⽣活環境，⾜以讓身處其中的台灣⼈覺得使

⽤英⽂不僅可⾏，⽽且對國家安全繁榮乃⾄個⼈的福祉都有好處。

⾃從北京於1970年代取代台北、成為國際上唯⼀的中國代表之後，台灣便⼀直遭到國際社會的邊緣化。

現在，台灣無緣參與任何以國家身份代表的國際組織，就連以觀察員身份參與的也很少，只能以個別⽽

特殊區域的名義，參加諸如亞洲開發銀⾏、亞太經濟合作論壇（APEC）的經濟組織。

台灣曾經期望成為歐美國家通往亞太地區的經濟樞紐，但終究未能達成⽬標，⽽這樣的⻆⾊也早已被中

國沿海的開放城市搶⾛了。因此，台灣不但⽋缺國際組織，也⼀直少有國際企業或INGO在台設亞太總

部，無法為年輕⼈提供太多涉及國際性質的⼯作機會，導致台灣年輕族群缺乏誘因培養雙語能⼒，也不

太願意為了參與國際事務⽽培養技能。

這些現象對台灣相當不利，因為台灣必須變得更國際化，才能從地⽅⾛向世界，更加和世界接軌。其

實，國際化反⽽能幫助台灣保持、發展、承傳⾃身的獨特⽂化，使她免於完全被中國主導的華語圈同化

和吸納。我住在⾹港的時候也學會說粵語，我能感覺到，⾹港的⾃主性正在不斷被侵蝕，⽽北京也也不

斷試圖令其獨有的粵語⽂化邊緣化，藉此讓⾹港成為中國同質化的⺠族⽂化的⼀部分。這和過去台灣的

歷史如出⼀轍。

對此，⾹港⼈正在努⼒推廣本⼟⽂化，並持續使⽤英語；透過這種⽅式，他們⼀⽅⾯在抗拒被中國同

化，另⼀⽅⾯也是在維持⾃身的國際地位。如果台灣⼈繼續維持⾃⼰的本位主義，他們Y後便會發現，

台灣除了透過中國之外，將很難有其他管道可以與世界⾃然的連結。

曾被官⽅標榜為「亞洲世界都會」的⾹港，正在逐漸變成中國的另⼀個⼀線城市，同時也正從東亞的⾦

融商業中樞，變成中國⼤灣區的核⼼，⽽深圳甚⾄也已經能和⾹港並駕⿑驅。⼗分相似地，台灣也曾期

盼成為「亞太營運中⼼」，幫助世界與當時依然與世隔絕的中國建⽴連結。然⽽，如果台灣沒有辦法提

⾼國際化的程度，那麼台灣⼈將會發現，愈來愈國際化的中國，正取代台灣企業成為全球營運的中⼼，

並成為台灣⼈和外界連結的主要途徑。

總⽽⾔之，台灣⼈正在⾯對的，是⼀個艱難的政治議程。他們既希望保持⾃由多元，⼜希望在環境、經

濟、⼈⼝等其他⾼收⼊社會也在⾯臨的難題上努⼒達成政策上的共識。然⽽，由於台灣社會的⽬光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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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內，⽽台灣的⺠主政治制度也讓選⺠變得更加分化，因此上述的⽬標只會變得更難達成。

與此同時，中國也在不斷使⽤其愈來愈強的經濟、軍事及外交⼒量，讓兩岸統⼀看起來是勢在必⾏的。

然⽽台灣認同的崛起，加上北京對新疆和⾹港政策，都讓台灣⼈變得更不願意與中國統⼀，也導致北京

必須加⼤⼒度，在國際社會中孤⽴台灣。

⾦⾨對岸的中國廈⾨市。攝：李昆翰/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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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台灣⼈的眼前正擺著⼀道難題：要如何在抵禦中國的同時，也發展出⼀套策略，來處理這些⻑期

