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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距離現在何其遙遠，許多現在當紅的決策人士都將過著領月退俸的

日子，對於重大政策也只能關心但無力參與，又何必去擔心十六年後的事。  

然而人們卻很少思考，天安門事件已匆匆過了十五年，「江八點」與臺海飛

彈危機也已將近十週年，而當時又有幾人估算過美中臺三角關係會有今日的震盪

起伏。孫子云：「多算勝，少算不勝，況于無算乎」。今天我們不思考 2020 年的

諸般戰略情勢，後悔的日子可能也不會太遠。  

國無遠慮，必有近憂  

美國、中共、臺灣所構成的三組雙邊關係牽動範圍既廣且繁，三角中的每一

個角皆有本身的利益考量與政策盲點；而臺美、美中、兩岸三個雙邊關係，亦各

自存在長久積累的歷史、地緣、經濟及安全等因素，使得互動中的決策難度與風

險很容易就超出穩定的基線。中國大陸與臺灣同文同種，卻是我國最大安全威脅

來源；美國對我國經常頤指氣使，卻也是我國唯一有效的安全屏障。唯有充分瞭

解與診斷美中臺的未來可能發展，才有可能在現階段施政上避免誤判形勢、錯用

資源，也才能尋找出符合最有利的對美以及大陸政策的方針。  

長久以來，遠程戰略規劃（long-term strategic planning）一直是政府機關最

期盼具備之能量，卻也是最難以推動的業務。蓋無論官職大小，每日都必須應付

緊急且必須立即處理的事務。尤其今日新聞資訊之發達，媒體報導決定立委問政

重點，立委問政重點決定官員工作日程，似乎已經成為難以擺脫的固定模式。此

外，對於一個年年有選舉的臺灣，在輔選團隊與決策官員難以區隔的情況下，遠

程規劃變得不切實際，而短期獲利才是「硬道理」。因此，如何創造一個儘量較

少受到日常政務與官僚程序牽絆的環境，使得一部分專才得以探索國家遠程威脅



 

 

2 第 2 卷第 8 期 93 年 8 月 

展望與探索

與利益等問題，並將有意義的成果呈報決策當局參考，即成為優質政策規劃的必

要條件，也才能符合我國建構淨評估能量的原始意義。  

2020 可能場景 

針對未來發展的趨勢進行有意義的推估，對於理解現行政策的合理性以及可

持續性具有深切的意義。在快速全球化的引領之下，國際社會將面臨許多革命性

的變化，而使得目前所公認的規範與遊戲規則也可能因之改變。舉例言之，2020

年可能的場景（scenarios）包括：  

在政治上，基本普世價值與跨國界執法可能被部分接受，各國自主權受到

更多制約。  

在經濟上，國際金融可能形成美元、歐元、亞元三大系統，而以新臺幣為

主的退休金，其價值與流通可能完全改觀。  

在科技上，因先進技術而使地理距離與運輸時間的雙重縮短，可能澈底顛

覆近兩個世紀以來的地緣政治理論與企業管理思維。  

在軍事上，陸軍特戰化、海軍隱形化、空軍無人化、以及與日俱增的「災

難與人道援助」非戰鬥任務，將可能使得自古以來人們歌誦的英雄本色成為絕響。 

目前亞太地區已被視為世界衝突熱點多，情勢複雜性高的地區；即使沒有全

球化浪潮的衝擊，也有可能引爆危機。未來十六年的發展走向，可能發展出全然

不同的場景。  

正面的場景可能包括：朝鮮半島統一、臺海兩岸簽訂和平協定、中國大陸

和平崛起達成小康社會目標、東海與南海發現大量石油、亞洲自由貿易區與貨幣

共同體的成立等。  

負面的場景可能包括：發生第二次韓戰、臺灣在海峽戰爭後成為特別行政

區、大陸政治經濟走向衰敗蕭條、亞太發生全區性的能源危機、亞洲發生第二次

金融危機等。  

根據歷史經驗，未來亞太地區的可能發展方向，幾乎不可能完全正面，應該

也不會完全負面，而可能是夾雜在正面與負面之間，各場景的某種排列組合。至

於 2020 年的中國大陸，向上提升或向下沉淪都有可能。  

或謂中國大陸將能維持連續十幾年百分之八的經濟成長率，接近百分之十

的年度國防預算增加，是世界的工廠、外資的最愛，甚至還能送人上太空；因此，

中國有能力發展成為一個結合美國與日本長處的超級強國。  

也有人認為中國其實積重已深，貪污腐敗、金融結構危殆、社會秩序混亂、

能源電力缺乏、人民教育水平低落、城鄉差距以及沿海與內陸差距極為嚴重，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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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治繼承並無可循的章法；因此，中國也有可能至多發展成為一個印度加印尼