的結構性挑戰？

 台灣若不想向中國靠攏、又希望⾧期⽣存，為何美國政策相當重要？

要解決台灣的⻑期問題，Y簡單的捷徑、也是北京Y希望台灣⼈接受的⽅法，就是被中國統⼀。除⾮台

灣接受變成族裔組成更多元的社會，否則若想抵抗⼈⼝萎縮的現象，那就只能靠來⾃中國的移⺠。反

之，台灣對中國學⽣和專業⼈⼠的吸引⼒，不只來⾃使⽤中⽂的⽂化相近性，也包括更⾼度的個⼈⾃由

和學術⾃由、更加獨⽴的法律體系，以及台灣優秀的醫療體系。

然⽽，相對的，隨著台灣經濟成⻑趨緩、年輕⼈失業率增加，台灣的科技專業⼈才，也早就開始前往中

國尋找⼯作機會，⽽中國正好也急需他們的技術。對台灣的博⼠⽣⽽⾔，中國的學術市場能提供的機會

⽐台灣和⻄⽅國家多更多，尤其許多台灣學者本來就更常使⽤中⽂發表研究；相較之下，台灣和⻄⽅國

家的學⽣和教職機會都在逐漸減少，⽽且在這些地⽅教書還會被要求使⽤英⽂進⾏教學、發表論⽂。

簡⽽⾔之，除⾮有⼈積極推動並幫助台灣更加融⼊國際社會，台灣終將會陷⼊中國的影響範圍——就這

點⽽⾔，台灣本身，以及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都需要加把勁。

世界上許多國家，在透過民主過程針對議題優先順序建⽴共識的過程中，
也都曾遇到過不少困難；當下台灣的特別之處在於，其政治運作過程很容
易受到來⾃中國的密集滲透。

⼀、幫助台灣對抗疫情

  Y急迫的需求，便是幫助台灣對抗疫情。藉由嚴格的邊境管制、對所有⼊境者進⾏隔離檢疫，以及有效

的公衛措施，台灣曾經成功地阻⽌了病毒在社區傳播，看似為居⺠創造了安全的避⾵港。

然⽽近期，台灣在防疫表現上的⾃滿，卻也造成疫苗短缺、⼈⺠接種意願不⾼，以及檢疫系統的嚴重漏

洞。此外，由於確診案例似乎不多，因此台灣⼀直沒有⼤量篩檢，因為擔⼼錯誤的檢驗結果會導致醫療

系統無法負荷，甚⾄破壞台灣亮眼的防疫紀錄。

上述這些原因，都讓新⼀波 COVID-19 疫情，無預警地在2021年5⽉13⽇爆發，⽽政府也無法掌握所有

的感染源 本⽂撰寫時 台灣正在努⼒應對疫情 並實施了⽐過往還要強硬的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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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染源。本⽂撰寫時，台灣正在努⼒應對疫情，並實施了⽐過往還要強硬的管制措施。

更糟的是，直到近期疫情升溫之前，台灣都只從亞斯利康（Astra Zeneca）那邊獲得了數量有限的疫

苗，也沒有從中國或俄羅斯那邊取得任何疫苗。直到疫情升溫之前，台灣在商業和政治上似乎也缺乏⼒

量或急迫感，⽽無從輝瑞、莫德納那邊取得⾜夠的疫苗。此外，台灣在短期之內，也還沒有辦法⾃⼰⽣

產疫苗，或是像韓國和新加坡那樣，幫外國公司代⼯製造疫苗。

這意味著，即使在Y好的情況之下，多數居⺠都沒有接種疫苗的台灣將會⾯臨充滿變數的未來，也可能

必須⽐其他國家維持更久的封鎖狀態。在Y糟的情況之下，若新型變種病毒不斷擴散，那麼台灣的確診

病例數也將會持續居⾼不下。

因此，雖然台灣在疫情之初的表現⾮常出⾊，但由於新型變種病毒突破了原本台灣有效控管的邊境、成

了檢疫措施的漏網之⿂，台灣現在在應對疫情上也成了Y為捉襟⾒肘的國家之⼀。再者，台灣並⾮世界

衛⽣組織的成員——儘管七⼤⼯業國和多達五⼗個國家都表達了對台灣的⽀持，但台灣依然未能參加於

2021 年 5 ⽉舉辦的世界衛⽣⼤會——因此台灣也很難和國際社會分享⾃⼰的經驗、或從國外獲得援

助。

2021年3⽉22⽇，台灣的醫院醫務⼈員和護⼠在台灣開始接種阿斯利康新冠疫苗。攝：Ceng Shou Yi/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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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在抗擊疫情上與國際社會進⼀步合作，台灣⼀直努⼒在國際發出⾃⼰的聲⾳，希望對其他國家有所

貢獻，⽽⽬前台灣反⽽成了變種病毒的重要戰場。這令跨領域及國際的合作關鍵重要。

過去半年，台北已經籌劃要參與致⼒於後疫情時代經濟、健康與環境的永續發展的國際聯盟「堅韌社會

再造委員會」Reform for Resilience Commission。台北主導的亞太中⼼召集公共衛⽣專家、企業界精

英和公共政策領袖，以促進亞太區域跨領域的合作，透過科學實證的政策研究，⼀起參與此國際委員會

的相關⼯作，建構後疫情時代在公共衛⽣、經濟、及環境領域更具韌性、更永續的發展模式。

在本⽉七⼤⼯業國峰會前夕，佈局歐洲、美國及亞太地區的委員會發佈年中報告，針對疫苗的製造與配

送，呼籲國際社會緊急合作，以加速全球疫苗接種。這也正是台灣⾯對當下疫情所亟需的。

台灣的努⼒需要來⾃美國的⽀持，尤其當中國也利⽤了疫情提供的機會，試著透過疫苗外交，來說服台

灣為數不多的邦交國轉向承認北京。這再次印證了⼀件事：除⾮台灣再次承諾以兩岸終極統⼀為⽬標，

否則中國都將會不斷嘗試邊緣化台灣。

加強⽀持台灣成為世界衛⽣⼤會（ World Health Assembly，WHA ）觀察員，並不會讓美國違反其

「⼀中政策」，因為巴勒斯坦和梵蒂岡這兩個⾮聯合國成員，都早就已經是 WHA 的觀察員了，⽽這麼

做，也能為台灣開啟重返國際社會的⼤⾨，尤其台灣的參與不只是值得期待的結果，也確實有其必要。

此外，讓台灣成為 WHA 觀察員，也能挽救世界衛⽣組織正在流失的公信⼒：由於某些重要成員國（例

如中國）的政治⼲預，該組織早已蒙受了不少批評，遭指無能應對疫情。

⼆、幫助台灣與世界連結

美國可以和台灣攜⼿，透過台美雙向的交換學⽣以及學者和年輕專業⼈⼠的交流，來幫助台灣變得更加

國際化。

沒有正式邦交並不代表台灣⼈不能獲得國際機會。美國在台協會已和台灣政府合作建⽴了⼀個⼈才流通

聯盟（Talent Circulation Alliance），既⿎勵台灣⼈前往海外，也⿎勵美國⼈在台灣唸書⼯作，海外的

台僑也可以將⾃⼰的知識和經驗帶回島內。美國國務院也已將其中⽂訓練課程從中國⼤陸轉移到了台

灣，並透過⼀個新的計畫 Taiwan Fellowship Act，試圖讓更多的美國官員能駐台⼯作。此計畫已被併⼊

剛剛獲得美國參議院通過的《無盡邊疆法案》（ Endless Frontier Act）中。

⽽台灣這邊，也應該要更加敞開⾃⼰的⼤⾨、⾯向國際學⽣——⽽且不只是來⾃美國和⻄⽅國家的學

⽣，也包括東南亞的學⽣。台灣在諸如公衛、科學、科技和國際事務等領域，已經擁有幾個⾮常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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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吸引了不少學⽣前往台灣，例如國⽴台灣⼤學公共衛⽣學院的全球衛⽣學位課程、國⽴政治⼤學

社科院亞太碩博⼠學程，和新進成⽴的創新國際學院等。國⽴台灣科技⼤學的⼯程和技術專業課程，也

⻑期吸引了衆多東南亞學⽣。

同樣重要的是，⼀旦學⽣或專業⼈⼠在台灣完成學業或訓練，台灣政府也應該要允許他們成為永久居

⺠。為了吸引國際⼈才來台灣⼯作，定居，國發會也剛通過「外國專業⼈才延攬及僱⽤法」修正案，邁

出國際化的步伐。

台灣愈是開放，就會有愈多專業⼈⼠和充滿抱負的年輕⼈移⺠到台灣，這有助於建⽴台灣亟需的國際化

⽣態體系。Y後，由於美國的教育和⽣活費⽤較⾼，因此有興趣前往美國就學⽽家境不富裕的台灣年輕

⼈，會需要財務上的⽀持，此時慷慨解囊的捐助者、台美官⽅的獎學⾦，以及由學費互惠減免機制所資

助的台、美⼤學的交換學⽣計畫，就能為他們提供所需的資⾦。

三、幫助台灣發展更多元的經濟

雖然前所未⾒的全球晶⽚荒、以及資通訊產品的短缺，確實都讓台灣蒙受其利，但⻑期來看，台灣還是

必須擁抱創新和可持續性的概念，藉此擴展、建⽴更多元的經濟基⽯。台灣已經成功地透過獎勵，吸引

⼀些台灣企業將⼯廠和事業搬回到台灣來，但台灣應該要與美國和盟友合作進⾏經濟結構的升級，讓原

本碳排放密集的經濟得以轉型，改為專注於⾼附加價值的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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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製造的矽⽚在台灣新⽵的公司總部被安排拍照。攝：Maurice Tsai/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此外，如前所述，我們也必須⿎勵台美之間的⼈才流通、並培育企業家，藉此讓台灣的新⽵科學園區和