的綜合體，永遠跳不出次級國家的命運。  

凡是關切美中臺三邊關係發展的人士，倘無法從上述各種可能的場景中進行

深度的思考與合理的診斷，則難以理解目前我國有關臺美關係與兩岸相關政策的

目標，而容易陷入每天永無止境的救火應急工作之中，或推動一個與本身長程利

益背道而馳的政策而不自知。  

美中臺緊繃的政治日程  

從現在到 2020 年之前，美國將有五次總統選舉，九次國會選舉；中共要開

三次黨代表大會，而第六代領導將準備接班；我國則在這十六年中有十四年要辦

重要的選舉；美中臺三方的重大政治日程已經滿檔（詳附圖）。民主選舉或政府

換屆本為常態，但選舉的激化本質與國內事務的優先考量，卻極容易使得美中臺

三組雙邊關係，隨者政治日程表，在不同的時間點，都恰巧難以展現善意與彈性。

此等壅塞的政治日程還必須與亞太地區，甚至其他國際社會重大事件加總來評

估，結果可能使得兩岸都難有平心靜氣的處理臺海問題的餘地。然而我們為了臺

灣的永續生存與發展，卻又不得不努力找尋那可能乍現的曙光。  

就算只看未來四年，美中臺的政治日程即可令人猛打寒顫。先從近的來看，

我國今年有總統大選及立法委員選舉，僅僅如此即足以支撐十個以上每天上演的

脫口秀帶狀電視節目，以及數百場的複式動員造勢晚會。北京有可能在 3 月 21

日就認真的思考對臺政策檢討，但卻無法下最後結論。因為中共至少必須觀察 9

月的香港立法會選舉結果、11 月的美國總統大選結果、以及 12 月的臺灣立法委

員選舉結果都出爐後，方能有所定論。換言之，美中臺在今年聖誕節以前，並不

會有空間就三邊關係作根本性的調整。  

倘從遠處倒推回來看，美中臺三方的內政與時間壓力可能都很大，而難以專

注在處理各組雙邊關係上花費太多的心思。準此，兩岸關係進展的機遇期便益形

壓縮。  

 2008 年：11 月有美國總統選舉，3 月有我國總統選舉，中間還夾者北京

奧運。三方各自內部皆有要務，相互間放軟立場營造氣氛的主客觀條件均嫌不足。 

 2007 年：12 月我國要再一次進行立委改選，而且是與總統競選期間重疊

的國會選舉，其投票結果絕對影響總統選情，故激烈可期；而在秋天的中共十七

大，胡錦濤以及第四代中共領導人不但要面對第三代江澤民是否全退的問題，同

時也要規劃自己的第五代繼任人選進入中央委員會或政治局，以便在 2012 年中

共十八大的時候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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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年底北高市長同時任滿兩任卸職，是否立即投入總統大選提名

則有待觀察；在此之前，臺灣已誓言要進行北京與華府都高度關切的憲政改革工

程。  

由這些已知一定會發生的政治日程表觀察，陳總統第二任期的四年中，似乎

只有今年年底立委選舉結束後起算，約十八個月的兩岸接觸、對話、甚至談判的

機遇期；萬一錯過，可能必須要等待到 2009 年以後，各方才會再有餘力來思考

如何向對方釋放善意了。吾人可曾想過，等待五年後而且難以確定的機會，是否

一定對兩岸關係有利？  

得失之間的算計  

自從冷戰結束以降，無論是歷史宿命的安排，或因政客驕傲的偏執，在美中

臺大結構下，過去十餘年來兩岸關係改善的機遇期似曾多次出現，然而臺北與北

京卻終究沒有下定決心掌握機會。當前，美中臺三方對於臺海議題的見解衝突仍

在，而三方滿檔的政治日程又可能將時間表的概念放進複雜的兩岸關係中，使得

短期內臺海衝突的風險不斷升高。  

對臺北而言，如果儘速恢復兩岸對話要比等五年後北京辦完奧運再談有利，

則今年底立委選舉結束、明年初美國新任總統就職、「江八點」屆滿十週年、以

及 2005 年沒有全國性選舉等條件下，兩岸之間十八個月的機遇期是有可能存在

的。果如此，政府似應在立委選舉結束之前，就針對兩岸復談事宜有所規劃並預

作模擬推演，以充分掌握主動。  

對北京而言，如果認定臺海之穩定是中國長遠發展的重要關鍵之一，可能就

必須參考 2002 年中共十六大的精神標語「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

拓創新」來指導對臺政策，理解臺灣人民不可能不選總統而回頭去選舉特首，以

實事求是的精神，重新檢討不切實際的對臺政策；以當初揮別毛澤東人民公社，

大力進行對外開放的膽識，從「一中原則」裏若干僵化的內涵中解放出來，如此

才能期待臺北的回應。  

歷史總是無情的對待千古風流人物，上帝亦不可能將臺獨或統一時間表交給

政客決定。再次思考美中臺邁向 2020 年滿檔的政治日程，總想提醒三個首都的

「大人們」，無論如何請務必以蒼生為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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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 ● ● ●  

2005 ●  

2006 ● ● ●  

2007 ● ●  

2008 ● ● ● ● ●  

2009 ●  

2010 ● ● ●  

2011  

2012 ● ● ● ●  

2013 ● ● ●  

2014 ● ●  

2015  

2016 ● ● ● ●  

2017 ● ●  

2018 ● ● ●  

2019 ●  

2020 ● ● ●  

 

 大樂透 2020： 

  美中臺重大政治日程 

●  臺灣總統選舉  

  ●  臺灣立法委員選舉  

  ●  臺灣縣市長選舉  

  ●  臺北／高雄市長選舉  

  ●  美國總統選舉  

  ●  美國國會選舉  

  ●  中共國家主席任期屆滿  

  ●  中共黨大會  

  ●  臺灣憲政改革工程  

  ●  北京奧運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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