美國矽⾕建⽴更多連結，發展出新的產業。不這麼做的話，中國便會超越美國和台灣，率先成為⼀個乾

淨的低碳經濟體，並讓中國成為台灣Y便利的夥伴，為台灣提供經濟轉型所需的資本、科技和市場。

為了促進科技創新和產業轉型，台灣也急需和美國達成雙邊的貿易協定，⽽跨太平洋的夥伴關係重建之

後，台灣也必須加⼊其中。否則，不論是中國的市場，或是⼀個以中國為中⼼的多邊貿易協定（⽐如

RCEP），都會成為台灣的唯⼀選擇——尤其北京本就已在試圖擴張和台灣的互賴關係，以此來達成他

們的政治⽬的。⼀旦台灣別無選擇，他們的經濟就會被侷限於以中國為主的環境中。

四、幫助台灣鞏固其民主制度

作為⼀個活躍的⺠主政體，在政治上，台灣必定會希望⾃⼰的內政外交政策以及⻑期的安全和發展策

略，能和其他的⺠主國家並駕⿑驅。拜登政府應該要透過各種⽅法持續和台灣緊密合作，⽐如「全球合

作訓練架構」（Global Cooperation Training Framework）就能讓台灣和理念相近的國家分享⾃⼰的經

驗，並⿎勵其盟友與台灣針對共同的問題進⾏合作。

台灣在這⽅⾯已經獲得了不少⽀持，⽐如七⼤⼯業國今年在倫敦發表的、有史以來第⼀次對台海兩岸和

平穩定做出的共同聲明，就是其中⼀個例⼦。早在拜登的全球⺠主⾼峰會之前，哥本哈根⺠主⾼峰會便

已在 2021 年 5 ⽉邀請蔡英⽂擔任演講⼈，其他與會的嘉賓，也包括其他⺠主社會的國家元⾸或政府領

導⼈。此外，將台灣整合進「⾃由開放的印太戰略」（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不只能

加強台灣的防禦能⼒，也能讓台灣和擁有相同價值和⽬標的⺠主政體進⾏合作。

⼀如前⾯提及的，台灣很可能正在經歷⼀場重要的政治轉型：從過去的兩極化，轉變成為更多元的意⾒

分佈，⽽我們也期待台灣⼈⺠在⾯對公共政策的複雜議題時，能更加理性地進⾏思考。除了更加⽀持台

灣認同，以及⺠主的⽣活⽅式之外，⼈⺠對於涉及能源、可持續性、教育和移⺠政策的利弊權衡，當然

也會有各種不同的意⾒。

世界上許多國家，在透過⺠主過程針對議題優先順序建⽴共識的過程中，也都曾遇到過不少困難；當下

台灣的特別之處在於，其政治運作過程很容易受到來⾃中國的密集滲透。和其他理念相近國家合作，可

以幫助台灣的政府和公⺠社會深化其⺠主實踐，並分享他們在⾯對複雜議題時捍衛⺠主的經驗。

結論

川普執政期間 美國的對華政策出現了明確的轉變：從全⾯性的交往 轉變為戰略性的競爭 讓⼀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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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執政期間，美國的對華政策出現了明確的轉變：從全⾯性的交往，轉變為戰略性的競爭。讓 些⼈

感到訝異（對另⼀些⼈來說或許是有些失望）的是，川普帶來的這些轉變，⾄少在拜登就任總統後的前

幾個⽉，都並沒有改變。

然⽽，針對台灣問題，激烈的辯論已經展開：美國是否應該以戰略清晰政策，取代傳統上的戰略模糊政

策——換⾔之，美國是否應該更清楚地表達防禦台灣的承諾。

無論如何，美國都應該要協助台灣提升其⻑期的環境可持續性，以及其在政治、經濟上的活⼒；增加對

台軍售、提升台灣防禦能⼒這些事情固然重要，但僅僅這些是不夠的。

如果我們希望台灣能妥善處理兩岸關係，並增強台灣在公共衛⽣、國家安全、經濟和環境領域中的韌

性，那麼幫助台灣變得更加國際化、促使世界各國與台灣分享共同⾯對「⾼收⼊社會挑戰」的經驗、簽

訂美台貿易協定、在乾淨能源領域和台灣合作、幫助台灣加⼊其他理念相近國家的多邊對話，以及提升

台灣在國際組織中的參與程度，讓台灣的意⾒和經驗能夠為國際社會作出貢獻，這都是相當重要的途

徑。

中美台 兩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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